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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如果没有‘普文明’这三个
字，可能我一辈子都跨不出开实
体书店这一步。”甘赐杰说。甘赐
杰喜欢读书，对书店有一种莫名
的亲近感，每到一座城市，就会
去找书店。他在大学所学专业是
工业设计，课余在书店做兼职，主
要是想浸润在书店氛围里，随时读
喜欢的书。2010 年，甘赐杰大学毕
业时就想开一家书店，但感到条件
不成熟，于是选择先找其他工作谋
生。

2019 年 8 月 17 日，余姚市委、
市政府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阳明
故里”品牌发布会暨“阳明古镇”项
目启动仪式。阳明古镇以旅游和景
区开发为空间载体，依托阳明故
里，挖掘阳明文化，融合文旅、商
业、研学、文创四大功能。得知这个
消息后，甘赐杰想，有没有可能在
阳明古镇开一家书店？经打听，阳
明古镇是欢迎书店入驻的。但甘赐
杰还是有些犹豫，“我接触图书销售
这个‘圈子’有点早，和全国中小书
店联盟创始人也是好朋友，看到了
太多‘有情怀的书店’陆续关门。”甘
赐杰明白，这一步一旦跨出去，可能
春光明媚，也可能秋风瑟瑟。

“书店，很需要底蕴。”甘赐
杰说，“如果树立一个全新的品
牌，我没有信心，但‘普文明’
给了我力量。普文明书局是余姚
的老牌书店，普文明的接力棒，
我愿意接续和传递。”这个念头，
并 非 “ 临 时 起 意 ”。 早 在 2016
年，甘赐杰读到余姚名士姜枝先
的文集，其中说到普文明书局。
甘赐杰对普文明书局充满敬意，
当 年 ， 就 注 册 了 “ 普 文 明 ” 商

标。他思忖，在阳明古镇重新开
办普文明书局，相较开一家寻常
新店，无论从情怀还是从实利衡
量，都更胜一筹。

据史料记载，1909 年，余姚前
清秀才邵循南在其表弟汤震甫协
助下创办了普文明书局，由其堂弟
邵成法打理。门外标识“古今图书，
中外品物”，横额招牌“普文明新学
界之博物馆”，门联每年换写，如

“普博如天，利占大有，文明遍地，
学贯同人”等。1924 年，普文明书
局股东会改组，邵成法之子邵子传
接任经理，聘请姜枝先担任会计。
邵子传与余姚早期的中共党员楼
适夷、郭静唐、杨贤江等有交往，他
们时常在普文明书局相聚。后姜枝
先接任经理。当时，书局另辟橱窗，
专售左翼作家作品，吸引众多读者
阅读、购买。据了解，普文明书局曾
有陈树谷、汪文元、黄左麈三位店
员为革命牺牲。

1941 年 4 月，普文明书局因
时 局 暂 停 营 业 。 1945 年 抗 战 胜
利后，普文明书局试图重开，有
市井同行称普文明书局是红色书
店，不允许再开。姜枝先与老股
东商量，多数主张复业。四明山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同 志 更 是 积 极 鼓
励，希望普文明书局尽快复业，
继续作为地下联络站。于是添资
3600 元复业。四明山革命根据地
的同志经常派人来普文明书局，
联 系 募 集 资 金 、 筹 集 军 粮 等 事
宜，至余姚解放。1956 年，普文
明书局关闭。甘赐杰说：“普文明
书局承载的不仅是古今学问，更
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做好继承与
弘扬，是年轻人的一份责任。”

2020 年 4 月，甘赐杰与负责
阳明古镇商管团队深度对接，先
后做了四五次方案，选址尽量靠
近早先的普文明书局位置。同年
9 月，正式签下合同。甘赐杰心
心念念开办一家书店的愿望终于
实现！当年 10 月 31 日，普文明书
局崭新亮相，书店复原了 20 世纪
30 年代普文明书局的经典陈设，
吸引市民络绎不绝参观、购书。

“余姚喜欢读书的人比原先预想的
要多，第一天的营业额就超过 1
万元。当然我知道，很难每天都
这样。”甘赐杰说，“不过，在普
文明书局相遇许多志同道合、学
问深厚的有缘人，同样是非常难
得的收获。有人说，我开书店始
于书而不止于书，我想是对的。”

运营书店
“普文明”印记提供关键动力

实体书店生存维艰，这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许多原本品牌坚挺、受众广泛的民营书
店，陆续发出求救或撤退信号，例如北京言几又、上海钟书阁、重庆方所书店、南京先锋书
店等，有的是关闭部分门店，有的则全线歇业。《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
1573家书店关门，是2019年闭店数量的3倍多。

然而，就在这样的“逆向风口”，竟然还有人“飞蛾扑火”，试图以实体书店“安身立命”。2020年9月，余姚85后青年甘赐杰在
舜江楼旁、姚江岸上办起了一家店面开阔、似曾相识的书店——“普文明书局”。对于读者而言，这显然是一个福音，茶余饭后有一个“精神补给点”。同时，人们
有顾虑，店主会不会亏“血本”，书店能维持多久？

“我不是富二代，经不起‘烧钱’，我还是想以此谋得物质回报。”甘赐杰坦荡地说，“不过，情怀肯定有。我希望当人们说起‘普文明’，不仅是百年前的‘普
文明’，还是新时代的‘普文明’，我希望它能为大家，包括我自己，带来人生旅途的温暖和成长。”

“我理想中的书店，首先是能
自我生存，其次是能唤醒公众内
心的文化记忆，最后通过书和文
化空间，能让大家找到一种生活
方式，找到自我价值。”在甘赐杰
看来，书店现在最大的运营窍门
是通过文化传递某种生活方式，
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由顾客发
现其中所需的价值。但，在顾客
的价值发现转换为实际的经济反
哺前，店主得苦撑，至少得维持
书店的基本收支平衡。硬件上的
保障、软件上的完善，归根结底
还需要运营人在经营理念、经济
运筹等方面的摸爬滚打，需要有
一颗静得下来的“心”，以便面对
各类文化创意和运营卡口“伺机
而动”，赢得拓展读者群体和提升
市场收益的空间。

2020 年 5 月，余姚井头山遗
址 考 古 发 掘 成 果 新 闻 发 布 会 举
行，距今 8300 年的井头山遗址，
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
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
坐 标 。 冯 骥 才 先 生 获 悉 后 ， 感
叹：“井头山遗址是渔猎文明向农
耕文明的过渡，兼有两种文明的
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和历史意义。”

甘 赐 杰 对 小 学 课 文 《珍 珠
鸟》 印象深刻，知道作者冯骥才
先生对故乡宁波颇为关心。“若
能获得像冯骥才这样的文化大家
的 支 持 ， 开 办 书 店 就 更 有 信 心
了。”当甘赐杰得悉冯先生对井
头山遗址的评价后，决定尝试联
系。

十分幸运，甘赐杰先是联系
上冯骥才先生的儿子冯宽老师，
然后又联系上了冯先生。甘赐杰
向冯先生倾诉了开书店的一些心
声，得到了冯先生的回应。2020
年 底 ， 他 给 冯 先 生 发 了 一 张 照
片，是甘赐杰自己小家庭的“全
家福”：他与妻子、一双儿女，一
家 四 口 站 在 普 文 明 书 局 的 牌 匾
下。表示书店开起来了，对先生
给予的精神支持道谢。信末，甘
赐杰提到那时牌匾的店名还是电
脑字体，感觉缺少了灵魂，如果
可以，想请先生赐字。

当时，冯先生的秘书提示，
冯先生可能不会题字，让甘赐杰
要有心理准备。然而，出乎意料
的是，冯先生同意了。2021 年 4
月，甘赐杰收到冯先生的店名题
字。他大呼太感动了！他说：“开
办普文明书局，我有几个‘精神
支柱’，冯骥才先生是重要的‘一

个支柱’。而在开办后，冯先生能
赠送店名题字，于我真是莫大的
鼓舞和鞭笞。”

令甘赐杰感动的，不仅有像
冯骥才先生那样的大人物，还有
生活于市井街巷的普通市民。其
中，有一位叫刘金炎的老伯伯既
普通又特殊。说普通，他确实并
非 位 高 权 重 或 著 作 等 身 ； 说 特
殊，还真的机缘巧合，他是 1956
年普文明书局的最后一批店员之
一。2020 年普文明书局开业没多
久，刘金炎闲逛阳明古镇，蓦然
抬头看见“普文明书局”招牌，
不免一阵激动。步入店堂询问：

“店老板在哪里？”甘赐杰热情地
迎上，说：“您好，老同志，有什
么需要帮助吗？”刘金炎说：“我
是普文明书局的店员啊。”甘赐杰
愣住，笑着说：“老同志，目前不
招人。”刘金炎更正说：“我曾经
是普文明书局的店员。”甘赐杰又
一次懵住，随即喜出望外，马上
握紧刘金炎的手说：“请，请上
座。”就这样，一位老职员与一位
新店主促膝长谈，惺惺相惜，原
本陌生的两个人，因普文明书局
而成了俗世里难能可贵、温暖彼
此的“忘年交”。

回溯 1956 年，那时刘金炎还
是小青年，在普文明书局开始做

“练习生”，早上开门卸门板，晚
上打烊安门板。刘金炎说，进入
普文明书局需经考试，经理亲自
出考题。刘金炎清楚地记得，他
们得到的考题是“志向”。有的人
写想当医生，有的人写想当科学
家，刘金炎写的是想当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生活平平淡淡，但
在工作岗位上能发出自己的一份
光和热。刘金炎说，在普文明书
局上班，可以随时读书学习，令
他受益匪浅。尽管半个多世纪的
时光悄然流逝了，刘金炎对当年
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在
普文明书局，我得到人生的第一
份工作。现在，普文明书局重新
开业了，我的少年时光仿佛更清
晰了。”

今年 2 月，宁波市商务局牵
头的首批“宁波老字号”评选结
果公布，“普文明书局”榜上有
名。有关人士称：“余姚书香绵
延，千余年不断。以一家书店接
续百余年传承，普文明书局的文
明普及，在过往与当下的不同时
代，涌动着其应有的效能。对于
前人的丰碑，值得推崇；对于后
人的执着，值得鼓励。”

墨宝相赠
冯骥才是巨大的精神支撑

“ 哟 ， 这 里 还 有 我 的 书 。”
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2 日，浙江
卫视 《还有诗和远方·诗画浙江
篇》 节目组在余姚拍摄录制，其
中一个环节，就是著名文化学者
郦波、主持人华少、歌手胡海泉
做客普文明书局。郦波看到书架
上的 《五百年来王阳明》，不由
欣喜地向华少、胡海泉聊起余姚
先贤王阳明，表示阳明故里余姚
的书店于商业与烟火气之间确实
有一份别样的雅致。此后不久的
5 月，该期 《还有诗和远方·诗
画浙江篇》 在浙江卫视播出，更
多的人认识了余姚的普文明书
局，认识了甘赐杰。

电视节目中，甘赐杰上前招
呼三位客人，聊起普文明书局的
前世今生。在店门口遇到正好前
来的刘金炎老人，五人于午后的
阳 光 中 喝 茶 、 谈 心 。 华 少 说 ：

“冒昧问问，你可以不回答，就
是 盈 利 情 况 怎 么 样 ？” 甘 赐 杰
说：“我的孩子就在附近上学，
放学后可以接到书店。从这一层
面上说，书店是我送给孩子的礼
物。”

面对客人的关心，甘赐杰说
得很洒脱。其实，压力一直都
在。“有家人的不解，有亲友的
质疑，书市的现状大家都知道，
他们觉得我这个‘要闯’的年纪
不应该开书店。”甘赐杰说，“我
明白亲友是出于关爱，才希望我
在书店上适可而止，但我清楚自
己在做什么。”事实上，困难确
实不少。有时想多进点书籍，但
考虑到家人“生计”，只能小心
翼翼地卖一本进两本，尽量保
证有新品可供读者挑选。甘赐
杰提及，他有一件事一直瞒着
父 母 ， 就 是 在 开 店 的 前 一 两
年，原本的积蓄可买一套 100 多
平方米的高端小区的新房，但
为了等时机开书店，他选择保
留资金，只买了一套七八十平
方米的实惠的二手房。“对我来
说，最难的还是让家人受了委
屈。”甘赐杰略显自嘲地说，“不
过如果买了新房，可能就没现在
的普文明书局了。”

今年 1 月 12 日，余姚公布首

批 8 个单位为“12 空间仓”，作
为余姚“小而美”公共文化空
间，普文明书局名列其中。甘赐
杰珍惜这样的公益平台，积极主
动张罗小型多样的活动，基本保
持在一周一场。

这些活动，有的是有关部门
找上门的，比如 《传习录》 与现
代修身养性研学行，是由社会组
织余姚市东海城市文化研究院牵
头办的，牵头人看上普文明书局
的地段、环境和格调，而甘赐杰
看中他们的本土选题和研究品
质，一拍即合。参与者有史志
办、文保所、图书馆等专业人
员，也有民警、医生、酒店经理
等各类身份的阳明文化爱好者。
现场还连线在杭州的省社科院
研 究 员 、 知 名 阳 明 学 专 家 钱
明 。 读 原 著 、 聊 史 迹 、 说 故
事 、 谈 体 会 ， 深 奥 的 “ 心 学 ”
在欢声笑语中得到无声润泽。

有的是甘赐杰自主物色引入
的，比如“阿拉把姚剧唱起来”
姚剧分享讲座。姚剧是余姚的戏
曲瑰宝，甘赐杰认为在普文明书
局办姚剧讲座相得益彰。他找到
余姚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甘银宝，希望得到牵
线。甘银宝帮他介绍了姚剧进校
园的市级非遗传承人徐百昂。都
是为了推进本土文化传播，双方
皆大欢喜。徐百昂欣然接受邀
约，从非遗到姚剧概念、历史、
基本唱腔，娓娓道来，又结合自
编的 《小学生唱姚剧》 册子，现
场教学姚剧小调演唱要领，受到
参与者的欢迎⋯⋯

经甘赐杰的努力，史前文
化、梨洲学说、红色文化以及余
姚“非遗”在普文明书局时有亮
相，落脚点则是书籍与阅读。通
过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
文明书局已拥有相对固定的“粉
丝群”。

有关人士感慨：“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峥嵘岁月中的
普文明书局，为革命的成功殚
精竭虑、无私奉献；走在新时
代的普文明书局，应在推动文
化自信自强上有所作为、勉力
前行。”

高朋满座
打造市民身边的文化驿站

百年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书香复满楼书香复满楼

———— 余姚甘赐杰与普文明书局余姚甘赐杰与普文明书局

方其军

1956年普文明书局店员集体
照。后排右二是刘金炎。（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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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波 （右二）、华少 （左一）、胡海泉 （右一） 做客普文明书
局，与甘赐杰 （左二） 聊书市与情怀。 （徐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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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文明书局 （方其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