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年，我走出天山中学的校

门，踏入上海食品机械厂的大门，走
上人生的工作岗位。五个春秋后的
九月初，我离开了工厂，来到复旦大
学经济系求学。三年后，毕业留校，
加入了经济系的教师队伍。不久，粉
碎“四人帮”，我被借调学校复查组，
将近一年，结案后就被调至校党委
办公室工作。
时任校领导是：党委书记夏征

农夏老，校长陈望道望老，副校长苏
步青苏老等，但望老年事已高，从未
见过。%"&$年 '月苏老任校长，次
年初，夏老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盛华
同志任校党委书记。此时，组织上明
确我担任书记的秘书。这样，在日常
的工作中，我有幸认识了复旦的几
位名师、大家，尽管只是“点滴”，或
者是一点一滴，但仍然感受到他们
的精神、他们的风范。
苏老是我认识的大家中接触比

较多的一位。
“文革”一结束，复旦面临“百废

待兴”，既要拨乱反正，开展揭批查，
开展复查，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
又要恢复高考招生，重建各类学科、
专业、开展各类科研的建设，可谓千
头万绪，十分繁重，用一个字形容就
是“忙”。而忙中有一，就是会多。最
重要的会就是党委校长联席会，共
同研讨、决策学校的重大事项。

会议室就在盛华书记的办公
室，在四幢楼的第二幢二楼（一幢是
校长、副校长办公室，二幢是书记、
党委办，三幢是宣传部、统战部、校
刊等，四幢是组织部、纪委）。那时办
公条件非常简单，可以说是简陋，朝
南临窗一边，坐东朝西是一张办公
桌，面对面两张椅子，西边是两个书
橱；书桌北侧和北面，是一排旧沙发
（沙发的布套洗得冒边），另一西面
是几张折椅。
会议多，有时是早晨，有时是下

午，有时一整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
午，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天寒地
冻还是酷暑难熬，苏老总是分毫不
差，提前五分钟到会，从未迟到过一
次。有一次开会前，雷鸣电闪，瓢泼
大雨倾泻，我和办公室同志都担心
苏老能不能来，正要向盛华同志建
议，会议是否延迟一点，正在这时，
苏老撑着一把雨伞，笑呵呵地走了
进来，卷着裤脚管，上衣已被淋湿，
连夹在腋下褐色的公文包里也已进
水。一看此景，我们都是感动无比，
说不出话来，连忙为他擦水，他却说
没有关系，步入会议室。
作为会议记录者的我，办公室

就在隔壁，近在咫尺，是进入会场的
必经之地，常常是苏老笑着主动与
我打招呼，“小顾同志，早上好”，听
到浓浓的浙江乡音，我顿时会有一
股暖流在心中升起。也有的时候，我
一进会场，就见到苏老已端坐在沙
发上和周围的同事寒暄交谈或认真
阅读会议文件。

苏老和各位领导都有一习惯性
的位置，他的位置靠近盛华书记，他
的耳朵有点背，可能是年岁的缘故，
在听其他同志发言的时候，神情非常
专注，一会儿侧过头来，一会儿侧过
头去，有时会频频点头，有时会放怀
发出笑声，有时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有时会说出赞成或者不同的意见。

从这些不易察觉的细微末节
中，在耳濡目染里，我深深感受到苏
老这样一位大师、大家的风范———
那就是对人的“尊重”。

记得 !"&"年盛夏的一天下午
一时许，我匆匆赶往物理系了解一
个情况。在图书馆门口，由于眼睛
近视，看不清不远处行人的面孔，
只听见“小顾同志，下午好，上哪儿
去啊？”抬头一看，苏老已迎面走到
眼前。我连忙停步站下回答，“苏老

您好，不好意思，眼睛近视，没有看
到您。我到物理系去。”“哦，你去
吧，不过，我建议你还是配副眼
镜。”我连忙答应称是。不久我就配
上了眼镜，开始成为四只眼了。几
十年了，千百次上万次取下眼镜戴
上眼镜，我总不会忘记苏老叫我配
眼镜的一幕。“尊重”别人，在我心
中已深深地扎根。

二
!"$( 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当

晚，八点新闻公报要发表，解放日报
记者章成钧同志下午电话联系，要
求采访苏老，苏老欣然接受。当晚 &)

*+，我陪同章成钧同志来到苏老在
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寓所。一进门，
就见苏老心情十分愉悦，满脸笑容，
正在兴致勃勃地挥毫，写字台一旁
的电视机早已打开，笑着说道：“马
上就好、马上就好，你们请坐、请
坐。”见此情景，我竟然一时兴起，没
加思索脱口而出：“苏老，就你的方
便，请赐墨宝一幅。”“我的字写得不
好，只是八十学吹打，写写玩。不过
有一点想学我们苏家的苏体。”说着
又哈哈笑了起来。我说：“是苏东坡，
苏体吧。”他又开怀地笑了。
我们一起收听了十二大的新闻

广播，然后他就兴致勃勃地畅谈起
他的观看感想体会。章记者和我一
起快速地记录着，苏老侃侃而谈，思
路十分清晰，认识非常深刻，充分体
现了他的喜悦之心、拥戴之情，反映
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第二天
解放日报头版就发表了章成钧采访
苏老的文章。
过了没两天，我刚到办公室不

久，就听到苏老叫我的声音，不知何
事，连忙下楼。只见苏老打开他褐色
的公文包，取出一个信封，递交给
我：“你要的字，我写好了。”我心中
顿时一阵激动，双手接过，连声道
谢：“谢谢，谢谢苏老。”他却说了一
声：“写得不好，不用谢。”转身朝一
幢楼的校长办公楼走去。我迫不及
待地回到办公室，打开信封，抽出折
叠的宣纸，舒展开来“历史长途走不
完……”映入眼帘，办公室同事也围
拢来看，都说，好难得，好难得。

%"$,年我离开复旦党办，%"$-
年 *月到上海国际饭店任职。苏老
知道后，遇有外宾宴请，总让学校外
办同志安排在国际饭店。七月一次，
宴请外宾结束，苏老送客到电梯口，
校外办主任陪送下楼，我在一旁陪
坐。苏老欣赏起宴会厅墙壁上齐白
石的“春夏秋冬”四幅画，赞声连连
“好画，好画。”我说，我们复旦的教
授苏老、周谷老、伍蠡甫、郭绍虞、王
蘧常等先生书画也挺好，更有文人
学者的气韵、精神。其他在旁的几位
也同声附和，苏老也十分高兴，我不
知怎的，一时兴起，讲起了几年前苏
老赠我的书法墨宝，还背诵了其中
两句，苏老更是高兴地说：“你喜欢
就好、喜欢就好，有空再给你写一
幅。”我口中连说“不敢、不敢”，可心
中真是求之不得。

过了差不多一周，他的秘书王
增藩来电话说：“苏老为你写好字
了，要我转交给你。”我喜出望外，
当天下班就迫不及待赶往王秘书
家取回苏老的书法。回到复旦第一
宿舍的家，一刻未缓地打开，欣赏

起来“瀛洲东望思绵……”一遍又
一遍朗读，努力去体味苏老诗作的
意境、情怀……
随着工作的调动，住房条件的

改善，我也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
房，我把苏老的书法墨宝装裱后挂在
墙上，时时欣赏他的书法，拜读他的
诗作，我也给书房的名字定为“清
斋”，我理解，这是苏老以“清斋补壁”
为名，无言无声中戒告我要安于清
贫、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殷
殷之情，跃于纸上，充塞字里行间，使
我终身受教，终身不敢忘却。

三
%"&& 年我在复旦大学党办工

作时，谢先生就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年初，谢希德先生接任苏老任
校长，是首位中国大学的女校长。
我认识、接触谢校长，同样源于

当时学校的书记校长联席会。一次
会议结束，站在门口一旁的我，正想
与她打招呼、说再见，她却停步看着
我亲切地说到：“小顾，你辛苦了。我
们开了半天的会，你记录了半天，手
酸了吧。”我不假思索地本能地回
答：不累，不辛苦。她的话，虽然是轻
轻的淡淡的，但我心里一股暖流在
升腾、流溢，暖暖的。望着她慢慢离
去的身影，我觉得她是那么慈祥、那
么仁爱，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一个周六的下午，会议结束后，

天已黑了，还下着雨，刮着风，三九
隆冬，更显严寒。我正愁怎么回家，
那时我家住长宁区中山公园附近，
女朋友家住打浦桥，去哪都要换几
部公交。我一面整理着办公桌上的
文件，一面望着窗外。这时，谢校长
走过我的办公室门口，驻足叫我，我
连忙走到她的身边，问道，“谢校长，
请问有什么事？”“没有事，就问你今
天回哪里啊，回父母家还是回未来
的岳母家啊？跟我走吧，带你回家。”
我既感动又感激，一时语塞，还来不
及回话，一旁的党委办公室主任盛
善珠也体贴地笑着说：“小顾，不用
客气了，快跟谢校长走吧。”这样我
也就不再推延，乐呵呵地赶紧拿起
包，赶忙跟着下了楼，坐上停在门口
小车的副驾。
车开了，心里仍然还是有点忐

忑不安，不知说什么是好。过了一会
儿，还是谢校长主动地同我聊起了
天，关心地问起我的工作、我的家里
情况。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情放松了，
不那么拘束了。车子一路穿过四平
路，吴淞路，到了外滩，转入延安路，
快到瑞金二路时，谢校长对驾驶员小
孙说：“前面左转，先到建国路，让小
顾同志先下。”我赶忙说：“先送您，先
送您。”“没有关系，你先到先下。”小
孙也笑着附和：“听校长的。”我再次
感谢，她说：“我们同路，顺便的事，以
后回家我们一起走。”车一停在路边，
我连忙打开车门下了车，撑起雨伞，
挥手致谢告别。车窗玻璃后面的她也
向我挥动。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目
送着小车向西驰去，望着车轮溅起的
水花，望着远去的车影，风越刮越
大，雨也越下越大，我的脸上淌流着
水，是雨水，还有泪水。
之后的日子里，每逢周六下午

开完会，谢校长和袁成瑞副书记就
会同我开玩笑地关心着我（袁书记
家住华东政法学院教工宿舍，靠近
中山公园），“小顾今天跟我去岳母
家吧”，“小顾，跟我回娘家吧”。直到
我在复旦第八宿舍分得了房子，但
只要回家看望老人，我就自然而然
地搭坐两位领导的顺风车。
“回家”的感觉真好。

四
/"$. 年 $ 月，盛华书记离休

了，党委组织部门安排我参加上海
市委党校和市委组织部举办的上海
市第十期干部轮训班，为期半年，刚
过两个月，我被抽借到上海市委整
党办公室秘书组，工作一年多后，经
慎重考虑，我决定离开复旦，到刚成
立不久的锦江集团工作。年底，正式
决定后，我回校办理人事调动手续
和组织关系，先到校长办公楼前，正
好迎面见到谢校长下楼出门，我连
忙停步致意问好，谢校长一见我立
马就说，小顾同志，听党办同志说你
离开复旦，他们都希望你回来，你还
是回来吧。语气还是那么亲切，眼神
还是那么慈爱。我当时真是有点心
软、心动，但已到了这个分儿上，我
也只好如实禀报已作了决定，并再
次感谢她的关爱，并说我永远不会
忘记复旦的十年培养。见我主意已
定，她认真地说道，看来只能祝你在
锦江工作一切顺利。怕影响她的工
作，我笑着、谢着向她告别，她伸出
了右手，我紧紧双手相握，一股暖流
再次升腾。在谢校长的祝福声中，我
走出了学校的大门，离开了复旦，开
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 年我任上海国际饭店经
理，谢校长也和苏老一样，常把外
事、公务宴请活动放在这里。每当谢
校长来店，我总在门口恭候相迎，宴
会结束后，亲陪坐电梯、下楼、扶送
上车，谢校长总是热情鼓励，使我备
受鼓舞。

从 %"$-年至 %""* 年期间，我
作为上海市人代会行政组的负责人
之一，完成人代会餐饮服务工作。其
间，谢校长从 %"$$年担任市政协主
席后，均参加会议。每每见到她总是
容光焕发，满面笑意，步履匆匆，她
是更加忙碌了。我有时上前问好，有
时只好远远望着，不敢轻易打扰。
%"".年后，我搬迁至高安路，谢校
长此时也乔迁至吴兴大楼，一路之
隔。站在楼上向家的窗前西望，清楚
可见吴兴大楼。我仿佛看到，那大楼
里，窗前灯下，谢校长在伏案忙碌，
我也常常路经吴兴大楼，又恐打扰，
不敢造次拜访。

谢校长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但
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仁爱之心，她的
高尚情操，她的人格风范，永远永远
长存于世，光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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