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不清是谁说过：自从你第一次被抛

入生活之海，你的船连一分钟都没有静止

过。刹那，我明白了什么是白驹过隙。因

为弹指间，我的船已在瑞安日报航行过

20 年。

如烟往事在这一刻被筛选，历历在目

的是作为记者奔波在路上的三次，共 12

个月的采访旅行。

1997 年，香港回归在即。5 月 5 日，

我骑上市体育局赞助的自行车，直奔香

港。途经福建、广东，一路骑行，一路采访

沿途的瑞安人和各地迎回归盛况，报社开

了一个专栏名为“单骑走香港，千里迎回

归”。6 月 26 日进入香港，至 7 月 2 日离

开，在维多利亚港两岸奔跑了一个星期，

以至脚趾磨出血泡。但有幸亲眼目睹末

代总督彭定康黯然伤神离开总督府，穿裙

子的英国士兵在英皇后广场的凄风苦雨

中最后一次降落米字旗，以及与数十万全

世界的来宾一起，目睹会展中心、维多利

亚港回归之夜烟花灿烂的空前盛况。

记得，当时浙江媒体进入香港采访的

还有浙江青年报和温州日报的两位记者，

我们一起去拜访新华社香港分社。我一

路带着一张自己制作的香港地图，上面签

满了 1997 个名字，接见我们的李福明主

任说，你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并欣然签上

他的名字。

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签名的香港地图，

偶然翻出来看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至于上面是否刚好 1997 个名字，还真没

数过，其实数也数不清，至少这是个美好

的愿望吧。

单骑香港之后，朋友送给我一个昵称

“千里君”。有趣的是常会遇到一个提问：

你真的是一路骑车过去吗？

两个月骑行 2000 公里，很悠然自得，

没什么艰苦。而对于这个提问，我则想有

一天开车去，看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呢！

这便是 2001 年的独行西部。我刚拿

到驾驶证不到半年，开了一辆叫做“狂潮”

的北京吉普，一路狂行西部十二省（市）6

个月，行程 31000 公里。报社开了一个专

栏叫做“西部万里行”，一路采写西部大开

发的见闻、瑞安人在西部的创业与奉献、

西部的少数民族风情以及西部得天独厚

的自然风光等等。

毫无疑问，这才是艰难的行程。但艰

难之处并不在探访西藏双湖无人区，以及

穿 越 孔 繁 森 为 之 献 身 的 阿 里 地 区 海 拔

4300 米之上的莽莽高原，而是不知隐藏

在何处的死亡杀手。而我的运气极好，纷

纷 避 过 死 神 的 锋 芒 。

最 危 险 的 一

次 ，是“ 狂

潮 ”没 有

了刹车与

喇 叭 ，在

西 藏 无

人 区 逼

近 那 曲

一个拐弯的山道，迎面碰上一辆大货车，

就在与之即将“亲密”碰撞的刹那，我猛打

方向开上大约 70 度倾斜的山坡，自然“狂

潮”翻车了——但只翻了一半，对面的大

货车停了下来，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鬼使

神差刚刚抵住我翻了一半的“狂潮”，竟毫

发无损——如此运气，犹如神助！

那一年，我 36 岁，青春正在消逝，但

同仁华小波为之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青

春不变的名字叫大侠》，我便荣幸有了一

个“大侠”的雅号。而记住这次行程的还

有一位老先生叫何克识，他是瑞安日报忠

实的老读者，也时常为文史副刊写稿。不

久前，他煞费苦心编了一个用瑞安方言演

唱的“百岁歌”，一人一岁为之歌，居然编

入了我的这次行程：“金锦潘 36 岁采访十

二省（市）西部兜一圈”。不胜荣幸并深感

惭愧，因为编入他“百岁歌”的均是名震一

方的英雄豪杰。

采访旅行，或者反过来说旅行采访，

成了我无比钟情的一种方式，好像上了

瘾，欲罢不能。至少这次独行西部，不会

再有人怀疑我的“狂潮”不是开过去的

了。但这种怀疑竟然还是有道理，这也是

我的经历。

因为我 2007 年又开车作了一次 4 个

月“独行欧洲”的旅行采访，在途经欧洲

18 国，到过北角（地球陆地的最北端）、罗

卡角（欧洲陆地的最西端）、直布罗陀海峡

（欧洲陆地的最南端）之后，因为没有足够

的签证，前面无路可去，原路返回已没有

时间也无趣得很，于是我便乘飞机回到上

海 ，让 我 一 路 驱 车 38000 公 里 的“ 坐

骑”——我命名它为“波音号”的，坐船从

巴塞罗那回到了上海。

在报社二十年，回想起来还是这三次

的旅行采访效率最高，在路上 12 个月，写

作 40 万文字，出版《独行西部》与《独行欧

洲》两本姊妹书。

一生之中有这么一年，我的肉体与灵

魂都在路上，已为幸甚。记者，也是行者，

这是瑞安日报记者这个职业带给我的一

切，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仍然会义无反

顾。

记者，据全球统计，其平均寿命不到

46 岁，每年都有大批的敬业者，在离新闻

最近的地方为之献身。

记者·行者，假若有墓志铭，这就是我

的选择。

《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先生墓志铭

上写着：活过、爱过、写过。因《挪威的森

林》名声雀起的村上春树说，假若有我的

墓志铭，我愿意这样写：作家兼跑者——

这个去年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仅排名莫言

之 后 的 家 伙 ，居 然 跑 过 26 场 马 拉 松 比

赛。看得出来，他很为自己的跑步自豪。

我当然无法望这些大家之背项，但假若，

将来有我的墓志铭，并允许自己选择的

话，我还要在司汤达的墓志铭后面加上：

走过、看过。但好像太过啰嗦，不如就学

村上春树这样写着：记者兼行者。

我进报社五六年，与“瑞安人文”的感

情最深。自 2009 年 4 月份本报改版推出

“人文版”后，我便围着本地相关的文化，

“兜兜转转”地做起了文章。

尽管此前我们知道，瑞安的深宅大院

里曾经出过许多名门望族，其青山秀水间

发生过许多尘封已久不为外人所知的传

奇。但是，随着《探访瑞安名胜古迹》、《走

近瑞安十大历史名人》两大系列报道采写

过程的深入，其山水的秀丽、名人的佚传

散文、“叶茂根深”的族居关系等凸现出瑞

安文化的老底蕴，还是大大地超出了当初

的想象。

采访中，我比较注意对历史的考证与

文化的探究。凭着自己长了一张“厚脸

皮”，周旋于各种“雅人”与“俗人”之间。记

得当年的《探访瑞安名胜古迹》系列文章只

出过 9 篇，但还是给许多读者留下很深的

印象，热心读者打来电话与我们探讨问题，

系列文章结束后，他们还称“没看够”，这也

给当初的“人文版”打了一剂“强心针”。

趁热打铁，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3

月，我们推出《探访瑞安神秘地方》、《走进

瑞安古村落》两大系列报道。尘封的历史、

散落的典故、遗失的记忆，就像断了线的珍

珠，蒙尘多年，被一粒粒捡拾并串了起来。

此中，我们注意瑞安有独特的地域文

化。在采访中，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各方

人士都成了“穿针引钱”人，通常在采访一

个主题时，“挖”出来好几个新主题，大家都

各尽所能地帮助我们。《探访瑞安神秘地

方》、《走进瑞安古村落》两大系列报道就在

大家的增砖添瓦中，成了“精神建筑”。

我们当初对“人文”报道的定位，不是

孤芳自赏的“书斋文学”，而是要贴近时

代、贴近生活，与广大读者共忧乐、同呼

吸，写出瑞安人文精神的真情实感。

2010 年 4 月，距“人文版”开版不到

两年的时间，栏目有了一群固定的读者

群。他们年纪偏大，关注瑞安历史、地理，

喜欢阅读具有一定风格和内容贴近本地

生活的文章。我们投读者所好，对尘封的

往事、名人的故居等作了相应的采访，推

出《瑞安文化老人》和《瑞安书家》两大系

列。

那时候，采访过程都得与“文化老人”

呆在一起，经常有老同志到报社找我，还

打同事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同事朋友间

给我起了个外号，就叫做“文化老人”。

随着读者文化水平、品读鉴赏力的

普遍提高，特别是在市委、市政府着力

打造文化瑞安的同时，“人文版”应有大

文化意识，站在广义文化的角度，宣传

瑞安深厚的文化资源和现状。由此在去

年，我们策划推出以母亲河飞云江为题

的 《飞 云 江 人 文 系 列》 报 道 。 透 过 自

然，了解内容丰富的云江往事，了解我

们世代生活的精神脉络。

其实，关于瑞安地域文化系列的后

续，我们还有许多打算。比如：瑞安方言

俚语、古籍中记录的瑞安、客居瑞安的历

史名人、瑞安瓯窑文化、瑞安歌舞乐器历

史等报道都可以适时推出。多姿多彩的

本地历史、典故、人文、风情，无疑是一座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在工商业发达的瑞安，在经济转型

的社会中，我们将坚持关注瑞安地域文

化、传承瑞安人文精神，继续推出人文

历史与时代脉搏、社会需求相连结的报

道，以飨读者。

我是瑞安日报社的一名新兵，学习新

闻专业 4 年，正式踏上新闻岗位 300 来

天。这些天，从应届毕业生到社会新鲜

人，报社成为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人们

一个绝佳的锻炼平台，“记者”二字在我面

前也逐渐立体起来。

去年 6 月，告别了大学这座象牙塔，

我和千千万万名应届毕业生一起踏入社

会。进入报社第一关，就是要“打擂台”。

三个月时间，正值盛夏酷暑，我们 5 个人

每天都要卯足劲儿找选题，做采访。一时

间 ，报 社 302 室 成 为 我 们 的“ 作 战 根 据

地”。

不过，“打擂台”也给我们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作为一名新手，我们总是容易犯

粗心大意的毛病。不是把职位弄错了，就

是对文字把握不严谨，总有那么一些“小

问题”、“小漏洞”留在稿件中。当然，你也

会因此得到编辑的“电话轰炸”：“这里

是不是有点问题？”“这条街名是这

么写的？确定吗？”⋯⋯顿时，我貌

似得了“电话恐惧综合症”，电话

一响，准是又有问题了！

电话接得多了，越发不好意

思起来，便决心好好治治自己这

“粗枝大叶”的毛病。都说好记性

不如有烂笔头，高三学生有改错

本，咱新手记者也该有改错本。

一旦发现错误了，我就赶紧打开

手机里的备忘录，把它一一记下

来，时不时有空翻阅一下，作为警

示。渐渐地，这备忘录上写的条

目少了，错误也越来越少。

当一名记者，每天几乎都是

新鲜的，但又充满挑战，这就对我

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得打擂台

时，我曾经为了追踪一个窨井盖的来

源打了十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窨井盖

的归属，便只好放弃。没想到，其他媒体

找到了窨井盖的负责单位，并敦促进行了

修复。这件事让我汗颜——任何芝麻绿

豆小事，都是有必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

近一年的时间，让我逐渐习惯记者的

生活：风餐露宿、终日奔波是记者的生活

特色，加班加点、通宵达旦是记者的经常

性工作。只要有新闻的地方，我们 24 小

时待命。犹记得四川芦山地震发生时，正

值周六休息时间。由于要抢时间联系在

瑞的四川籍新居民，我赶紧联系市新居民

服务管理局有关人员，连夜拿来资料，第

二天去报社加班，赶在周一刊登第一手报

道。看着自己的报道转变为报纸上的一

个个铅字时，心中充盈着满足。

在瑞安日报社记者部，我这名怀揣

新闻理想的毕业生真正感受到了理想与

现实的对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当

中，有采访前的紧张不安，提问时的语

无伦次，找不到新闻线索的困惑担忧。

不管怎样，未来

的 路 还 很 长 ，

而 我 们 永 远

在路上。

记者·行者
——与瑞安日报同行20年的回忆

■记者 金锦潘

初出茅庐成长记
■见习记者 项乐茹

透过时光看瑞安
■记者 林晓

2001 年 8 月 30 日，“狂潮”停在世界公路的最高点——西藏界山大坂，飘舞着经幡下的石

碑上书：海拔 67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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