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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读风荷
———沈裕慎纪实文学作品选 《风荷忆往》 序

丁　 一

　 　 《风荷忆往》 是上海老作家沈裕慎数十年中撰写的纪实散文,
计有 50 多万字。 前几年参加青岛全国散文笔会时与同是代表的他相

识, 之后相互便一直有文稿往来。 几个月之前他寄来 《风荷忆往》
文集, 嘱我写个序, 我花了一些时间断断续续把全书通读过两遍, 产

生不少感想。 沈裕慎系江苏省昆山市花桥人, 出生于嘉定安亭, 中共

党员, 高级经济师, 1969 年 4 月从海军舟山部队复员到工厂, 历任党

委秘书、 厂办主任、 职大校长、 厂长等职; 期间, 参与创办了 《中国

仪电报》 《劳动信息报》, 兼职 《中国劳动报》 记者, 并被聘为香港

新知出版社副总编辑。 也许正是有了这些报社和出版社的兼职工作经

历, 让他接触了各行各业的各类人物, 也获得了大量先进事件的素

材, 因此他才有了厚重广泛的涉猎, 大气从容的叙事, 鲜活质朴的语

言, 流畅明快的文笔以及浓烈的生活气息。 正如高级记者忻才良所

说: 挚友沈裕慎是一位朴实、 随和、 保持本真的人, 他的生活是节俭

的, 工作是勤奋的, 平生喜好旅游, 更喜欢在作文化苦旅之后, 动笔

写游记散文。
至今沈裕慎已著有 《信仰的追求》 《一页知春》 《风荷记忆》 《风

荷忆情》 《行旅印痕》 《游历影像》 等多部散文随笔集。 沈裕慎今年

已是 76 岁的老人, 仍孜孜不倦耕耘在字里行间, 很是不易。 写得大

气而阳光的 《风荷忆往》 共分 “随访情缘” “星辰璀璨” “风范长

存” “序及其他” “名人传记” 等, 计 48 篇, 另收录了 17 篇评论他

的文稿以及后记。 美好藏在琐事中, 正如沈裕慎在后记中所云:
“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岁月让我们改变, 改变让我

们怀念, 逝去的将成为我们最深切的怀念。 我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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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或捧一杯香茗, 或细看泛黄的照片, 或翻阅刊发在报刊、 杂志上

的旧作, 犹如看一场关于以往的电影, 里面的人, 有着不同之表情,
阳光慵散, 风很轻, 云很淡……往事并不如烟。” 作文是一件非常了

不起的事, 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非常美好的事。 当然, 美好有大美

好与小美好之分。 大美好很难一下子得到, 但它是由无数个小美好点

点滴滴组成的, 小美好就藏在每日每时的琐事之中, 如感恩宽容、 孝

敬长辈、 锻炼身体、 勤俭持家、 敬业守信等。 沈裕慎在该著中所涉人

和事跨度长达 40 多年, 作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 那些穿越时空的文

字, 那一段段能够不断唤起人们记忆的美好往事, 可以了解那个时期

上海人鲜活质朴的社会现实和理想情怀, 也可辨析沈裕慎跋涉于文坛

的足迹、 闪烁着对历史的哲理思辨和深邃思考。 被沈裕慎所涉及的人

和事, 他们的出现是历史风云际会的结果。 从他们成长到成熟的路

径, 不单是一幅色彩分明的乡土风情画, 他们的风雨人生、 世态人情

以及家国情怀, 更是沈裕慎写作人生的一个缩影, 从他的这些散文

中, 我们能看到花木和大自然的颜色, 能听到禽兽的啼叫和爱情的呢

喃, 能品尝到炊烟的味道, 甚至能闻到生命的气息。 尽管经受时间的

侵蚀, 不再那么清晰如昨, 但曾经的岁月, 都深深地镌刻在他人生的

履历中, 给沈裕慎留下慰藉, 也留下了厚重的人生。
收入本书第一辑第一篇的报告文学, 是原载于 1976 年 8 月 31 日

《解放日报》 的那篇 《来自珠峰的心电图》, 他写了一位西藏籍登山

女性潘多。 据 2005 年 5 月 24 日 《新民晚报》 报道: 潘多是世界上第

一个从北坡成功登上珠峰的女性。 那一年她 37 岁, 已是 3 个孩子的

母亲, 她在珠峰之巅完成的心电图遥测是目前全人类仅有的一份, 很

多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巍峨多姿, 晶

莹绚丽, 挺拔山体, 傲然直插蔚蓝的天际, 高高耸立在喜马拉雅山白

雪皑皑的群峰之上。 那金字塔状的顶峰, 常年冒着风吹积雪形成的朵

朵烟云。 每当大风推着滚滚白云涌来的时候, 珠峰仿佛是一叶扁舟,
漂游出没于绵绵云海之中。 一旦弥漫的风雪来临, 它就似裹上白色的

轻纱, 犹如茫茫太空中飘来玉宇一所。 那浅蓝色的一道道原始冰川,
像瀑布万丈悬崖 “飞泻” 而下, 纵深的峡谷, 曲曲弯弯, 好像永远

200



盛世读风荷

也无法走到它的尽头……沈裕慎在该文中有这样的描写: “1975 年 5
月 27 日 8 点, 潘多和队友们怀着必胜的信念, 披着珠峰的晨雾, 沐

浴着绚丽的朝霞, 向着顶峰最艰难的路程挺进! 经过 6 个半小时的艰

苦奋战, 终于在北京时间 14 时 30 分完成了从北坡再次征服世界最高

峰———珠穆朗玛峰的壮举。 伟大祖国的五星红旗, 再一次升起在高达

8848． 44 米的地球之巅! 潘多创造了历史, 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从险

要的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我登顶后才发现, 顶峰只有 1 米多宽,
长 10 多米, 像一条鱼的脊背。 实现梦想, 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潘多

如是说。” 潘多的先生同为登山队员, 由于他的先生是无锡人的缘由,
潘多退役后被安排在无锡市体委任副主任, 因工作上的关系我曾采访

过潘多, 她是我国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来到无锡之后她为无锡的体育

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通过她的联系, 无锡还派出过不少援藏干部和

教职及医务人员。
其实, 人生是很累的, 沈裕慎笔下的忻才良就是这样一名作家型

资深报人。 忻才良在文教领域辛苦了一辈子, 他的许多篇章语言之讲

究, 笔锋之犀利, 文字之老辣, 透出其非一日之功的造诣; 作为新闻

人, 视野之宽阔, 情感之深厚, 交往之坦荡, 更令人叹服。 忻才良原

是上海十五中学语文老师, 由基层报社通讯员做起, 成为 《解放日

报》 报业集团副总编、 散文作家, 沈裕慎在追忆忻才良 《洒向人间

都是情》 的文稿, 写得十分动情: “2015 年 7 月 19 日上午 9 时许, 我

与妻子买好小菜回家, 刚跨进门, 电话响了。 我拿起电话, 那头传来

了杨浦区作家协会郑自华先生急促的声音: ‘忻老师今天上午 6 时 56
分过世了。’ 忻老师就是忻才良先生, 不管是他当报社的通讯员, 还

是后来当报社的总编辑, 大家都叫他忻老师, 因为他当过 12 年的中

学老师, 他自己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号, 我们也习惯了这个称呼。 凶讯

太突然了, 晴天霹雳, 脑子一片空白。 我端坐桌前, 摊开忻老师的一

本又一本著述, 悲痛难抑, 双眼模糊, 往事如同火山爆发, 从胸中喷

涌而出, 回忆起我们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困难造就强者, 逆境成就

学子。 忻才良老师出身贫寒, 他在新闻晨报记者刊发的一篇访问中

说: ‘我老爸是建筑公司的木匠, 每月工资 73 元, 养活全家 7 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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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家在虹口区, 7 个人住在一个 9 平方米的阁楼里。’ 这对今天的

年轻人来说, 那是不可想象的。 但他勤奋好学, 高中二年级就考上了

上海师院中文系。 忻才良说他蛮想考复旦的, 但是家里穷, 考复旦的

话, 老爸供养不起, 读师范是国家出钱, 不但吃饭、 学费不花钱, 每

个月还能拿 3 块钱 ‘人民助学金。’ 他的话平凡朴实, 没有豪言壮语,
正是他说的那样: ‘当时其实不晓得高考会如何改变我的命运, 只觉

得是很有荣誉感, 一下子很有自尊心。’ ” 没有花费多少笔墨, 忻才

良的人格形象便跃然纸上。
唯累过, 方得闲; 唯苦过, 方知甜。 朱熹在 《观书有感》 中写

道: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用来比喻知识不断更新

和发展, 唯有不断积累和学习, 才能使自己永葆文笔的活力, 就像水

之源头。 读书不是一时而是一世的事, 它可以化浊俗为清雅, 化奢华

为静泊, 化促狭为宽阔, 化腐朽为力量。 读书不仅让人高雅, 还可以

按摩心灵。 沈裕慎的人生, 给人感受最深之处便是读书为文。 他写了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 这部作品集中, 他搜集了著名的公众人物如周

有光、 谢稚柳、 李隆铭、 缪国庆、 徐镜平、 董之一等, 更多的则是普

通的平民百姓。 散文所承担的往往是对自我世界的塑造, 所写人物都

应是沈裕慎自己的人生写照, 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和烙印, 更是他青灯

黄卷, 夜以继日的收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女作家竹林在给沈裕慎的一部作品集作序时这样写道: “认识他已经

很久了。 记得我刚步入文坛不久, 他就来采访过我, 文章发表在 1980
年 12 月 15 日的 《解放日报》 上, 被誉为 ‘知青第一声呐喊’ 的长

篇小说 《生活的路》, 为我鼓劲……他热情诚恳, 又乐于助人, 给我

的印象很深。” 高级记者、 上海市杂文家协会理事、 上海广播电视台

驻香港记者站首席代表劳有林给他写的另一篇序言中说道: “他在以

往的岁月, 用自己独特的视角, 努力透视了一个又一个事与物之后写

就的, 以至让我读起来, 感到既沉重又澄明, 既神伤又释怀, 可见他

说真话的勇气及对人对事的深刻洞见, 从而使我有机会再次审视那些

不该遗忘的人与事, 或者说岁月和历史。 沈裕慎为人真诚, 好交友,
为此相识相交的学人和书友亦不少。 我与他相识于 20 世纪 6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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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也就是他从部队复员后不久, 相知甚深……他的这些散文, 注重

纪实的风格, 诗意般的构思, 叙事与抒情结合,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旷达悠远的意境, 耐人品读。 他写故乡的风土人情和父老乡亲的生活

常态, 清新质朴的文字中, 充满了对大众生活的在意、 理解、 认同和

尊重, 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故土情怀与怀乡情结, 努力完成了生命的追

忆和反思。” 劳有林对他的这段描述, 是对他读书做人、 为人为文的

最好写照。
梁实秋在 《论散文》 里说: “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 是最自

由的, 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的, 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 在散文里

绝无隐饰的可能。” 在这部散文集中, 我要特别提一下沈裕慎写上海

籍古今名人的两篇文稿, 一篇是 《散文大家归有光》, 归有光是明朝

中期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之一, 钱谦益在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对

归有光的散文有 “家龙门而户昌黎” 的评介, 博采唐宋诸家之长,
继承了唐宋古文的传统, 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 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引进了严肃的

“载道” 之古文中来, 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 这样, 文章写

得情真意切, 平易近人, 给人以清新之感。 他的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

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 写得朴素简洁、 悱恻动人, “使览者恻然有

隐”。 嘉靖二十年, 归有光携妻带女离开昆山, 迁居嘉定县安亭江上。
卜居安亭后, 开始了他在嘉定漫长的讲学著述生涯。 《震川文集》 不

少诗文在安亭写就。 归有光是明代官员、 散文家、 著名古文家。 归有

光均崇尚唐宋古文, 其散文风格朴实, 感情真挚, 是明代 “唐宋派”
代表作家, 被称为 “今之欧阳修”, 后人称赞其散文为 “明文第一”。
与唐顺之、 王慎中并称为 “嘉靖三大家”, 又与胡友信齐名, 世称

“归、 胡”。 如 《项脊轩志》 等文无不为之深深感动。 在当时一味摹

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 就像一泓甘甜的泉水, 沁人心脾, 给人以美的

享受, 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 由沈裕慎撰写的这篇历史

人物特写, 深入浅出, 结构严谨, 对读者解读明代归有光的经典散文

很有启发, 亦如梁实秋所云, 提起笔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

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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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写了近 8 万字的 《心若菩提———董之一评传》, 则是与朱

超群 (注: 朱超群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的合著。 1947 年 4 月, 董之一出生于上海, 祖籍浙江慈溪。 自幼随父

董天野习画。 20 世纪 80 年代初, 董之一考入上海市教育学院艺术系,
专业学习令他的技艺更趋成熟。 毕业后他仍不满足于自己的成绩, 又

拜著名画家华三川学画人物, 华三川的认真严谨, 让董之一受益多

多, 成为当代著名慈善画家之一。 他在中国画的艺海泛舟数十载, 自

成一派, 曾任 《新民晚报》 美术部主任、 中华钟馗画院院长、 董之

一钟馗慈善基金管委会主任。 他在中国传统的钟馗画研究和创作上,
脱颖而出, 作品为海内外收藏名家钟爱。 董先生每年创作钟馗画精品

10 余幅并将其义卖, 所得悉数捐赠给慈善事业, 至今已达 800 余万

元, 董之一还长期资助残疾人、 孤老和贫困大学生, 积了无数功德。
作家周国平这样说过: “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 最后都要回归平凡,
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其价值。 伟大、 精彩、 成功都不算什么, 只有

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 人生才是圆满。” 有价值的作品是要一直努力

去争取的, 不是吗? 秀才人情半张纸, 文人相敬一本书, 这样的文

章, 往往要花费多少年的文字积累和心血才能完成, 难为沈裕慎、 朱

超群了。 朱超群仿佛与沈裕慎有缘分, 他们成为忘年交。 经过多年的

交往, 又合作开出友谊之花, 写就一篇很长、 很优秀的画家评传。
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 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有这样的话:

“在中国文学史上, 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
高雄大学著名诗人余光中讲散文是 “最亲切、 最平实、 最透明的言

谈。 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 绝尘而去。 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

面具, 事件的隐身衣。” 正因如此, 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散文

作家须惨淡经营, 句斟字酌, 思前虑后, 简练揣摩, 不苟且, 不浮

躁, 不随便, 不矫情, 不堆垛, 不窒闷, 不芜杂, 才能达到形、 情、
理相得益彰的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林非先生曾提

出散文要有 “真情实感”, 强调 “散文的灵魂是自由自在地抒发真情

实感。” 只有让生命感动的散文才能走得远。 只有不同凡俗的人和事

才能写出不同凡响的散文。 写了一辈子散文的人, 其实, 有一两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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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记住到处流传,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 如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 鲁迅的 《三味书屋》。 而要想获得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

功力, 无不是得益于孜孜不倦地读书, 无不是对人这个符号有着本质

的认识。
我想这同样是沈裕慎积半世人生写作经验之谈。

(丁一, 江南影视艺术学院教授、 学报主编、 高校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 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散文家协会副会长、 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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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随访情缘

来自珠峰的心电图

珠穆朗玛峰, 巍峨多姿, 晶莹绚丽, 挺拔山体, 傲然直插蔚蓝的

天际, 高高耸立在喜马拉雅山白雪皑皑的群峰之上。 那金字塔状的顶

峰, 常年冒着风吹积雪形成的朵朵烟云。 每当大风推着滚滚白云涌来

的时候, 珠峰仿佛是一叶扁舟, 漂游出没于绵绵云海之中。 一旦弥漫

的风雪来临, 它就似裹上白色的轻纱, 犹如茫茫太空中飘来玉宇一

所。 那浅蓝色的一道道原始冰川, 像瀑布万丈悬崖 “飞泻” 而下,
纵深的峡谷, 曲曲弯弯, 好像永远也无法走到它的尽头……

珠穆朗玛峰, 这个神秘、 壮丽而高耸群山之上的山峰, 以举世无

双的高度, 雄踞喜马拉雅山脉中段, 祖国的西南边陲, 我国西藏自治

区和尼泊尔的边界上。 它对科学工作者来说, 是多么富有诱惑力的探

索对象啊!
珠峰特高海拔地区空气极为稀薄。 那么, 缺氧对人体有何影

响呢?
人类能够比较长期地适应 7000 米、 8000 米以上高山环境吗?
在特高海拔地区不用人造氧气, 行不行呢?
……
这些, 对生理科学家们来说, 是多么富有诱惑力的探索对象啊!

那些研究航空生理, 从事宇宙航行的人, 更需要从这里摄取珍贵的参

考资料。 我国生理科学的研究工作者, 是多么渴望揭开这里的奥

秘啊!

(一)

3 月的春风, 吹绿了柳丝, 染红了花朵。 一支车队在西藏高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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