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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至 5 日，第十三届江苏书展在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主展场举办。很多读书

人、爱书人来到苏州，也来到专售古旧书籍

的文学山房寻书、购书。

在苏州平江路钮家巷，阳光透过梧桐

叶，斑驳的树影像书页般印在文学山房前

的空地上，路边三五只麻雀正啄食谷物。

走进文学山房，这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书店

里，每摞书籍都被细致地做了分类：李太白

文集、三国志、吴中人物志……黑色铅笔字

在白色字条上留下标记，贴在书底。文学

山房从开业至今，已有 124 年，而 97 岁的江

澄波老人一直守护着它……

祖孙接力，与古籍
双向奔赴

江 澄 波 的 曾 祖 父 早 年 间 搭 船 来 到 苏

州，在城门口的书房谋生计。祖父江杏溪

1899 年创建文学山房，专门贩售古籍，地址

选在护龙街嘉余坊口。1931 年，文学山房

新店落成，三开间，前后三进，中间设天井，

店堂高敞明亮。祖父、父亲在店里忙碌，书

籍被读者买走，这是江澄波最初的记忆。

从年少时起，江澄波就跟随祖父和父

亲四处访书，艰苦岁月的动荡生活，也没有

阻挡他们的脚步。文学山房的名气越来越

大，不少人来看书、购书。“来的人都是喜欢

书的，他们有时也会把自己的书交给我们，

我们再传给有需要的人，这不就是文化的

赓续吗？”江澄波说，旧书店、新书店、古玩

店、杂货店……到处都可能是访书的地点，

他甚至在废品回收处找到过珍本。

1956 年，苏州私营新旧书店被批准实

行公私合营。文学山房仍由江澄波和父亲

负责，自负盈亏。合营两年后，苏州市文化

部门对古旧书业正式改组，店号为“公私合

营苏州古旧书店”，文学山房是其中的一个

门市部。江澄波把工作重点转向抢救性保

护：把著名藏书家的资料整理成册，主动拜

访；与本市及外地废品回收站通信联系，及

时抢救……

上世纪 70 年代末，全国古旧书店工作

座谈会在扬州举行，古书的相关标准和规

章制度逐渐形成，古旧书市场开始步入正

轨。此后的 20 多年，江澄波奔波的地方更

多了，来找他看古籍的人也更多了。看到

许多古书源源不断地出现，他如获至宝。

2001 年，75 岁的江澄波，为了给两个孙

女攒钱上大学，决定自行创业。“做了一辈

子古旧书籍行业，还是开书店最合适。”

江澄波找来 3 个被淘汰的货柜，在玻璃

门上贴一张“收购古今旧书碑帖”的广告

牌。店名叫什么？由于文学山房已被合并

到古旧书店，他就把“文学”改为“文育”。

为了把空置的书架填满，江澄波去上

海淘书，和儿子一起带回来。每逢周末，他

也会去文庙市场、古旧书店收书。江澄波

还给图书馆和藏书家写信，慢慢地，大家都

知道江澄波又开了新书店。“我要做一艘载

书 送 书 的 船 ，我 离 不 开 书 亦 如 船 离 不 开

水。”江澄波说。

2006 年，江澄波的故友——散文家黄

裳找到他，劝他把“文学山房”百年招牌恢

复。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2012 年，

“文学山房”老牌子恢复。此时，距离老书

店的创建，已然过了 100 多年。

潜心研究，摸清古籍
各种门道

江澄波第一次独自收书是在 13 岁。当

时，他无意间看到一个旧货摊摆着 3 本书，

走上去翻看，发现竟是明朝人手写的蓝格

抄本。一查卷数：一本完整，另外两本是一

套 ，中 间 缺 了 一 本 。 江 澄 波 当 即 付 钱 收

下。“这样的好书哪里得来的？”祖父非常惊

讶，并根据残存的字迹推断出是宁波范氏

天一阁藏书。

不同书所用的纸张不同，大体可以判

断书本所属朝代。“纸张材料、颜色，目录核

对，年号牌记识别……门道多得讲不完。”

江澄波说，他还能甄别诸如新纸染旧、挖改

序目等作伪的手法。

“古籍行业是高尚的。”这是父亲给他

讲的一句话——自此，卖书收书是文化事

业而非纯粹逐利的理念，在江澄波心里慢

慢生长。

忙完生意，父亲会抽出时间带着江澄

波读书。最让江澄波头疼的是《郘亭知见

传本书目》，这本书是版本学家莫友芝在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做的版本笺注，

是版本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江澄波刚开始“啃”时觉得乏味，于是

按照书目把相关书籍找出来，与列表对照

看，发现有意思多了。一年下来，4 本书目

都“啃”完了，甚至还能把书目背下来。“背

书目能够掌握经史子集的各种版本，书目

会 列 举 一 种 书 的 多 种 版 本 ，访 书 时 才 能

做到心中有数。”江澄波说。

很多古籍被收到文学山房时已碎页零

散，虫蛀破洞。江澄波的桌上摆着糨糊和

各种工具，用来补虫蛀和残页。补得多了，

凭借虫蛀形状，他就能判断出蛀虫种类，进

而推测书籍的存放环境。

将古籍的鉴别经验传授给后辈，江澄

波一直在努力。1983 年，北京中国书店举

办全国古旧书发行业务学习班，邀请他给

几十名学员上课。江澄波将知识整理成书

——《怎样鉴别古籍版本》，内容包含 14 个

部分，对于各类古籍的鉴别方法都做出了

详尽的解释。

《文学山房丛书》《文学山房明刻集锦

初编》《江苏活字印书》……这些书籍记录

着江澄波一家几代为古籍的流通、保存所

做的努力。

时代变迁，护书初衷不改

江澄波说，最开心的是“给读者找书，

给书找读者”。

江澄波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看到

一位穿长衫、戴眼镜的白发老叟，拄着手

杖，在书架前看书，父亲恭敬地陪在旁边。

客人付款购书后，父亲才悄悄告诉他，那就

是国学大师章太炎。

近些年，经营旧书的同行们时常感慨

书源“枯竭”：该露面的好书都露了，很难再

有大批“生货”；谁家有好书，也大多送去拍

卖场。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江澄波外出访

书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大多是等书送来。

有企业家专程赶到苏州，与江澄波商

谈，希望他拿出一部分书到市场上拍卖，江

澄波都拒绝了。“我还是得传承文学山房提

供古书给公藏机构的传统，每当收到好书，

我用老方法写一份书目寄过去给他们看，

书适合哪里，我就提供给哪里。”因为见过

太多古籍的命运沉浮，江澄波总想着古籍

能入藏图书馆、博物馆，让读者和学者实实

在在地使用，才是古籍最好的归宿。

江澄波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宋代古

籍能留存至今的非常少见。他先后收购过

10 种珍贵的宋版书，全部提供给了图书馆、

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其中最早收到的

宋版书，是一本宋嘉泰四年（1204 年）的刊本

《东莱吕太史文集》，现藏于苏州博物馆。

“书和人一样，有各自的命运。从废品回

收站抢救下来的书算运气好，否则就要被打

成纸浆了。”江澄波说，如今来书店的青年读

者越来越多，有爱书的人在，书香和文脉就不

会断绝，“我还要为古籍继续工作下去。”

手 捧 古 籍 ，坐 在 店 门 口 ，江 澄 波 感 觉

自己仿佛不曾老去，还是那个小学生，放

学回家推开店门，看到一位位读者站在书

架前……

97岁老人江澄波，守护124岁文学山房——

“做一艘载书送书的船”
本报记者 姚雪青 白光迪

97 岁高龄的老人，每年只在大年初一、

初二休息，每天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4 点半，

在书店的一角忙碌着……

决 定 是 否 收 书 、给 书 定 价 、为 读 者 找

书 ……书店里没有电脑，每一本古籍都牢

牢印在江澄波的脑海里。前些年身体还爽

利的时候，他每天要花几小时，整理书架、

给书分类、修补旧书。正因为江澄波的这

份热爱和坚持，让这间小小的旧书店，成为

苏州的一个文化符号。

采访中，江澄波说：“书店是一座城市

的眉毛——眉毛看似不重要，但若缺了它，

五官再精致，看着也乏味。”一座城市不能

没有书店，这就是他还在坚守的原因。

守护一座城的文化符号
姚雪青

■记者手记R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江澄波，1926 年生，江苏苏州人。江澄波出身于一个古旧

书籍世家，祖父于 1899 年创建文学山房，收集和销售古旧书籍，

受到很多古籍爱好者喜爱。受父辈影响，江澄波从小对古籍产

生浓厚兴趣，学习钻研版本目录学，在古籍鉴定与修复中积累了

丰富经验。2001 年，75 岁的江澄波二次创业，重新开办旧书店，

继续访书、购书，为公藏机构提供珍贵古籍，为挖掘、抢救、保存

国家文化遗产贡献力量。

人物小传

上图：江澄波在阅读古籍。

左图：江澄波在修复古籍。

以上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凉山不凉，山外无山，那是我们的

约定。”几年前在四川大学青春歌会的

舞台上，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学生与他们

的支教老师——四川大学化学工程学

院 2019 级博士研究生罗杰，演唱了这

首《大山的约定》。短短一首歌，唱出了

四川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以下简称“研

支团”）成立 20 余年来投身广袤深山的

故事，也记录了罗杰青春

里的一段特别时光。

罗杰之前就曾参与过

“研支团”活动。2016 年，

保研的他在“研支团”辅导

员 的 带 动 下 ，决 定 去 支

教。经过选拔，罗杰成为

四川大学第十八届研究生

支教团团长。

昭觉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大凉山腹地。来到昭觉县支教以

后，罗杰偶然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传

阅自己带来的课外杂志。于是，罗杰

决 定 与 几 名 同 学 一 起 打 造 一 间 小 型

“图书馆”，随后他们募集到了 5000 多

本图书。

为了让孩子们养成科学阅读的好

习惯，罗杰与“研支团”成员编写了图书

管理制度。在他们的影响下，读书逐渐

成为孩子们课外生活的一部分。“孩子

们通过阅读图书，开阔了视野，也有了

更多学习的动力和热情。”罗杰说。

一同到昭觉县支教的几名成员都

有工科背景，他们利用专长给孩子们普

及科学知识，开设了“趣味实验室”。孩

子们在“趣味实验室”里一改平日的腼

腆，与老师积极互动，越来越自信。

“如果他们能对某个科学问题产生

好奇心，对我们而言就是莫大的欣慰！”

成长于云南小镇的罗杰，深知知识是改

变命运的重要方式。他带领“研支团”

为孩子们开展了像神奇的动物世界、趣

味运动会等“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增长

见识，学习更多知识。

昭觉县海拔高、地势陡，长期处于

零下 5 摄氏度的低温中。罗杰看到很

多孩子穿的衣服很单薄，心里就想为孩

子们做点事。随后，罗杰发起了募捐行

动 ，为 孩 子 们 募 集 到 9000 余 件 衣 物 、

400 余床棉被和 1000 多双手套。

这 一 年 ，罗 杰 带 领 支 教 团 共 募 集

了物资、善款总价值 100 余万元，帮助

300 余名贫困学生返回校园。支教结

束回到校园后，罗杰投入到

氢 燃 料 电 池 的 研 究 中 。 读

文 献 、做 实 验 、写 论 文 直 至

深 夜 …… 每 当 遇 到 研 究 瓶

颈时，他就会想起支教的时

光，激励着他在科研之路上

不断探索。

如今，罗杰和“研支团”

成员依然记挂着大山里的孩

子。罗杰用博士生活补助资助了一名

昭觉县的彝族孩子，继续用实际行动关

爱着大山里的孩子们。

保研、直博、支教、全国优秀共青团

员、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罗杰毕业

后将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支教是我学习

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难忘孩子们求

知的眼神。站在新的起点上，我要更加

努力，不负青春、不负期待！”罗杰说。

四川大学化学工程学院2019级博士生罗杰

“难忘孩子们求知的眼神”
本报记者 闫伊乔

渤海湾畔，汽笛轰鸣。天津港

北航道临岸海面，“通途”号挖泥船开

足马力，成吨的海底淤泥翻滚搅动，

通过疏浚管道被运送至岸边。管线

伸向内陆深处，56 岁的孔宝忠（见上

图，本报记者李家鼎摄）身背工具

包，手拿检测锤，从远处走来。今

年，是他做管线工人的第三十六年。

蜷 身 伏 管 ，五 步 一 停 ，锤 打 倾

听，行至一处管道连接点，孔宝忠停

下脚步，“听上去不太对劲。”他拿出

测厚仪测量后发现，“厚度只有 23
毫米了，正常管线应该在 50 毫米以

上，这一节必须马上更换。”孔宝忠

说，由于管线每天要运输大量海底

淤泥，腐蚀严重，管壁太薄就有破裂

风险。干管线巡检这些年，孔宝忠

已经练就一双“慧耳”，从挖泥船的

施工区到抛泥区，十几公里长的管

线，上千个管道连接点，仅靠“听”，

他就能判断出管线的磨损程度。

“ 除 了 管 线 巡 检 维 护 ，我 的 工

作还包括管线铺设。”孔宝忠说，疏

浚工程吹填造陆施工离不开排泥

管线的铺设，而要在淤泥质软基纳

泥区内铺设排泥管线，不可避免地

要进行管架搭建。“管线必须架设

起一定高度，否则时间久了，会被

吹填物掩埋。”孔宝忠说，2006 年，

他曾遇到过一个难题：那一年的天

津港航道疏浚工程中，由于首次引

进大型耙吸式挖泥船参与施工，吹

填管道直径达到 1.1 米，单节管重 7
吨，此前，国内使用过的最粗管道直径为 0.8 米。

人力搭建，管道太重；机械进场，地面太软。眼看管线铺

设陷入停滞，三伏天里，孔宝忠一头扎进存放管线的闷热厂

房，针对作业场地、管架承载力、管线架上运输、接卡等难题开

展技术攻关。最终，孔宝忠在“搭建起步平台——机械压桩”

等方面取得创新成果。实际应用过程中，他设计制作的“孔宝

忠凹槽轨道运管机”“孔宝忠接卡管线门架”也相继问世。两

项工艺不仅让接卡钢管速度由原来的每天 2 节提高到每天 5
节，还节约了近 3000 米的管线，节省费用近 500 万元。

如今，自航耙吸船远距离疏浚吹填施工，已成为疏浚工程

的重要手段。“只有以最少的时间接好管线，才能给船舶节省

出更多有效施工时间。”孔宝忠说。

经过多年实践，孔宝忠采取橡胶充气浮漂代替浮筒平台

配 合 接 管 的 方 法 ，研 发 出“自 航 耙 吸 船 艏 吹 接 管 的 施 工 工

法”。与传统工法相比，利用橡胶充气浮漂代替浮筒平台，进

行船、岸吹填管线快速接头的连接，把平台上操作改为船上操

作，人员操作环境改善、受风浪影响减小、操作人数减少、安全

系数提高，避免了因辅助船拖带平台磕碰造成的船舶损坏而

发生的维修费用。如今，这一工法已在我国多个大型疏浚工

程中广泛应用。

从业 36 年，30 余座沿海港口、60 多个疏浚工程，都曾留下

他的脚步。“管线有问题，找老孔！”对于来自其他单位的“求助

电话”，孔宝忠总是耐心地分析，帮助解决。“要努力把好的工

法和经验传承下去。”孔宝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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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管线巡检和铺设工作 36 年，中交天

津航道局有限公司管线工孔宝忠致力于提升

管线运转和连接效率。以他名字命名的“孔宝

忠 凹 槽 轨 道 运 管 机 ”和“ 孔 宝 忠 接 卡 管 线 门

架”，解决了我国巨型管线铺设难题；他主创的

“自航耙吸船艏吹接管的施工工法”，实现了大

马力绞吸船的船、岸管线快速连接，为疏浚工

程节省大量成本。他曾获得天津市五一劳动

奖章、天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上接第一版）

“产品流转还顺畅吗，上下工序配

合得怎么样”“对公司推进法治沈飞、数

字沈飞、精益沈飞建设有什么好主意”

“个人方面有什么困难”……通过深入

交谈，公司管理人员拉近了与一线员工

的距离，更加深入了解员工需求、解决

实际问题。

截至 6 月末，通过现场调研，航空工

业沈飞党委、直属党组织领导班子共梳

理各类问题 196 条。班子成员针对事项

认领“答卷”，紧盯整改“清单”。现已解

决提高智能园区系统应用水平、新建“新

时代职工之家”等员工关切事项 20条。

抓难点、强攻坚，聚焦重大装备推

动发展。

针对主题教育中检视出的装备质

量提升、产业链安全等方面的难点重点

问题，航空工业沈飞党委与产业链协同

单位共同谋划，形成相互协同的运行保

障机制和发展体系，不断强化经验总结

和成果运用。

今 年 二 季 度 以 来 ，针 对 重 点 型 号

框类零件热处理技术难点问题，航空

工 业 沈 飞 热 处 理 厂 党 总 支 成 立 了 由

生 产 工 段 、技 术 室 、生 产 保 障 室 等 部

门相关党员骨干组成的攻关团队，克

服重重困难，探索出热处理零件新方

法，提升了效率，节约了成本。

今年以来，航空工业沈飞呈现出主

营业务稳步提优、运营能力持续提升、

经营质效有序提高的良好发展局面。

航空工业沈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把主题教育成果

转化为履职担当有为、攻坚克难有力、

推动发展有效的具体实践，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让党的创新理论在

新时代建设航空强国的伟大实践中彰

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

日前，北京亮马河 18 公里滨水慢行系统全线贯

通。滨河步道沿河流两侧形成闭环，沿途可尽览“1 河

2 湖 24 桥 18 景”。图为游客在蓝色港湾商圈附近乘船

观看好运桥下绚丽的光影秀。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