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必读：《永康日报 》；
感兴趣的书：《桃溪雪传

奇》《明正德永康县志》《清光绪
永康县志》《五十年代的永康》
《永康旧影》等；

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央
视《鉴宝》《国家宝藏》、上视《好
运传家宝》；

最爱去的“娱乐场所”：全
国各地的博物馆；

最大的花费：搜罗各类“宝
贝”⋯⋯

看到这份“简历”，你的脑
海中大概会呈现出一位白发苍
苍老者的形象，然而今天的主
人公却会出乎你的意料。

他叫徐立斌，一位 30 出头
的清秀小伙，在沉醉于网络花
花世界的“e一代”中算是个“异
类”,成了我市乡贤文化界的一
股“小清流”。

徐立斌为何会独独钟情在
古旧的书籍中寻找自己的未
来？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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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斌从事金融工作，按理说金融和文化跨度挺大，可他怎么就一头

扎下去了呢？“大道同源，大道至简，大道相通。人是‘道’的载体，载体通

的，‘道’也自然是通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心钻研。”徐立斌如是说。家人

对他也很支持，平时听到哪里有好的文化书籍，都会帮他收集起来。

家里有个热衷古籍的爸爸，小女儿也常围着徐立斌一起看书。“小孩

子嘛，看着如画般的古文字觉得好玩，就问‘爸爸，这是花吗？看看又不

像，是什么？’文化需要传承，每到这时我就一个个和她说，什么字，什么意

思。”徐立斌说，看着女儿认真好学的样子，他很欣慰，深感后继有人。

女儿身上看未来

80后小伙收集地方文献百余册，并将古籍电子化

故纸堆里觅知音寄乡愁

□记者 舒姿

只有老年人才看报？徐立斌给出了年轻人的答案，每天他总会抽出

时间，读当日的《永康日报》。除了每天读报，徐立斌还会收藏早年间的报

纸。当他拿出 1992 年 1 月 1 日出版，总第 1541 期的《永康报》（《永康日

报》的前身）时，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满满时代感。

说起如何会有这份《永康报》。徐立斌说：“这份报纸刊登那年我 5

岁，到了小学高年级才开始读《永康日报》。《永康日报》刊登的是每天永康

发生的大事小情，往更大说是永康城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俗话说，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我连家乡永康的历史都不知道，怎么走出永康？”正是这

一想法，去年，当他看到这份报纸时，就像捡了宝，马上花200元买下。他

想看看当时的永康城发生了什么。

《永康日报》中懂永康

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如果你看完

432 页的 1982 年 3 月出版的《浙江省永康县志增补》（仅

在台湾地区出版）后，里面满满的乡愁会催人泪下。它

由台北市永康同乡会筹资发行，28个参与人员全凭脑海

中对永康城的记忆编写而成。”徐立斌分享了阅读台湾

版《永康县志》的体会，该书是他几年前，机缘巧合下从

一位台胞手中所获。

“你看，书里第十一页有这么一段话：‘截至民国三

十八年止，吾永农民耕田，尚未有用机器者，不知今日如

何？’马上第十四页，又有一段话‘对日抗战期间，吾永先

贤吕公望先生，在后方地区各乡镇，设立难民工厂，织布

则多用机器，成为吾永工业初步现代化之滥觞。但不知

时至今日，吾永工业之机械化，又已进展至如何情况

耳。’”徐立斌向记者指出了几十处类似的记载，可以看

出这些在台湾的永康人非常思念故土，很想知道永康发

展情况如何。书里还有一份书籍原主人的收藏，1989年

在台永康籍乡贤资助西津桥重修的人员名单，表达他们

身在异乡但心系家乡发展的赤子之心。

“作为对在台永康乡贤的回应，我市在 1998 年出版

了《在台湾的永康人》一书，此书我也有收藏。”徐立斌

说，书里主要征集了在台永康人的生活状况，并向他们

发出回永康看看的邀请。两本书，他时常会拿出来翻一

翻，记录的是乡愁，他希望两岸早日统一。

《永康县志》寄乡愁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大多不喜欢读古书？或许和古

书没有断句，生僻字较多有关。徐立斌意识到这一关键

问题所在，于是工作之余着手对手中已有的古籍进行电

子档的校注，首先断句，再把相关内容进行解读，甚至找

研究地方文献的专家解答。

在古书的海洋中，除了满足，也有一人独行的寂

寞。徐立斌坦言，由于工作繁忙，他只能抽夜晚休息或

周末放假对古籍进行整理。除了光阴短暂的惋惜以外，

更多的是对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的感叹。“懂的老人在世

的越来越少，外行人看不懂听不懂，同行又实在寥寥，连

交流经验的机会都很少，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摸索。”就

如当前在校注整理的光绪版《永康县志》，约30万字的工

作量，徐立斌心里还是想有几个帮手。

永康的地方文献蕴含着无数先贤特有的精神价值、

思维方式、想象力，是他们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

的瑰宝。徐立斌说，每每拿起一本古籍，除了厚重的历

史，还有沉甸甸的责任。保护永康文化遗产，年轻一代

还可以做得更多，他希望有更多朝气蓬勃、热爱历史文

化的年轻人加入到“之乎者也”的保护和弘扬中去。

古书丛中觅知音

徐立斌住在步行街附近，时不时经过西街的烈妇祠。“这段时间，我在

读民国时期重印的《桃溪雪传奇》，这是清代永康县丞吴廷康和当时著名

的填词家黄燮清，据清初永康实事编的。上面记录了清代烈女吴绛雪为

救百姓，英勇就义的故事。烈妇祠就是为纪念她而建造的。”徐立斌向记

者展示了该书，只见书边角磨损得较厉害，但主要内容清楚可见，是不可

多得的珍本。

徐立斌对永康历史着迷，当然不会放过一切可以接触到关于永康历

史的地方文献，能买的尽量买下来，买不来的花钱整本整本影印下来看，

细细品读，从中挖掘那些掩藏在书籍中的动人故事和传奇人物。

《桃溪雪传奇》里听风声

去年 7 月，徐立斌“义捐唐氏手札遗迹”仪式在贵阳市乌当区图书馆

举行。他曾花重金购得唐炯书札（其中部分由唐炯口授，其子唐我城代

书），后经贵州成山文化学者郑文丰牵线，决定将个人购买的唐炯书札，捐

赠给贵州省博物馆。

徐立斌说，除了永康文化，近些年他关注起其他地域的文化，其中根

植于贵阳市乌当区水田坝的成山文化，因忠孝基因凸显了它的历史地位

和人文价值。此次义捐行动，与他崇敬成山文化分不开，相信手札的“物

归原处”会在另一个更为需要的地方，发挥它更为重要的作用。

义捐手札以明志

业余时间做古籍的电子档校注。

徐立斌收藏的 1950 年永康

县大队庆功大会全体功臣留影。

徐立斌的捐赠证书。

台湾版《永康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