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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歌笑语回母校
文/周武功

沈林子是南朝梁代文坛领袖沈约
的祖父。沈约名震古今，但沈林子就鲜
为今人所知了。其实，沈林子（387年—
422年）也是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是研究
镇江历史不可忽略的京口贤才。

史家对沈林子曾多有述及，并说他
是浙江武康人。其实，武康只是他的祖
籍，他自己兴许连武康都没去过。他的
高祖父沈警和曾祖父沈穆夫早已从武
康迁居京口，且在长驻京口的东晋大臣
王恭帐下任参军、主簿等职。沈林子继
承其父祖辈居地为京口居民，虽曾因担
心世仇的陷害，有一段时间藏身山野。
但在京口寄奴刘裕兴起时，受刘裕保
护，报了家仇，又重回京口定居。故而，
说沈林子是位早年的镇江人一点也没
错。

沈林子才智过人：他一生长期在军
中生活，熟悉军事，又博览群书，留心文
章，有丰富的诗赋创作。虽然如此，却
从不谈论军事，也不参与交际应酬，平
时谈话，从不显示自己。他简约谦让，
清廉温恭的美德著名于当世。因才智
过人，深受刘裕（后为宋武帝）的器重。

因刘裕有恩于他，又见闻刘裕在京
口征剿孙恩的争斗中，军纪严明，不侵
扰人民，更因同刘都是京口人，便决心
一生跟随刘裕转战南北。在以后的每
次平乱征伐中，均为战场先锋。他历任
建威将军、河东太守、辅国将军，与刘裕
同样，均为维护东晋的安定尽忠出力而
屡建功勋：他先是助刘裕讨伐桓玄：晋
元兴三年(404 年)，桓玄篡夺晋帝位自
立，国号楚。刘裕自京口起兵讨伐，于
京口袭杀其同伙桓修。沈林子始终参
与了讨伐桓玄的全过程，并曾与刘裕一
起攻克建康。

沈林子参加征
南燕之战：东晋时，
南燕慕容超经常南
下掳掠淮北百姓乃
至东晋官员。刘裕
及时上表北伐。义
熙五年（409 年），大
军北上，沈林子随刘
裕行参镇军军事。
晋燕两军初在临朐
（今山东临朐）交战，
敌军虎班突骑走到
晋军后方，沈林子率
精兵将其击败。南
燕皇帝慕容超逃回
广固（今山东青州
市），据守内城。公
元410年2月晋军彻
底攻下广固城，慕容
超被俘。南燕灭亡，
为推进北方地区的
统一，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

灭南燕后，东晋国内发生了卢循之
乱，以强兵进攻建康。沈林子受刘裕之
命守查浦垒，带军屯驻石头城，多次交
战，屡败敌军。因他的坚守，叛军终被
逼退，受到了刘裕的表彰。义熙八年
（412年）沈林子还随刘裕讨伐变为异党
的荆州刺史刘毅。义熙十一年（415
年），又随刘裕讨伐怀有异志的司马休
之。

他在灭后秦的战役中功劳显赫：位
于黄河一带建都长安的后秦，是占领原
西晋国土最多的劲敌。为收复晋朝失
地，刘裕于义熙十二年（416年），出兵北
伐。沈林子参加了这一重大战役，以建
武将军名义，率水军北上，攻击后秦河
北太守薛帛所驻的解县，逼其出奔关
中，并收其兵粮。沈林子和哥哥沈田子
分别率军参加讨伐后秦战役。沈田子
曾在一次战斗中以少胜多，威名大震，
因而一时忘乎所以，要乘胜进军，想冲
进敌重围，一举拿下长安。幸亏沈林子
冷静，劝阻了他的鲁莽，未曾陷入秦兵
重围，使晋军避免了一次困境。

在联合檀道济转攻蒲阪的秦军不
下时，沈林子及时建议放弃蒲阪，转而
联合王镇恶去攻取潼关。因沈林子诚
实忠耿，备受同好信赖。檀道济采纳了
他的建议，转军西向，最终经过艰苦奋
战，歼灭了坚守潼关的姚绍。沈林子在
进攻潼关的战斗中，曾因粮运不继，人
心疑惧，有人建议退回。但沈林子极力
反对，决不退兵。秦将姚绍等倚仗黄河
天险固守，要断绝晋兵粮道，沈林子拼
力进攻，终将其击败。晋兵大军进而用
水军沿渭河西上，诸军并力向前，迫使
秦主姚泓投降。晋军收复长安，一个立
国三十四年的后秦就此灭亡。《通鉴纪
事本末》详细记载了沈林子在灭后秦战
役中的巨大作用。

京口贤才沈林子因功因诚受到刘
裕的信任。他多有建言，曾论及广建
蕃屏之益，刘裕深相酬纳。应其预
言，有人谋反，刘裕叹曰：“林子之见，
何其明也。”刘裕称帝以后，每有军国
大事，“辄询问焉”。沈林子一生为刘
裕出谋献策，跟随他南征北战，收复
了原西晋的大片疆土，东晋让位于宋
时，疆土之广为南朝四代之最。他是
南朝宋代的开国功臣。刘裕称帝后，
以佐命功，封沈林子为汉寿县伯，卒
后追赠征虏将军。

京口贤才沈林子
文/沈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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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16 日早晨八时整，秋
阳普照，微风轻拂。“省镇中老三届歌
友汇”近五十位歌友按时在江苏省镇
江中学校门口集中，通过了一道安
检，终于跨进了梦中的母校。

省镇中今年恰逢 130 周年校庆，
怀着近乎虔诚的心情，吴浩然带着他
的团队首先参观了校史馆，担任义务
讲解员的殷立本老师则是与镇中有
着超过一个甲子的渊源与情怀！尽
管学长身有小恙，但是这位1966届高
中大哥仍专注地为学弟学妹介绍着
母校 130周年历史的沧桑：从 1892年
时任镇江知府王仁堪首捐私银加社
会募集，于鼓楼岗一处地方创建南泠
学堂，发展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终
于 享 誉 省 内 外（当 时 省 会 曾 设 镇
江）！其间遭遇过日机的轰炸，母校
曾暂迁安徽屯溪，但终盼来抗战胜
利，重返故乡……

走出校史馆，我们漫步到当初的
老校门口，保留着的传达室似乎传来
了老校工拉响的上下课电铃声。当
代教育家于漪的塑像让我们驻足观
望！寂静的林荫道，留存的几棵法桐
树唤醒了我们过往的记忆。学友们
终于回到了神往已久的课堂。随着
冉荣华学长的口令：起立！老师好！
尊敬的学长殷立本老师给我们一群
学弟，学妹补上了一课，良好的课堂
纪律让我们重温了师生间的情谊及
对知识的渴望！

近十点，省镇中的校领导和“歌
友汇”回校团在楼下不期相遇，殷立
本老师、张禾瑛老师和他们互致问
候！想必校领导也能理解这些古稀
校友的心愿，他们可都是祈盼国运校
运繁荣昌盛的母校赤子啊！镌刻着

“一切为民族”校训的石碑旁让我们
来合个影吧！追忆我们逝去的芳华
岁月，也难忘那特殊的历史回忆。

“歌友汇”的女同学在范珍珍老
师的指导下，捧着鲜花向曾经哺育过
我们的恩师走去，尽管恩师大都已羽
化登仙……高三届的谈世英学姐，齐
耳的短发，白净的面庞，透过金丝眼
镜，似乎已晶泪盈眶，六年的校园生

活，多位恩师的授业解惑都在此刻涌
上心头。在秋阳照耀下，身着湖蓝色
长裙的队伍缓缓地向前，整齐地向
前，轻声的吟唱，吟唱……

为了共同的母校情结，为了唱好
《献给母校的歌》，范珍珍老师不嫌弃
她的学生多次跑调，总是用她的微
笑，不厌其烦地纠正、校准。我们大
家经历了春播、夏耕的艰辛排练，还
克服了今夏罕见的高温，终于迎来了
金秋的收获！此时此景，我借用吴秋
月同学的一首十六字令：“寿，七秩人
生正风流，青春驻，广场舒长袖。”

男生的节目紧接着隆重登场，摆
上两张小圆桌，打开珍藏的葡萄酒，
群主吴浩然与歌友们浅斟杯中，共贺
梦回母校，亦幻亦真！恰如东坡翁所
唱：老夫聊发少年狂！《献给母校的
歌》歌词的主创者宗纪明伫立一旁，
凝视着他的学弟们不由心潮澎湃
……我还想起了加盟“歌友汇”的张
平老师、邬文祥老师等人的悉心指导
与义务奉献。走进现代化的田径场，
张禾瑛与几位学姐俯身蹲下，似乎在
等待发令枪声再次响起。在 1968届
初中生参加的唯一一次校运会上，她
曾勇夺三金，以班级团体总分优势领
先，争得第一。现如今，在镇中校方
与歌友汇的互动之中，她仍在穿插奔
忙着……

言辞谦逊、性格豪爽的贾定富学
长，随着一辆小车的驶停，急速上前，
迎来的嘉宾是从南京自驾赶来的汪
绮年学姐，她迅即换上运动服，尽显
婀娜多姿的身材，那可是一名优秀的
体育教师数十年坚持锻炼的回报。
随着摄像师的镜头，汪学姐 360度的
徒手翻转，让我们叹为观止；乒乓桌
旁，宗纪明、尤明的银球对攻也赢得
了大家的一片喝彩……

临近中午，我们依依不舍地返
回校园门口，近50人的队伍排成三
排，在范珍珍老师的激情指挥下，
我们再次唱响献给母校的歌！有
几位驾车的人也停车欣赏片刻，
似乎他们也理解了这批七旬老
人对母校的眷恋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