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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丁法章微笑着分享自己前几天外出的经历。 即将 80 岁高龄的他，依然思路清
晰、精神矍铄。 他曾奔波于新闻一线，用文字记录下历史的重要瞬间；亦进入课堂，在三尺
讲台之间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新闻人；也在报社担任总编，让上海市民能够看到更加优质
的报纸……而当他褪去这些身份， 成为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中凯居民区的一位普通居民
时，他又怀着对社区的热爱，积极地做出了贡献。

他说，做人要有理想，要有抱负，要永不言败，要自强不息。 他亦用自己的奋斗和担当，
践行着一名老新闻人的理想与情操。

点燃初心走上新闻之路

丁法章 1940 年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市，
50 年代初，他的父亲通过亲戚在上海找了一
份工作，他也随之来到上海求学。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丁法章就喜欢上语
文课，尤其喜爱写作文。他的作文常常受到老
师的表扬，有时还被张贴在墙上供大家阅读，
这让他很有成就感。“那时我觉得贴到学校
墙上已经不满足了，还想登到报纸上去。”在
学生群体流行的报纸中，他最爱看 《青年
报》，于是，他给青年报社投去自己的得意之
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他还尝试过为自己
的文章画插图，以为可以引起报社编辑们的
关注，依旧是杳无音信。

1956 年，正在念初中一年级的丁法章注
意到身边的一件小事。当时，里弄里几十家住
户共用一个电表，电费大家分摊。但因为住户
们半夜里经常忘记关灯，每户每月要交掉两
三元电费。这在当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正当
大家苦恼之时，里弄里的一位热心老人站了
出来，每天半夜看到有人家开着灯睡觉，就敲
门提醒。很快，大家的电费金额显著下降了。
于是，他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半夜敲门
叫关灯》的文章，试着投给了青年报社。

不想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了当时《青年
报》的编辑盛金梁打来的传呼电话，告知此稿
准备刊用，并核实有关事项。“那是我第一次
接电话，心情很激动，差点没听清人家在说什
么。”后来，这篇文章真的上了《青年报》，并
且登在了一个靠前显眼的版面上。面对同学
投来的歆羡目光，校长老师的表扬鼓励，他的
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从此，报社成了他心目中
神圣的所在，记者也成为了他眼中受人尊敬
的崇高职业。

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丁法章的第一
志愿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了能考上，他也
下了一番苦工。每天清晨天刚亮，丁法章就跑
到公园里复习、背书，一复习就是四五个小
时，到上午十点才回家吃早饭，接着到街道图
书馆继续看书，中午就拿家里带去的面包当
午饭一直复习到晚上十点钟回家。听说福建
省出的复习资料质量高，他马上就买了一套，
拼命刷题。

高考当天，他为了让自己考得好一点，早
饭特地吃了一根油条和两个大饼，希望能考
100 分。幸运的是，在考试的时候，他真的遇

到了自己复习时做过的题目，“我记得在答这
个题目的时候，心里得意得不得了，这题答案
我可是背得滚瓜烂熟了！”

最后，丁法章顺利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录
取通知书，他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思绪万千。“当时一直在想，能够
投身新闻事业当中，成为其中的一员，是非常
难得的事情。如果能够当一名记者，将来肯定
会受人尊敬，为我们学校、为我们家庭争
光。”那一晚的想法，丁法章还记忆犹新，“但
我也想到了，新闻专业比较难，这五年要好好
学习，毕业了也得刻苦工作，要做好这种思想
准备。”

历经磨难坚守新闻本心

在复旦大学，丁法章刻苦努力，表现优
异。因为成绩好、工作能力强，他在大三当上
了新闻系的团总支书记，并在大四时入了党，
成为班上 30个同学中唯二的党员之一。

作为当时复旦新闻系的佼佼者，他本可
以留在上海工作，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被分
配到了江西宜春的《赣中报》。这不仅意味着
与更加“体面”的单位无缘，还要远离家人，
丁法章一开始有些犹豫。然而按照当时的情
况，他若执意留在上海，只能选择去当民办教
师。于是，他决定服从分配前往江西，“因为，
去那里可以做新闻工作。”

在那个年代，新闻科班出身的人才十分
稀缺，加上年纪轻、精力充沛，丁法章刚一到
任，就受到了重用。一些特急、重大的采访任
务，总是交给他去做。他又是写报道，又是写
评论，还要编版面，几乎是白天黑夜连轴转。
几个月后，领导发现他很有新闻眼光，会改稿
子、会起标题，就将他调到了总编办。没过多
久，为了响应“精兵简政”的号召，江西省委
决定停办所有地区一级报纸，并从这些报社
各抽调三名业务骨干充实《江西日报》。但是
这些业务骨干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要共
产党员；二是年纪要轻，不能超过 30 岁；三是
业务要强，专业对口。丁法章恰好全部满足，
“当时得知能去《江西日报》，心里很开心，觉
得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且离上海又能近一
些了。”在《江西日报》的 5年里，他常年奔
波在崇山峻岭、阡陌良田之间。江西有八十多
个县，他的足迹遍布了其中的五十多个，采写
了不少有温度、接地气的新闻作品，专业素养

得到了极大的磨练和提升。
1973 年，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丁法章

得以回到母校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教育工
作。到岗没多久，学校要开《新闻评论》课，而
在此之前，国内从未有过这样的课程。他和同
事、学生只好从零开始，凭借自己在新闻一线
时的经验以及不断地摸索总结，把这门学科
开了出来。他还编撰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
首本评论教学用书———《新闻评论学》，迄今
发行逾 50万册，成为不少新闻学子眼中的必
读书籍。此后的十年，丁法章都在复旦大学教
授《新闻采编》和《新闻评论》课程。

1983 年，丁法章出任上海青年报社总编
辑，在此期间，他不仅办好了面向中学生的
《青年报》，还出版了面向职业青年的《生活
周刊》。1988年，他出任《新民晚报》副总编
辑，1 年后，又被任命为新民晚报社党委书
记、总编辑，带领《新民晚报》做出了跨越式
的发展。

退休后，他依然在新闻行业发挥余热，在
多家报纸担任顾问，并担任中国晚报协会学
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参与新闻奖评选工作。而
在业余时间，他也坚持写作，要求自己每个月
至少有 1-2 篇文章能够公开发表。“我是一
个媒体人，是一个作家，永远都在路上。”

以新闻人担当奉献社区

走进丁法章的书房，映入眼帘的是塞满
上千册书本的巨大书柜，书柜旁边的空地上，
也堆满了书籍。此外，他还订阅了大量报纸和
杂志：《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
《新民晚报》《新民周刊》《上海作家》……
“我现在每天要保持四五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这是职业习惯，不看难过。”因为书实在是太
多，几年前，他在珍藏的书籍中选出了 500 册

适合大众阅读的书，捐给了中凯社区的图书
室，想让书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更多居民受
益。
“我对南西街道，是向往已久。”丁法章

2005 年搬到了南西街道，在他眼里，南西街
道交通发达、历史悠久、有文化内涵、知名度
高，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在这里生活非
常方便，我每天要买菜，楼下就是大沽路菜市
场；哪天想在外面吃饭，附近就是各国餐厅，
连印度菜都有。”
“我和南西的缘分也很深。”他解释，上

海的大多数新闻媒体，都在南西街道，“这就
是我们新闻人施展自己舞台的地方。”居住
在南西街道让丁法章与有荣焉，他也因此对
社区的事务十分关心。
他习惯每天下午都去家附近逛一逛，“赏

赏风景、看看爷叔们下象棋、听听阿姨们发牢
骚，也蛮有味道的。”因为报人出身，他会时
不时在闲逛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比如延中绿
地没有凳子，一些老人走累了，只能自己带张
垫子或者报纸随地一坐，十分不便。于是，他
向市政协写了一份建议，很快就得到了绿化
市容单位的反馈，延中绿地终于有了给居民
休息的凳子。之前，中凯社区没有健身器材，
居民们想锻炼得走到长乐路去。丁法章注意
到之后，想办法联系到了体育局，说明了情
况，很快，居民们就能在自己的家门口进行体
育锻炼了。

不仅如此，丁法章还经常在社区居民微
信群中“潜水”，了解社区居民的想法。看一
些居民想要闹一些小风波，他也会马上告知
居委干部，协助居委会把矛盾化解在萌芽之
中。“我是一名党员，应该维护社区和谐。”

直到现在，丁法章还一直关注民情，为社
区发展建言献策。“我是一个媒体人，走到哪
都该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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