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毅元帅是四川人，可他特别中意吃山东的煎
饼，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故事要从1945年说起。这一年，国民党军队
趁山东八路军主力开赴东北、新四军部队尚未到达
的空隙，占据徐州、济南之后，聚集40万大军企图打
通津浦线，继而进占全部华北和东北。值此危难之
秋，新四军军长陈毅重返华东前线。10月15日，津浦前
线指挥部在山东峄县成立，陈毅兼任司令员，便在沂
蒙山区扎下根来。

陈毅喜欢写诗，虽说是武将，但具有文人气质。
他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喜欢走到老乡中间，和老
乡聊聊天、谈谈心，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一
次，部队来到兰陵西边的晁村休整，南方战士小聂因
为不懂当地风土人情做了错事，而受到陈毅的批评。

大家都知道，南方的餐具讲究小而精，而北方则
是大而多。小聂跟随部队来到兰陵之后，看到老乡家
里用的一个大盆非常好奇，想当然认为这是个洗脚
盆，就用这个大盆洗了脚。

陈毅知道后，有点哭笑不得，他告诉小聂这是老
乡家做饭用的，不是洗脚盆，叫他立即把盆子刷干
净，当面向房东道歉。

小聂送盆回来，向陈毅报告说：“我向老乡检讨
了，他没意见。”陈毅很严肃地说：“我还有意见呢！不
能喊老乡，要按山东的习惯叫老大爷、老大娘。”

鲁南一带喜欢吃煎饼。在多次走访之后，陈毅对
鲁南吃煎饼的风俗非常感兴趣。别看当地人吃煎饼
很容易，可对新四军战士来讲，却是门新学问。一开
始吃，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像吃烧饼，摸过煎饼来转
着圈啃；也有的像吃单饼一样拿过一张来，一折二，
不管头和尾，张口就咬，经常惹得当地人发笑。

有一次吃饭，陈毅对身边的军部机要通讯员于
庭信说：“小于，慢点吃，你教教我吃煎饼的方法，我
怎么就是吃不快？”

于庭信是苍山人，听了陈毅的话，可谓一头雾
水，他奇怪地说：“吃煎饼有什么好学？按俺鲁南的吃
法，吃煎饼，卷大葱，卷渣豆腐，既好咬又好吃。不信
你试试，习惯了就好了。”陈毅一边听，一边咬着煎饼
做试验，最后满意地说：“小于，你讲的方法真行，要
在我们部队里推广。”

不几天，在一次会议上，陈毅专门讲了吃煎饼的
问题。他首先赞扬鲁南人民烙煎饼支援子弟兵的革
命精神，接着又结合行军作战，说明煎饼是一种很好
的饭食，要求大家人人养成吃煎饼的习惯。最后就如
何吃煎饼，他结合自己的体会，给大家做了一番表
演：他找来一张纸，一卷，比作煎饼；掏出一支笔，往
纸里一塞，当大葱；然后张开大嘴，连纸带笔往嘴里
一送，风趣地说：“吃煎饼，卷大葱，张大嘴，牙一咬，
手一松，吃个煎饼也就是几分钟。”陈毅这生动有趣
的讲演，给了大家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山东地方大，生活习惯各地也不完全一样，鲁南
人习惯吃甜煎饼，鲁中人喜欢吃酸煎饼。莱芜战役
后，由于日夜操劳，连续作战，加上生活条件比较差，
顿顿吃酸煎饼，陈毅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能
瞒过别人，但是瞒不过常在他身边的同志。

部队在莱芜、沂源两县交界处一个村子住下后，
于庭信找到村长，问他能否想个办法使酸煎饼变成
不酸的，好适合病号同志的胃口。村长待人非常热
情，说了声“有办法”就走了。到了下午，村长不声不
响提来一包新烙的玉米煎饼，说让病号尝尝。于庭信
拿给陈毅一尝，一点酸味也没有，甜得跟饼干一样，
跟先前的味道不一样，忙问小于：“怎么酸煎饼还能
变成甜的？”小于向村长打听后才得知，按鲁中人的
习惯，头天推了煎饼糊子，发酵一夜，第二天烙出来
的煎饼是酸的；当天推了糊子当天烙，就是不酸的。
这包玉米煎饼，是村长买来白糖，叫老伴格外加工
的，所以吃起来特别香甜可口。

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陈毅感慨地说：“我们
要多打胜仗，感谢当地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再也不要
给地方上增添麻烦了。军民是一家，一家人就不能吃
两样饭。当地人民吃什么煎饼，我们就吃什么煎饼。”

事后，陈毅又向当地群众学习了吃酸煎饼的学
问。群众赞扬说，陈毅率领的部队到哪里随哪里的风
俗习惯，是咱老百姓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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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家珍藏了六十多年的一张黑白老照片。
听父亲讲，1956年6月16日，正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
爷爷接到上级调令，要到省城济南的新华社当记者。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县委宣传部的两
位领导就拉着我爷爷（前排中）、领着我父亲（前排左
一，当年6岁）到照相馆拍照，以示欢送之意。

爷爷小时候跟随当地的教员郑先生学文化，郑
先生其实是地下共产党员，是党组织派他到山东临
清开展革命工作的。在郑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下，爷
爷10岁就加入了儿童团；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二
九师驻临清的东进纵队，到聊城、冠县等战场上给八
路军送军粮，救伤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16岁由老
党员邢继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郑先生到前
线带兵打仗，出发前安排爷爷在学校当教员。后来爷
爷又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到贾庄和石佛等村庄教
书，以教师身份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组织人民群众积
极支前，动员青年踊跃参军，使当地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

1945年9月1日，临清解放，建立了革命政府。爷爷按上级指示，又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土改运
动。因为爷爷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不久就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工作。

1956年6月16日，爷爷接到调令，调到省城济南的新华社当记者。于是就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既包含了前辈之间的革命友谊，也激励着我们这些晚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爷爷走上革命路

【老照片】

□赵帅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位于
甲午故地刘公岛上，收藏展示
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北
洋海军提督署后院，主要展出
济远舰部分器物及打捞的其它
物品，其中21厘米口径克虏伯
双主炮犹如庞然大物，特别引
人注目，炮身长7 . 35米，有效射
程5千米，最大射程1万米，被鉴
定为国家近现代一级文物，堪
称“镇院之宝”。然而，济远舰21
厘米口径克虏伯双主炮能落户
刘公岛，却有一段坎坷的回归
路。

济远舰是一艘装甲巡洋
舰，德国制造，其管带是方伯
谦，先后参加过丰岛海战、黄海
海战、威海卫保卫战，甲午战败
后被日军俘获。1904年日俄战
争爆发，在旅顺口外触雷沉没。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86年和
1988年两次实施打捞，打捞物
品共计300多件，其中体量最大
的就是克虏伯双主炮。

然而，济远舰双主炮还险
些离开山东甚至流往海外。第
一次是1990年，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打算给烟台救捞局
30万元，想把大炮拉走。后来，
这两门大炮的制造方——— 德国
克虏伯公司又开出每门300万
美元的高价。面对国内外竞争
者，当时的甲午战争博物馆与
市文物部门积极向烟台救捞局
争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
指出刘公岛是北洋海军成军
地，岛上建有北洋海军提督署，
济远舰双主炮回到刘公岛才是
最好的选择和归宿。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烟台
救捞局被博物馆的诚心和恒
心打动，最终答应把济远舰双
主炮卖给刘公岛，价格为 4 0
万。就这样，经过多轮谈判，济
远舰双主炮终于要落户刘公
岛了。

1992年7月25日，是济远舰
双主炮回归的日子，也是甲午
丰岛海战爆发98周年纪念日。
尽管济远舰双主炮到了刘公
岛铁码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真
正的到家。因为还要把这两门
分别重达20多吨的大炮运到
北洋海军提督署后院。尽管这
段路仅有3华里多，但刘公岛
上路非常窄，坡度很大、弯多
且陡，大型机械根本无法正常
使用。

想来想去，博物馆负责人
决定借鉴古代搬运巨型石料时
所用的土办法——— 滚木法，他
们稍微改进了一下，称之为“钢

管枕木滚动法”。就是先在大炮
下放上由圆木打成的架子，再
在圆木架子下放上数排口径为
200毫米的大钢管，随着前面的
大卡车牵引着铁炮下的枕木架
前进，大钢管还需要一根一根
从后面换到前面去。

这个土法需要多人合作，
特别需要默契配合，他们找来
驻岛部队前来帮忙。战士们两
人一组，步调一致地把钢管送
到枕木前，使滚动的钢管载着
枕木上沉重的大炮，一寸一寸
向前艰难挪动。其间，因为损坏
太严重，光圆木架就换了两次。
到了提督署后院门口，最后一

道难关出现了：门太小，大炮根
本进不去。见此情况，只好卸门
拆墙，等炮进门之后再将围墙
修好。

就这样，那一年从7月下旬
一直到9月初，3华里的路程，花
了40多天时间，终于将两门大
炮安置到了提督署后院。

时至今日，济远舰双主炮
仍是我国目前海底打捞出水吨
位最大的舰炮，它是120多年前
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见证，对
研究北洋海军、甲午战争、军事
科技及19世纪世界兵器制造及
快速发展诸方面，都具有重要
科学价值。

【故地往事】

济远舰双主炮
坎坷回威路
□彭均胜

[大众讲坛预告]

从“蛟龙”号看海洋文学
海洋的博大宽广以及神秘莫

测，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学。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许晨先生
长期关注海洋，在海洋文学方面
进行了很多可贵的探索。许晨曾
随蛟龙号进行远洋科考之旅，创
作了长篇报告文学《第四极——— 中国“蛟龙”号挑
战深海》。1月20日，许晨将做客大众讲坛，为读者
解读海洋文学并讲述他难忘的科考经历。

讲座时间：1月20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北洋海军济远舰21厘米口径克虏伯双主炮。

在驻岛部队的帮助下，运用“滚木法”将大炮运送到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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