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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购书和电子图书风行的大背景下，奉化区的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却从20余年前的一家10
平方米的弄堂小书店，发展到目前拥有两家直营连锁卖场，经营面积 2200多平方米，能提供图书及
办公用品、音像制品、数码产品、体育用品等10大类8万余种文化产品的复合型文化商城。

三味书店为浙江省第二批成长型文化企业和甬交所挂牌的文化企业，在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
网发起的打造“中国名书店”视频专题节目中，三味书店是宁波市受推荐的唯一的民营书店。徜徉
其中，能感受到它别有一番独到的味道。

以“最美”的姿态呈现

2013年，三味书店发展遇到了“弯道”：因城市改造，从城区交通要道南山路搬迁到了桥东
岸路。虽然经营面积增加了，但由于所处位置相对偏僻，人流明显减少，经营效益出现滑坡。

早已不满足于开一家书店的总经理卓科慧这时反倒静下心来，把这当成了实现“打造最
美书店”梦想的契机。通过向书界朋友咨询，他把国内著名室内设计师陈卫新请到奉化。陈
卫新经过实地调研及和本地文化人士交流，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和时尚元素的设计方案。就
这样，以图书为主业，集办公、音乐、讲座、展览等功能于一体的新三味书店在奉化江东岸
亮相了。最吸引人的当属一楼通向二楼的楼梯墙面，匠心独具地被布置成精致的民国风情
展示墙。挂在上面的奉化老照片中，有当年的 《新奉化》 杂志，有 《奉化县政周刊》，有契
约文书，有地标性老建筑、老门牌，也有人物合影，让人忍不住慢下脚步，回味岁月的流
逝。

精心打造的新三味书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重新焕发活力，成为宁波民营书店中
唯一的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越”。

2018 年 1 月，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与三味书店联办的“学者之
家”，在三味书局成立。三味书局是三味书店投资 800多万元在旅游热地溪口创办的一家
特色连锁店。书局定位于彰显地域和民国文化特色，一楼设民国文化区域，配置了大量
反映民国政治、文化、社会状况及民国人物、事件的书籍。书局还着手搜集留存在民间
的民国书刊，待条件成熟时，三味书局将进一步兼具民国时期藏书博物馆功能；二楼辟
有展览室，专门陈列民国时期珍贵史料、文物；四楼雅致的接待空间“养正堂”和屋顶
花园，是专家学者和书友会客、交流的好去处。

近年来，包括三联书店总编辑翟德芳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作家来到三味书店
和三味书局，他们一致赞叹：在国内难得见到如此漂亮、精致的书店。

以贴心的服务为魂

三味书店一直走在为读者提供贴心服务的路上。
在日常经营中，三味书店实行无理由退货，甚至在有人将书翻得影响再次出售

的情况下，也允许退货。因为书店经营者有这样的理念：“服务首先应建立在信任
的基础上，我们相信读者都是善良的，是可信任的朋友。”

有一年假期，有一批中学生按惯例向书店购买了下学期的教材辅导书。开学
不久，学校也下发了同样的辅导书。书店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不能让学生承受
经济压力，马上通过该校老师通知购书的学生前来退书，这一退就是几百本！
这样的事例，自然让读者增加了好感和信任。

三味书店里的每一本书，都经过精心挑选，书店把庸俗书、盗版书等视为
“垃圾”，坚决杜绝。书店也曾经有过一次教训：有一年，随着电视剧《雍正王

朝》 的热播，同名小说成为畅销书。店里进了一批书商推销的 《雍正王朝》。
后有读者反映此书疑似盗版，书店查证后，立即把未售完的书全部下架，并
在店外张贴告示通知已购该书的读者前来退货。日积月累，在青少年读者和
家长们的心目中，三味书店就成了“放心书店”和“良心书店”。

三味书店还突破店堂的局限，把服务的触角伸向社会。如推出了“三味
书香·品阅人生”公益流动图书馆项目，流动图书馆车一次次前往偏远地
区的中小学、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部队营区，开展图书借阅服务。自
2013年以来，流动图书馆已为20余万人次提供上门免费借阅服务。书店还
为奉化 3所民工子弟学校捐建了 3个图书室，累计向贫困学校及学生捐书
款10多万元，捐书2.5万余册。

以文化传播为己任

“……驻足田埂 原谅露水打湿童年裤腿/它没有再次干燥的机会/
或斜成一竿翠竹 让白霜放心开放……”2016年10月的霜降节气，一
场以奉化诗人高鹏程、原杰两人之姓缀连而成的“高原之歌”专场诗
歌朗诵会拉开帷幕。

从 2013年 10月起，三味书店和奉化区作协联合组织的“三味文
学之友”沙龙每月都会在书店的三味讲堂举行，“高原之歌”诗歌朗
诵会就是其中的一期。除了当地文学创作骨干和文学爱好者切磋交
流之外，雷平阳、荣荣、谢志强等一批国内著名诗人、作家先后走
进三味讲堂，或办讲座，或参与讨论。“三味文学之友”沙龙已成
为奉化文化活动的一个品牌。

书店设立的三味讲堂，不仅容纳了小众化的文学沙龙，更是
多样化的文化殿堂，讲座内容涉及文化艺术、社科等广泛领域，
主讲者多为本地文化界人士，很接地气。除此之外，还经常从外
地邀请名家来书店讲座，大大开阔了读者的眼界。而一些出版
社组织的作家巡回讲座和签售活动也喜欢把三味书店作为他们
行程中的一站。据不完全统计，书店已累计举办各种讲座和文
化公益活动100多场。

从服务公共文化到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三味书店体
现了可贵的文化自觉。2013 年起，书店发起设立“三味文
学奖”，旨在激发本土作者积极投入文学创作。2014 年书店
尝试策划出品了一本推介溪口独特地域文化的 《溪口三
味》，开宁波民营书店出品书籍之先河。近日，书店策划
的展示奉化全域游风情的长篇主题散文 《乡关处处》 已交
付出版社。

卓科慧笑着说：以此种方式向阅读和文化致敬，也是
实体书店存在的意义吧。

以自己的方式向阅读致敬
——探求“三味书店”的生存之道

三味书局的民国主题特色馆三味书局的民国主题特色馆 （（邬宏尉邬宏尉 摄摄））

流动图书馆走进建筑工地流动图书馆走进建筑工地 （（李红儿李红儿 摄摄））

““三味文学之友三味文学之友””沙龙沙龙 （（林杰荣林杰荣 摄摄））

甬上杨氏清防阁

宁波是一座有着爱书、读书基因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宋朝
至民国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藏书楼有100余家，建于清光绪年
间的清防阁即是其中之一。

清防阁第一任主人杨臣勋 （1864 年—1912 年），精于诗书，
且酷爱收藏古籍碑帖。因屡试不第，一生以诗书自娱，过着

“雅爱 西结草庐，不闻不见故人疏”的生活。平时热衷收集
古文献，自谓“寝馈文章功绝少，营求华屋愿终虚”，“珍重石
章供玩赏，丛残碑帖费求搜”。他花了大量功夫，持之以恒地求
索 ， 觅 得 不 少 珍 贵 碑 帖 ， 其 中 有 孙 星 衍 、 邢 澍 撰 ， 清 阮 元 编
录，清嘉庆七年 （1802 年） 刻本 《寰宇访碑录》 十二卷；清光绪
十六年 （1890 年） 浙江书局刻本 《两浙金石志》 十八卷；《二铭
书屋碑目》 等五卷；有关金石论述著作 《校碑随笔》《曲阜碑碣
考》等。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杨臣勋购置宁波西门外郎官巷 71 号老
宅。郎官巷旧名郎官第，素以深宅大院众多而闻名。杨臣勋把古籍文物
和字画碑帖从“爱吾庐”迁来后珍藏于老宅后进中堂楼上，名曰“清防
阁”。后长子杨容林承父遗书，又续有所增，曾购得张岱年二铭书屋藏碑
拓本，进一步充实了清防阁所藏。在宁波藏书界，清防阁以碑帖收藏独
树一帜，颇具特色。

据杨容林长子的二女儿杨宜芳介绍，老宅朝东，有前后两进，五间两
弄，楼上楼下，两进之间有明堂和明轩两厢房。在前进房外，有花园和晒
场。后来又造了一幢新屋。

除了藏书家身份，杨容林还是甬上著名实业家，早年攻习经济，志于振
兴民族工业，曾任宁波通利源油厂经理16年、董事数十年。宁波通利源油厂
为宁波早期地方工业“三支半烟囱”之一。他还入股甬江畔的遂昌煤球厂，
与人合办酱园，任太和酱园经理多年。

杨容林兴趣广泛，兴办实业之外，热衷披览古籍、访求文献，特别喜欢收
藏碑帖，而且精于鉴别，即使到了晚年也每天看书。杨容林次子的小女儿杨振
芳说：“我爷爷每天早上读书，还教育小孩子要读书。除了大姑姑比较早嫁了
人，8个孩子中7个是大学本科毕业，有上海交大、复旦、圣约翰大学等著名高
校，大夏大学算是差的了。”在杨振芳的记忆里，杨容林喜欢读书好的孩子，二
女儿杨绮云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二姑姑文化程度高，还曾在天一阁帮忙抄
书，指导工作人员修补古籍。”

移书别藏终归天一

1944年，杨家经历了一场劫难。当时，日本人要杨容林的通利源油厂开工，杨
容林不肯，跑到上海中法大厦开了个办事处。那年夏天，有两个带枪的人进入郎官
巷老宅，割断电话线并将杨容林的弟弟杨纯邻绑架，从附近的河边乘小船带走，留下
话说要巨额赎金，不然就撕票。为了凑足赎金，杨容林只得变卖房产和珍贵拓片，从
此杨家慢慢败落。

“其实先卖的是郎官巷的新屋，钱不够，又卖拓片，再借了些钱，把杨纯邻赎
回。”据杨振芳回忆，为了还借款以及扩大酱园生产，最终把老宅也卖了。“爷爷爱书如
命，即便在这种境况下，宁可卖房也不卖书。”

随着郎官巷新屋和老宅的变卖，杨家只能租房居住。起初，杨容林住在宝奎巷以及
塔影巷，塔影巷是甬上另一藏书楼蜗寄庐之所在。1948年，杨容林夫妇和二女儿杨绮云
搬到中营巷44号，即今天一街5号，清防阁古籍、碑帖拓本安置在厢房二楼。清防阁藏书
在此一放就是30年，直至1979年捐赠给天一阁。因而有人将天一街5号当成清防阁的第二
个藏书楼。

1979年，杨容林三子杨祖白遵照父亲嘱告，把“文革”中转移的古籍 415部、字画 25
件和碑帖 1000 余通全部捐献给天一阁。杨祖白在 《杨氏清防阁捐赠图书文物启》 中说道：
“‘文革’遽起，藏书遭劫，幸赖天一阁领导多方奔走，设法救护，卒以保全。先严深感典
籍文物为祖国文物之精粹，公藏优于私藏，又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之不易真理，多次表示，愿
将藏品悉数捐赠天一阁，冀得妥善之归宿……”

天一阁博物馆工作人员说，正是因为藏书家有着“百川归海”的捐赠热情，将天一阁的
收藏事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新高峰。他们造福桑梓、报效乡里的盛举，是宁波历史文化得以传
承弘扬、文博事业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2008年，天一阁举办了甬籍藏书家“孙家溎、杨
容林、张季言捐赠文物精品展”，旨在让广大市民共享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不忘前人这种慷慨
无私的胸怀、卓有远见的胆识和化私为公的壮举。

对清防阁藏书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清防阁藏书以清刻为主，有善本十余种，其中明万历二
十四年刻本《和萧集》为海内孤本，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影响较大。清防阁藏书印有

“清防阁”朱文长方印、“鄞清防阁杨氏珍藏”朱文长方印、“四明杨臣勋字文焦珍藏”朱文方印、
“杨道宽印”白文方印、“道宽”朱文方印等。2010年，天一阁博物馆整理编写的 《清防阁·蜗寄
庐·樵斋藏书目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故地重游寻觅童年印记

数日前，清防阁杨容林的后人杨宜芳、杨振芳以及李鹏 （杨宜芳之子） 因重修家谱之需前往天一
阁查阅资料，查得时间晚了，超出了闭馆时间，于是，三人在天一阁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经由小道离
开。在路过天一街 5号庭院时，莫名的熟悉感与亲切感让杨振芳猛然回忆起这就是她小时候居住过的
地方。

“这个楼梯我印象最深，小时候有一次大人们忙着干活没工夫管我，我肚子饿，就一个人坐在这楼
梯口哭。”杨振芳回忆道。在姨妈的提醒下，李鹏也隐隐约约回忆起了一些往事，“这个院子我有印象，
那个角落以前种了一片含羞草，大人们忙祭祀的时候，就让我一个人蹲在那里玩耍。”杨家后人追忆往事
感慨万千，“清防阁的藏书从郎官巷老宅迁移到天一街5号，就一直放在厢房的二楼，每年夏天我们全家
人会在天井晒书，盖藏书章。”

数十年世事变迁，故居仍在，门口的枫杨愈见茂盛浓密。他们没想到，当年的居住藏书处与天一阁竟
只有一墙之隔，清防阁藏书终归天一阁大概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杨宜芳说：“如今想来，当时爷爷选择搬到与天一阁一墙之隔的中营巷居住，也许就是希望能离天一阁
近一些，方便藏书人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李鹏说，关于藏书捐献，杨家的后人有共识，那就是古籍放在天一阁是最好的归宿，“更能发挥文献价
值，更能有效地传承、保管和利用。天一阁已经成为游客必到之处，它不仅仅是一座藏书楼，更像是一部传
承中华文化薪火的‘奇书’，在记录历史进程的同时，惠泽一代又一代后世子孙。”

历经 450 多年风雨
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
最早的藏书楼，也是世
界三大家族图书馆之
一，现藏各类古籍近30
万卷，其中珍椠善本 8
万余卷。其实，天一阁
早已超越了范氏家族的
界域，而是百川归海、
兼容并蓄，集甬上各大
藏书家收藏之大成，凝
聚为浙东文化和四明学
术藏书族群的成果结
晶。

天一阁千晋斋《百
川归海——藏书家捐赠
与天一阁藏书发展》陈
列中，和冯贞群、朱赞
卿以及张季言、孙家溎
等藏书家一起赫然列于
墙上的，还有杨容林。

杨容林 （1892 年-
1971年），鄞县人，继
承其父杨臣勋藏书，续
有增益，逾数万卷，藏
书处名清防阁。1979年
10月，其家属将藏书捐
赠天一阁。

那么，清防阁是怎
样的一个藏书楼？它的
主人又有哪些故事？和
天一阁渊源几许？清防
阁后人近日讲述了阁、
书与人的故事。

清
防
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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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阁

陈 青 王伊婧/文
周建平/摄

清防阁一景清防阁一景

清防阁主人杨容林清防阁主人杨容林
先生像先生像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人们在天一阁参观清防阁捐赠图书文物展人们在天一阁参观清防阁捐赠图书文物展

《《清防阁清防阁··蜗寄庐蜗寄庐··樵斋藏书目录樵斋藏书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