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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清

平常夜晚

感谢你给我电话

证明心中有我

我们未见面

也只有一周时间

已是晚上八点半

驾车穿过半个城市

和细雨绵绵

一座都是老朋友

三个书画家

讨论线条和结构

两个企业家

纵论经济时局

你在中间

烧水斟茶

这是放松时间

偶尔沉默

旋即转入另一话题

你都是引领者

书香墨香

缭绕其间

窗外的雨

奏着弦乐

方岩

方岩不高

天下粮仓

岩顶坐着胡公

五峰站着陈亮

立言山水寂寥

当官香火缭绕

峰立如削

笑看红尘易老——

没有几只脚印能刻入石阶

钟声杳杳

为谁奔波辛苦

为谁魂牵梦绕

来来去去的蚂蚁

都在命运里

下辈子，我是林间的一只松鼠

还是一只鸟？

天鹅

一次会议的间隙

我向窗外瞭望——

还算清澈的池塘

一只，两只，三只

优雅的绅士

渐渐到来的冬天

带来什么消息？

它们不会飞。

就这样优雅地

装点门户。

一身的白

仿佛要洗净

世上的尘埃。

20 世纪 50 年代初，笔者在永

康中学念书，课余常去解放街大司

巷口的新华书店选购一些书籍。

故此，我与曾是中国新四军浙东游

击纵队金萧支队八大队队员、时任

新华书店永康支店经理的应爱莲

不期而遇，并渐渐熟悉起来，直至

成了忘年之交。记得有一次，她与

我促膝长谈，向我讲解了书店一副

对联“天下至乐逛书肆，人间唯美

品文章”的意义，并语重心长地鼓

励我，年轻人要胸怀祖国，刻苦读

书，长大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可以说，这次谈话，在我尔后从学、

从教、从政直至今天的退休生涯中

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今，我早

已年逾古稀，重温这副书店对联，

不胜感慨。人生在世，志趣迥异，

想必当年的对联作者，应是一位以

书为友，以书为乐，好学不倦的饱

学之士。

书店，作为图书的交易市场，

古称书肆，又称书铺、书棚。据史

料记载，西汉时在长安太学附近的

“槐市”，就是一个书肆。唐、宋时

期的书肆很多，遍及各郡县。明清

时期的书肆更是广泛分布于城

乡。书肆的存在，为各地的文化、

学术繁荣奠定了根基。永康作为

金华地区的一县（市），山川钟灵毓

秀，自古人文荟萃。20 世纪 90 年

代的《金华志》载，婺州大地，在宋

室南迁后，经济、文化发展较快，随

之理学大兴。此后，相继出现了以

吕东莱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

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在浙学

史上独树一帜，素享“小邹鲁”之

称。

据《永康县志》记载，民国时

期，永康县没有专营图书的店铺，

但有兼营书籍的书局。当时县城

有振华书局、同文书局、大成书局、

大达书局、大能书局等多家，另有

永康铅印社、五彩石印社也兼营一

部分图书。尤其是由本县石柱塘

里村人孙肖贤在县城创办的同文

书局，成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

年）初。它集图书发行，书簿印制，

经营文具、纸张于一身。在当时，

全县无人可与之匹敌。该书局主

要发行全县各学校的师生用书及

各种文艺书籍。教科书由各中小

学向书局预订，然后汇总向金华中

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订购。文艺

类书籍，主要从上海新文化社采

购，有时也从杭州书店进货。当

时，同文书店有大型图书柜窗 4

个，常年周转图书约3000册，有店

员职工 20 多人。平时早晨 6 时开

门，晚上 9 时打烊。为扩大规模，

占领永康图书市场，1945 年孙肖

贤在县城白火墙外开始建造四层

楼房。1948 年同文书局从丁字街

口正式搬至新屋营业，底层经营读

书、文具，二层作印刷工场。该书

店店规严，守信用，讲文明。店员

和蔼可亲，服务诚恳、周到，因而一

直生意兴隆。20 多年来，他们坚

持以顾客至上，与书本相濡以沫，

长相左右，为永康的教育文化事业

的发展，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

出了有益的贡献。

1949 年 5 月 8 日，永康解放，

人民政府重视发展文化事业。翌

年 2 月，创建了永康国营新华书

店，专事图书发行，有工作人员 6

名，址设桃源街。县人民政府任命

应爱莲为经理。1953 年书店有工

作人员 8 名。1965 年在桃花巷建

成150平方米书库一幢。“文革”期

间曾一度停业。1970 年在解放街

建成综合大楼，有建筑面积 773 平

方米，耗资3.8万元，成为当时县城

最好的建筑物。

改革开放后，全社会崇学之风

兴起，县新华书店获得快速发展。

1984 年在江滨南路落成建筑面积

1770 平方米的综合楼，有员工 25

人，年发行图书 324 万册，营业额

169 万元。在乡下，依托基层供销

社 ，全 县 建 有 图 书 发 行 网 站 50

个。书店推出以“百元销售费用包

干”为主要内容的经营承包责任

制，该制度在全省书店经理会议上

推广。2002 年，永康新华书店又

在胜利街落成 6 层、总建筑面积

7050 平方米的综合性大楼，2010

年营业额 4092 万元，是 2001 年的

2.68 倍。2014 年，有员工 51 人，

并在芝英、古山、西溪、石柱、花街

等镇，设有 5 个连锁书店，当年营

业额实现6200多万元。先后荣获

中国书刊发行行业最高奖“中国书

刊发行行业双优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的民营书

店也雨后春笋般遍布城乡。据不

完全统计，仅在城区就有民营书店

20 多家。规模较大的就有明珠书

店、文化书店、方圆书店、席殊书

屋、四方书店、晓风书馆、肖文书店

等。其中明珠书店和文化书店是

当时全市较大的两家民营书店。

记得有位著名作家曾经说过：

“书店像一座发电厂，放射出真与

美的光芒。”其实，一爿好的书店，

岂止是发电厂，更是一座城市的光

芒。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永康的书

店一度在读者的心中树起了一座

精神大厦，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地

标，也是杂糅着众多读书人个体和

群体记忆的所在。令人遗憾的是，

到了 21 世纪，尤其是近几年，曾是

读书人精神家园的永康大大小小

书店，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互

联网的迅猛发展，正在逐渐衰微，

逛书店的人也越来越少。作为书

籍传播中介的书店开始由中心走

向边缘化，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文化

影响力。尤其是民营书店因生意

萧条，相继倒闭，纷纷转行，或转向

网络经营。如今，城区除了国营新

华书店能正常运作外，民营书店几

近全军覆没。目前，城区一家规模

较大的民营书店——市华阳文通

书店，面对日益增长的高额场地租

金，仅靠发售学校教辅资料所获收

益尚在苦苦支撑。

今年 4 月，《2013～2014 浙江

省居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在全

省各城市阅读指数和各城市个人

阅读情况指数排名中，金华市均

列倒数第一。这个数据正是金华

地区书店萎缩的一个注脚，不仅

让永康人大为震惊，更让文化人

感到疑惑、痛心。回眸永康民营

书店从红火开张到黯然落幕，让

读书人不由一声长叹。为此，今

年 4 月，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联合倡议，在全市开展“欢乐金

华·书香永康”活动，这无疑为日

渐萎缩的永康书市注入一枚强心

剂，有助于提振永康的图书发行

工作，倡导市民多读书读好书。

看来，要想使书店真正成为人们

的一座精神大厦，除了需要时间

的长期淘洗，更需要文化的铸炼，

当然还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

又酸又甜

大司巷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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