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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红色地下交通线的故事①

32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的疯狂侵袭和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共台州地下
党组织与敌人斗智斗勇，建立了一条神秘
的红色地下交通线。

这条神秘的红色地下交通线，一头连
着中共台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一头
连着苏北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期间）和四
明山浙东游击队根据地。不管敌人如何疯
狂搜捕和袭扰，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始终
传递着党中央的指示和重要情报。就是靠
着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当中共浙江省委
书记刘英同志被捕并被敌人残酷杀害后，
刘英同志的夫人丁魁梅同志被安全地转移
到了解放区。就是靠着这条红色地下交通
线，我们把台州和浙南地区党的骨干力量
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和四明山浙东
根据地。

在解放战争中，台州党组织重新组建
新的地下联络交通站，接收上级党组织的
指示，进行搜集情报工作，秘密开展策反工
作，为迎接台州的胜利解放作出了贡献。

在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上，流淌着革
命先烈的鲜血，留下了那些默默无闻地为
民族解放事业战斗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足
迹，以及他们一个又一个机智勇敢，与敌人
斗智斗勇，不怕流血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传
奇故事。

台州党组织
初建地下交通线

余喜华文/摄
蓼科酸模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南

北各地广有分布。
酸模不讲水土，不择土壤，适应性

很强。无论山坡、荒地、水沟、乱石丛
中，都能疯狂生长，其枝高叶阔，最高
能达到1米多高，叶片宽大如芭蕉叶。
不管是独自兀立，还是夹在杂草丛中，
酸模都很招摇的，很博人眼球的。

酸模拼死拼活长高长大，即使在
那个农村家家养猪田间青草珍贵的年
代，也是既不受猪们喜爱，也不受人们
待见。大概是口感的原因吧，酸模这种
草，猪是不爱吃的，既然猪不爱，那就
没有利用价值，遭人嫌弃是必须的。我
们割猪草那会，是不会让酸模混进猪
草篮子。当然农村人识得酸模这个样
子，但不知其真名，也叫不出其俗名，

反正很长一段时期，我是叫不出它的
名字的。在精耕细作的年代，土地很珍
贵，是农民的命根子，除了主要的耕地
栽种水稻，河边地、山坡地、溪滩地，都
被村民们开垦出来用于种植土豆、番
薯、蔬菜，以及其他经济作物。所以这
些杂草，往往一长出来，就遭到锄头、
镰刀的铲除，那时酸模也不例外，没有
如今这般风光。

酸模叶片披针形或狭长形，长 8-
14厘米，宽1-3厘米。基生叶和茎下面
部分叶箭形，长3-12厘米，宽2-4厘米，
顶端急尖或圆钝，全缘或微波形，叶柄
长2-10厘米。茎上部叶较小，叶柄短或
无柄。酸模叶形与菠菜叶相似，故有的
地方叫作“野菠菜”。酸模上部茎绿色，
下部近根部的茎红色。其根系粗壮发
达，主根粗大外皮黄色，侧根须根无数，
这也是酸模到处扎根繁衍的生存之道。

尽管酸模不择土壤，无论贫瘠，到
处都生长得高大茂盛，但我在荒地、路
边、田埂见到的大多数酸模，叶片都不
那么碧绿，而是绿中泛黄，显然是营养
供应不足造成的。这也是我一直没有
下手的缘故。

记得今年春分后的第一个周末，
天气不怎么好，阴天气温较低，按照原
定计划陪妻和她的朋友去老家附近的
鉴洋湖畔看油菜花。在原鉴湖公社大
会堂前通往院桥上岙村的道路两侧，
发现有一片油菜花田，大约有二三十
亩的样子。他们都去花田中拍照了，我
也下到田埂顺手拍了几张，便观察这
春天里无处不在的野菜，却发现这条
处于两丘油菜花田之间的田埂，长满
酸模，密密麻麻，望不到头。这些酸模
齐绰绰挨到我的膝盖部，足有四五十
厘米高，大多数都已抽出穗状花穗，花

柄布满花蕾，尚未开花，而每一株的叶
片都是碧绿的，显然它们躲在油菜之
间，享受了油菜同等的福利。

看到这么碧绿油嫩的酸模，再也
忍不住，随手掐回一大把。都说酸模比
较酸，如果按照川菜的做法，多加点辣
椒，做成酸辣酸模，应该与酸辣包菜有
得一拼。辣味本是我喜欢的，可惜怕上
火我没放辣椒，而放了点蒜末，再加了
点糖。蒜末炒酸模，没有想象中的酸，
没有酸掉大牙，但其口感确实不大好，
是我吃过的所有野菜中的下品。吃过
酸模，我再一次为憨厚的“二师兄”的
聪明点赞。

但在闹饥荒的旧时代，酸模常常
成为救命粮。试想，无米下锅，肚子饿
得咕咕叫，谁还在乎口感呢？树皮草
根，砻糠麦麸，只要能有一口吃的，就
有活命的希望。

酸模

李兆建/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挑起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
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
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筑成民族统一战
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
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热潮。

1938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成立
中共台属临时特委，由宿士平任书记。10
月，台属临时特委转为正式特委，中共浙江
省委派省委委员刘清扬到台属担任特委书
记。中共台属特委建立后，所属各县先后建
立了县（工）委等县级党组织，领导和推动
台州民众抗日救亡活动走向新的高潮。同
时，中共台属特委积极筹建党领导的抗日
武装，要求“各地党应该尽一切可能，选择
适当地区，建立武装工作来作为将来游击
日寇的根据地”。

蒋介石虽然口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
法地位，但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
共”一系列的反动方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
反共活动的加剧，台属特委和各级党组织
不得不转入秘密状态，加强隐蔽斗争。台属
特委机关地点的流动性也很大，先后设在
黄岩城关淑德小学、海门东山中学、乐清朴
头、临海岭根、黄岩桐树坑等地。为了加强
特委机关与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台属
特委加强了秘密通讯联络工作，相继建立
了一些秘密联络点（站）。

1939年10月，中共台属特委决定成立
中共宁海县工委(当时三门分属宁海、临
海，因党组织主要活动的地域属宁海，所以
成立的县委叫宁海县工委)，林克光为书
记。林克光在侨光中学教书，与章夏渠是同
事，与其姐姐章彩香是同学。经过一段时间
接触了解后，同年年底，林克光发展章夏
渠、章彩香参加了党组织。章夏渠、章彩香
家在海游开了一家糕饼店，叫恒大糕饼店。
为了便于给县工委委员传递信件，恒大糕
饼店就成为县工委的交通联络站。

宁海（三门）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早在 1927 年下半年，中共浙江省委和宁
海（三门）县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和中
央指示精神，在南乡亭旁和西乡珠岙建
立了区委，并于 1928年 4月间发出文件，
提出“必须用一交通，时常往来县区之间
传递消息”。短时间内在全县组建成了一
个较为完整的通讯网络，为亭旁武装起
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通讯联络体系。亭
旁起义前后，宁海（三门）县委对全县党
组织和武装部队的调动，就是靠这一通
讯联络网络进行领导和指挥的。1928年 5
月 26日，亭旁起义部队攻占了亭旁镇，成
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亭旁起
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宁海（三门），不
少党组织的领导人和交通联络员遭到敌
人的抓捕、杀害，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因此
中断，但是，红色的种子在这块土地上已
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1939年底，在宁海（三门）县工委领导
下，海游、亭旁、珠岙等地党的基层组织发
展很快。为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工作，海游、亭旁、珠岙等地都设立了多处
交通联络站。除海游的恒大糕饼店外，珠岙
下洋村党员郑永椿家也是一个固定联络
点，亭旁杨道度的协康南北杂货店等都相
继成为县工委的重要交通联络站。此外，在
海游镇周围，还设有多处通讯联络点，如金
鉴村的金贤益家、亭山小学、珠山小学等，
它们和临海、天台、温岭等邻县相通，形成
了以宁海（三门）县为中心的交通联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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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记

每一个纸鹞，
对彩绘、比例、放
飞效果，都非常严
格。有的还需要一
定的绘画功底，以
确保其陈列时有
艺术价值，放飞中
形态逼真。

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飞天梦。
古代神话里，我们有女娲补天、嫦娥

奔月、牛郎织女的遐想。直至最早的飞行
器——“木鸟”的出现，这种遐想往现实挪了
一小步。

台州府城的蔡阳松，也有一个梦，这个
梦的主角，是他手中的府城蔡氏纸鹞。20多
年时间里，他要保证，每一个从他手中出去
的纸鹞，都能稳稳钉在空中。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纸鹞练兵

1994年出生的蔡阳松，瘦瘦高高，剃个
平头。

和印象中的年轻人一样，表达观点时，
他的语速很快，信息很密。但动手劈竹子、绑
骨架，介绍纸鹞制作要领时，他又像是脱离
了自身年龄，显现出一种老成。

在蔡阳松现有的记忆里，自己五六岁光
景，便围在祖父、父亲身旁，看他们做纸鹞。
上一辈人的口中，总会提起家族里的一位太
公，还有这位太公和纸鹞的故事。

长大后，蔡阳松才知道，这位太公叫蔡
炳端，是目前已知的台州府城传统工艺蔡氏
纸鹞的创始人。

“太公是个文人，写得一手好字，对制作
飞行作品也颇有心得。他做过孔明灯、大型
的木质飞机、纸鹞。”清末光绪年间，蔡炳端
发明的“盘旋式”纸鹞，能够在空中大幅度盘
旋，不会栽落下来，与现代的“特技风筝”极
为相似。

太公和纸鹞的故事，不仅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临黄师管区刚招募来的

新兵，首先都得练枪法。“当时任师管区的
王副司令和我太公是好友，
他看到我太公的‘盘旋

式’纸鹞，就有一个奇想，就是让招募来的新
兵对着在天空盘旋的纸鹞练枪。”

有了“活靶”，新兵们射击能力进步神
速，“后来，他们特地聘我太公为教官、顾问，
让他住在师管区驻地，大批量制作‘盘旋式’
纸鹞，作为新兵训练工具。”

这段佳话，让小时候的蔡阳松，对祖传
纸鹞，有了一种崇拜。

“不能让祖宗的东西失传，要一代一代
传下去。”爷爷经常这样教诲蔡阳松。爷爷是
个军人，还曾在北京炮兵学校担任数力研究
员，对风力学、空气动力学、几何图形等知识
非常了解。退役后，他将所学的知识融入到
制作蔡氏纸鹞，使其更加完美。

在爷爷的指导下，7岁的时候，蔡阳松
做了人生第一个纸鹞“衣裳鹞”，“衣裳鹞”属
于台州府城特有的板式纸鹞，因为外形似一
件衣裳而得名。“外形挺漂亮，但是怎么都飞
不起来。”第一次试水，就让蔡阳松意识到，
制作纸鹞，有门道。

“小时候觉得制作工艺很复杂，不花上
一年半载的时间，肯定学不会。”毕竟，每一
个纸鹞，对彩绘、比例、放飞效果，都非常严
格。

“你的作品拿出去放飞，能换回货币，就
说明是成功的。”爷爷的这句话，蔡阳松至今
记得。让自己做的纸鹞，成功飞上天，成了小
时候蔡阳松的梦。

纸鹞改良

15岁的时候，蔡阳松做的平面彩绘“燕
子”，第一次换来了货币。

“当时我在灵湖放飞，别人觉得有意思，
就买走了。”80元，换来了一种成就感，“这
是社会对你的一种认可。”

依靠“上代人的交代”，蔡阳松入了门，
开了窍。这些“交代”，有时候只是一句话。

“吃风和卸风的比例，要成正比。”这是
父辈对蔡阳松的交代，却需要他花好几年时
间去领悟。“纸鹞并非简单的几何图形，例如
老鹰翅膀的骨架大条，它是从粗到细，你要
掌握它的比例，是很难的。”

蔡阳松做的老鹰，属于软式纸鹞，“静止
时，老鹰的翅膀是有力横张的，放到天空上
之后，它的翅膀就要微微往后倾，而且要飘
逸，这样才能让卸风和受风的比例均匀。”纸
鹞上天与风斗，最后如静态稳稳扎在空中，
这里涉及了力学、物理、几何等知识。

蝴蝶、蜻蜓、蚂蚱……纸鹞造型不同，吃
风、卸风的受力点都不同。形态小的动物，蔡
阳松有时候会抓一些活物，测量了尺寸记录
下来后放生，再按 1∶1的比例放大。但蔡阳
松做的龙头蜈蚣、串联八仙、串联七仙女、扁
担燕系列，形态复杂，需要蔡阳松反复放飞
到空中，再反复修改数据，最终定型。

“那些复杂的纸鹞，反复放飞稳定后，我
会将它们的比例、结构以图纸的形式绘下
来，以备下一代学习。”现在，蔡阳松记录的纸
鹞120多种，涉及动物、人物、建筑、器具等。

评判一个纸鹞是否优质，一看稳，二看
形，三看储存。

为了稳，选材很重要。
冬至前后雨水少，不易蛀虫。每年这时

候，蔡阳松都会上山砍竹子，以备来年做纸
鹞用。“一定要选南方高山上 3-5年长竹结
的竹子，砍伐好之后锯成1.5米每小段，放家
里阴晾一年左右。”时间沥去了水分，彻底干
燥后的竹子，韧性强、弹性大。

选定竹子，再选纸鹞蒙面所用的材料。
祖辈常用的绵纸，早被蔡阳松淘汰。“绵

纸遇到雨天，容易损坏。后来选了羽纱，但羽
纱透风性太强。再后来改用了绢，绢又不容
易绘画。我现在常用的是 544 军用降落伞
布，它密度高、可绘画、吃风力强。”蒙面材料
的选定，是蔡阳松多次摸索实践的结果。

有了纸鹞的比例，选定竹子、蒙面两种
重要材料，剩下的，就是手艺了。

劈竹、削竹、刨竹，打磨竹篾保证光滑，受
力均匀，再用蜡烛烘烤定型，最终绑扎成型。

硬翅、板子纸鹞还需要一定的绘画功
底，以确保其陈列在房间里有艺术价值，放
飞到空中形态逼真。“单单工笔画，我就学了
5年。”

在多种形态中，龙头蜈蚣是蔡阳松手工
制作的纸鹞中体量最大的，花了他近1个月
时间。它由一只立体的龙头和130节左右象
征身躯的“蜈蚣桄”构成，长达120米。“每只

‘蜈蚣桄’的大小、比例、连接的距离要对等，
前后则需依次递减，这样放飞的时候才会有

‘塌腰翘尾’的姿态。”更巧妙的是，乘风而上
的龙头蜈蚣，眼睛和嘴巴利用风车的原理会
迎着风转动，龙嘴的舌头利用风铃的原理会
发出声音，瞬间活了。

纸鹞故事

板式纸鹞、串式纸鹞、软翅纸鹞……20
多年时间，关于蔡氏纸鹞，蔡阳松心得颇多。

“蔡氏纸鹞它既是我祖上的手艺，也是
府城文化的一种，我们肯定是要把它保留下
来的。”原先那个跟在祖父身后放纸鹞的小
男孩，如今早已独立制作纸鹞，改良纸鹞。

“和以前相比，纸鹞的种类变多了，而且
放飞的高度也变。我太公那个年代，纸鹞能
放到 400米高，我现在放到 3000米高空，同
样要保证纸鹞不打转。”改良后的纸鹞，可拆
卸，也可储存10余年。

纸鹞成了蔡阳松生活的一部分，他觉
得，纸鹞有趣，玩纸鹞的人更有趣。他们因为
怀旧，因为孝心，因为情怀，也有的，只是单
纯喜欢。

一个姑娘，给患颈椎的父母买纸鹞，让
他们能多抬抬头；几个年轻人，在紫阳街碰
到蔡氏纸鹞，说起小时候和爷爷一起放风筝
的回忆；秋日里，穿汉服的姑娘，奔跑在草
地，纸鹞是她手中的道具；有个老人把它裱
在镜框里，当成装饰品，悬挂在客厅……

唯独那些单纯喜欢的，因为纸鹞，和蔡
阳松成了挚友。

“一个四川人，在我这里买了不下 50
个纸鹞，他很想学。每个款式他买去，再自
己尝试做。不会的时候，我们互加微信，视
频里一对一教他。”自北京、广东、重庆，天
津、河南……通过电商，知道蔡氏纸鹞的
人，越来越多。“春、秋是旺季，销售量最多
的时候一个月能卖出去30多个。”

不久前，重庆一位纸鹞爱好者，发来一
段传统软翅蜻蜓纸鹞的放飞视频。视频里，
高空中的纸鹞只是一个小黑点，他在视频里
的语气，略显兴奋：“蔡老师，蔡老师，你看，
今天的风四级以上，现在已经在高空 1000
米左右。你的蜻蜓非常非常稳，不得不佩服
你做的传统风筝。”

手记

聊起蔡氏纸鹞时，蔡阳松纠正了我认知
中的一个错误。

原来，2000多年前，墨翟用三年时间研
制出木鸟，是人类风筝最早的起源。后来，经
鲁班改用了竹子材质。我们常说的“风筝”，
在北方称纸鸢，在南方叫纸鹞。古人在纸鸢
（鹞）上加上竹哨、弓弦，放飞时因风吹而引起
哨响弦鸣，声音动听，如同鸣筝，故称“风筝”。

蔡阳松去潍坊、嘉兴、北京等地参加过
大型风筝比赛，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南北
方风筝，他看到了不同。“造型不一样，骨架
也不一样。南方人喜欢板式、传统软翅纸鹞，
北方人现在喜欢玩特技风筝、盘鹰以及串
型、软体风筝。”追究起原因，蔡阳松说，这可
能就是匠人的执着。

蔡阳松也在创新，“我也会用新型材料，
比如碳素管、降落伞布，有些蒙面还得用缝
纫机来做。”他同各地风筝爱好者交流、切
磋，也获得了父亲的肯定，“他说时代在进
步，我们的选材也要进步。”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蔡氏纸鹞，蔡阳松选
择主动出击。除了电商，他还把自己的手艺，
挂在人才网上，“一些机构或者培训班也会
找到我。”

蔡氏纸鹞还走进了课堂，他将纸鹞的技
艺：扎、糊、绘、放，带进自己曾就读的浙江广
播电视大学临海学院，教授给很多学生。

无论小孩或是退休老人，一旦问起纸
鹞，他们都会叫蔡阳松一声“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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