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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今年夏天，几次准备从杭州去舟山探店，却几次都被台风

所阻。

于是，脑海中有了一个印象：舟山新华书店，因为地处海

岛，这是一家每年都与台风亲密接触的书店。

前几天，又去了一次舟山新华书店，也是我省内跑了很多

家书店以来，听到令人感叹的故事最多的一次。

今天，我们就来叨叨这家书店，以及跟海浪、灯塔、故乡人

等等有关的故事吧。

开了69年，每年都与台风亲密接触

这家开在海边的书店，有颜值也有故事
本报记者 张瑾华

跟台风周旋久了
这里的书店人有本“风经”

1950 年 5 月 21 日，舟山新华书店成立，

新华书店定海中心店就在舟山东大街，现在

的书店再往北50米。如今的书店，是一个又

美又舒服，可以呆下来阅读一整个下午的好

去处。

到了舟山新华书店，一进店，就看到海浪

状的吊顶。这海浪的形状，又一次提醒，这是

一家开在海边的书店。

这吊顶的背景是蓝色的，是大海的颜色，

多了几分浪漫的感觉。

身处大海边上，不仅意味着远方和浪漫，

还有台风带来的种种不便，风险。

每年七八月，他们要负责整个舟山地区

10万学生的教材，责任重大。

在文化路的新华书店教材仓库，放书的

地面比常规地面高出 25 厘米，到台风季节，

还要再用木头书脚垫高25厘米，以保教材的

万无一失。

“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好几次大台

风，但教材书都平安无事，没有影响到学校开

学。”舟山新华书店的总经理徐建跃欣慰地

说。

今年8月，台风利奇马凶猛，临海老古城

被淹，教材书被紧急搬到了二楼，台风中，12

名书店员工奋战 7 小时，徒手救出了 60 吨教

材。

万一遇上更大的台风，可怎么办？

“我们会发动全体男员工把教材书一包

包搬到仓库二楼，根据台风预报来紧急处

理。”

两个老书店人
一肚子的故事

书店二楼的畅销书排行和新书推荐区，

可以看到一座直立的灯塔。这座灯塔出现在

书店，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守候的象征。

这家书店也像一座灯塔，这座岛上的作

家们，也被这家新华书店牢牢凝聚在一起。

本土作家的书，几乎都能在“翁洲学苑”

里找到。

南宋时，有一个翁洲学院，曾是舟山群岛

古代史上辉煌的文化坐标。如今，“翁洲学

苑”要将“翁洲学院”的文化坐标传承下去，要

构筑今天舟山群岛的文化殿堂。

潘建军是非常资深的书店人，1990年从

浙江印刷发行学校毕业，到今年正好 30 年。

徐建跃，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1982 年就到

了舟山新华书店，一呆就是37年多。

岛上的作家们，很多是徐建跃和潘建军

的朋友。

“《舟山方言研究》的作者童养标，退休

了。《群岛世范》的作者翁源昌，他写了舟山家

谱家风家事，也退休了。有个江山人、杭州大

学地理系毕业的王建富，也写了十来本专门

研究舟山的书，他踏遍了舟山群岛的每个村

落、每个岛礁，编制了大量的各类地图。《群岛

探津 舟山地名与“海丝”文化》的作者孙峰，

我们邀请他去社区，给社区居民讲过舟山文

化。”

写舟山的书，有这么多呢。潘建军说。

两个老书店人，一说到书就会笑，好像在

说令人幸福的事物，特别满足的表情。跟书

厮混37年，一看就是爱书人。

我拿起一本《舟山方言研究》，打开里面

的词条，让徐建跃找个喜欢的词，他找了第四

个词条“安心乐事”，意思是心又安，这个事情

又喜欢。

“我刚入行时，整天对着报纸目录苦思冥

想，什么书好，什么书好销。上世纪80年代，

我晚上坐船，在海上漂 12 个小时，凌晨 5 点

到上海，然后去上海发行所，‘巴结’老师们给

我们一点书。白天办完事，晚上再回来。”

“那时西方哲学热，《存在与虚无》、《作为

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大家拼命抢，有的还连

夜排队。人们对书的喜爱，对知识的渴望不

可想象，那真是书的黄金时代啊。”

徐建跃是舟山定海金塘岛人，他这样充

满感情地跟我们“叨叨老古”，说着书店往事，

不免让人感怀岁月里的那些珍珠，还有时代

变迁对每个人的冲击。

阅自在书吧涨知识
谁是桃花岛第一任岛主

作为一个读者，坐在二楼的阅自在书吧，

很“涨”知识。

比如我随意翻开的这本王建富写的《地

载海山 名志千岛》，果然纠正了我们不少地

理上的认知偏差。

他有篇《谁是桃花岛第一任岛主》，很有

意思。

桃花岛原名桃花山，因方士安期生曾在

岛上炼丹，醉墨洒桃花而得名。也就是说，第

一任桃花岛“岛主”，不是黄药师，而是安期

生。

浙江人认为，徐福是安期生的老乡和晚

辈，徐福入海，与安期生在舟山群岛炼丹有

关。“蓬莱”是古人对神秘的舟山群岛的美化。

在书店逛着，不经意就遇见的“阅自在”

三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是，很轻松，自由自在的阅

读。舟山人，有文化的禅意。海天佛国，跟舟

山文化很接近。阅，更大的是阅读人生，阅内

心。”老书店人徐建跃如是说。

在舟山去岱山的路上，正好经过三毛的

老家小沙镇。

在三毛故居内，有舟山新华书店开的一

家连锁书店，主要卖的是三毛的书及舟山相

关的地理文化书籍。

“2016年，我们开了这家连锁店，面积不

大，但三毛的作品很齐全，一年能卖一两千

册。”徐建跃乐呵呵地说。

女作家三毛，是定海小沙陈氏家族第十

三世后裔，原名陈懋平，“懋”(mào)是小沙

陈氏永春堂第十三世的排行。

在书店里，我找到了一本今年三毛散文

奖的获得者傅菲的新作《故物永生》，他在书

中写道——

“埋着最近的，种出吃不厌的菜蔬，这样

的土，就是故土”。这番话，仿佛也是为舟山

人三毛说的。

“傅菲的书，我们这里有六七种之多。”说

到书的事，老书店人就像说着最日常的一日

三餐。

尽管年年有台风，但有这样痴心一片的

老书店人守着，年复一年地，这本身就是一种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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