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Y城与事

www.xinminweekly.com.cn34

投稿邮箱：citystory2016@163.com

人民的帮助支持下，战斗峰回路转——不

足一万兵力，却打败敌人号称十万兵马的

进攻。朱履先也因此而被陈毅批准加入中

国共产党。毛主席称赞朱履先为“中共特

别党员”。这段历史，在电影《黄桥决战》

中得到展示。这首歌也随着新四军抗击日

寇的步履传遍大江南北，激励军民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全国解放的开国大典中，

黄桥烧饼还因其历史贡献而入选国宴。

6 月 10 日是民间传统佳节端午，这本

是个吃粽子的节日。但在黄桥古镇朱宅中

将府里，边听红歌边品味穿越硝烟的烧饼，

我感觉别有深意，越嚼越有味。心中装有

人民的人，不论是诗人还是军人，人民都

会永远铭记他们。

先的家乡泰兴黄桥镇，受到百姓欢迎。镇

上朱履先是晚清名士、辛亥革命元老、著

名爱国人士。他与陈毅和粟裕一见如故，

通过接触也深深理解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抗战思想，见新四军军费困难，主动一次

性捐赠 5 万银元。后来，黄桥决战最关键

也最困难的第四天，前线战士一整天没有

吃东西了，朱老前辈深夜得知后，立马让

家人起床为前线战士做饭，自己还跑到镇

上的大街疾呼，一家家敲门动员，快快起

来做烧饼！黄桥镇百姓出于对新四军的感

情和对朱老前辈的敬重，纷纷全家齐动手，

将朱老前辈派人送达的面粉深夜赶做成烧

饼，然后车推肩扛送达前线。

在新四军指战员的浴血奋战和黄桥镇

吃粽子的时节品烧饼

苏北泰兴黄桥镇中将府后花园，一株

株桂花树尚在酝酿芬芳，一首《黄桥烧饼歌》

却带着美食以及岁月的温馨在园子里回荡，

引发一阵阵热烈的掌声。6 月 10 日，一场

纪念朱履先诞生 140 周年的红色歌曲音乐

会，正在这里举行。

“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

忙，烧饼要用热火烤哎，军队要靠老百姓

帮。……”深情而激越的歌声，带着人们

穿越时空回到抗日战争年代，重现英勇的

新四军在陈毅、粟裕带领下，在此创下以

少胜多重创敌顽的经典战例。也让老英雄

朱履先和黄桥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

再次被念及。

1940 年 7 月初，新四军挺进苏北朱履

刘　放（江苏苏州，文化人）

厦门北站遇博饼

近日一次厦门之旅，令人难忘。

当时，在厦门北火车站检票口，我随

着人流鱼贯而入，见车站候车室里人群

熙攘，又见电梯口有“厦门文化展厅”

的指引牌。咦！火车站里还有文化展厅？

见所乘动车检票时间还早，决定前往一探

究竟。

进入文化展厅，但见一座白鹭造型的

大型标志牌。竟然还有解说员笑语迎客，

那架势一点儿也不比一些专业博物馆逊色。

她介绍说，展厅设有“特色之旅”“红色

之旅”“文教之旅”“民俗之旅”“铁路

之旅”“文创品展示”等六个展区。漫步

其间，浓浓的厦门元素呈现其间。

在展厅的中心位置，我见到一口大缸，

里面还有六颗大号的骰子。这是啥物件？

展厅讲解员介绍：这是放大版的“博饼”

实物。仔细看介绍，博饼是厦门及闽南地

区传统的中秋习俗，300 多年前由民族英

雄郑成功发明，参与者轮流掷六个骰子，

根据骰子的点数决定奖项，奖项分为“状

元”“进士”“举人”“秀才”四个等级……

听完讲解，有观众跃跃欲试，拿起骰子掷

入大缸。骰子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渐渐地

舞步停歇，恢复平静。大家的眼睛都注视

着骰子，“哇，‘状元’！真是好彩头”，

一时间喝彩之声回荡在展厅之中。但见“状

元郎”开心满怀地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口中蹦出：“呦，车要放客了！”遂疾步

走向候车大厅而去……

我听解说员道：“中秋博饼习俗源于

福建厦门，盛行于漳州的龙海、泉州的安

海和金门县等地，清代康乾时期的《台湾

府志》曾有过相关记载。”今年是郑成功

诞生 400 周年。我看媒体报道，“6 月 23

日上午，在厦门鸿山顶上的延平郡王祠举

行了2024海峡两岸纪念郑成功颂典仪式”。

今年 8 月，临近中秋的时候，将是郑成功

生辰之日。我想，到时候厦门应该到处都

有博饼游戏，我也来参与一回，或者就到

厦门北站“厦门文化展厅”玩上一把放大

版的。

方　腾（福建福州，国企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