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YONGKANG DAILY

2025年5月26日 星期一

融媒编辑：章芳敏 文化·五峰

在我的人生之旅，永难忘记书香
相伴。每逢置身于新华书店中，时时
嗅着书香，这份与世事的喧闹隔绝却
又让我增长智慧的惬意，让我感觉很
温馨。

近日，我找到永康新华书店在
2000 年 1 月 17 日编印的 2000 年第一
期《新华书讯》，在时任永康新华书店
经理张寿丁的回忆中找到了新华书店
50年的发展轨迹。

1950 年 2 月 14 日，永康县委派应
爱莲、沈晓民、徐长青三人，在城关镇
桃花巷 4 号一家书店的基础上创办了
永康县新华书店，并在解放街 49 号开
设了门市部。1952 年 9 月 12 日，永康
县人民政府任命应爱莲为书店经理，
吕师韬为副经理。1965 年 10 月，在
桃花巷建成书库一幢。1970 年 3 月，
在解放街 24 号建成综合大楼。1984
年 10 月，在县城江滨南路 49-52 号，
建成新综合大楼。从 1993 年 3 月至
1997 年 12 月，先后建成南苑路 51-1
号办公楼、下园朱 20-1 号职工宿舍、
课本发行部与办公楼。

我家的老屋在解放街 21 号，对面
就是新华书店。我小时候懵懂无知，
常常去新华书店店堂和后面的院子里
玩耍。后来想买课外书了，我苦于没
钱，只能恋恋不舍地离开书店。

有一天，我在街上捡到 2 元钱，兴
高采烈地去书店柜台买书。可是，警
惕性极高的营业员拿着当时所谓大票
子 2 元钱，追问我钱的来路，并把我带
到家长那里，接受爸爸妈妈的盘问。
书是买不成了，不过，我至今还是感谢
书店叔叔阿姨的负责。

还记得我当时很渴望买的一本书
是《名人名言录》，标价好像是 2 元 2
角，由于家庭生活拮据，阮囊羞涩买
不了。后来，我用大姐的借书证到
县总工会图书馆借阅此书，但终究没
有拥书自有那种满足感。高中毕业
后，我谋到一份职业，才有钱买到了

《名人名言录》，虽然没有“漫卷诗书
喜欲狂”，但也有“腹有诗书气自华”那

种欣慰。
在山区乡工作的 6 年里，漫漫长

夜，悠悠书香，书籍像循循善诱、温婉
动人的窈窕淑女，陪我走过了那段
最艰难的日子。每逢回城，我都会
迫不及待地奔向新华书店，享受那一
个纯净的世界，那一片自由的天空，还
有那让人心静的芳香。当时，很多人
叫我“书痴”：宁愿节衣缩食，也要书香
盈怀。

1995 年，我进城工作，离新华书
店更近了。虽然每天工作都很忙碌，
但我总会挤出时间去新华书店走走。
我喜欢这块芳草地，因为她的娴静，因
为她的典雅。

因为自己喜欢，想当然认为别人
也会喜欢书，所以，我常常把书当礼物
送人。朋友是官场中人，就买些治国
方略之类的书诸如《谋略库》相赠；对
方是书香子弟，自然投之以文人墨客
的雅作；对小孩子，赠送少年百科全
书、连环画册。

1998 年 7 月的一个晚上，我在上
海拜访永康同乡李伦拔、夏玉芬夫妇，

匆忙之间两手空空贸然登堂入室，告
别后总觉得缺点什么。回到永康后，
我灵机一动，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启
蒙知识丛书，在扉页上写上一些祝福
的话，邮寄给李伦拔、夏玉芬的孙女，
心里才踏实。

有位作家说：“好书是沉淀岁月冲
刷的砂金，很重，不耀眼，却有保存的
价值。”我想：礼不在重，有情则灵。书
的价值，并非标价和数字能言明，可以
说是赠人才干、长人智慧的无价之
宝。以书为礼，何乐而不为呢？

书香悠悠，乡愁绵绵。看的书多
了，我渐渐喜欢上写抒“情”的文章，
如《风筝情》《悠悠山乡情》《蒲公英
的情怀》《一片痴情献科技》《一位杭
州籍女知青与永康的情缘》等。2022
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我
的文集《槐园撷英》，也算是对我文
学生涯的一段总结和告白。去年，
在热心人的牵线下，我的文集《槐园
撷英》摆上了新华书店的永康本土文
化书柜。

更巧的是，在新华书店邂逅了 10
多年失联的发小胡佩丽。以前住井头
巷的时候，我经常和她一起上街捡西
瓜子。想不到，她在新华书店工作
了。昔日青梅竹马导游书山学海，不
亦乐乎。

有一次，在老同事杨瑛的介绍下，
我见到了她爸爸，原来他就是小时候
在解放街早就熟识的新华书店经理杨
有丁。

我很怀念当年的新华书店叔叔
阿姨们，你们还好吗？还记得当年用
捡来的 2 元钱买书的小东东（我的乳
名）吗？

后来，在新华书店李美琴阿姨的
帮助下，我建立了新华书店回忆微信
群，架起了沟通联系的桥梁。

昔日望书兴叹，而今拥有了槐园
书屋，可以金屋藏娇，怜香惜玉，一亲
芳泽，让一股股醇香在身边流转。

愿携一路书香，插上梦想之翼一
路飞翔！

一路书香梦飞扬
□程望槐

我的母亲出生于 1939 年。其祖

辈是大户人家，住的是青砖白瓦高

墙。可惜，好景不长，在母亲 10 岁那

年，外公被抓壮丁，容不得与家人吱一

声就被迫穿上军装。

母亲是长女，没有父亲的家庭十

分凄惨。自从外公离开家乡后，她就

只能与外婆及三个弟弟相依为命，艰

难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挑起重担，与

外婆上山下田，养活全家。18 岁那

年，她出嫁到十里外的邻村。

据母亲回忆，1957 年至 1969 年

这段岁月最为艰辛。农民整日劳作，

即便是大雪纷飞的腊月也得上山砍柴

换点米过年。

在这 12 年间，母亲育有一女二

儿。可命途多舛的她，在 32 岁时，丈

夫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寡母整日以泪

洗面。之后，她无奈改嫁到离娘家很

近的隔壁村，留下大女儿与大儿子在

前夫家，带着年幼的二儿子到新家生

活，从此两地奔波照料两家。

母亲的一生中，有两段往事是她

每每复述就哭泣不止的。我大姐长至

19 岁时，在我母亲毫不知情下，被人

贩子拐卖到同省不同地区隔了几个县

的山区。后来，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

星夜启程翻山越岭，乘船渡河，奔赴几

日几夜终于找到大姐。无奈，事以成

实，大姐已成家，只能含泪作别。

另一段更揪心的往事，就是前夫

家的二儿子带到新家养到 16 岁后，前

夫的家人让其返还前夫家（当时在新

家已另育有两个儿子）。二十世纪八

九十年代，永康本地人到了十七八

岁，就要去学一门手艺。于是，他就

跟一位打锡师傅远走他乡讨生活。

可在行担途中，他与师爷争吵，被打

死扔在小溪里，谎称被水淹死。母亲

得此噩耗时，真是肝肠寸断。当时，

我还年幼。每每提起此事，母亲总是

泪水汪汪。

母亲啊，您经历了童年离父、中年

亡夫失子，吃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但您都坚毅挺过。好在随着改革开放

的进程，母亲的命运开始慢慢好转。

在新家，我们一家四口靠着父母勤劳

苦干，单干到户终于不再忍冻挨饿。

母亲那千疮百孔的心也慢慢抚平了。

1987 年，海峡两岸实行“三通”，

母亲也陆续收到来信。这时候，母亲

才惊悉外公还在世，当年是被迫丢下

家人去了台湾。如今，时隔 38 年才得

此消息，母亲真是喜极而泣。终于，两

年后，母亲在娘家迎来了返乡探亲的

外公。直至母亲 80 岁时，她还有父亲

牵挂还有父亲叫，也算是弥补了她童

年离父的遗憾。

母亲啊！您尝尽了人世间的生离

死别，经历了常人所不需经历的苦难，

可依旧对生活充满向往与信心，孜孜

不倦教导我们好好读书，是何等的伟

大与朴实！母亲一生勤俭持家，任劳

任怨，邻里和睦，上善待老人，下哺育

儿女，不管是在娘家、前夫家，还是新

家，都有人夸赞她的善良、本分、勤

劳、俭朴。到了晚年，她也有那么多

的晚辈来孝敬。难怪乡里乡亲得知

后，都说您是修行圆满才得以 87 岁高

龄善终。

不孝小儿泣述，无奈无论怎么呼

唤，您再也听不到了。为表家人思念，

就以古人的“万空歌”结束吧！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

中。

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坠为谁

功？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

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

逢！

权也空，名也空，转眼荒郊土一

封！

我的母亲
□陈平权

老新华书店（资料图） 李杭康 提供

1

春天在哪里
歌声就从哪里升起
活着就要绽放生命的欢欣

2

我的沉默也吐气微微
像一片片紫云英
从枯黄的大地长出无穷碧绿的钱币

3

远观桃花像多情少女热烈的火焰

我来到跟前

一张张已然憔悴褶皱的脸

4

乡野空气透明如虚拟，像我从水中浮起。
村庄里很少走动的人，
我们的欢乐显得并不完整。

5

我见过这里的四季。
青绿禾苗还未站在田里。
白鹭也还没回来，跟在播秧机后面，一片
飞翔的云朵。

6

我吟诵的诗篇也还是去年绿丝绒的寂静。
身边的人，有些一直相伴，
有些已在别的地方。

7

我们走后，田园恢复了空旷。

岩宕裸着灰黑的胸腔。

这是春天，一切才周而复始。

8

仔细看你们的脸
生活在每一张脸上落下不同的重量
有欢笑也有隐藏的忧伤

9

这是中国南方一角
阳光像雨水纷纷落下
鸟鸣是寂静最鲜亮的部分

10

离这不远的滴水岩
我曾和一个美人并排坐着
像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在雄鹰农场
□陈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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