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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的农民作家

“山和尚”与“十姐妹”是九峰山常见的鸟

类……“山和尚”大名松鸦，它身体比黄白

郎、白头翁大得多，羽毛暗黄色，活像寺中和

尚身穿袈裟，由此得名。 觅食时头碰头拱在

一起，远望像路上一堆粪，又由此得名“狗屎

鸟”……“十姐妹”大名柳莺，一般 5到 10 只

形成群体，飞来飞去……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好转、 群众动物

保护意识的增强，“十姐妹” 在陈坊桥桃源路

两旁的树梢中搭窝筑巢，孵育后代。 镇上居民

还发现一群群 “十姐妹” 早晨从庭院飞过砖

墙，在桃源路街面上寻找食物，见人不恐吓也

不驱赶自己，胆也越来越大了起来……

这段活灵活现、充满意趣和乡土气息的

文字，出自松江区佘山镇农民作家沈勤贤的

文章《“山和尚”与“十姐妹”》。与此类似的，

还有《“四脚蛇”暗避东佘山》《幽会路旁鹁鸪

啼》……光看名字，读者脑海中就会浮现出

“有趣”二字。“佘山周围地形平坦、河网密布，

为上海陆上地区唯一的山丘地带。茂盛的山

林给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至今

仍存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改革开放后这里

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有计划地封山育林

并严禁捕猎后，这里更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

我多年来围着佘山锻炼身体，由此对各种动

物略知一二，又加上自上世纪   年代探究至

今，资料不遗巨细记录，把各种动物的趣事写

下来，供大家了解佘山。”沈勤贤写道。

沈勤贤     年生，是土生土长的松江

人。小时家里贫寒，沈勤贤说相亲时总是“碰

壁”。妻子蒋金芳比他小  岁，两人     年结

婚时，“还是亲戚朋友凑了不少粮票，烧了一

桌菜”。

尽管家境贫寒，但沈勤贤从不自怨自艾，

无论是在田里种地还是在基层从事“鸡毛蒜

皮”的工作，他都能做出点名堂来———有着   

年党龄的他担任过基层单位党支部书记   

年，还在佘山当过影剧院、文化站的负责人，

一度出任佘山饭店的经理。认识他的老朋友，

从领导干部到种田的当地人，都说他为人谦

逊，喜欢学习，总是能够和大家“打成一片”。

中学毕业时，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沈勤贤

就开始尝试写关于佘山生活的“豆腐块”文

章，并将这个爱好坚持了下来。上世纪   年

代末，沈勤贤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

作品《洼田庄升起红太阳》，至今笔耕不辍   

余年，写出了   多万文字，颇为“高产”。

将本地民间传说汇编成册

在沈勤贤的这些作品中，满眼都是“佘山

特色”———本地的民间传说，坊间故事，字里

行间充满民间故事特有的生动活泼，“这些都

是我几十年里和大家聊天时得来的，比较生

动，比较口语化。”沈勤贤说，虽然里面的许多

故事并不能“深究”，更算不上历史，但当地人

口口相传至今，非常有特色，“不及时地记录

下来，也许以后就都没有了。”好的作品源于

对生活的热爱，沈勤贤喜欢和人打交道，也喜

欢读书看报，镇上发生的感人故事、邻里的趣

闻轶事，他听到了都会及时记录下来，同时，

沈勤贤在创作上是个多面手，除了码字，他创

作的表演唱《贴心人》、沪剧小戏《一篮迎春

桃》，曾在松江区文艺巡演舞台获得过一、二

等创作奖。

六十多年岁月一晃而过，如今沈勤贤夫

妻俩住在佘山镇上，老伴在家门前种了各种

绿植，把简单的小院装点得朴素而温馨。

原佘山镇文体所所长夏青对这个小院很

有印象，“有一次我去沈老师家里，带了一篮

自家种的桃子送给他。沈老师很高兴，说：走，

我请你去外面吃饭。我心想哎哟怪不好意思

的，要沈老师破费。没想到，‘去外面吃饭’就

是在他家的小院子里支起桌子摆饭，幕天席

地地吃，看我当时的神情，沈老师哈哈大笑，

实在是幽默。”

夏青与沈勤贤在佘山广播站工作时相识，

至今快三十年。两人从“一个写、一个讲”开始

合作，搭档获得了不少区里的奖项。尽管有着

近三十岁的年龄差，二人却非常默契，“我们为

彼此提供创作灵感，每次沈老师想写什么、打

算怎么写，我们都会先沟通、寻历史、找素材，

哪些要赶快写，哪些还要再斟酌。”因为沈勤贤

用不来电脑，手写稿“变”电子稿的大量工作，

都由夏青这边来完成，夏青也是他的“第一读

者”和“校对员”。此外，两人还常琢磨，如何将

沈勤贤的故事融入创作佘山本地沪剧剧本，把

生动的百姓故事搬上舞台，在反复打磨的剧本

加上接地气的群众演绎，这些佘山故事在镇、

区里打响了名号，“因为我受沈老师多年坚持

创作的精神鼓舞，也被他‘接地气’的作风感

染，创作出如《楼上楼下》这样的反映社区生活

的作品，最近还在市级评比中获了奖。”在夏青

看来，沈勤贤的为人和作品，正如他的笔名“琴

弦”一般，“他说自己的笔名是古琴的琴弦，一

直在弹奏，不断演绎家乡的往昔和当下。”

    年，沈勤贤将佘山地区居民中口口

相传的故事整理近十万字的书稿，由夏青帮

他汇编成了《闲话佘山》，“松江九峰十二山，

山山有传说，峰峰有故事，能够将这些民间传

说汇编成册，也算是有生之年为家乡做了点

事。”沈勤贤说。

四代同堂传承好家风

农民作家的“花期”如此长久，离不开家

人的支持。在儿媳蒋金娟看来，公公六十余年

持之以恒“爬格子”，也为家中后辈作了出色

的示范。

“我结婚前认识我先生时，就感觉他家教

很好，不抽烟不酗酒，内敛不张扬，非常有责

任感。”蒋金娟的记忆拉回当年，从结婚之初，

公公婆婆就很少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

事情上同晚辈计较，反而平日里对他们夫妻

两个叮嘱最多的是“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小事就交给我们”。沈勤贤工作兢兢业业，婆

婆蒋金芳更是揽下家务让孩子们放心去工

作。儿子媳妇遇到难解的事情，都喜欢问问公

婆的建议，“他们也从不摆出长辈架势说教，

而是很关心我们的感受。”

    年   月，蒋金娟转岗到松江佘山

林场工作，沈勤贤听说后非常高兴，他笑着拍

拍蒋金娟的肩膀说：“林场可真是个好地方，

野生动物多，很有灵气。”他不单嘴上说说，更

是立刻开始动笔，“恰逢春节，大家都忙着过

节、走亲戚，公公就窝在家里一直写，把他对

佘山林场、林场里的野生动物的感情，变成一

篇篇文字。春节过去没多久，他居然就写完了

几十篇，还拿给我看。我当时特别感动———他

从不和我们晚辈讲什么大道理，但他说到做

到、做就做好的风格，深深影响了我们。”

后来集结成册的《九峰山野生动物趣谈》

初稿，便是在那时诞生的。

那一年，沈勤贤已经   岁了。

儿孙眼中的沈勤贤，是家里的骄傲，但在

他看来，儿孙也是他的骄傲。

约好采访这天，他和老伴早早烧了热水

泡好茶，尽管年纪大了，普通话讲不来，沟通

起来也总是要“高八度”才能听清，但老两口

还是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两个曾孙女的画作，

曾孙女们十来岁了，这些非常可爱的绘画作

品被老人贴在家里一进门最明显的地方，贴

了整整一面墙。另外一边则堆满了各种米面

油酒水饮料零食，“这都是他们（家中晚辈）搬

来的，尤其是我儿媳妇，每次来看我们从不空

手，我让她别拿了我们根本吃不了，她偏不。”

蒋金芳笑着说。

“我现在也做了奶奶，更理解老人家的心

情，虽然现在网购很方便，但我们子女亲手拿

过去的，到底还是不一样。”蒋金娟说，现在丈

夫和儿子都在办实业工厂，她退休后也经常

去各地的厂区帮忙，但这一家人从不以忙为

借口忽视作为家人的情感，凡事总是相互体

谅，彼此照应，“我的儿媳总会带着孩子们隔

三差五去看望老两口，登门也从不空手。”

如今，  岁的沈勤贤隔天就喜欢去外面

走走，最喜欢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老

年活动室里喝喝茶、会会老朋友们，聊聊镇上

发生的新鲜事，“年纪上去了，对家乡的感情

越来越深。”沈勤贤说，只要天气好，他都要循

着多年在山脚下遛弯的路线走一走，看看那

些早已经深深印在心中的家乡美景，是不是

更好看了。

六十年里，他将佘山田间地头，口口相传的民间故
事，通过笔头、案头的书写、打磨，成为报章、舞台上的
作品，最后集结成册……农民作家沈勤贤将家乡佘山
的故事、佘山的美景、生活在佘山的人，以及佘山在新
时代的发展巨变一一呈现出来，为乡邦文化留下一份
难能可贵的“历史档案”。

◆记者 郭爽 文/摄

松江区佘山镇 85岁老人用 80万字记录本地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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