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 "月 "日，为纪念新民
晚报创刊 #$周年庆祝活动，报社
组织出版了一批纪念书籍。其中有
一本《我这二十年———新民晚报同
仁征文选辑》，由报社 !$%位同仁共
同参与写作。我是此书的责任编辑，
对于当年同仁们的支持和帮助，我
铭记在心。

此书出版的由来
!""%年，是新民晚报报史上一

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 &月，中共上
海市委下发文件，宣布新民晚报和
文汇报撤销原有建制，联合组建文
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集团正式成
立前夕，晚报报社党委召开党委会，
对报社年内需要完成的一些重要事
项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其中就包
括在报社内部举行征文活动，并编
辑出版一本征文集子。
新民晚报在“文革”中被勒令停

刊。'"("年，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的关心
下，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宣传部的领
导下，新民晚报终于在 )"%*年 )月
)日正式复刊，遵循老社长赵超构
提出的“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
易俗，丰富生活”的办报方针，复刊
当天发行量即达 &+万份。历年中，
发行量最高曾达 !%&万份。

我时任报社党委办公室主任，
领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即通
过报社内刊《新民之苑》发出征文
启事。

征文活动起步不错
征文活动通知发出后，短短的

几个月里，所有的现任领导都送来
了大作。%月份后，报社党委副书记
张韧调任报业集团纪委书记，并受
集团党委委托，全力投入文新报业
大厦内部布局与装潢等工作。过度
的操心劳累，迫使她住进医院治疗。
平时不多写稿的她，却在“偷闲”的
几天里，交出了 *$年前在安徽当涂
县任职“县书”的回忆文章。老张的
这篇文章让我如获至宝。
我至今记得，征文活动最早交

稿的人员中有报社编委、体育部主
任张攻非，文章标题是《我的昨天和
今天》。文章叙述了“文革”中丧父失
子的悲痛，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
雷炸响，给老张带来了新生……

离退休的报社领导，也在很
短的时间内送来了手写稿件。较早
送稿的还有一批近年进报社的大
学生。

艰苦创业令人难忘
回顾二十年，报人离不开对晚

报复刊时期艰苦创业的追忆。
离休干部、报社原总编辑束纫

秋，经历了新民晚报“文革”前和复
刊后的全过程。他的《而今迈步从头
越》一文，以晚报复刊筹备组领导的
身份，详细介绍了复刊如何从“四大
皆空”﹙人员、楼房、设备、资料﹚起
步，通过解决“五子登科”﹙班子、房
子、银子、路子、点子﹚艰难创业的历
程。文章结尾处，他说，!"%*年 !月
!日，恢复出版的新民晚报报纸编
号为 (*,( 号，)"&& 年 % 月 ** 日，
被迫停刊的报纸编号是第 (*,&号。
两张报纸之间连续号码相隔的时
间，竟长达 ),年 ,&$$天之多……
副总编辑李森华、周宪法、朱大建的
《蓝大褂·白大褂·服饰潮》《弥足珍
贵的纪念》《采访赵超老》，老领导
冯英子、周珂、任荣魁、张林岚的
《我的二十年》《复刊前后苦乐与
共》《搬家》《园中有棵雁来红》等文
章，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
人：复刊时期一批老报人艰苦奋斗
为后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资深记者钱勤发于 )"%)年"月

进入报社。他在《土壤的情怀》一文
中说，复刊时期，报社不足 )$$人，
蜗居九江路 -)号 -楼一个简陋的
层面上，用夹板隔开的各个狭小
空间，就是各部门的“办公室”。记
者每月要有三四十篇稿子见报，月
工资 ,)元，奖金 )$至 *$元，内
稿稿费没有超过两位数的。但大家
从不计较，只求有所作为。“内稿
稿费单我好好地留着，留到我写回
忆录”。
著名老报人吴承惠撰写了《三

个小人物》，书中的“小人物”身份只
是拼版、校对，这些人物当时都已去
世，“没福气住进巍峨堂皇的大厦”，
但他们对晚报复刊时期所做的奉献
和不计名利的“傻样”，却让吴老先
生难以忘怀。为此，他建议：“出一本
《晚报人物志》，最好能着重记记小
人物。”

以民为本以民为天
新民晚报于 )"".年首创“夏令

热线”。报社经济部副主任何锦新在
《我与夏令热线》一文中说，“夏令热
线”已办六届，多位市领导分别在

热线开通的第一天来到报社慰问记
者，还亲自接听市民来电。
群众的小事，就是记者的大事。

群工部主任王明国在《一份请示报
告》中提到，)"%%年，刚刚进入百姓
家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质量问题特
别多，“读者之声”版面因此收到不
少读者来信。为了解决读者需求，
群工部给报社领导打报告，申请举
办家电使用维修咨询（免费）活动。
分管副总编任荣魁在报告上批示：
“请束（纫秋）、周（珂）、冯（英子）、张
（林岚）、沈（毓刚）阅，建议同意群工
部提出的方案。”报社组织举办的
咨询活动引来了如潮人群。十年后，
泛黄的报告纸上，红字批语依旧清
晰可见，它成了报社与读者关系密
切的见证物。

记者邵宁撰写的《我与蓝金
亮》，回顾了 )""&年发现居住浦东
棚户区的壮族中年妇女蓝金亮，身
患重病却仍慷慨解囊帮助他人事迹
的过程。专稿《蓝金亮的故事》后被
改编为沪剧上演，又拍摄了电影《上
海新娘》。从此，蓝金亮的命运得到
了彻底改变。
报社在 %+年代曾专设了“七彩

民工”栏目，让农民工形象出现在报
纸版面上。记者夏连荣的《我的“七
彩民工”情结》，述说了作为“七彩民
工”版面的责任编辑，如何“自掏腰
包”乘车外出采访，“翻山越岭”进入
工棚，结交工友，帮助他们修改稿
件，为他们“登台亮相”创造机会的
一些体会。

敬业奉献展示形象
身为报人，新闻就是战场。报

社副总编辑孙洪康的《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采访记》，写的是 )""-年 *

月他作为特派记者，来到西昌卫星
发射基地。在领导和贵宾都离开西
昌踏上归程后，他“逆向行动”，又一
次乘车来到 &,公里外的发射基地，
登上了火箭发射台深入采访，写出
了独家新闻《“长三甲”火箭发射目
击记》。
被一位市委宣传部领导戏称为

“不要命的”记者强荧，是一位名符
其实的“探险记者”。他的《我成了
“探险记者”》一文，真实地告诉人们
穿越“死亡之海”的难忘经历。出发
前，他给家中留下了“黑匣子”，里面

交代了“万一”要处理的几件事。&+

天的沙漠之旅，每天要经历四季无
常的气候变化，还必须超体力极限
玩命行走。到达终点时，他的体重减
了 **公斤，拍照留念，“脸像个 &+

多岁的老人”。,万多字、(*篇沙漠
手记、《“死亡之海”纪实摄影展》和
大特写《闯荡大沙漠》等收获，让他
感叹：苦难是一种财富。
体育记者葛爱平在《千里寻访

阿里》一文中，书写了“搜寻阿里”的
传奇经历。)"%,年，世界拳王阿里
访问中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葛
爱平单枪匹马从上海飞到西安寻觅
阿里，最后竟然把阿里引入新民晚
报报社访问。直到那一天，总编辑束
纫秋与阿里热情握手之际，他才“长
长地松了口气”。
评论部主任徐世平的《老邱的

电话机》，生动写出了老报人邱国海
的淳朴，又反映了报社设备如何由
简陋到先进的变化。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年 )月 )日，新民晚报由

&版扩为 %版。)""*年 (月 )日，由
% 版扩为 )& 版。两次扩版，报纸
发行量从复刊初期的 ,%万份增至
)(+多万份。而第三次扩版，则是
在新闻界一些报纸缩版的背景下，
报社经过风险调研的逆势扩版。
)""&年 )月 )日，晚报第三次扩版
由 )&版扩为 *-版，发行量又增至
)%+万份以上。群工部记者薛亚林
的《新民晚报三次扩版给我带来机
遇》，追述了晚报的三次扩版，为
他带来三次改变“身份”机遇的深
切感受。

为了适应对外宣传工作的需
要，)"".年 )*月，报社总编辑丁法
章率团赴美考察。回国后向市委汇
报并提出创办美国版的申请。)""-

年 -月，国家新闻主管部门正式批
准新民晚报赴美发行。当年 )+月，
新民晚报美国版在当地正式印刷发
行。读者数达 .万户，读者范围遍及
美国 ,+个州和一个特区。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上海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和中国驻洛杉
矶领事周文重等领导到场祝贺。报
社编委顾龙的《我当过海外公司首
任总经理》、驻美记者站站长潘玉鹏
的《改革开放使新民晚报走出国

门》等文章，详细介绍了他们在创
办和出版美国版工作过程中的难
忘经历。
总编办原主任朱家生《喜看新

民晚报走过十六年》一文说，进入
九十年代，报社先后淘汰了彭江路
印刷厂和延安路印刷厂，引进了世
界先进印刷设备，建起沪太路印
刷厂和浦东金桥印务中心。报社建
立了新闻出版网络，不仅提高了采
编排工作效率，还大大节省了人力
物力。

!把新民晚报办得更好"

)""% 年 ( 月起，解放日报原
副总编金福安担任了报社党委书
记、总编辑。他在《我这二十年》一书
序言中，对新民晚报的二十年作了
如下评价：“从赵超构先生提出‘宣
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
富生活’十六字办报方针，到丁法
章同志锐意改革，大胆创办新民晚
报美国版，以及晚报新老同仁一系
列丰富发展这一办报方针的创造性
办报实践，现在已经成了中国晚报
学习的榜样，而凡以新民晚报模式
创办的各地晚报都取得了成功。”老
金是上海著名报人，是见证新民晚
报二十年实践的“局外人”。他的评
价是真实、客观、公正的，并无溢
美之词。
上海市委原副书记、宣传部长

陈沂认为晚报取得的成绩与领导班
子分不开：“从超构到纫秋，到现在
的法章，真是一代接一代，长江后浪
推前浪”
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丁法

章撰写的《终身难忘的记忆》，是《我
这二十年》一书的开篇稿件，也是全
书中特别重要的文章。)""(年 ))月
*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活动即
将圆满结束。在江泽民访美特别助
理曾庆红的安排下，这一天丁法章
和驻美记者站全体成员在美国洛杉
矶受到了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
江主席仔细听取了丁法章的汇报，
认真阅看了新民晚报美国版，称赞
美国版所取得的成绩，并愉快地同
大家一起合影。江主席最后对大家
说：“把新民晚报办得更好！把增进
中美两国人民交流与合作的工作做
得更好！”

! ! ! !我家原先住的枕流公寓，位于
城市的西区，那是一幢七层楼的西
式公寓，建造于 )".+年。楼前有一
个 *,++平方米的大花园，花园中水
池曲径，树木葱郁。公寓是清代北洋
大臣李鸿章的第三个儿子李经迈的
产业。记忆中这幢老式公寓楼墙的颜
色是浅灰色的，从春至秋，路上的法
国梧桐枝繁叶茂，长满了绿叶的枝干
远远地伸展开来，在道路的上空交
接，给街道罩上了一个遮阳棚。

在这幢公寓的居民名单中，曾
经住过著名演员周璇、乔奇、孙景
璐、傅全香，著名导演朱端均，著名
报人徐铸成，画家沈柔坚，工商界人
士胡厥文，科学家李国豪等等。在我
的记忆中，父亲叶以群搬进来以前，
那室公寓原先住着著名作家周而
复，他曾经在那里创作了长篇小说
《上海的早晨》。后来他去北京文化
部工作，腾出了房子，父亲才搬进
去。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父亲曾经在
家中接待过文学界的同事和朋友巴
金、荒煤、于伶、孔罗荪、柯灵、艾明
之和其他文学前辈，也曾在客厅中

会见过来访的外国作家。当我还是
孩子时，正处于“文革”的历史动荡
中，平时在公寓中进进出出，亲眼目
睹了这些令人尊敬的前辈们如何承
受着人格的羞辱和精神的折磨，可
是他们仍然坦然面对，将生死置之
度外。父亲叶以群在“文革”刚开始
时的一个清晨，愤然从高楼上一跃
而告别人世，更在社会上和文化界
朋友的心中造成巨大的震撼。
以后每次回国探望母亲，我都

会在年轻时生活过的这幢公寓上上
下下走一走，看一看，似乎是为了寻
找曾经的记忆。矗立了八十多年的
公寓，原先宽敞的雕花木门已经被
以防盗为目的的铁栅栏门所取代。
我满怀惆怅地站在楼前，举目向高
处望去，苍老的楼面呈现灰白的颜
色，和街对面一幢约二十层高的现
代公寓形成了反差强烈的对比。它

比对面的楼矮去大半截，似乎已经
鬓发花白。公寓的衰落，似乎代表了
上海城市变化的真正开始。前几年/

这座公寓门口挂上了上海优秀历史
建筑的牌子：文化名人楼，曾经的住
户们掷地有声的名字一个个都已刻
在门口的牌子上，可是里面发生的
故事呢？如今前辈们已逐渐离开这
个世界，可是他们在那里生活过的
往事却依然历历在目。为了不让这
些故事如浮云般消失，我开始了小
说《丁香公寓》的创作。
丁香公寓并不是我原先所住过

的那幢公寓的真实名字，因为是写
小说，我的笔便不必受到太多真人
真事的拘泥。我是 ,$年代末期出生
的，这个年龄层的人，经历了三年困
难时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
革开放，那些岁月有时使人窒息得
喘不过气，有时令人热血沸腾。我所

记述的虽然都是个人记忆中的一些
小事，但都是在各个历史背景上的。
丁香公寓里发生的故事，是中

国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缩影，他们
的生活与社会脉搏的律动关系密
切。他们中的作家、电影明星、民族
资本家等，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后
首当其冲，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的
生活，对公寓外面的人们来说有一
种神秘感。他们的命运随着社会的
急剧变化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我
《丁香公寓》里的故事从“文革”前开

始，到改革开放的 )"%$年代末，跨
度二十多年。这二十年的历史，既是
我的成长史，也是共和国历史中的
一个关键时期。我们与共和国一起
走过这段历史，同甘共苦，相濡以
沫。我们成长中所流的汗水和泪水
中融合着成长的悲欢和付出。即便
我已身居异国二十多年，可是在我
的记忆中，曾经在那里发生的故事
总是那么鲜活地浮出现在眼前，父
母和许多前辈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
界，可我依然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们的
身影和足迹，也看见了我逝去的青春
年华……

不管城市如何迅速地发展，作
为城市记忆的历史依然有不可低估
的史学价值。这些年来上海十分重
视对老建筑的保护了。我的记录，也
是在心中为往事挂一块文物保护的
牌子。
实体的建筑被保护了，而在建筑

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件惊心动魄的
故事，更不应该随着生者的离开永远
消逝。我的故事是一种记录，也是在心
中为往事挂一块文物保护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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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同仁编书
! 潘树立

!!!"我这二十年#出版 !"年后的追记

难忘的青春记忆 ! 叶 周
! ! ! !叶周 !"#$年生! 北美洛杉矶华

文作家协会会长!"洛城作家#主编$毕

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电影

新作%副主编!%"$"年赴美留学!获加

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广播电视专业硕

士! 曾任美国 &'(电视台制作人&导

演!澳亚卫视总制作&总编辑$作品有'

长篇小说"美国爱情%!散文集"文脉的

传承的践行者%"地老天荒%等$

#作者简介$

! ! ! !潘树立 %")*年出生$ +"*$年

考入华东师大!%"$,年起!在上海市

委办公厅研究室&综合处&秘书处工

作!曾任正处级秘书$ %""#年起!在新

民晚报!曾任工会主席&党委办主任!

文新报业集团党委办&新闻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