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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巍巍南雁荡山，    峰峦蟠延无尽洞天，云舒云卷；    滔滔鳌江水，    九溪汇流东奔大海，潮起潮落。
    难忘家乡的海潮水呵！
鳌江海潮的壮观虽次于钱塘江大涌潮，也是我国著名的三大涌潮之一。
    涨潮时，她带着海洋的威严，呼啸澎湃涌进港来；落潮时，她伴着山间流失的泥水，悄然退出江口
。
每当八月中秋，这涌潮犹如千军万马排山倒海，呼啸而来，急速而去。
    潮水跟着月亮走，不管她在地球的这一边，还是在地球的那一头⋯⋯    我的家乡，在浙江省南端鳌
江的人海口。
这条江的源头，是南雁荡山脉的九溪，在此汇流，奔向东洋大海。
    我未以浓墨重彩书写家乡的山水美景，只说这海潮水。
因为每每梦回，总见那鳌江的水面上，布满了归帆，随着潮涌，乘风东来。
    东来的大船是从海上捕满鱼蟹回来，人称之为“舻艚”，有两桅的，或三桅的。
涨潮之后的江面，又宽又似平静。
成队的舻艚，先后降帆下锚。
而那些鱼贩的小舢板呀，蜂拥而上，评货论价；也有鱼行收购，装鲜货上岸。
    岸边上有好多条宽宽的石板大道，直没入江底，这是江边的埠头。
埠头是渔港，人称之为“舻艚头”，即舻艚的停泊地、避风港。
埠头上挤满了搬运工、鱼贩，一派喧闹繁忙景象。
此地也是浙南闽北的物资集散地，商业的埠头，还有舻艚运载稻米、桐油、明矾等物资。
    这个埠头，又名“古鳌头”。
有说：古时，江上出现鳌鱼大龙，惊动四方。
本地人，每逢正月初一，直至元宵夜，天天舞大龙。
百十米长的龙身，楼房高的鳌头，彩色鲜艳纸扎的大龙，由上百名强壮的青年人扛着，尤其那个大鳌
头，十多人抬也很吃力。
他们还在街道上，上埠、下埠来回奔跑，一边敲锣鼓，一边放鞭炮，并且大喊大叫，每天来回跑好几
趟。
大街两旁商家，都纷纷出来放鞭炮迎“大龙”。
拥挤观看的大人小孩，既欣喜若狂，又心惊肉跳。
尤其是元宵节深夜，人们举着已经点燃了的“龙骨”，在街上狂奔狂叫，说是“吃龙骨”，让“鳌龙
升天”，用来祈求神灵，保佑我们鳌江人！
也为这年的出海，祈收获、保平安！
这就是鳌江人数百年，也许是上千年的民间习俗。
    浙江省五条江，最南边的就是这鳌江。
温州平阳县政府在这条江的出海口——古鳌头建镇，名为：鳌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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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廷铭，回顾自己的一生，很像鳖江海潮，有涨潮有落潮。
我相信真理，追求光明，始终跟着党走。
看着孩子们个个成熟成长，我乐观对待客观现实，宽慰自己，争取身体健康，和老伴一块多活几年，
多看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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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已说到，1923年(民国十二年)秋，农历八月二十日，鳌江镇发生特大火灾，下埠一条街，两边房屋
全部烧尽。
灾民无处栖身，只有到镇中心杨爷殿的殿堂上过宿。
当时，母亲生下的我，还不到一岁，也就“落难”在殿堂草席上。
多少年后，听我堂房嫂子说，我那时长得又白又胖，大便拉在草席上，大人们忙不过来，我就抓自己
的大便吃玩，满手、满脸都是黄色的，见人还格格地笑。
    我是农历壬戌年腊月二十五日(公元1923年2月10日)卯时出生。
父亲说自己以为“天明了”，急着起床，恰巧孩子出生落地，就给我起乳名“阿明”。
我是“廷”字辈，上学后，父亲给我正式取名“廷铭”。
小学时，患慢性鼻炎，常流鼻涕，为了吸鼻涕就翘嘴唇，那样子定很难看，因此在我有什么错的时候
，大人喜欢带着挖苦，骂我“猪头明”。
至今，老家人还没有忘掉我的不雅绰号。
    大人希望自己孩子“早上学，早成才”，因此，我五岁上半年就读私塾，下半年又上洋派的“大班
幼儿园”，六岁到“鳌江公学”上小学一年级。
很倒霉，功课跟不上，说我“学习能力差”，留级再留级。
    在我的记忆里，不是智力差、还是贪玩。
孩童时代，整天跳绳、“砌房子”，满头大汗，就是不想做课外作业。
记得三年级，很怕老师放在教桌上的那根戒尺。
顽皮同学，手都给打红肿了。
老师布置记日记，一周、半月检查一次，到时候面临老师检查，我一篇也没有，就补记，这时候怎么
想也想不起来一周前做了什么事，就只好写日期和阴晴(甚至阴晴也想不起来)。
课堂上同学们上去交日记本，我硬着头皮也交上去。
第二天老师在课堂上大发脾气，点了好几个同学的名，叫站起来。
我开始脸都被吓青，害怕得不得了，后见好几个人和我一样没记日记，心就放宽了，不过教师的训话
，因为耳朵在嗡嗡响，什么也听不真。
    四年级，换老师了，来的是教过姐姐宋爱兰班级的陈旭东先生，我感到特别亲切，白面书生，消瘦
英俊，也很威严，虽带教鞭，从不打人。
他用的是启发式、鼓励式的教学法，引导同学们提问，别的同学不作声，我被他讲课吸引，举手提问
。
他就表扬提问者，鼓励“多问”，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他讲大科学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课文，说我们脚踩的大地是个大圆球，叫地球，这是大家都知
道的，但是，在这个地球上，“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不飞到外空去，这是为什么？
”他说科学家就善于思考，而不盲从。
    旭东先生知道我是宋爱兰的弟弟，特别关心我，要我向姐姐学习，说从鳌小毕业出去的王载绂(后成
为我姐夫)、宋爱兰等，都是高材生。
我翻阅姐姐过去的作文簿，篇篇是“优”，还有“优优”，“良”很少，没有“中”的。
写得好的语句，旭东先生给她打红圈圈、红点点，还加批，写评语。
    姐姐去杭州上“杭高”后，认为我这弟弟“学习能力差”，经常给我寄课外读物。
五年级有自然课，我特别喜欢，老师是班里同学黄盛元的父亲，每次上课都带许多教具，做课堂实验
，他从不对教材“照本宣科”。
有一次，带来两块吸铁石和许多铁钉、铁砂沫，我们瞪大眼睛，看他又玩什么“把戏”。
他开课就问：“这吸铁石为什么能吸铁？
”全班漠然。
他又问：“两块吸铁石是不是都能吸？
”大家又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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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吊起两块吸铁石，结果一头相吸，另一头排斥。
他解释这是磁力关系，紧接着又问：“磁力有两极，是哪两极？
”由于我常爱看科普书籍，这时脱口而出：“南极、北极！
”大家很惊讶，老师很高兴。
他继续说，不同性质的极才会相吸，而相同性质的极是不相吸的。
“同学们，这叫什么原理？
”我站起来说：“异性相吸、同性排斥。
”全堂哗然。
黄老先生表扬了我。
说这是多看课外读物的好处。
他鼓励大家要主动寻找科学知识，培养自己的求知欲。
    学校的大礼堂，每周一，高年级学生列队集合开“朝会”，背诵孙中山先生《总理遗嘱》；而周六
下午，开“演讲会”。
有一次在黄老先生的指导下，我上台演讲气象。
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演讲，讲了云是怎样形成的？
云有哪几种？
最高的是卷云，中间积云，低层有雨云⋯⋯我讲得结结巴巴，叫红了脸。
可对我来说，这是影响终身的。
由于老师的引导，我喜爱上了自然科学。
    鳌江，出海口的飞云，变化无穷，我喜欢长时间的观察；鳌江的渔家、农夫知道许多气象谚语，我
喜欢随处采集；鳌江的夜空十分宽广，星斗清晰明亮，我喜欢找寻观象，直至能辨认出二三十个星座
的天图⋯⋯    我六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国文”老师是项经川先生。
他讲课，不仅说文理，更讲做人的道理。
他指着学校刚建的“三乐亭”说，这取材于《孟子》，是孟子的话：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
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所以我后来常自问：尚可“无愧于心”乎？
    经川先生提倡多读书，读名著。
他介绍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彷徨》等，对我影响最大。
抗日战争初期，母校教员中建立起中共党组织，党员有梅康、杜贤宏、项经川、陈素瑶、黄藻如等，
成立中共鳌江中心支部，直属中共浙南特委领导。
经川先生在教我这班级时，还不是党员，但他的进步思想，影响我一辈子。
    鳌小毕业后，1936年春我去瑞安中学读书。
半年后，父亲在姐姐的极力主张下，要我去上海读书。
上海有大哥宋廷斡在天源电化厂当工程师，也欢迎我离开家乡，出去见世面。
这年夏天，我这个十三岁(实足年龄才十二岁)的小儿子要出远门，母亲舍不得。
父亲把我托付给外海轮船的一位老水手，临开船时，母亲嘱咐又嘱咐，流了很多眼泪。
特别是海轮出鳌江口时，面对无际的海洋，后面是渐渐淡去的家乡，我心酸酸的，可是没有哭，因为
心中有理想：“想未来”，“想当科学家”。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给我的见面礼是大哥到黄浦江码头接我的一番情景。
他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死命叫着“黄天！
黄天！
”(温州话“不得了”的意思)。
他刚买了一顶新凉帽，走到码头上，忽然后面有人把他的帽子摘去戴到自己头上。
大哥转身正要评理，只见别人又把这帽子摘去戴到另外的人头上，接着一个摘一个，转眼间就把帽子
传走。
一下子找不到评理的对象了，这些人一哄而散，新帽子无影无踪。
这就是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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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介绍我到沪西的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初中，虽是私立的，可很有名气。
我很努力很用功。
这些同学多数是有钱人的子女，吃饭乱丢馒头剩菜，走路玩硬币，丢下地还懒得捡，不好好读书，专
看黄色书刊等，我很看不惯他们。
    这1936年秋的上海很不平静，10月15日鲁迅先生辞世。
那天晚上，学校接到噩耗，许多同学自发地集中到操场上，举行哀悼活动。
对那些蒙头睡大觉的，我们骂他们“醉生梦死”。
我随着进步同学徒步游行，从沪西到吴淞闸北万国公墓，参加鲁迅先生葬礼，深深地受到爱国主义教
育。
    这年的冬天，我生了一场大病，光华附中这一学期的课没有上完，就回鳌江老家治病养病。
母亲和大嫂、二嫂护理我。
我躺在床上，一有什么病痛、不适，就喊叫：“唔妈！
唔妈！
”母亲应声即到。
真是病在儿身，痛在母心！
大嫂、二嫂对我生活的照料，也是无微不至的，我终生感谢她们，永远不会忘记！
好嫂嫂！
亲嫂嫂！
    P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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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不能丢失的记忆    这几天，帮爸妈搞回忆录，殚精竭虑，初稿总算完成，放下心思，放下这颗心。
    若干年前，让妈妈写回忆录，妈妈不写，说没得写；让爸爸写回忆录，爸爸不写，说没什么丰功伟
绩，有啥值得写？
我说，人生那么多条道，你们怎么会年纪轻轻就选择跟了共产党？
这就了不起。
你和妈妈家庭条件都不错，怎么就能放弃优裕的生活背井离乡投奔新四军？
这更了不起。
在新四军，你们怎么一步步走过来？
解放新中国有你们一份功劳！
你来自温州鳌江东海边，妈妈来自江苏南通杨家港，你俩如何走到一起，怎么有了我们这个家？
这都是咱们家的故事，是我们来到人世间以前的故事，还有爷爷、外公的故事，你们要留下来！
    当妈妈发生了老年认知障碍，老爸终于拿起了笔。
这一写竞不可收拾，一篇篇把我们带到那过去的岁月。
原来只知道妈妈是有名的好笔杆，没想到爸爸的文笔竞有这么生动。
这个工程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直到爸爸突发脑梗手腿再不灵便。
爸爸脱离危险后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说“回忆录没办法了”。
我说，有办法！
第二天我将纸笔带到病房。
让爸爸说，我来写，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最记得那天和老公费大力将不便行动的老妈从东郊疗养院接到城西爸爸住的医院，已不能认人的老妈
坐在轮椅里左右看着我和爸爸讨论续写回忆录，她的眼神是那么专注那么安详。
    是弟弟，在妈妈讲眼前事都遗忘时引她回忆过去，一个百忙大将军在电脑前将妈妈的录音一句句整
理，还对爸爸自己写的回忆录部分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修改；是两个妹妹在爸爸脑梗记忆退化后，凭
着自己从小听来的故事用爸爸的口气写下草稿，再与爸爸一条条核对让爸爸认可；是老爸，在病房在
儿女家一遍遍整理着尘封的老照片；是四个姐弟兄妹，一个个打开老影集，翻拍寻找着那些逝去的美
好；是老公的侄女，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军中大博士，一次次帮爷爷修改打印，将稿件送到爷爷手里
；还有两位表哥，拍着胸脯对我说：你们只管拿出稿子，照片排版、印刷出书，这事交给我们⋯⋯    
今天，我终于将经弟妹们一次次修改的稿件汇集，添写插进爸妈过去片断回忆中不能丢失的内容，整
出文字全稿，发出最后征求意见的号令。
老爸的笑声冲出电话震痛了我的耳膜，儿女们就是想在老人清楚明白的残年将他们的历程变成铅字，
变成留给后代的财富。
这不仅是给爸妈的安慰，更是给我们自己的交代，给社会的交代，给子孙的交代。
每家都有每家自己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自己祖宗身上，孩子们不会觉得是电影是小说，是文人杜撰旁
人瞎编。
    我总说搞父辈的回忆录是“抢救运动”，历史不能只是史学家们去写，历史也包括我们这些不出大
名的普通革命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每个人身上都有历史的细节。
我们党的历史，有这些才算全面。
我们国家的历史，有这些才算丰满。
    我常想，如果我有权，如果我有能力，我一定在国家历史档案馆搞个专门网站，专门收集人们的个
人回忆录、家庭家族的回忆录。
这个网站将对所有人开放，请他们按类输进自己的回忆录并认真填写关键词，然后由网管负责整理归
档。
谁都能想象，这里面该有多少不能丢失的回忆，将有多少人类待发掘的财富？
    2011年8月25日写于北京晓庐    2012年7月17日修改于全书付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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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鳌江潮：一个老新四军的回忆》是一本回忆录也是一部家史，是以作者宋廷铭的父母为主体，上朔
祖辈、下衍子孙，反映了从民族解放、新中国建立到如今，跨越大半个世纪激情岁月风雨坎坷却依然
青春不老、豪情不减、斗志不衰、信仰不移的革命家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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