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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一代报人，解放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
辑王维，在上海逝世，享年104岁。

王维是台州乡贤，1919年，他出生于临海上盘一户
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王荣德、何菊侬夫妇曾创办

“新盘小学”，校址在今上盘镇图书馆。然而，在他10岁
那年，父亲病逝，从此家道中落。

12岁时，王维被母亲送至临海城关的遂生源药栈
当学徒，想学门手艺，将来可以安身立命。药店老板为
了招揽生意，订了两份报纸，分别是《申报》与《新闻
报》，方便顾客等待抓药时阅读。

这两份报纸，也成了王维的精神食粮。多少个夜
晚，其他学徒呼呼大睡，王维却挑灯读报，后来，他又与
几个同伴自费订阅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邹氏的
文章，令他心生仰慕之情，一颗理想的种子，在少年心
中生根发芽：我要当一名新闻记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维先在瑞安县（今瑞安市）当抗
日自卫队政训员，后加入了“浙江省政府直属战时政治
工作队”。其间，他撰写一些新闻报道，向报纸投稿，屡被
录用。在吴兴县（今湖州市吴兴区）担任县政工队副队长
时，他还办了一张四开二版的油印小报——《反扫荡》。

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维到《民族日报》担任助理
编辑，正式开启了新闻工作生涯。谁知，几个月后，他就
被当作政治嫌疑犯，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几经周折，逃
离虎口，王维投奔了新四军。之后，他随部队转战大江
南北，几乎一直从事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工作，先后担
任《新华日报》（华中版）副总编辑，《江淮日报》《皖北日
报》社长兼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王维参与过第一部宪法的编纂工
作。1954年，他到《解放日报》担任副总编辑，1962年改
任第二总编辑。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他遭遇批斗、
隔离、被监督劳动，可谓吃尽苦头。

1978年2月，王维回到了解放日报社，担任党委书
记兼总编辑。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新闻改革，如在第一版
开辟“短新闻”专栏。长的百多字，短的仅几十字，写的
都是发生在昨天、前天的事实，读者好评如潮。

1980年，在王维的策划下，解放日报创办了《报刊
文摘》，发行量一增再增，从最初的限额发行5万份，到
最多时的300多万份。

1983年，王维从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改任党委
顾问，直到1995年离休。办报，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尽管
历经坎坷，但他依旧认为，办报纸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因为其他职业是改变世界，而办报纸能改变人的思想。
说起来，王维对家乡台州的新闻事业也充满感情，

许多老同志对此记忆犹新。
台州日报印刷厂原厂长朱申根说，1984年，《台州

报》复刊，需要购置印刷设备，正是王维帮忙联系的。
摄影家汪江浩于 1981年，进椒江报道组工作，常

向《解放日报》投稿。王维总是对台州来稿照顾有加，今
日新闻，明日见报。

1986年，王维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临海，与台州日
报的同志们取得联系。台州日报原副总编辑林维横，曾
在报社总编办工作。王维每每回台州参加活动，都是由
林维横负责接待，两人交情甚好。

“有一年，我陪着王维老总去爬雁荡山，路过一座
庙，见庙里的小和尚正在读报，正是解放日报的《报刊
文摘》，王老总很欣喜，说大家都爱看我们办的报纸。”
林维横回忆道。

1993年，林维横出版《新闻小言论集》，请王维作
序。王维欣然答应，不久后，就将序言寄来。这篇千字序
言，时隔三十年再读，不乏有真知灼见：“言论有大中小
之分，社论应是报纸言论中的大项……社论少，也是报
社的见解少。我不赞成‘天天有社论’那种硬做文章，但
也不希望社论成为地方报纸的‘稀缺产品’。”

王维也关切《台州日报》的办报质量。1993年8月，
王维给台州日报原总编辑池福林的信中写到，从事新闻
工作多年，他得出三点认识，一是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
主，二是新闻应以提供新的信息为主，三是办报应以满
足读者需要为主，并分别作了阐述。他还写到，希望能
多收到一些《台州日报》，看看能否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王维的晚年，还常收到故乡临海的报纸——《今日
临海》。2014年，他给《今日临海》题了一幅字，“祝临海
日报愈办愈好 岁在甲午 秋日南窗下 九六叟王维
题”。其笔力遒健，丝毫不似“九六叟”模样。

王维曾对子女说，他的墓碑一定要做成报纸的样
子。而今，斯人已逝。泰山其颓乎？哲人其萎乎？呜呼！

（参考资料：《风雨人生——记临海籍老报人、原总
编辑王维》/杨红枫、尤晓惠，《上盘解放前夕红色革命
活动考证》/张礼标，《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
的》/王小鹰，《王维：办报纸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陈
抒怡、舒抒，《报人春秋：台州日报老同志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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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一代报人王维与台州报业的情缘

“报”答故乡
对我来说《天空之城》不是重映，是首映。
这部诞生于 1986年的经典动画电影，从未在我

国上映过，但对影迷来说，它有着和其他经典电影同
样的影响力。别的不提，一首久石让作曲的主题曲《天
空之城》，就能让绝大多数中年人掉入纯真回忆。

我带着即将幼儿园毕业的儿子一起看了《天空之
城》，我比他还要期待。

电影开场即让我为之一振。
厚重、广袤的云层，将银幕填充到几无缝隙，继而

是巨大的飞船出现，少女希达被军方、海盗围追堵截
的戏份紧张上演，希达最终从飞船上坠落而下。晕眩
中她所佩戴的飞行石让她漂浮起来，最终被少男巴鲁
张开手臂接在了怀中。

这一整段戏，除了画质、画风是老的，运镜节奏、
想象力、美感，在动画电影中都属一流。自电影开场，
全片就不时出现流畅、宏大的大场面。如矿山中的铁
道追击战、海盗飞船与军队飞艇陷入“天空之城”云层
气流时的阻击战、进入天空之城后种种不可思议的画
面……

一想到它上映于1986年，我出生的前一年，我脑
中就跳满了惊叹号。

这是必须在电影院银幕上才能完美发挥感染力的
动画电影！在电视、手机上，《天空之城》的魔力将归零。

应该说，宫崎骏导演的每一部作品都只能在影院
欣赏。

在那个年代要想制作出如此巨大容量的动画电
影，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远超今日。而相较于
制作方面的挑战，坚持创作风格纯真的动画电影这一
点，更是宫崎骏导演之所以拥有今天这样地位的原因。

从长片处女座《天空之城》开始，宫崎骏就奠定了
他往后漫长创作生涯的风格。“童话”，是这种风格最
醒目的标签。

善良的少男少女，面目狰狞、只有贪欲的反面角
色，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仙境、幻境，无法用常理揣度的
魔法、科技、神话元素，以及最终邪恶会被少男少女打
败的结局。

看到《天空之城》中老婆婆担任首领的海盗一家出
场时，儿子一把抓住我，惊恐地问：“他们是坏人吗？”

让孩子瞬间想要将其归类的动画角色，是童话故

事的标配。但《天空之城》不只是童话，孩子在影片后
半段看到海盗一家鲜活、单纯、善良的一面时，问我：

“坏人也可以变好人，对吗？”
我既有自己的感动，也被他的发现感动。
宫崎骏的主要受众，一直不只是孩子。他最珍视

的是儿童、少年，所努力创造的也是因为孩子们变得
更美好的动画世界。但其实他希望留住的是成年人的
关注。他希望我们无论内心多么坚硬，也还是可以在
重温他的动画时变得“不堪一击”。

在浏览豆瓣网上关于《天空之城》的短评时，有一
位叫“seeme”的网友的短评被置顶了，她说：“我看这
部一直会哭，看了几次哭了几次，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总之，一看到手臂长长的铁皮人寂寥地站在那座城
中，就控制不住了。”

她说的，我特别懂。
《天空之城》中的长臂铁皮人，是一个解读空间很

大的符号，它们是“普拉达”中的人们所发明的高科技
机器人。当巴鲁和希达以及海盗、军方们都进入了天
空之城时，只剩下一个铁皮人还在活动。天空之城中
的人们如何发明的铁皮人？这里的人类因为什么灭绝？
铁皮人为什么能感应到希达是它们要保护的公主？

很多往事都没有说透，铁皮人就是一个衰落文明
的遗物，它寂寥却有温度，让人莫名感伤，为人类所失
落的一切美好感伤。

宫崎骏的想象力，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他的童
话，一半是创伤。他所画的少男少女越是纯真，那些因
为欲望而变形的成年人、老年人的形态就越可怕。

一座高科技之城，悬浮于天空中，拥有美好的自
然环境和极高的科技，这简直是完美的人类生存空
间。但人类却还是消失了。

少女希达成了天空之城和地表世界重新结合的
钥匙，她也许可以为地表人类带来新的文明，但那以
后的人类世界，会不会重蹈天空之城的覆辙呢？

《天空之城》有没有续集，我们不得而知。宫崎骏
所有的作品，诸如征服了全球观众的《千与千寻》《龙
猫》这样的大作，都没有续集。

这个白胡子老爷爷，放任成年人在莫名其妙想哭
的感受中默默擦眼泪。他不需要创作明朗的结局，他
把创造结局的机会，给了所有观众。

《天空之城》：
童话的一半是创伤

前不久去温岭市横峰街道祝家洋村祝洋时，当地
收藏爱好者蒋左林先生向笔者展示了他珍藏的一块
出土于横峰的元代墓碑。

这块元代墓碑被蒋左林珍藏在家，已有二十几
年。墓碑刻着如下内容：“至正甲辰二月廿五日（竖排
居右） 有元（横排居中）赠中顺大夫同佥江浙等处行
枢密院事上骑都尉弘农郡伯杨公之墓（竖排居中）孝
男庆寿谨志（竖排居左）”。

文字均以楷体书写，只是中间一排竖排文字，可
能因内容较多，字形作扁平状（见文后图）。

蒋左林生于 1946年，是温岭石桥头人，19岁参
军，复员回温岭后进入位于今横峰街道马鞍桥村山前
施的温岭县皮革厂工作。他非常爱好收藏，收藏品类
有图书、邮票、钱币、陶瓷等。

蒋左林告诉笔者，1998年，他在祝洋村（现祝家
洋村）买的这间老屋，2000年左右入住（但其门前设
有写着“1999年”字样的信报箱，可能 1999年即已入
住）。这块元代墓碑是在他买了房子后得到的。

蒋左林介绍说，那个时候，马鞍桥那边正在造一
条从横峰通往温峤的公路，在施工时，当地人连夜挖
出了这块墓碑。他闻讯赶过去，发现上面有一些字，他
感觉应当有研究价值，就给挖墓碑的几个人100元钱
作为补贴，将这块墓碑拿回了家里珍藏。怕丢失此墓
碑，一般他都是秘不示人。

温岭市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徐灵波是马鞍桥
人，笔者曾听他说起过这块墓碑，说是当地有“无头将
军”的传说，相传下葬的是金头，为了防盗墓，做了十
几个疑冢。此墓碑出土后，第二天他就到现场去看了，

在他的记忆中，这座墓为砖坟，坟砖是三角形的，这块
墓碑不是立在坟前的，而是在坟墓里面，外面还有套。
他当时想，此墓是否与方国珍有关，为此还曾与人打电
话谈过这个发现。后来他就不知道这墓碑到哪里去了。

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介
绍，“郡伯”作为封爵，在金、元皆置。金承安二年
（1197）由县伯改，正、从四品，食邑七百户，无实封。元
正、从四品，止用于封赠。另有资料称，明清时人们亦称
知府为郡伯。而“上骑都尉”，《新元史》记载为正四品。

据了解，马鞍桥村本村也有杨氏分布，而附近温
峤镇上墩村、北珠村有“珠溪深山杨氏”分布，但似乎
这墓没有被附近的杨氏认作祖墓。这座墓的墓主人叫
什么名字，尚待考证。

温岭横峰发现元代“弘农郡伯杨公”墓碑

徐丽娇 /文

一盘嫩绿的焯水小菜，剁成菜末，放上两把虾皮，
再倒上几十颗花生米，撒上一满勺的白糖，淋上一勺
香油，拌一拌就端上饭桌。招呼闺女和闺蜜母子来吃
饭，等我收拾完灶台从厨房里出来时，这盘凉拌菜已
少了一半，闺蜜连连称赞口味清爽。想不到吧，这盘抢
手菜就是平常人扔掉的芹菜叶！

记得我初次吃到芹菜叶也是很意外。那是二十多
年前去城里的朋友家做客，朋友给我做了一碗扁食。
扁食的馅料不同于平常的馅，翠绿的小菜和肉剁在一
起，盯着看，没看出是什么菜，仔细尝，还是没猜出来，
就觉得一股清香自舌尖上徘徊再滑入咽喉。朋友告诉
我是芹菜叶肉馅时，我差点惊掉眼珠子。芹菜叶不是
苦口的吗？没想到吃起来这么清爽油润的馅是芹菜叶
调制出来的！先在肉馅里拌上合口的调味品，然后敲
上一个鸡蛋，再倒几滴菜油和葱姜水调匀。芹菜叶清
洗后剁成菜末加一勺白糖调制，不仅去除苦味还提鲜
了。调匀后倒入肉馅中搅拌均匀，还真的看不出用的
是什么菜叶了。朋友向我说起芹菜叶的种种药用价

值，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们乡镇普
通人家的饭桌上几乎不谈营养餐，也从没听说哪家会
用芹菜叶待客的。

想起初到小镇生活时，卖食饼筒营生的邻居阿
婆，她的食饼筒里有一味不为人知的菜，就是芹菜叶。
我曾经好奇问过她，她说这是抵蒿菜的。蒿菜的价格
比芹菜略高些，而芹菜叶往往被人扔掉，不需成本，将
它掺入众多的馅菜中，也不太吃得出来。阿婆从不告
诉顾客，这里面有芹菜叶。我知道她这么做，就是为了
省钱。后来过节母亲准备食饼筒时，我和母亲也尝试
着把芹菜叶装进食饼筒里，试试家人的反应。其实还
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家人口多，都是干体力活的，食
量也大，一顿食饼宴需要很多菜馅，芹菜叶也可充数
吧。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这芹菜叶在我中年以后竟
成为最需要的“药菜”。

如今老朋友聚会，听到最多的就是脂肪高、血糖
高，大家谈论最多也就是如何食补。我有个学中医的
朋友常常推荐大家吃芹菜叶。她所说的芹菜叶的种种
好处，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城里朋友说过的话。

朋友说，芹菜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能提高
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可预防口腔溃疡。因为芹菜叶
中的碱性成分，多吃还有助于睡眠和稳定情绪。此外，
芹菜叶中还有大量的铁元素和膳食纤维，对提高人体
造血功能，调节胃肠道都有好处。

芹菜叶有这么多的食疗功效，现在我每个星期都
会吃几次芹菜，而且再也舍不得扔掉芹菜叶，除了包
饺子、凉拌，就算吃面，也会放几片芹菜叶。有人说芹
菜叶味苦，我吃惯了也就不觉得苦，就如在苦里泡着，
也就不觉得生活是苦涩的了。

芹菜叶

味在其中

台传媒记者吴世渊

其他职业是改变世界，

而办报纸能改变人的思想

林 立 /文

他希望我们无论内心多么坚硬，也还是可以在重

温他的动画时变得“不堪一击”。

黄晓慧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