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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宏大的渡江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冒着敌人的
炮火，强渡长江天堑，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更有许多
指战员在战斗中献出宝贵的生命，其中就包括两名英雄团长——
第二十三军第六十八师第二〇二团团长邓若波和第三十四军第
一〇二师第三〇六团团长陈大海。

邓若波，1916年5月出生于丹阳横塘七里桥。1938年初参加
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后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邓若波胆大心细，善于用兵，总是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
务，被战友们称为“年轻的老指挥员”。1944年 3月，邓若波任新
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第一营营长，率部参加著名的车桥战
役。面对日伪军凭借工事的疯狂反扑，带领指战员沉着应战，展
开白刃格斗，歼灭日伪军80余人。6月下旬，在靶齿凌遭遇战中，
指挥全营实施迂回包抄，对全歼来犯的一个日军中队和一个伪军
营起到很大作用，受到上级表扬。

1946年 7月，在苏中七战七捷的宣家堡战斗中，已升任团参
谋长的邓若波在部队攻坚受阻的关键时刻，亲自率领预备队采取
机动灵活的战术，摧毁敌人火力点，保障战斗取得最终胜利。此
后，邓若波历任纵队参谋处副处长、团长等职，先后参加鲁南、莱
芜、孟良崮、豫东、淮海等战役。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待命南渡。邓若波作为第
二十三军第六十八师第二〇二团团长，奉命率全团担负东集团先
头突击部队的重任。邓若波亲自带领参谋人员深入一线部队，对
强渡、强攻器材进行检查，精心做好渡江准备。对即将到来的渡
江战斗，邓若波充满胜利的信心，豪情满怀地向军长陶勇报告：

“就请军首长听捷报吧！”
1949年4月20日，英舰“紫石英”号无视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

的警告，闯入我军防区，双方发生炮战。“紫石英”号被击伤，搁浅
在扬中雷公嘴岛附近。次日上午，逆江而上奉命前来救援的英舰

“伦敦”号与“黑天鹅”号行至泰兴七圩港江面抛锚停泊，这里是第
二十三军及配属的炮六团的作战区域，而当天下午正是第二十三
军预定的渡江时间，英舰的停泊对解放军渡江无疑造成极大的威
胁。军情似火，一场激烈的炮战就此发生。英舰认为解放军炮兵
阵地在江堤后面，因此所有炮弹都打向那里，在江堤后准备渡江
的第二〇二团指挥部和所属步兵遭到重大杀伤，邓若波壮烈牺
牲。邓若波的牺牲地离家乡丹阳仅有一江之隔。4月23日，他牺
牲两天后，丹阳宣告解放。

陈大海，1908年出生于安徽六安。1929年参加六霍起义(独
山暴动)。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随红25军征战到陕北。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八路军第一一五
师第三四四旅、新四军第三师、新四军第四师工作。解放战争时
期，长期战斗在江淮大地。1949年 2月，江淮军区部队与国民党
起义部队合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军。陈大海任第一〇二师
第三〇六团团长。

渡江战役前夕，第三十四军奉命部署于仪征至六合间的长江
北岸。第一〇二师作为渡江主力，被安排在东线的仪征土桥一
带，而长江对岸正是镇江。陈大海率领全团官兵厉兵秣马，随时
准备渡江作战。4月20日，渡江命令终于下达。第三十四军奉命
强渡长江，攻占高资、龙潭。第一〇二师全体指战员以白毛巾缠
在左臂，登上藏于港汊芦苇丛中的木船、木筏。4月21日0时，战
斗正式打响，解放军船队迎着 4-5级的江风，在夜雾中向江南进
发。任务重大，各级干部都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军长何基沣、政
委赵启民、第一副军长饶子健都坐上了第一批南渡的船只。陈大
海坐在第三〇六团指挥船上，率领全团向南航行。不料刚刚驶出
200米，即遭遇国民党巡逻舰，发生战斗。南岸国民党守军亦开始
向渡船炮击，炮火映红江面与夜空，江面不时激起冲天水柱。陈
大海乘坐的木船在水柱的冲击下剧烈颠簸，陈大海和警卫员不幸
落水，牺牲在解放镇江的征途中。据其生前战友回忆，当时上级
已经任命陈大海为第一〇二师副师长，就待渡江后传达，令人惋
惜不止。

民间所说的“江南四大才子”通常是指
明代苏州唐伯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

“吴中四才子”，他们多才多艺，擅长诗文书
画，艺术造诣卓然超群。“江南四大才子”都
曾游历过镇江，为镇江文化留下风雅韵事。

唐寅，生于成化六年（1470）庚寅，字伯
虎，后改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
等。明代著名书画家、诗人。唐寅在绘画
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明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文徵明、徐
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曾任丹徒训导的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唐解元一笑姻缘”
中，将“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韵事演绎成
妇孺皆知的故事，从而使其成为雅俗共知
的江南才子。

唐伯虎才华横溢，因好古文辞，受苏
州 知 府 曹 凤 的 赏 识 。 明 弘 治 十 一 年
（1498），29岁的唐伯虎参加南直隶乡试，
获解元 （第一名）。次年，他赴京参加会
试，因涉嫌科场舞弊案而下狱。出狱后，
被发往浙江为吏，不往。自此绝意功名，
悠游江南，以卖字画为生。

《警世通言》 描写唐伯虎在苏州阊门
游船邂逅画舫青衣小鬟，一见钟情，巧遇
好友王雅宜乘船去茅山进香，便立即请求
搭船同去，尾随画舫至无锡后，唐伯虎借
口取惠山泉，要求停泊一日。次日，又借
口梦见一金甲神人责其进香不虔，“愿斋
戒一月，只身至山谢罪”，打发走好友船
只。唐伯虎逗留无锡，打听到青衣小鬟为
无锡华府中人，便乔装易名至华府应聘，成
为华府公子伴读，取名华安。在华府，唐伯
虎的才华得到老爷、夫人的赏识，最终得赐
配华夫人侍女秋香（即青衣小鬟），喜结良
缘。数日后，唐伯虎携秋香不辞而别时，在
壁间留下一诗，有“拟向华阳洞里游，行踪
端为可人留”句，华阳洞在茅山，诗中即隐
喻借茅山进香机缘、因“可人”秋香而逗留
华府之事。小说中，唐伯虎虽然没能去成
茅山。但是，历史上，唐伯虎确曾游历过镇
江，并留有诗作。

《乾隆镇江府志》卷52《艺文志九》载有
唐寅《焦山》《游金山》诗。《焦山》：“鹿裘高
士帝王师，井灶犹存旧隐基。日转露台明
夜溆，潮随斋磬韵江湄。天从西北开天堑，
地到东南缺地维。翘首三山何处所，却看
身世使人悲。”诗歌通过描写拒绝帝王

“三诏”的汉末高士焦光隐居遗迹以及孤
立江中的焦山风景，慨叹自己命途多舛、
身世悲凉。《游金山》：“孤屿崚嶒插水
心，乱流携酒试登临。人间道路江南北，
地上风波世古今。春日客途悲白发，给园
兵燹废黄金。阇黎肯借翻经榻，烟雨来听
龙夜吟。”明代时，金山仍在江中，诗人
登临江心孤屿金山，慨叹世间风波，夜宿
金山僧舍，卧听江上风雨声。末句与唐代
诗鬼李贺《龙夜吟》诗“碧窗皓月愁中听”有
异曲同工之妙。《光绪丹徒县志》卷五十《明
诗》载唐寅《春日与乔白岩游金山》：“山峙
清江万里深，上公乘兴命登临。凭栏指顾
分吴楚，满眼风波自古今。春日客途悲白

发，祇园兵燹废黄金。日斜未放沧浪渡，饱
酌中泠洗宿心。”乔白岩，即白岩山人乔宇，
系杨一清的弟子，曾多次游览镇江山水。
杨一清《石淙诗稿》有杨一清与乔宇唱和诗
多首，卷十四《用韵赠唐子畏解元》系杨一
清赠唐寅的诗作。

除了唐伯虎曾游历镇江并留有诗作
外，“江南四大才子”的祝允明、文徵明也游
历过镇江，并留下诗作。徐祯卿多次赴京
参加科举考试，镇江亦是必经之地，遗憾的
是徐祯卿《迪功集》和镇江方志中没有其游
历镇江的诗作。但是，《迪功集》中有《送许
补之还丹徒》亦可为镇江文化增色。

祝允明，字希哲，因长相奇特，右手
有枝指，故自号“枝山”“枝指生”。祝允
明五次参加乡试，才于弘治五年 （1492）
中举。七次参加会试不第，甚至正德六年
（1511） 与子祝续同科应考，其子中进
士，而自己仍然落榜，遂绝科举之念。祝
允明后任广东兴宁知县、应天府通判。有

《怀星堂集》30卷。
在“江南四大才子”中，祝允明关于镇

江的诗作最多。正德六年（1511）秋，祝允
明应邀参与纂修《镇江府志》（已佚，林魁有

《正德志序》），寓镇江府道纪司，并为其移
建撰记。祝允明多次途经镇江，留下记游
诗《丹阳晓发》《江行二首》《宿金山寺》《金
山图》等。《丹阳晓发》：“京邑到来熟，晓行
如赴家。月明人渡水，星散树惊鸦。灯影
依依店，茶声远远车。萧骚两秋鬓，无处定
生涯。”诗人星夜赴京应考多次无果，遂有

“无处定生涯”的感喟。《江行二首》其二“丹
阳连北固，千里草萋萋。东去水逾急，北来
身渐低。渔舟长宿火，客枕厌闻鸡。风景

年年是，因无妙句题。”诗人感叹对多年惯
看的旅途风景已经写不出“妙句”了。《宿金
山寺》：“窗中一抹海门焦，珠贝鱼龙共此
宵。枕得善财参后石，洗来天汉转时潮。
神游会解灵妃珮，耳静能传少女箫。况是
梵王宫阙里，莲花叶上暂逍遥。”清王夫之
评价此诗“生色不浮。一切澒洞孤危语，删
除已竟”。

祝允明曾任应天府通判，时句容属其
辖域。其《宦游句曲偶读丘殿丞寄茅山道
友诗有感遂次其韵》：“珠有余妍玉有辉，鸡
栖鹤驭本相违。灵飞碧检文难读，想结金
堂梦易归。颇恨殿丞虚左契，终怜长史入
仙机。悬知紫陌埋尘骨，绿草茸深白鹿
肥。”此诗作于正德十五年（1520）庚辰。祝
允明又有《句曲道中》《雨中句容道中喜看
山色》《宿茅峰》《登千佛院塔》《与句曲李令
徐博士等夜饮》等，或抒旅情，或写山景，或
生出世之想。如《句曲道中》：“老至谁怜昼
锦明，春来聊得客襟清。宵依星斗宫坛卧，
晓入神仙宅舍行。眼看山多城郭少，肩挑
诗重簿书轻。何时总入烟霞去，不见人间
宠辱惊。”句容多山，远离尘世之喧，为葛
洪、陶弘景等隐居修仙之所，遂使诗人生出
餐霞修道之想。

文徵明，初名璧，字徵明，后以字行
世，改字徵仲，因祖籍衡山，故号衡山居
士。时人称其诗文书画为“四绝”。文徵
明生平九次参加乡试皆不中。嘉靖二年
（1523），以岁贡生参加吏部试，授翰林院
待诏。三年后，辞官归乡，专事创作。年
九十而终，在四才子中年寿最长。著有

《甫田集》35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
“雅饬之中，时饶逸韵”。文徵明有《余画
金焦落照图吴水部德征先生寄诗二首题谢
长句》，《金焦落照图》是写生妙笔，自己
把玩，爱不释人，因蒙都水司吴德征的赏
识，特以诗致谢。文徵明曾多次游览金
山，留下 《金山寺待月》《舟中望金山》

《金山诗追赋》等。《金山寺待月》：“浮玉
山前玉露凉，晚潮微上月洋洋。鱼龙深夜
浮光怪，云树遥空带渺茫。水国题诗酬一
宿，中泠裹茗荐初尝。江风吹酒不能睡，
起踏松阴自绕廊。”写的是金山品茗赏
月。《舟中望金山》：“一笑推篷见碧岑，
可堪行役负登临。旧游谁觅三年梦，回首

空余万里心。初日楼台相映照，凌波草树
自浮沉。无由去汲中泠水，卧听寒潮杂梵
音。”（末句“寒潮”《光绪丹徒县志》 引
作“潮声”，皆合律） 文徵明后又作 《金
山诗追赋》，可见其对金山的喜爱。文徵
明在镇江还曾游过焦山，并作有 《焦山
图》。《光绪丹徒县志》卷五十《明诗》有
文徵明 《焦山》，诗曰：“松寥阁外水潺
潺，流尽年光是此间。一曲梅花来白鹤，
几时骑上碧云山。”《乾隆镇江府志》卷五
十二《艺文志九》载有文徵明《题画为邃
庵先生》《丹阳道中次王直夫韵》。前一首
不见于 《甫田集》，邃庵，杨一清号。杨
一清擅诗画，与吴门画派沈周等交往甚
密。文徵明《丹阳道中次王直夫韵》：“句
曲东来草树秋，车音隔陇思悠悠。西风黄
土污人面，落日青山触马头。息影道傍分
茂荫，濯缨桥下得清流。平生笑杀朱翁
子，辛苦刚酬妾妇羞。”王庭，字直夫，
文徵明同乡。嘉靖二年 （1523） 进士。此
诗盖是文徵明、王庭自京师应试返苏州途
经镇江时所作。

徐祯卿，字昌谷，资颖特。弘治十八年
（1505）进士。因貌寝不得馆选，授大理左
寺副。正德元年（1506），纂外史湖南。正
德三年（1508），返京，因替韩文草疏谏言得
罪刘瑾，又坐失囚，贬国子博士。正德六年
（1511），三十三岁便英年早逝。徐祯卿为
明代古文派“前七子”之一。其诗熔炼精
警，被誉为吴中诗人之冠。有《迪功集》6
卷。徐祯卿多年应试途中，屡经镇江。徐
祯卿《江行记》：“辛酉秋八月，徐子与客买
舟 自 京 口 南 下 。”辛 酉 即 弘 治 十 四 年
（1502）。《迪功集》卷 3《送许补之还丹徒》，
诗曰：“怜君挥手去，匹马向南天。旅病青
山外，乡心落日悬。燕关变积雪，淮柳动新
烟。驿路重云里，相思易隔年。”《乾隆镇江
府志》卷二十九《进士》：“许完，字补之，丹
徒人。兰溪知县，擢监察御史。”许完，师事
丹徒靳贵，与徐祯卿为同榜进士。

祝允明《梦唐寅徐祯卿》：“浊世二三
子，厌弃犹为人。相逢靡幽明，隔域岂不
亲。兹途无尔我，相泯等一真。”表达了江
南四大才子间的君子之交。“江南四大才
子”游镇江虽不在同时，然而，都为镇江留
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渡江战役中牺牲的
两名解放军团长

□ 孟宪威

“江南四大才子”游镇江
□王 勇

唐寅《金山胜迹图》

文徵明《金山图》

古城镇江，河网密布，各个年代不同建
筑造型与风格的桥梁无数。位于我市南门
外大街鸿鹤桥路边的“孩儿桥”，其历史悠
久，是我市目前现存年代最久的宋代古桥。

早有所闻“孩儿桥”其名，曾多次寻觅
未果。几天前在几位爱好文史朋友的指引
下，慕名专程前往探访，终见其真实面貌。
沿着岗子下路向南行至鸿鹤桥路东，在该
路段一座沿街的围墙内，穿过枯枝杂草丛
生的一片荒芜土堆，走近一座高约4米的水
泥护墙，顿时，一座古旧斑驳，尤显沧桑的

“孩儿桥”，现于眼前。此位置，东至宝塔山
公园，西达南门天桥，南往丁卯桥路，北通
虎踞桥，围墙外虽是人流川息，车水马龙，
这里却显得无比静幽。

据桥前所立碑文记载，此桥位于市区
南门大街外的大觉寺东南，又名鸿鹤桥，始
建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为单孔花岗岩
石拱桥，距今已有近 800年，为我市现存唯
一的一座宋代石桥。又据《镇江历史文化
大辞典》中介绍，该桥原高达 5 米，跨度 8
米，桥拱上置有石栏板，因其桥上原立有形
似儿童的柱石，故名“孩儿桥”。还有史料
记载，在桥基东侧南北两端曾有花岗岩石
刻的兽头两只，其兽挺鼻张口，怒目圆睁，
形象威武。

在桥下、桥上我仔细观察许久，桥所

处地势低洼，现桥的高度已不足 4米，桥
面约3米宽度，桥长约8米，桥拱直径为3
米，其桥身为一块块青石垒筑而成，桥面
为长条青石铺就。许是年代久远，风雨冲
刷数百年，桥下早已淤土堆积，桥身的石
块已有不少残缺，桥面之上的诸多条石也
风化龟裂，形似孩童的柱石和传说中的石
刻兽头，早已荡然无存。在桥的西侧石拱

上部有两块长方形石块上写有“宝庆三年
新建鸿鹤桥”字样的石刻文字。在现场观
察到，该石桥的拱圈是由若干块石板拼接
而成。像这种单孔花岗岩结构的石桥，桥
虽不大，却体现了我国传统石拱桥独特的
造型风格和精湛的造桥技艺，展现出劳动
人民的丰富智慧。

有桥自然会有河流，孩儿桥下的河水，

是由绵延起伏的南山的众多溪流汇聚而
成，流经此桥，再缓缓流向东边的宝塔山下
的古运河。孩儿桥位居镇江城南，为城乡
通道，农村乡民进城的必经之路。古往，农
村卖菜的、贩鱼的、挑柴的，还有手推独轮
车的农民们，每日里来往于孩儿桥上，途径
虎踞桥进入城里，每日里，人来人往，川流
不息。随着岁月变迁，桥下曾经的潺潺流
水，为多年沉积的淤泥沙土所阻，沟渠变
窄，流水渐小，渐成旱渠。再后来，在城市
建设中，因道路屡有改造，此桥遭废弃，渐
趋荒芜。1998年在建设工程中发掘出孩儿
桥，近乎湮没的宋代古桥又再现于市民视
线。2007年孩儿桥被市政府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为保护这座珍贵的历史遗存不被
损坏，市文保部门在该桥周边的东南西三
个方向，建造了长 16米、宽达 10米连成一
体的三面水泥护墙，进入此桥则可由护墙
的北面斜坡而入。

驻足于孩儿桥前，眼望这座饱经风霜
的古桥，让人浮想联翩，曾经的小桥流水，
喧闹的市井虽已不在，而历经八百年风雨
的古桥身躯，却像一位沧桑驼背的古稀老
人，仍不屈地横卧于此，它躬着背，驼起着
千年烟云，似在向人们诉说着过往岁月中
的故事，那桥那水，透析着江南水乡古老文
明的文化气息。

宋代古桥“孩儿桥”
文/图 雷晓明

丹阳人民的优秀儿女邓若波

牺牲在解放镇江渡江战斗中的陈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