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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上海（183）

管天瑞 文/摄

外公的金山记忆

2019年4月，我年近80的外公黄文吾从金山

梅州社区居委会领回了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退伍军

人事务部监制的“光荣之家”牌匾。外公颤颤巍巍

地把牌匾钉在他的门头，一脸满足地欣赏着他的

“光荣之家”。

外公自 1998 年从上海石化总厂化工二厂退

休后一直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为了这块“光荣

之家”牌匾，外公让我的母亲开车从浙江平湖到金

山石化跑了两趟。20 多年来，我对上海和金山的

感知，很多内容来自外公点点滴滴的回忆。

1971 年，外公离开奉贤塘外五七干校后，就

到上海第四制药厂参加劳动。在药厂工作五年

后，外公于1976年调到上海石化总厂化工二厂工

作。上海石化一期工程于 1977 年 6 月投产运营，

这里是中国规模极大的炼化一体化综合性石油化

工园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去工厂工作似乎是

一个好的出路，因为工厂有奖金，收入比在机关要

高一些。所以尽管后来外公还有机会回上海作协

工作，但当工人有奖金似乎对外公更有吸引力。

然而在企业成为凤毛麟角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

外公这次并没能成为那独特幸运的一位，而是在

上海石油化工二厂开始日复一日的工厂生活。

那时候的金山，大部分地区均为农田，城镇基

础设施落后，基本没有大型商商场，滨海地区更是

人烟稀少，一片荒芜，只记得沙滩上不断进行着填

海作业。外公在金山的生活平淡，但饶有趣味。

如果说总厂职工乒乓球大赛上第五名的成绩点缀

了宁静生活，那义务参加的职工物价检查，则是外

公在工余时间乐此不疲的事。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

宏大篇章。在众多难关中，价格改革是其中最为

牵动公民神经的一项。物价关系国计民生并非一

种夸张的说法，可以说改革的每一步都牵动全局，

可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根据国务院和国家物

价总局有关通知精神，全国各地职工物价监督应

运而生，1985年8月，上海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成

立，首批职工物价检查员340人，他们协助相关部

门检查各类商品价格及执行情况。

外公是上海石化总厂首批职工物价监督员。

工厂八点多上班，外公却需要在天还没亮的五点

出门，并非为了通勤，单单是为了赶上菜场开门，

去做一件大伙儿认为很傻的事儿。没有额外奖

金，只有0.2元的早餐补贴。

1988 年的一天清晨，梅州菜市场人声鼎沸，

摩肩接踵。本就算不上宽敞的通道两边摆满了各

色摊位。在拥挤的人群中，外公与几位拿着小包

的人缓慢前行。虽然他们每到一个摊位都要查看

一番，但不会买任何的东西。相较于商品，他们最

为关注的是商贩手中的杆秤和摆放在一旁摊位上

的商品价格牌。“你这羊肉价格的价格不对啊？”类

似的责问，几乎每次检查都会有。这声责问就像

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语毕，周围人群也随之发出

了“是啊是啊”“太黑心了”的附和声。小贩本想还

嘴，却被“我们是来进行物价检查的”一番话彻底

堵死了嘴。对不法商贩的处罚有着一套标准，就

以羊肉来说，虽说卖掉的部分难以追寻，但可以遗

留在摊位上的羊头为基准，来判断卖了多少斤羊

肉，再以此进行罚款金额的评估。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职工对市

场物价动态最为了解，也最能及时反映广大人民

群众的诉求。回首过往，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个时

候的职工物价检查员是市场上的哨兵，是消费者

们的卫士。外公参与职工物价检查完全是义务

的，当问起外公为何自愿站好义务物价检查这一

班岗时，他对我说，只是自己单纯喜欢干这件事罢

了。要说成果，那时候的不法商贩见到外公都会

害怕，先前文职工作的缘故，让外公检查起来格外

细致。“上海市职工物价检查先进个人”的称号以

及一件作为奖励的羊毛背心，都是对他那段经历

的最大认可。

1997 年，原金山县和上海石化合并成立上海

市金山区。1998 年，外公从石化总厂退休后来到

平湖和我们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改革开放

40 多年，金山的城镇面貌焕然一新，曾无人问津

的沙滩发展成为极具海派风格的城市海岸，国内

首条市郊城际铁路的开通更是让金山成为长三角

１小时经济圈的核心城市。近年来，金山更是一

年一个样，虽说与上海市区尚不能比，但百联与万

达构成的商业中心也展露出此地欣欣向荣的景

象，相继建成的易家中心、红星美凯龙等超大型

CBD 让人惊呼：“金山变得勿认得了！”如今，外公

隔几个月还会让我的母亲开车去金山报销医药

费，他还保留着工作时住

的梅州新村的房子，已经

空关 20 多年，不肯租也不

愿卖；或许，这套梅州的房

子是外公对金山永恒的牵

挂。

外公（左1）在上海石化化工二厂

厂工会门口职工物价检查小组合影

沈善洪（1931—2013）1953 年浙江师范学院

历史系本科毕业，1956 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

究生毕业。曾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

1983年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1986年任杭州

大学校长，1996 年任杭州大学董事长，1998 年任

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哲学

史、伦理学说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合著的《中国伦

理学说史》被学术界誉为“解放后第一部系统地研

究中国伦理思想的有分量的著作”，主编的《黄宗

羲全集》获国家优秀图书奖。是第六届、七届、八

届全国人大代表。

沈善洪 1931 年 11 月出生于浙江平湖，他

在家中八兄妹中排行老大。1951 年，沈善洪

从杭州高级中学毕业后，响应团省委号召报考

了新近成立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1953 年，

浙江师专与浙江大学、之江大学的若干院系合

并组成浙江师范学院，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

更名为杭州大学。沈善洪毕业后留校在政治

系任教。其间，沈善洪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

研究生班学习，1956 年学成归来继续在杭大

任教，此时，他的研究领域从史学转入哲学，正

式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那时有苏联专家授

课，沈善洪多不以为然，时有与苏联专家争辩；

因为他偏好黑格尔哲学，故同学同事给他起了

“小黑格尔”“老黑”的绰名。当时，马克思主

义 哲 学 的 教 学 成 为 他 的 首 要 工 作 ，他 出 版 了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显见他教学已颇有

心得。

沈善洪的学术研究重点毫无疑问是在中国哲

学史，他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概要》《王阳明哲学研

究》等多部重要著作。除此之外，他还把研究聚焦

在中国的伦理思想史与浙江的思想文化史两个领

域，先后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史》《黄宗羲全集》

和《浙江文化史》等多部著作。

1986 年 1 月，沈善洪被浙江省政府任命为杭

州大学校长，沈善洪尊老爱幼，对前辈学者十分尊

重，使得杭大的一批老师宿儒在晚年发挥了重要

的学术作用。对青年后进，创新机制，不拘一格地

培养、晋升、任用，使得一大批 1977、1978 级的年

轻学人脱颖而出。沈善洪在杭大做了 10 年的校

长，这期间，他一直坚持在家中定期组织学术研

讨。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研究学术要耐得住

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2011 年 11 月，《知行合一：沈善洪教授八秩

寿庆文集》首发仪式在浙江大学举行，“沈善洪人

文社科基金”同时启动。浙大校友基金会发出募

捐函后收到 2 家单位和 4 位个人的捐款共计 115

万元。“沈善洪人文社科基金”主要用于浙大人文

社会科学发展事业，包括

资助学生、奖励教学、扶

植学术等。

2013 年 5 月 22 日 ，

沈善洪因病医治无效在

杭 州 逝 世 ，享 年 82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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