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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渔民在海边摸清海水潮汐规律，踏
浪踩涛，躬耕碧波，推网捕鱼捞虾的历史也可
以追溯到宋元时代。南宋《云间志》有华亭县
池塘养鱼的记载。明吴郡黄省曾《鱼经》称：
池塘养鱼，“其秧也，渔人泛大江，乘潮而布
网取之者”；“鲻鱼，松之人于潮泥地凿池，
仲春捕盈寸者养之，秋而盈尺，腹背皆腴，
为池鱼之最”。清初曾羽王《乙酉笔
记》载：“嘉靖末年，海上倭起，海禁
甚严，寸板不许入海。”清初，因郑成
功据台，“海中严禁，寸板不入”，“家
有藏网者以叛逆论”。明代嘉靖年
间，上海出了一个著名的将领郑若
增，曾在抗倭军中任职，随水师战船
亲历渔场、海岛巡游督汛，目睹沿海
渔民扬帆驾舟在渔场作业，其人数已
经是“不啻万计”。

由于海上艰险作业较多，渔船、
人员事故常有发生，海边渔民迫切需
要寻找自己需要的精神寄托，盼望逢
凶化吉。拜龙王，拜观音，特别是下海
庙里拜海神妈祖，就成为上海渔民的
一个独特的祭祀方式。现虹口区昆明路、海
门口的下海庙，这座庙，早先就是祈求海神
保平安的海神庙，清嘉庆年间建于今东长
治路东、海门路西的下海浦上的提篮桥（今
已不存），据说就是当年渔民香客提着盛放
香烛的篮子，过桥去下海庙求神护佑而得
名。当然，还有一说：说该桥由当时的瞿、蓝
两姓的大户捐资所建，名瞿蓝桥，后音变为
提篮桥。不论哪种说法，崇拜海上救苦救难
的海神，由此产生了许多渔人的信仰习俗，
则是事实。

上海渔场资源丰富，有近海渔业资源、
长江渔业资源、内陆湖河渔业资源，内陆水
面 !"#$万公顷，有湖泊 %&多个，以青浦县西
部为最多。上海最大的湖泊淀山湖，有水产品
"!属 %!种。四鳃鲈鱼，松江特产，呈纺锤形，
长约 '()!&厘米，重 !)*两，头大扁平，眼小
生于上方，口宽扁，腹灰白，背呈灰褐色或带
枯黄色，有黑纹四五条，肉嫩，无刺骨，味鲜
美。《后汉书·左慈传》载：曹操设宴，左慈在
座，操曰“今日盛会，珍馐略备，所少松江鲈鱼
耳”，可见“松江鲈鱼”之珍贵。隋大业《拾遗

记》载，吴人献松江鲈鱼供炀帝品尝，帝赞赏
曰：“金齑玉脍，东南佳味也。”后世誉为中国
四大名鱼之首。可惜，从 !&世纪 (&年代后
期，因兴修水利和水质污染，四鳃鲈回游和生
存环境，几近绝迹。$&年代后，因海洋渔业资
源过度开发，产量逐年下降，长江口鲥、银鱼、
中华绒螯蟹等资源严重衰退，+&年代无产量
可计，确实是很可惜的。

《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文献
都记载，晋安帝隆安三年（*++年），
有孙恩凭借其海盗团伙的兵力优
势，攻陷沪渎城，提到“沪渎”。孙恩
作乱，从定海向北，沿海骚扰。时上
海属吴郡，由郡太守袁山松（一作袁
崧）守备。袁山松就在吴淞江旁修沪
渎垒防卫，隆安五年，孙恩寇沪渎，
袁山松遇害。袁氏在晋代本是望族，
守卫沪渎如此忠勇，所以在地方上
早有纪念他的祠祀，对他推崇备至。
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等撰《世说新语》
也提到了发生在公元四世纪初上海
周边沿海发生的一场战事，说明那
一仗打得很是惨烈。

先看“沪渎”一词，说白了，就是在吴淞
江下游近海的河口段，是为江海要冲之地。
所谓“渎”，本意是不受任何阻碍直奔入海的
江河，也是太湖流域古代专指河段的名称，
如公元前 ''世纪的泰伯渎（在今无锡），三
国时期吴国（江苏句容至丹阳）的破岗渎，均
称“渎”，元嘉十一年（"*"年）姚峤指出：“二
吴（吴郡、吴兴），晋陵，义兴四郡同注太湖”，
由于“松江沪渎雍噎不利”，造成太湖上游泛
滥成灾。《吴郡石像碑记》（((&)((' 年）记
载：“吴郡娄县界，松江之下，号曰沪渎”。这
些史料都说明“沪渎”是吴淞江下游的入海河
口段。

而“沪渎垒”则是在吴淞江入海口修建
类似堤坝的工程，《晋书·虞潭传》记载：
“（虞）潭为吴国内史（相当于苏州太守），成
帝时（!*%—*"! 年），年荒，百姓饥馑，潭修
沪渎垒，以防海抄”。又《资治通鉴》记载，
“晋隆安四年,"&&年-冬十一月，吴国内史袁
崧筑沪渎垒，以备孙恩”。根据史料记载，说
明历史上的沪渎曾经有过两次筑垒，以应对
战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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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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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近山中将!二野官兵称"王疯子#

红军时期某次战斗，我军与敌军展开肉
搏。时任连长的王近山毅然以一“大块头”为
对手，上下腾跃，左右开弓，如蜘蛛之搏知了，
螳螂之斗黄雀。后两人扭打一团，滚落山崖。
“大块头”毙命，王近山竟死里获生。陈锡联将
军言此曰：“当时情景，真是惊心动魄！”“王疯
子”之绰号，亦由此而来。李德生将军言：王近
山将军指挥作战，必得派六七位警卫员跟随，
否则他会冲到敌人阵地上去。某次攻城受阻，
王近山亲扛梯子欲上。警卫员阻拦，将军竟暴
跳如雷，又踢又咬。王近山将军驱车如救火。每
乘车，必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势不可挡也。!"#$

年春，大雪。王近山将军驱车急赶前线，遇一冰雪
滑坡，司机停车犹豫不前。将军即拔枪谓司机：
“给我冲过去，不冲我毙了你！”故致车翻人伤。

秦基伟上将!临危受命守临泽$敌弹削伤

其四指竟毫无感觉

%"&$年 %月，秦基伟将军随西路军总直机
关驻扎甘肃临泽。'!日，马家军五个多团兵力
围攻临泽，而城内红军仅一警卫连，其余均为勤
杂人员，女同志居多。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守城
总指挥，将城内人员悉数编组，迅速完成布防。
翌日，初始待而不发，敌近前，猛烈还击，坚守数
日后乘夜间顺利撤离。是役，将军抱着唯一一
挺机关枪，一边组织官兵还击，一边冒死拼命扫
射，敌弹削伤其四指竟毫无感觉。
国军陈秉渊后追忆是役曰：“二十二日马

元海以马步銮团、刘呈德团、骑兵第五师马禄
旅为主力先向临泽河西北城南各庄堡分头进
犯，被红军机枪击退，复行硬攻，爬上城头的
又被红军击附于城根。混乱中红军多用石块
拒击，气吞山河，有些女战士在战斗中英勇异
常，从不退让，尤为马元海所惊叹，明知守城
红军弹药缺乏，但铜墙铁壁，可望而不可即。”

贺炳炎上将!握一把菜刀独身冲入敌阵$

连砍数敌

贺炳炎将军，贺龙元帅之爱将。!(岁与

其父贺学文一道参加红军。初战，
即握一把菜刀独身冲入敌阵，左砍
右杀，连毙数人，敌望之皆惧退。人
赞其为“贺小龙”，因其姓，亦误传
为贺龙之子也。

某役，红二方面军由某城撤
退。出城后，贺炳炎将军清点人数，不见某某
某，即策马回城寻找。其时，敌军已进城。将军
飞马过街穿巷，见某某某正立一铺前购物，即
俯身以一手将其搂起，夹胳膊窝里，飞奔而
回，某某某由此脱险。

陈锐霆少将!徒手拨刺刀与两特务搏斗

陈锐霆将军 %"&$年初秘密参加中国共
产党，入党介绍人王兴纲。%")%年，将军率一
个团于安徽宿县起义，归建新四军。)月 &*

日午夜，将军参加地方座谈会归，甫就寝，即
闻院外杂乱脚步声和零星枪声。将军急穿衣
出门，见两把明晃晃刺刀直逼胸前。将军徒手
拨刺刀与之搏斗，腹部、手部均被刺伤，两特
务仓皇开枪而退，未中。将军曰：“国民党特务
的刺杀行动，使我在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
大革命’中免疫了，少吃了苦头。”新中国成立
后，陈锐霆将军曾任兵器工业部副部长。

陈再道上将!常擅离指挥位置$亲赴前沿

冲锋

陈再道将军作战有瘾，闻枪声即心发痒，
尤喜枪对枪、刀对刀、面对面拼杀。担任师长、
军长后常擅离指挥位置，亲赴前沿冲锋。故每
战前，徐向前元帅下作战命令时，必补充一
句：“不许陈再道打冲锋！”

陈再道上将!单枪匹马追叛敌

%"&+年某日清晨，陈再道将军忽闻报，
景县分区司令葛桂斋带部队叛变投敌。将军
急翻身上马，单骑追之。葛部下三百余人踞河
东架枪以阻追兵，忽见将军单枪匹马，飞奔而
至，大骇，无一敢放枪者。将军立马高呼：“要
抗日的，跟我回去；要当汉奸的，今日放你走，
来日战场上见。”葛部下闻之，皆纷纷回返。
抗日战争时期某战，陈再道将军设指挥

所于一独立屋。战犹酣间，忽有敌军一队骑兵
直扑指挥所。其时，主力部队均在前线激战，
指挥所仅置一警卫排。众皆忧之，而独将军大
喜，曰：“我这支二十响还没见过荤呢，今天就
让它开开斋。”言罢，率警卫排官兵阻击，竟大
捷。将军二十发子弹，毙敌四人，伤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