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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这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西
汉蜀郡守、公学始祖文翁在成都兴学做
出的评价。两千多年来，成都形成了重
视文化教育的传统，还养成了百姓喜爱
阅读、喜欢舞文弄墨的习俗。

新千年以来，在书店，在茶楼，在
各阅读空间的读书分享会上，不时传来
成都人摇头晃脑的朗朗读书声，或面红
耳赤的学识争论声，让人想起李白的

“九天开出一成都，千户万户入画图”。

安静与喧嚣，
老牌书店两副面孔

“如今，成都书店数量已居全国第
二，博物馆数量全国第一，这让成都人
为之骄傲”，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说，

“因为书店和博物馆代表着一座城市的
文化底蕴。”

西南书城是老成都人绕不开的集体
记忆。它是成都第一家开在闹市区的大
型书城，至今仍是全国十大书城之一。
大学期间，我从师大北大门坐 38 路公
交车到市中心的盐市口，步行五六百米
便到达西南书城。买了工具书或某本文
学书，顺便去春熙路买件新衣买双球
鞋，再到青年路看场电影，基本构成了
一个大学生的最美周末。若是夏日，西
南书城就像一棵巨大的树，遍地是坐着
靠着半躺着的成都人，看书，歇凉，惟
有双手和眼睛在转动，一整天的陶醉。

2001 年 10 月，贾平凹在西南书城
签售新书《西路上——贾平凹手稿珍藏
版》，爱凑热闹的成都人，老老少少早
早挤在书城门口，人形长龙一直延伸至
走马街与学道街的交叉口。最壮观的一
次是韩寒签售《三重门》，爱读书的少男
少女把书城的几道门围得水泄不通。

于是，西南书城犹如成都的刀削
面，削出了成都读书人的鲜亮两面：安
静，与喧嚣。

那些年，西南书城、成都购书中心
等老字号新华书店引领着成都人的读书
求知生活。他们邀请的，不是著名作家
就是畅销书作者，举办的签售会或读书
会高端大气上档次，外来入驻的民营书
店很难从热门图书市场分到一杯羹。

寂寞与坚守，
书痴悄然改变成都

偏偏有个书痴，2002 年从湖
北十堰赶来，反其道而行，主攻
冷门的旧书市场，一心想改变成
都书店的格调，满足读书人的另
类需求。

这人叫傅天斌，成都毛边书
局的创始人，后来的成都女婿。

“什么书畅销就卖什么书，我在十
堰的新华书店干过。然而，让我
更有成就感的，却是把那些你想
买但买不到的旧书送到你面前。
你的惊喜，就是我的无穷满足。”在十
堰工作期间，他收藏的不少毛边书甚至
是旧书市场上的孤本，颇受学者类读者
欢迎。为赢得更多读者，他几乎跑遍全
国的旧书市场，最后发现，成都才是最
大最隐秘的一个。

成都学者、诗人流沙河早先在傅天
斌手里买到珍贵的历史文献古籍《东京
梦华录》，本存万分感激，得知傅天斌
要在成都开旧书店，爽快地赠送店招墨
宝一幅。

虽说对生活的要求只是吃饱饭就
行，傅天斌仍堪称苦苦支撑，长期流连
于清溪东路、玉林路等多个小区深处，
守候在旧书堆里。他一般凌晨三四点骑
自行车，后来是电瓶车出发，去九眼
桥、送仙桥等旧书市场淘书，在租来的
家兼书局藏了10多万册旧书。

成都慢。老成都人一杯茶一本书一
张报纸看半天的慢生活，不仅被大大小
小的茶楼轮番复制，也在毛边书局里持
续留影。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2018 年 6
月，成华区桃蹊路街道看上了傅天斌的
丰厚藏书，双方联合创立了全国首家将
政府公共文化资源与民间社会组织资源
完美结合的高品质阅读、创作场所——
毛边书局·桃蹊书院，面积达 1200平方
米。因为政府解决了场租、水电、安保
费用，傅天斌那尘封的 10 多万册旧书
又活跃起来。

今年 10 月，桃蹊书院还举办了第

十八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全国各地百
余位出版人、大学教授和读书报刊主编
等爱书人前来参与。可谓是“桃蹊柳陌
好经过，镫下妆成月下歌”。

书香与回味，
尽在老街石巷深处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
风起云涌的读书沙龙、滴水成海的

诗歌朗诵会、争论不休的学术讲座和
论坛，从“汶川地震”后的 2008 年 6
月开始爆发。在窄巷子开创六七平方
米“散花书院”的廖芸，最先感受到
旅游、历史、地理类图书被疯狂抢购
的热浪。做了16年图书批发经营的廖
芸，敏锐嗅到了纸在印刷厂欢快成书
的味道。她联动多家出版社策划推出
成都历史文化丛书，生意火爆到12年
来几乎每年新增一家散花书院。特别
是宽巷子的见山书局和文殊院、铁像
寺的散花书院，吸引了作家、评论家
李敬泽，诗人欧阳江河等多位名家来
参加读书分享会、诗歌朗诵会。

廖芸卖书，也卖茶水，甚至配套
提供多种成都风味的美食。与后来进
驻成都的方所、言几又、钟书阁等书
店的多元化经营不同，她更尊重老成
都人一本书一杯茶的阅读生活方式。

性格格外热情的成都人最近两年
热衷于去城南的新世纪城，探访新书

浩瀚的天府书展。数据显示，为期 5 天
的 2020 天府书展图书零售总额达 6300
万元，同比增长 120%。截至 10 月 20 日
12时，共有3452万人次参与了阿来、曹
文轩、杨红樱、郦波等文化名家出席的
800 余场交流活动。在成都，才能看到
读者与作者的最热情互动。

通借与通还，
城市阅读空间耀眼

无法忽略的还有雨后春笋般冒出的
“城市阅读空间”。

成都图书馆近年来铆足劲，开启成
都文旅融合阅读空间新模式，让本地市
民和外地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在线读书，
听成都名家专题讲座，实现在酒店、在
路上都能打开的全新阅读生活。

2018年世界读书日，成都图书馆在
全市正式授牌 20 个“城市阅读空间”。
2020年世界读书日，成都图书馆又携手
新华文轩 BOOKS（九方店）、钟书阁·成
都店、言几又（建发鹭洲店）、散花书院

（铁像寺店）、方所（成都店）、新华文轩轩
客会（镋钯街店）、言几又（中粮鸿运店）、
熊猫学习馆、光华财经书城（同德店）、三
联韬奋·成都店、散花书院（文殊坊）、布
克购书（交大店）、布克购书（蜀汉店）和
新知图书成都书城等品质书店，打造了
15 个面积不低于 20 平方米、座位不少
于 10个的“城市阅读美空间”，图书馆
向每处提供 2000 册馆藏图书，每月流
转一次，市民读者在“城市阅读美空
间”和全市所有公共图书馆之间均能实
现通借通还。

“城市阅读空间”升格为“美空
间”，看似仅仅多出一个“美”字，实
则是成都读书人生活美学的提档升级，
无疑让成都“最具阅读气质”的城市形
象更为耀眼。据说年内，这种“城市阅
读美空间”还将延展到各区市县，达到
50个。

2020 年 10 月 26 日，在成都图书馆
借书可在四川省图书馆还书的消息传
出，全城书友又一次沸腾了。

在成都，每一间书店，每一家图书
馆，每一个固定或者流动的阅读空间，
都满溢着这座城市的悦读基因和书友们
的喜阅心跳。

（作者系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本报电（记者张稚丹） 水利部、国家发改委公布完成三
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之际，以“大音希声 丰碑无言”为主题
的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技术》 出版研讨会
近日在京召开。

由三峡工程技术负责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
员会前总工程师郑守仁亲自参与撰写的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
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技术》（上下卷），由长江出版社出版发
行，用近260万字记录了整个三峡工程各建筑物设计与施工过
程的攻关与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质检专家组组长陈厚群表
示，三峡工程的技术难度举世罕见，几代水利工程师攻关不
止，郑守仁团队更是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其温控防裂
研究打破了“逢坝必裂”的说法；三峡双弦五级连续船闸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水流最高、技术最多的船闸，上游水位变
化大、坝址复杂和含沙水流等条件的复杂程度远超世界各国
船闸的难度，最终也被攻破。这部巨著不是技术报告的综合
汇集，“而是化解难题并经过实践检验成功的秘方，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特殊的水利水电工程顶级教材”。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评价：这是一部比较成功的科
技著作，里面没有空话，透露出的是建设者的精神、科学的
精神、人文的精神、求实的态度。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表示，作为国家出版基金的重
要项目，“这是为国之重器树碑立传的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
体现了出版业与国民经济、国家重大工程的关系，体现了科
技 出 版 与 科 技 创 新 、
发展的辩证关系，体
现了编辑出版的专业
性和专注性。”

活动由中国出版
协会、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
心、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主办，长江出版
社承办。

本报电（记者银 燕） 日前，在甘肃
陇南召开的“2020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
上，《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2020》英文
版正式对外发布。

该书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编著、中
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策划，外文出版
社出版。延续前作 《中国扶贫案例故事
选编》 的独特编写思路，来自美国、英
国、新西兰等国家的11名作者撰写了25
篇扶贫故事，聚焦生态扶贫、互联网+
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旅游扶贫
5 个板块，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中国扶贫
工作主要做法，向国际社会生动讲述中

国扶贫故事，分享成功经验。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吉尔伯特·

洪博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中国预期在
202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这是
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在人类历史上，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帮助
这么多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将使中国
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这比全球目标的
实现提前了10年。这一非凡的成就将极
大地激励其他国家。中国在消除贫困方
面取得的成功将为这些正在努力减少并
最终消除贫困的国家提供宝贵的经验。”

倘若杭州是一碗桂花酒酿，那
么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都是有
气味、有神韵的桂花。

最近我获赠一本杭州作家钱金
利所著的《故乡的腔调：沙地土话
与生活日常》（化学工业出版社）。
朋友说，你读过这本书，杭州话听
力水平至少能提高到 70 分，还能
了解杭州地区的民俗民情。

沙地位于钱塘江南岸，属于杭
州大江东区块，包含下沙、萧山部
分区域。上世纪 70 年代，这里还
是水田交织、茅草屋遍地的江南乡
村，如今已成为高楼林立、企业密
集的现代化都市。

这本书用 60 多篇短散文，轻
松愉快地讲解了沙地方言中有代表
性的词语。比如“有淘剩”——淘
剩指流失后所余，比如牛羊肉烧了
缩水严重，是没淘剩。沙地人喜欢
实惠、实在、能结结实实地过日子
的东西。太好看的东西没淘剩。太
容易得来的东西，容易失去；太容
易得来的人，也不太懂得珍惜。

方言能反映出人们生活的思维
方式、精神气韵。东北那两句著名
对话“你瞅啥？”“瞅你咋地？”直
愣愣不拐弯，急躁里有点野蛮，显
出白山黑水民风剽悍、斗狠的一
面。沙地的方言却婉转又形象，

“头寸”特指官帽；没上过学、不

识字的人为“白墨”；小孩子装
病、装生气是“装胖”；担责任是

“吃斤量”……透着股江南人和缓
的幽默和狡黠。

阅读这本书像看一部地方系列
剧，剧情家长里短，风格幽默可
爱，偶尔有点小伤感。剧中人物都
讲方言，男女老幼、高矮胖瘦，性
格不一，职业五花八门。他们做的
事儿，都那么的家常，像一幅泛黄
的照片：“莲花落是地方戏，沙地
人喜欢。广播里不唱，沙地的女人
也多半会哼几句。或者莲花落，或
者越剧。我们一潮小人，在一边打
弹子、拍洋片，老太太继续怀伊自
己的旧，孃孃继续织伊自己的彩
带，姆妈们继续绣伊自己的花边。
老屋的廊檐下，倒可算个戏台。”

那是水网密布的沙地，背靠青
山，依着奔涌的钱塘江。白墙黑瓦

的房屋嵌在水域里，阿囡出门做客
必要乘着船的。水稻田都方方正
正，清清爽爽，壮劳力们在田里劳
作，田埂间开满小野花，吹过的风
带着江水的潮湿腥气。河里有螃蟹
和虾，少年在河里疯一天，望见起
了炊烟，才会快跑回家。简单的菜
蔬烧芋艿或是笋干、梅干菜，配上
晚稻米是那么可口，如果是烧土布
鱼，更能多吃两碗……

旧时光的日子缓缓铺陈，活了
一样。那些人，那些事儿都涌到读
者面前。那些图景里阳光太灿烂，
你不由得眯上眼睛，笑了起来，像
个孩子一样。假若你是沙地人，可
能泪就落下来了，猝不及防。假若
你不是沙地人，也可能落下泪，因
为你也想念自己的家乡了。

通过讲述沙地方言，作者将沙
地的精气神儿娓娓道来，勾勒出沙

地人务实、勤奋的精神。“不论晚
稻、早稻，晚米、早米，都寄托着
沙地人勤劳致富的过去和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论是早米，或是
晚米都是好东西。怎么写不重要，
重要的，首先你得是一粒米，慢慢
生长的一粒米，一粒有用的米。”

方言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
是 同 一 地 域 内 生 活 的 人 的 “ 暗
语”，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讲起来
生动、传神。同样是对话，讲方言
有酣畅淋漓的亲密感，换成普通话
就显得客气、官方，礼貌而疏离。

方言是亟待保护的一种文化现
象。钱金利的这本书，不仅是对沙
地方言的整理和推广，还给未来的
人们留下沙地方言的印记，这件事
的意义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深远。

“李商隐是谁？竟然抄袭我偶像写的《夜雨寄北》。”不久
前，一微博网友发文怒斥李商隐抄袭，引来网友围观。得知
李商隐正是原作者后，该网友再发声明，称自己不知李商隐
这位“冷门诗人”。

李商隐冷门吗？同为唐代诗人，他不仅和杜牧并称“小
李杜”，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还与温庭筠合称“温
李”，在晚唐将渐颓的唐诗推向又一高峰。千百年来，人们传
诵着李商隐的诗作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
雨涨秋池”“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类似情况并不鲜见。有人点评新版 《红楼梦》 片尾曲
“现代感太强，不古风，词作者多补习几年语文吧”，殊不知
词作者正是曹雪芹。还有人指责古装剧 《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 主题曲歌词“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全靠堆
砌辞藻，矫情而不知所云——很明显，此人没背过李清照的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苏东坡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谱
曲后成为经典，被网友“夸奖”：这首歌词写得不错啊，可以
和林夕、方文山比肩了。

近年来，一些年轻人开始崇尚古风，喜爱穿汉服、欣赏
古风音乐、收藏古风工艺品，甚至形成小圈子。这当然是好
事，表明他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遗憾的是，不少人的“传统文化知识”源自网文和影视剧，
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却不知其真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正如一篇公众号文章所说，“现代青年不识李商隐，不仅仅是不
认识这个人，更进一步是不认识李商隐代表着的一个文化符
号，不认识我们瑰丽的诗词历史。”故此，殷切希望喜欢古风韵
致的年轻人多读书，以补学识、常识之不足。只有由表及里、追
根溯源，才能深入了解其文化内涵，才是真正的热爱。盲从追
捧，只能是“叶公好龙”。

也希望研究古典文化的专
家、学者们能够“沉下去”，编
写一些高质量的普及性著作，
帮助年轻人更好地关注和理解
传 统 文 化 本 身 ， 而 非 追 逐 潮
流，满足于自身浅层次的趣味
爱好。

逝去的光影逝去的光影
流淌的方言流淌的方言

□ 王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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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古风韵致 忌叶公好龙
□ 何勇海

·读者之声·

为国之重器树碑立传

喜 阅 成 都
□ 彭志强 文/图

·一城一品·

毛边书局·桃蹊书院举办的第十八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生动活泼

新华文轩西南书城外景

☜ 方所 （成都店）

宽巷子的见山书局宽巷子的见山书局

本报电（黄小菲） 在2020年第八届
上海国际童书展期间，开卷公司常务副
总裁杨雷发布了中国少儿图书零售市场
趋势。即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2020 前三季度整体市场负增长，少儿市
场 依 然 实 现 了 正 增 长 ，同 比 上 升 了
0.64%，适合亲子阅读的启蒙类、互动类
和科普类图书增幅较为明显。2020年前
三季度少儿零售榜单中，本土上榜 74 个
品种，引进版作品占据榜单26个席位。

近20年来，少儿图书市场规模呈现
持续上升的态势，2016年少儿图书首超
社科类图书，2020年 1-9月码洋比重上
升至 28.27%。近 5 年，少儿文学呈下降

趋势，少儿科普和低幼启蒙类增幅超过
2 个百分点，除有关于人体、动物、科学
外，还有关于新冠病毒、人工智能以及文
化方面的图书。此外，一些成人大众畅
销图书少儿版也进入榜单，如《流浪地
球》漫画版、《苏东坡传（青少插图版）》。

少儿图书市场疫情下正向增长少儿图书市场疫情下正向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