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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林说，“因为女儿爱吃小龙虾，我才去研究

小龙虾。”自己买，自己做。

本着一份“吃心”，三分灵气，加上五分敏锐，她

练就一身龙虾鉴定功夫。有没有用洗虾粉、放没放

辣椒精，一吃就能吃出来。

后来，她索性自己开了个龙虾摊子。这就是她

出现在望江门的原因，结果得了个“望江门小龙虾美

女老板”的名头，许多食客慕名前来。

“我喜欢交朋友，我的龙虾店一开始就是招待朋

友用的。”她说。

依林是个敬业的老板娘，每天晚上都在店里。

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她总是人群中闪耀的存在。迎

来送往、收拾盘碗，她也从不介意辛勤的劳动。

一两年后，河东路有了一家新的龙虾馆子，名叫

夜赞，老板娘就是陈依林。

她的标准高，她家的小龙虾剥开来一看，确实可

以做到只只都生猛劲道，虾鳃白净，钳子饱满。

展开菜单，既有传统的十三香麻辣蒜蓉，也有自

己研发的独门秘味，而且端上桌来，个个大！

2020 年那一波疫情过后，食客们早已按捺不

住，纷纷打听：小龙虾美女老板去哪了？

望江门和河东路都已成为传说，依林姐姐安心

在家陪女儿、练健身，还开了个美容工作室，活得可

精彩。

终于，在大家三催四请和期盼中，新夜赞开张

了，三个老板合伙开起来的：同一个小区的三位业

主，同一个幼儿园的三个小朋友的家长、三个认识多

年的好朋友好邻居。这就是半部《老友记》吧。

新店在杭州市滨江区世茂缤谷小区门口，钱江

一桥南岸的江南大道上。看一眼店里的墙绘，就知

道，陈依林还是那个陈依林，还是坚持要做一个“小

而美”的小店。

就连洗手台边上，都贴心地挂着一行字“你今天

真好看”，让人看了就不由自主地开心起来。

这样的小心机小设计，在店堂里比比皆是。天

黑了，五光十色的灯光亮起来，小火车在世茂缤谷的

门口叮叮当当开过。

孩子们在奔跑、跳跃、打闹，人们三五成群聊着

天，自在地吹着夜风，逛吃逛吃⋯⋯

不用说了，写到这里我已经馋得口水横流。来

点干脆的，我们出发去点菜吧。

又到了一年毕业季。杭州下沙大学城里都是大学生们告别的身影。

学子们即将离开亲爱的老师同学，留下的除了深深的记忆，还有很多带不

走的旧书。对一些二手书店来说，这可能是一年中收书最多的时候。

前几天，有读者给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推荐了一家小店，门口堆着很

多书。有人卖书，有人买书，一来一往，小店里便有了许多故事，记录着大

学城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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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 有趣 有温度有用 有趣 有温度
小店帮小店，小店陪大家。
记录店主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忧所喜
一起来看看小时小店故事吧

本报记者 朱燕

杭州下沙大学城这家二手书店最近很红

最近，记者特意去采访了这家

“下沙二手书店”，它背靠着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生活区，对面就是浙江

传媒学院，来来往往的学生很多。

小店招牌显得老旧，上面留着

的电话号码还掉了一个数字。老

板娘很佛系：“没事的，不是还有一

点印子么，看得清楚是个5。”

这家店已经开了 12 年，每次

学生们盘点大学城书店，基本不会

漏掉它。

走进店里，目测大约 60 平方

米左右，里面堆着满满当当的书，

老板娘窝在一个角落里正在看手

机：“毕业生们要离开学校了，学过

的知识都装在脑袋里了，书就不带

回家了。”她笑着跟记者打趣。

老板娘於大姐，来自湖北黄

冈，她说，那是全国闻名的重视教

育的地方，但自己没怎么上学，很

早就跟着哥哥出来打工了。

於大姐到杭州，一开始做过短

工，后来卖书，直至来了大学城。

因为买书的大学生特别多，有人建

议她干脆开家二手书店。她觉得

这个主意不错。

那是 2008 年，当时她手里已

经有了点积蓄，就物色了一个店

铺。

一开始找的那个店铺离现在

这个店 200 米左右，是在二楼，租

金相对便宜点，但不容易被人注意

到，书搬上搬下也累，后来她就换

了现在这个沿街的商铺。

每次学生盘点大学城书店，基本不会漏掉这家店每次学生盘点大学城书店，基本不会漏掉这家店

传说中那家望江门小龙虾店在滨江复出

我的店一开始就是招待朋友用的我的店一开始就是招待朋友用的

於大姐今年 53 岁，笑说自己

早就当上奶奶。现在守着这家书

店，一是打发时间，二来赚点小钱。

这里的书，种类太多，她估计

大概有上万本，因为她没有用电脑

存档，全靠脑子来记。

如果想要找什么书，最好是直

接把书名报给她，她会从茫茫书海

中准确定位到其中一个书架，然后

从这个书架上抽出其中一本书说，

“是不是这本？”

“对对对，就是这个书。”客人

往往会惊喜地这样说。

也有些客人把要找的书名发到

她手机，她可能在这一堆书中找个

把小时，最终满头大汗也没找到。

有位大学老教授，住得挺远，

前几天特意打车过来卖一堆书。

“我算了算，卖书的钱和打车

费差不多，不划算。但教授说，当

废纸卖实在太可惜，万一有人正好

需要，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卖旧

书的人应该都是这么希望的吧：自

己的书，能正好被需要的人买走。”

没有电脑存档，有人买书时老板娘全凭记忆搜寻

门口有台电扇，呼拉拉地吹

着，於大姐说怕书受潮，店里没有

装空调。哪怕是大夏天，她也就靠

这一台电扇过，“心静自然凉嘛。”

有时，於大姐在整理旧书时，

也会在书里发现小物件，比如书

签、纸条等。她会发在朋友圈里，

问有没有同学知道是谁的，可以来

取走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记者问於大姐一个问题，什么

时候来买书的人最多？

“以前可能是考研、考公务员

之前。”她说，“现在很多同学考试

都报班，报班会送教材，来买这些

书的人也少了。”她指指门口的一

堆教材，有很多还没拆封过。

这一天，钱报·小时新闻记者

从上午 9 点一直待到 12 点，一共

来了四个买书的大学生，其中两个

没找到自己需要的书。

於大姐说，在这里能不能买到

想要的书，“全靠缘分。”

但她依然喜欢守着这家二手

书店，她觉得这是离文化最近的地

方，既羡慕又安心，看着来找书的

人她也觉得都是优秀的爱学习的

人：“这个世界上喜欢学习喜欢书

的人多了，才会越来越好吧。”

能否在这里找到想要买的书，老板娘说“全靠缘分”

我喜欢守着这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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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蕾

步入六月，杭州终于到了适合在户外吃夜宵的

时候。说起夜宵，不能不提望江门小龙虾，当年这家

店在杭州夜宵的江湖地位，就好比一战成名、开宗立

派的武林高手。

美女老板陈依林也是大名鼎鼎，她是那种随便

哪一桌都可以坐下来亲切地聊几句，跟你喝一杯，把

店开成一个朋友聚会场所的人。

最近有人认出她来了，在滨江一家新店，名叫夜

赞。熟悉的人知道，她复出了！

左为美女老板娘

陈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