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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77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23名来自八闽大地的经历不同、年龄不一的学子，在高考中脱颖而出，收到了期待已久
的福建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们奋发有为，勤耕不辍；站在改革开放的肩膀之上，他们自强不息，精业笃
行，成为共和国教育史上一张响亮的名片。

今年，这批和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七七级学子们，出版发行了迄今体量最大体裁最齐全的七七级文集《春风秋水》，为国家留下有高度
有维度有温度的历史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解七七级、了解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材料。让我们走近七七级学子，用心聆听他们
的青春声音、大学故事吧。

《春风秋水》背后的故事
师大中文系77级学子出书致青春

追忆绝无仅有的高考 献礼改革开放

“你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我的心，就像黄昏的树影，拖得
再长也离不开树的根。”

“77”传奇：不可复制的时代传奇和历史符号

12月23日上午，一本由福建师范大学77级学生共同
书写的文集《春风秋水》首发仪式在长安山校区邵逸夫楼
举行。47位不再年轻的同学代表，和老师与学生代表一
起参加了首发仪式。总策划陈一琴老校长和孙绍振教授
为新书揭幕，并向母校图书馆赠书。

一所高校，一个年段的学生作品合集，其所涉及的时
代内容之广博，历史视野之高阔，《春风秋水》在同类型的
出版物中尚属首次，堪称重量级作品。

中国的77级，是不可复制的一代传奇。
77级，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

上的一个特殊群体。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这一重大的历
史事件，改变了当时全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国家拨乱反
正，以及知识、文明的回归，是一个共和国复兴的拐点。

因此，77级不单纯是一届大学生的指称，而是已经衍
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孙绍振教授这样评述：“他们的生命经历了最严酷的
磨砺，他们曾经失去寒窗的奋斗权利，在不下十载的迷茫
中，抵抗着绝望，义无反顾的坚守，最后，在几十分之一的
的淘汰性考试中胜出，每一个人都有一番惊心动魄的搏
斗，荡气回肠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是，不同的命运却打上了
民族命运的共同……”

为了记录那段不可复制的时代记忆，为了献礼改革开
放40周年，有这么一群分散在全国各地，来自福建师范大
学中文系77级的学子，组成了“年龄最大编委会”，把同学
们的故事，他们的作品，汇集出版了这本92万字的文集
——《春风秋水》。

《春风秋水》叙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再现77级学子
与轰轰烈烈的时代一起歌唱；折射出他们对共和国镂骨铭
心的爱和泪光盈盈的痛。

书名由来：“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

《春风秋水》分为上、下两卷，每卷各45万字左右。上
卷为回忆性散文与文学创作类两辑。下卷为论文与札记
类。作者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的大学生们。

文集的内容共分为华年忆往、艺海拾贝、学苑探骊、杏
坛毓秀四辑。“华年忆往”，主要记录77级各位同学回眸高
考和求学的心路历程，文章或回忆参加高考，或回忆校园
生活，或回忆恩师教诲，或回忆同窗情谊；“艺海拾贝”为文
学创作类，为77级同学历年创作成果，主要包含诗歌（含
格律诗与新诗）、散文、小说、剧本等文体，反映了77级丰
富多彩的诗意心灵，是了解77级内心世界与艺术追求的
特殊窗口；“学苑探骊”为77级同学的学术论文；“杏坛毓
秀”主要包括77级同学的教学论文与学术札记等。文集
还收集了当年福建师大中文系老主任、著名学者黄寿祺教
授在这批77学子毕业时所写的赠词，以及已近百岁的陈
祥耀教授特意为这部文集写的赠诗，并收录了部分当年的
老照片。

该文集由原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中文系
学生会主席周涛担任主编。

“‘春风秋水’是编委之一的陈一舟率先提出的，经过
编委们反复斟酌，在众多书名比较中脱颖而出。”周涛介
绍，书名取自清朝金石、诗词和书法大家邓石如的楹联“春
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之意。“春风秋水”两个词
各有双重含义。

春风，指入学的季节，77级是共和国高教史上独有的
春季入学，春风相伴着77级进入大学。春风，又同指改革
开放的春风，没有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也就没有77级这个
群体。

秋水，指文章如秋水般明净高雅，也意味着77级已步
入人生的秋天，像秋天的江河水一般开阔、宁静、透彻。秋
水，同样暗喻共和国改革开放大业硕果累累、喜事连连，走
在成熟而自信的收荻季，走在不忘初心奋然前行的复兴
季。

出版始末：这不是一本写给他们自己的书

首发仪式上，大家回顾了出版这本文集的始末细节。
之所以出这本书，还要从具有史载意义的 77 级说

起。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是我国恢复高考后师大招
收的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由十一届经历各
异、年龄不一（跨度达15岁）的学生组成。他们主要来自八
闽各地的工、农、兵、学、商等领域，毕业后，分布在教育、科
研、新闻、出版、行政等不同的行业，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
这一代人应有的积极贡献，堪称改革开放的生力军，知识
报国的佼佼者。

在40周年同学聚会来临之前，同学们一起探讨聚会
活动方案策划。最早，77级的同学们设想给母校文学院
送一个红木屏风，也想过仿照毕业时人手一册互题赠言的
《学友录》，但最终都被否定。大家商议认为，古人视“卅年
为一世”，40年聚首更是难得，那就不为聚会活动，也不为
同学自己，甚至也不仅仅为母校，编撰和出版一部中文77
级文集，留下77级真实的有温度有高度有维度的历史记
忆，为后人提供了解77级、了解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的丰富第一手材料。文集不仅献礼母校，更是献礼迎来
40年庆典的改革开放年代，献礼给改革开放中走向复兴
的共和国。

2017年12月16日，77级同学40年聚会如期在莆田举
行。当千邀万请最后共有67名77级学子到会，当69岁的
陈国英向与会老同学致欢迎辞并通报因故未到人数和因
病去世人数，当年123名同学已溘然去世14人！同学们出
版77级文集的愿望更强烈更紧迫了。

此后，陈国英、甘玉连、陈一舟等几位同学，在福州和
莆田两地穿行，向母校领导、师长和同学，分别汇报并听取
意见。俨然间，出版文集成为77级学子的热议，并获得了
各方大力支持。

惊人默契：年龄最大的编委会

2018年1月27日，文集编务工作会议在母校文科楼文
学院会议室召开，确定了出版工作架构。决定由老校长陈
一琴任总策划，李小荣院长、李建华书记和李淑贞老师任
策划。由陈国英、陈一舟、洪碧玲等共20位中文77级学子
为编委，周涛任主编，陈国英、陈一舟任副主编，李勇、冯爱
珍任主编助理。

20个编委，年龄最大的71岁，最小的59岁，平均65
岁。

“我们是不是年龄最大的一个编委会了？”一句自嘲，
引来众同学编委哑然失笑。自嘲过后是务实的行动。编
委们将文集细化为上下卷，由回忆性文章、文学作品和学
术论文三大类四个板块组成，便于同学们自由选择文章入
集，“总有一款适合你”。

2月15日，完成组建的编委会向全体同学发出公开

信 ，正 式 启 动 文 集 征
稿。

催一群已经散落在
五湖四海的老同学交稿，
是出书过程中的最大难
题。于是乎，年轻的多干
点，腿脚利索的多干点，
曾经的班干部多干点，在
职的“官”大的多干点，惊
人默契地成为同学中的
一份自觉。同城市、同籍
贯、同班组的同学，相互
传递信息、反馈意见、落
实要求，成为了征稿、催
稿和看稿中的常态。

女同学冯爱珍一人
承担了全部文集稿件的
统收、归类，无怨无悔
干了几个月，直到 6 月
27日摔断了胳膊，才将
已分门别类的近90万字
文稿转给另一位女同学朱晓慧，而且是，摔断胳膊后先
忍痛回到办公室，把文稿拷贝到硬盘上完整保存好以便
于交接，才去医院接受手术。朱晓慧接任主编助理后，
眼见时间紧、阅读量大，不仅加班加点亲历亲为，而且
动用当教授有课题的“特权”，把课题组同事和学生也发
动起来帮忙。二班刘牛同学突然去世后，同班的蔡干钦
和黄跃舟同学，不约而同将刘牛的简历写出，分别补交
到编委会。

8月15日，文集通过选题立项等报批程序，进入编审
阶段，77级学子在年内出版文集的心愿，呈现出一片曙
光。三联书店总编辑英路勇、编辑室主任王博文、到责任
编辑俞方远，处处想77级所想，解77级所忧，让学子们感
叹77级又一次交上了好运。

以七七的名义：
孙绍振教授作序：最难忘的无疑是七七级

为《春风秋水》作序的是著名学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
院博士生导师孙绍振教授，名为《以七七级的名义》。

他说道，“《春风秋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77级
群体的心路历程、精神面貌、诗意心灵及学术成果，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纪实性、文学性、可读性兼优，具有一定
的史料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效益。”

从去年 12 月中
文系77级莆田聚会

时酝酿，到77级文集正式
发行，整整一年时间。距离我们有幸

踏入长安山求学，则过去了40年，一如改革开
放春去春来40载。筹备与编辑77级文集的过程，也

就成为了我们对恢复高考再回首、对改革开放再认识、对学生
岁月再翻读、对77级群体再审思的过程。作为主编，我和2位
副主编、3位主编助理和20位编委一起，与本书86位作者、92
万文字，与师大文学院、三联书店等单位和个人，一年里亲密接
触、携手走来，一路收获着艰辛与感动，也不断深化着对出版77
级文集的理解与把握。我深切地感到——

这部77级文集，讲述了一群人与一个时代的故事，故事的
主题叫相互拥抱。1522年9月6日，麦哲伦船队经过1082天自
西向东不停航行，环球一周回到出发地西班牙圣卢卡尔港，首
次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后，欢呼的人们在送给他的地球仪上，深
情地刻下了这样一句话——“你首先拥抱了我”！今年是改革

开放40周年，作为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最早的受益者，
我们77级学子同样要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首先拥
抱了我”！打开这本书，第一辑文章中就写道，“一场
拨乱反正的高考，提供了有志者改变命运的机会。我
们这些考生就像棵棵幼苗被强力扭曲变形后，居然还
能弹回来重新伸直，茁壮成长。”这是真情的流露。而

这种扭转乾坤的拥抱是相互的。“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
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当年的校园口号，这样的人和事在
77级文集里触手可及，比如晚自习早早抢占座位、大学四年苦
读书从未午睡过、假期留校搞创作写论文、带着儿子同住校舍
同学习，等等。每个与改革开放结缘的77级学子，人生都像春
风吹拂下的花蕾瞬间开放。当时，年段的刊物定名《蓓蕾》，没有
谁比77级用这个刊名更贴切了。我在本书后记里写了这么一
段话：“77级不仅仅属于个人，他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
记忆；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拨乱反正等大事件大变革的同义词。
而这部文集，便是献给改革开放波澜壮阔40年的一份礼物。”

这部77文集，还讲述了一群人与一所大学的故事，故事的
主题叫相互吸引。这种吸引，因双向的渴望和彼此的奉献而演
绎出一段段佳话。什么叫高看一眼，什么叫教学相长，什么叫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77级学子在文集中作了生动而具体的记
载。比如老师们为77级赶写、赶编、赶制蜡版课本，并且把本
科生当研究生带，经常在课外甚至在家里搞一对一或一对多的
辅导。包括今天在座的一琴老校长，当年不打招呼地跑到他宿

舍登门求教，用今天的网络热词是“求抱
抱”，都很寻常。中文系还给77级经过考
试可以免修写作和现代汉语两门课的特
权，孙绍振老师还亲自为参赛同学创作散
文诗，等等。可以说，当年的师大，把那个
时代所能提供的每一种成功的可能性，都
给予了我们。而77级同样用学霸与逆袭
般的表现予以回报。有的同学成为了全
校77级也仅有九人的全优生，有的同学拿
到了全国普通话教学观摩大赛一等奖，年
段业余排演的话剧《约会》，还演到了校外
扬名省城。毕业时，77级通过严格的考
试，创记录地留校 17 人，不久又调入 3
人。大家毕业后，更是在学界商界政界等
领域一展身手，用不断的成长和成功，塑
造出中文77级的群像，支撑起77级文集

的份量。我至今坚持这样一个观点：高校本有着软硬件的差
异，但对莘莘学子而言，大学给予他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启迪、精
神的激励、真理的向往。就这个意义上，师大北大 ，不分谁大，
一样伟大！在我们心中，与长安山四十年前的相遇，永远是一
生最美好的初见！而这本书 ，就像脐带一样联结了77级学子
和母校的牵挂。

这部77级文集，还讲述一群人和一份愿景的故事，故事的
主题叫相互成全。文集上下卷92万字，从征文到截稿半年，从
交稿到付印三个多月，而且是在鼎鼎大名的三联书店完成。这
样的速度，责任编辑告诉我前所未有。作为同学，大家纷纷超
越年龄所困、身体所限，拿起笔、开动脑，把尘封的记忆鲜活呈
现，把碎片化的经历拼图完整。有的同学病故多年，其他同学
千方百计把她的文章找到收入文集，有的同学突然去世，其他
同学立即把他的简历补写交给编委会。21位编委同学，本着

“既要把义工进行到底，又要把担当进行到底”的精神，当审读、
作校对、搞联络，仅征文通知就发了七份，编辑微信群建立了两
个。大家对书名、分类、标题等再三推敲改了又改，对老资料老
教案老照片等再三征集反复加工，所有开支也一律自掏腰包。
包括这次首发式开支也由同学自发捐款，有的同学不能前来参
加首发式，也主动从北京汇来捐款表达心意。作为母校，各级
领导和77级辅导员李淑贞老师等大力支持，一琴老校长当总
策划，孙绍振老师亲自写序，文学院自始至终心系学子，慷慨承
揽了77级文集的出版经费。作为出版方，三联书店总编辑路
英勇、编辑室主任王博文，和登门求助的我一见如故，从书号申
请到出版时间等一路绿灯，让我感叹77级又一次交上了好
运。责任编辑俞方远把出版文集视为己出，在校对、排版、封面
设计等方方面面，想77级所想、解77级所忧。11月14日，当文
集顺利通过三联严苛的质检后，一直忐忑不安等待结果的他，
甚至给联络频繁但从未谋面的女编委发去这样一条短信——

“想到《春风秋水》的编辑过程即将结束，我心中还掠过一丝不
舍”“此时此刻，真想和您击掌相庆”。如此细腻的情感，在一个
北方壮汉身上如何呈现我不得而知，但我坚信它是最真实最
真挚的！可以说，没有执着的追求、共同的愿景、相互的成全，
中文77级就不可能为母校留一份有高度有维度有温度的口述
历史书、学子备忘录，《春风秋水》就不可能成为体量最大、体裁
最齐全的一部77级文集。为此，我要由衷地感谢母校，感谢师
长，感谢三联！我也要赠言晚辈的学弟学妹：看到你们，如同看
到今天的校园，有一种不容拒绝的亲切！希望你们看到这本
书，就会想到有一群人在关注着祝福着你们，并审视着你们是
否成为无愧于前任的后任和无愧于后任的前任，特别是希望你
们像习总书记号召的，在改革开放、中华复兴的接力跑中，跑出
你们这一代人的好成绩。希望不管过了多少年，福建师大，都
是我们共同的拥有和亲切的过去，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讲、
孙绍振老师在序中所写——那过去了的一切，都将成为亲切的
怀恋！

你首先拥抱了我：《春风秋水》讲述的故事
□ 1977级校友，《春风秋水》主编 周涛

作为一名编辑，我幸运地通过《春风秋水》这部书，走进了福建师范
大学中文系七七级这个集体。我通过《春风秋水》这部书，穿越回了七七
级挥斥方遒的大学生活，更通过《春风秋水》这部书，看到了七七级毕业
近四十年来的奋斗与思考。

时光流转，云海翻涛，初时的青涩面容已变为今天的沧桑模样，

当年的文学青年已成为各领域的领航先锋，中流砥柱。当年的七七
级，将回眸高考、回忆恩师教诲、回忆同窗情谊的文章，集结成册，
选择了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追忆似水年华，于是，便有了《春风
秋水》的上卷。七七级，要像年轻时那样来一次典雅的狂欢，以福师
大七七级才俊的文笔与情怀，将离别校园后所经之道路，所历之事

物，所悟之感慨，所生之得失，告于笔端。于是便有了《春风秋水》
的下卷。

七七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那个时代晨曦伊始的时候，七七级作
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走进了大学。恢复高考，这一发生在1977
年的重大事件，是国家拨乱反正，向知识、文明的回归，是国家复兴的一
个拐点。因此，七七级不单纯是一届大学生的指称，而是已经衍变成一个
重要的历史符号，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在编辑《春风秋水》的过程中，我通过文字，深感七七级是历经磨难
的一代。少年时，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青春时，经历过“文革”，本应是吟
诵诗歌、结伴旅行的年纪，却被迫学业中断、上山下乡、支援边陲……

在编辑《春风秋水》的过程中，我深感七七级是奋斗的一代。在曲折
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不管在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里，还是在恢复高考

后走入校园的知识海洋中；不管是在毕业后走到社会的基层岗位上，还
是在成为担当一定重要职责的骨干力量后，七七级始终追求进取，努力
不辍，青春无悔，为国家做出了这一代人应有的贡献。

我羡慕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各位老师，因为你们曾经在美
丽的长安山边吟诗作赋、剪烛西窗，乐读万卷、行游万里，文以载道、歌以
抒怀，酒酣高楼、侠骨仁心……

我羡慕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各位老师，因为你们不仅见证
了我们的国家从千疮百孔到百业兴旺，还亲身参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
践，有了充分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时代机遇。

七七级，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七七级，仍要用年轻时醉心的方式，
来一场青春的欢聚，不负这四十年来的筚路蓝缕，风雨兼程。庆幸彼此：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依旧独好。

踏遍青山人未老
——一个编辑眼中的七七级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责任编辑 俞方远

长安山在华夏群山中算不得名山，即便在八闽大地境内，它也是排
序靠后的“小弟弟”。但因此山紧依福建师范大学校园，山石林间就飘逸
着非同寻常的“书卷气”。一批批栋梁之材从这里输出。而在走出校园的
学子眼中，它的“高度”似乎不亚于喜马拉雅。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这天，一部散发着油墨馨香的文集《春风
秋水》，如同一座缩微长安山屹立在我的案头——它是由福建师大中文
系1977级毕业生用心血灌注而成。第一眼的感觉是：厚重。92万字、上下
卷、1000多页码、三联出版社出版，厚重得要用双臂抱紧，才不致滑落。厚
重，显然不仅指字数、页码，而是这里凝聚着一代人、一个时代的记忆。抚

摩，品读，徜徉在字里行间，心中波
澜迭起，又时时五味杂陈、悲喜交
集，竟至于泪湿满襟……

这份感触或源于我与作者们
为同时代人，有着几乎同样的命运
轨迹，见证经历了同样亘古未有的
历史大变革。激荡在长安山麓的回
响，其实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

——一代人的生命回响。
让我们回望一下1977年。这是共和国历史中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些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甩”向田野、边塞、工地、海岛……渴望读
书、渴望成长、渴望美好未来的知识青年，双腿正深陷泥塘中，或肩担沉
重柴禾在山道上艰难行走，满面汗水横流，倏地听到了从天际滚来的惊
雷：全国恢复高考。就在这一年，正式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同志
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
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恢复全国高
校招生决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于是，我们从《春风秋水》中读到了福建师大1977级中文系同学群
体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１７岁；有不谙世事的
高中毕业生，也有四个孩子的父亲；有工、农、兵、学、商，也有党员干部、
剧团演员、归国华侨……”这一奇特现象，当然不仅止于福建师大，它普
遍呈现于全国所有恢复高考的首届学生中。可能在中外教育史上，也是
一个令人回味的奇观。这代人经受了太多的磨难，但磨难未能将他们击
倒，他们将“磨难”蓄积为拉满弓弦的千钧之力，让弹射出去的箭更为勇
猛迅捷；这代人特别珍视历史赐予的机遇——“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
抢回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成为他们的校园口号和共同追求，晚自习
早早抢座位成为常态，甚至假期不归搞创作写论文；这代人对母校有着

“爱你深如海”的特别情愫，恩师、课堂、图书馆——校园生活的点点滴
滴、一草一木，都在他们的脑屏幕上烙下美好的记忆；这代人特别珍视师
生、同学间的情谊，他们相互牵挂，情感细腻真挚犹如珍藏一片枫叶；这
代人踏进百废待建的校园，提着开水瓶去厕所冲澡，和儿子同住校舍同
学习，发着高烧参赛跑万米，都不觉其苦，内心充满快乐……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渴望、渴望、渴望，向前、向前、向
前，成为这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和标识。

他们是大变革时代熔铸而出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拥抱时代、创造
时代。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演员。”正是他
们，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特殊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精彩戏剧。历经
40年春风秋水，福建师大1977级中文系的毕业生，有的成为著作等身的学
人；有的成为将知识反哺给一代代年轻学子的教授、博导；有的成为游刃于
各个文体间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报告文学作家、艺术家；有的成为搏击
商海的市场经济的探索者、实践者；有的成为主导一方的决策者、管理者
……这部文集浓缩了他们对特殊年代的记忆，倾注了他们感恩母校、师长
的情怀，印下了他们砥砺奋进的身影。它不仅仅是献给母校的一份沉甸甸
的礼物，更是一份向时代交出的答卷。毋庸置疑，恢复高考使得他们步入高
等学府深造，为他们起飞注入了燃油，为他们跨越新的人生高度提供了弹
跳的撑杆，为他们仰望浩瀚星空架设了天文望远镜……在品读书稿时，笔
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孟子和鲁迅的名言，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鲁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
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的话，是否可以用来为这一代人画像？

“春风秋水”，典出清代金石、诗词和书法大家的楹联：“春风大雅能容
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其意高迈，其名清雅。全书四辑：“年华忆往”、“艺海
拾贝”、“学苑探骊”、“杏坛毓秀”，在笔者看来，首辑如同树根、树干，其余
各辑则为绿叶、硕果，它们相拥相衬、文脉相融，如同一棵枝叶葱茏葳蕤的
大树，必将永远挺立在长安山麓，成为一道靓丽独特的风景。

请记住，她的名字叫“福建师大中文系1977”，也是共和国的1977。
（本文同步刊发于《中华读书报》

长安山麓的时代回响
——读《春风秋水》

□ 上海文学报原总编辑 陈歆耕

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

首发式现场首发式现场 总策划总策划、、原校长陈一琴和孙绍振教授为新书揭幕原校长陈一琴和孙绍振教授为新书揭幕

郑家建教授（副校长）：1977年春雷咋响，教育战线全面拨
乱反正，整顿教学秩序，恢复高考制度，标志着国家向知识、向
科学、向文明回归，成为国家走向文明、走向复兴的一个转折
点。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们中文系77级中国语言文
学专业由 123 名学生组成，他们主要来自八闽大地的工、农、
兵、学、商等领域，汇集了1966年至1977年11年没有参加高考的
学子，每个同学经历各异、年龄不一（年龄最大相差15岁）。可
以说，77级校友们历经磨难，自然灾害，经历“文革”，上山下
乡，支援边疆，成了大家刻苦铭心的记忆。但77级校友们，奋发

有为，勤耕不辍，自强不息，为共和国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所以，77级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历史的符号，一个
时代的象征。也正是因为如此，《春风秋水》的出版，才显得特
别有意义。作为一所高校、一个年级的学生作品合集，它所涉时
代内容之广博，历史视野之高阔，在同类型的出版物中尚属首
次。

在书里，我们看到了福建师大中文系77级校友们共同的经历
和青春记忆，我们读懂了那一纸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不老的长
安山、油墨未干的《闽江》、两周一期的墙报《蓓蕾》、运动场上

的电影、跳着雪花的黑白电视，还有性格泼辣、快人快语、办事
果断的辅导员李淑贞老师，更有那永远充满期待的黄寿祺教授、
俞元桂教授、陈祥耀教授、孙绍振教授等名师的下一堂课。正如
孙老师在《序言》中所说：“并不是所有的回忆都能引起亲切的
怀恋，只有共同的回忆才能，美好的青春，坎坷的噩梦，在蓦然
唤醒、无言的共享中，才能使人心灵致富，享受亲切的莞尔。”

77级校友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推动者，也是母校建设发展
的参与者、见证者。你们以行动和功勋，传播了师大声音、传承
了师大文化、树立了师大形象、铸就了师大荣光。在大家的关心

和支持下，学校成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福建
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福建省“双一流”建设高校，综合办
学实力位居全国同类院校和地方大学的先进行列。这是与各位校
友长期的关心帮助分不开的。

校友是母校最响亮的名片，母校也是校友最明亮的标识。走
过111年光荣历程的母校，正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大
学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希望77级校友们继续关注师大、关心师
大、关爱师大，学校也将立心力行、策马扬鞭，不辜负大家的期
许与厚爱。

李小荣教授（文学院院长）：40年前，恢复高考，万千学子响应
国家号召脱颖而出，成为改革开放后长安山的第一代莘莘学子。40
年后，恰逢冬月，风华骄子再次聚首长安山，纪念入学40周年，举行
中文系77级校友文集《春风秋水》首发式，礼敬改革开放40周年。

77级校友们不平凡的事迹与传说，成了学院弥足珍贵的精神
财富；77级校友们为学院发展不遗余力，在学院师生心中烙下了深
刻的印记。厚厚两卷的《春风秋水》写出了77级校友们春与秋的故
事，留下了77级有温度、有高度、有维度的历史记忆，全面反映了校

友们40年来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刻的人生感悟、卓越的研究成果，
以及对母校、对事业、对祖国的挚爱。

透过纸背，我们读出了77级校友是有理想、有情怀、有责任、有
担当的一代，与祖国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凭借着母校赋予的全面
过硬的技术和素质，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去。
绝大部分校友们成为了各自领域里的专家、教授、学者，也有不少
人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创业者，还有一部分人应时代需要走上了各
级领导岗位，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的改革开放时代，77级校友们风采卓然、灿若星辰，用热血和行动谱
写了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希望同学们传承77级校友精神，胸怀远
大理想，尚美修身，善学笃行，努力成为可堪大任、敢担大任、能负重任
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希望同学们传承77级校友文脉，铁肩担道义，妙
笔著文章，发挥专业优势，传承文脉，记录每一位校友勇担使命、奋发
有为的故事，将师大人“知明行笃、立诚致广”的精神传承下去。

陈国英 （1977级校友，《春风秋水》副主编）：回首四十
年，大家当时一起同窗学习，毕业后也互相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
系，77级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比较团结、密切的集体。《春风
秋水——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集》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

的作品集。此文集紧紧地围绕着改革开放40周年、恢复高考40
周年展开，充满正能量。任何历史都是值得怀念的，任何经历都
是需要梳理的，任何深刻的感悟都是需要体现的。这本书为77级
校友们创造了平台，让大家对这40年来的人生进行梳理、概括和

提升。当然这本书肯定也有不足，不足或是遗憾就留给历史去评
价。四十年沧桑巨变，容颜已改，无尽感伤。但是过去深刻的印
象都还牢牢地印在脑海里，就像普希金所讲的那句话，“而那过
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黄文书（1977级校友）：我们这一代人得益于小平同志恢复高
考的决策，这才能够走进大学。77级是一个很特殊的年级，大部分
人历经磨难，因此我们倍加珍惜。在长安山的四年，我们读书非常

用功，也非常感恩。首先是感恩那个时代，没有小平的决策，我们就
没有走进长安山的可能。其次是感恩学校和老师对我们的培养。另
外我很自豪的一点是我们这一批同学都很用功读书，毕业以后也

努力地工作，都取得了一些成绩，所以后面才有这本书的出现。这
个文集不是空头而来，而是承载我们许许多多同学的磨难，承载国
家给我们的机会，承载了我们四年大学生活刻骨铭心的许多往事。

钟怡茗（文学院2017级中国语言文学类三班）：四十年前的
1977，学校还百废待建：“陈旧杂拼的课桌椅，破败的窗户、墙壁；大
教室里，太阳灯总有三四盏不亮的，晚自习没有玻璃的窗户洞开，
寒风飕飕直往教室里灌……”这是于欲贤教授在文集中的回忆。
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执着梦想的1977级中文系学子，在德
高望重的恩师们的指引下，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走在了各行各
业的前列。为政者为民服务，为师者培育未来……他们带着中文人
的骄傲，在不同的领域为时代、为国家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百年文院，弦歌不辍。今天，黄高宪老师笔下“长安山上悠远

的诗声”依然在校园回荡，四十年来，长安山上的吟诗人一代接一
代，而中文人的情怀却从未改变。翻开《春风秋水》，看着师长们写
下的文字，我的内心充斥着感动。青春的纯真从汪毅夫老师“金示
眼”的故事中溢出纸面；梦想与拼搏在戴冠青老师的《那一年，
1977》中淋漓尽致地展现；投笔从戎的周涛老师借“布衣”求学生涯
抒发了对恩师、对同窗的深情回忆；满腹经纶的马重奇老师以他

“马不停蹄，遨游韵学天地”的学术经历让我感受到厚积薄发的力
量；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我同为惠安人的胡福宝老师，在他的

“回眸”里，我看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毅力和幸福。

望长安，华年忆往，是他们对少长咸集圆梦高考的悠长追忆、
对四年同窗过往岁月的深情翻读。

1977年，一百二十多位怀揣着文学梦的莘莘学子相遇在长安
山下，2017年，我和其它300多位同学，成了新时代下的师大中文
人。“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应该以各位前辈为榜样，争做
新时代潮流中的“弄潮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追逐
梦想，不辜负老师和前辈的期望，不愧于作
为中文人的那一份响当当的
骄傲！

从1960年从教至今，我已经与五十八届学子共享他们的
青春年华。半个世纪以来，栽花似锦，插柳成荫。习惯于看着他
们带着十载寒窗的胜利喜气而来，又怀着饱含日月精华的硕
果而去。在迎新与送别的周期中，五十八届学子们风采各异，
然而，严格说来，并不是每一届都踏着徐志摩式轻轻的诗意的
脚步，满面春风而来，潇洒挥手而去。最难忘的无疑是七七级，
他们的生命经历了最严酷的磨砺，他们曾经失去寒窗的奋斗
权利，在不下十载的迷茫中，抵抗着绝望，义无反顾地坚守，最
后，在几十分之一的淘汰性考试中胜出，每一个人都有一番惊
心动魄的搏斗，荡气回肠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是，不同的命运
却打上了民族命运的共同烙印。

七七级入学本身就是一个崭新历史开端，标志着中华复
兴转捩，一代民族栋梁预备队的入列。

四十春秋，弹指一挥，我已经从一个爱发议论的，总是叽
叽喳喳发着歪论的小伙子变成了一头鹤发的“元老”，而他们
也大都过了花甲之年。但是，他们在长安山小径和石阶上留下

的故事和歌声充实了我生命的质量。更使我永葆幸福之感的，
是目送他们从长安山出发，劳燕分飞，长空万里，天涯远影，闽
江东去，倏忽之间，涛声中，响起纷至沓来的捷报，不但增加了
福建师大校徽的含金量，而且提高了长安山的海拔高度。

普希金说，那过去了的一切，都将成为亲切的怀恋。对于
年过花甲的人来说，更可以说是专利。

读着他们的华年忆往、艺海拾贝、学苑探骊、杏坛毓秀，往
事历历如在目前。那是一个金秋迟到为早春的日子，时代为他
们打开了生命的天宇，不过是四个春秋，不管是少不更事的，
还是土得掉渣的，精神都迅速登上了长安山的高度；那少年老

成的，那天真烂漫的，都迈开了豪迈的大步。眼看他们活跃在
历史的征程上，不论是走上了领导岗位的，雄视学海的，在商
界声名显赫的，在大洋彼岸创业有成的，抑或在偏僻山区坚守
平凡的，有关他们的信息，文字和图像，纷纷呈现在我面前，一
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温馨，我便有了诗的冲动：如果有阵风
吹过你的耳边，那就是我的问候。

我要说，并不是所有的回忆都能引起亲切的怀恋，只有共
同的回忆才能，美好的青春，坎坷的噩梦，在蓦然唤醒、无言的
共享中，才能使人心灵致富，享受亲切的莞尔。

临文浩叹，有如登临历史制高点，俯视一代青年的心灵的
征程，和他们一起，确认与八闽大地、黄河长江、民族历史的那
一份联系，那份责任，那份担当，当然还有那一份不可忽略的、
值得自豪的贡献。未来的日子，不论是面对暂时的灾异，还是
永远迎着朝霞的道路，都坚定不移地，以七七级的名义，在与
祖国共命运的征程中，寻求自我只有一次的生命的价值和意
义。

以七七级的名义
——序《春风秋水》

□ 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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