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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常常会因为共同的爱
好而成为知己。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徐人屏住在
江北三官堂附近的教师向阳院里，周围都是意气风
发的书生。徐人屏因此结识了蔡义江、徐季子、郑
学甫等人。那时，蔡义江关注《红楼梦》里的诗词歌
赋，徐季子研究《红楼梦》里的美学理论，郑学甫喜
欢《红楼梦》里的菜谱。一部《红楼梦》，喜欢它的人
各取所需又相互温暖，以至于多年后，徐人屏回忆
那段时光还感慨万千。

徐人屏现在隔几年要重读一次《红楼梦》，也会
向周围的朋友们讲讲自己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时期读
《红楼梦》的体会。前些日子，他去一位开电脑修理店
的年轻人处聊天，店主的妻子喜欢读小说，一聊就聊
到了他珍藏的《红楼梦》。徐人屏说，有些小说翻翻就
行了，有些小说会让人读一辈子。譬如《红楼梦》，文
体有点儿半文不白，诗词歌赋看不懂就先翻过去，多

看就习惯了，慢慢就会看出味道。不同的年龄阶段
的人会读出不同的感受心得。从宝黛的爱情故事到
美妙文体，从大千世界到芸芸众生相应有尽有。吃
货可以看到美食，女人可以看到服饰打扮，学者可以
研究经济、政治和文化。以此书为师为友，一生享用
不尽。听徐人屏说得天花乱坠，店主的妻子说她还
真没读过原著，要向他借阅，他一口就答应了。第二
天，徐人屏就从鄞州到江北去送书。四册书虽说已
翻旧，却看得出保管得很好；书中夹有字条，是读书的
痕迹。四册书是放在一个新的小包中，他递给店主
的妻子时，店主的妻子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会特特意
意地转坐两路公交车给她送书来。她说她从来没有
读过竖排书，打算用两个月时间细读一遍。

徐人屏说，《红楼梦》是一部好书，现代年轻人
对传统经典接触不多，了解传统文化可从《红楼梦》
开始。

打败时间的不只是苹果
作者：须一瓜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

本书作者采访
了许多普通人，因为
这些人经历丰富并
且特别，有个性的光
芒与魅力。他们每
一位都敞开心扉，自
然地、本能地向作家
呈现了阳光照耀进
他们心房的金色时
刻。他们人生的奇
妙与自身的美好，人心的强烈趋光性，都在
作家深邃、美好的笔致下一一展露。

白乐天的世界
作者：（日）下定雅弘
译者：李寅生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7年5月

作者以日本研
究者的角度介绍了
白居易的诗歌成就，
探讨了白居易充实
丰富的内心世界，引
领读者解读古代中
国知识分子典型的
生存方式;告诉读
者，作为人生的达
人，白居易的世界，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也
会产生许多有益的启迪。

加减春秋
作者：堵 尘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6月

本书是关于生
命的思考、生活的感
悟与灵魂的追问，作
者把自己的认识都
写进了书里。在这
个人人都在做加法
的年代，作者主张要
给心灵做减法，要学
透加减乘除、阅尽春
夏秋冬，希望本书能
给读者朋友们带来一些启迪和反思。

徐人屏，自称从
小就是书迷。2007
年退休以后，有了更
多时间读书，一天的
阅读时间一般在三
个小时以上。他是
鄞州区图书馆的常
客，只要天气不下
雨、没外出旅行，每
天下午三点半，都会
到鄞州区图书馆去
看书。

爱读《红楼梦》的徐人屏 陈爱红 文/摄

徐人屏的家离鄞州区图书馆很近，一般情
况下，他每天下午三点半都会到鄞州区图书馆
去看书。作为图书馆的老读者，徐人屏对图书
馆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每
次他都坐在三楼固定的座位，这个座位临窗，
不仅光线充足而且在看书累了的时候还可以
远眺；与二楼的热水器相比，三楼的热水器里
有凉开水的功能，渴了的时候可以用自带的塑
料杯去盛水；图书馆的网站和微信订阅号里都
有新书推荐，要看图书馆最新的新书，只需到
二楼大厅的三个开放式书架上去取书……他
还养成了一些方便他人的小习惯：把椅子归位
放到桌子下面，把看完的书整齐地放在桌上。
尽管家中也有近千册图书，但徐人屏喜欢图书
馆的氛围更关注图书馆的新书。他兴趣广泛，
喜欢摄影喜欢旅行喜欢文学，他说这辈子读了
很多的书但最爱读的还是《红楼梦》。

父亲的书架是阅读的启蒙

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医生，徐人屏小时候
随处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书籍：家中有父亲的小书
架，设计院的大院里有阅览室，街边弄堂里有租小人
书的书店，学校里有图书室。但是，对徐人屏影响最
大的还是父亲的书架。

徐人屏的父亲一生好学，学养深厚，除了专业外
他对国学有很深的造诣，一张口就能说出“四书五
经”里的某句经典，还能唱一嗓子京剧。父亲的书架
上，除了工程类专业书外还有许多文史类的书。徐
人屏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家是一室两厅的结构，
兄弟三人同居一室，书架就放在他们的房间里。

从读小学开始，书架上的书便成了徐人屏三兄
弟的课外读物。小学三年级时，徐人屏开始看《红楼
梦》，那时看不懂书中的诗词歌赋，他就跳过去只看
大致的故事情节。但是对书中不认识的字，徐人屏
是不会放过的，碰到陌生的字，他总喜欢用《新华字
典》查一查，查到后，把字音和字义用铅笔标注在书

上。慢慢地，认识的字就越来越多了，阅读的能力也
得到了提升。不懂的字就查字典，这个习惯让徐人
屏一生受益。在读大学时，学校举行查字典比赛，给
你50个汉字，让参赛者查找并写下每个汉字在《新
华字典》里的页码。一般来说，查拼音比查部首的速
度要快，徐人屏就是凭借识字多使用查拼音的方法，
最快查完了50个字而夺得了比赛的第一名。现在，
徐人屏家里有近20本字典词典，即使冬天坐在被窝
里读书，碰到不认识的字，他也会一跃而起，走到书
房里去拿来字典查一查。

小时候，追求故事情节的阅读常常让徐人屏忘
了时间。家里到了规定的就寝时间就要关灯，欲罢
不能的他就想出了一个好方法：用一只小碗盛一些
菜油，搓几根棉线做灯芯浸在菜油里点燃就成了一
盏小油灯，等父亲睡着了他就关在房间里读书。油
灯的光不太亮，也不会影响到兄弟的休息。回想起
当年读书的情景，徐人屏说，读书的妙处不可言传。

家里有一本1972年的《红楼梦》

东乡平八郎曾说，“一生俯首拜阳明”。徐人屏
说在小说中，他俯首拜的是《红楼梦》。 大学毕业
后，徐人屏远离了父母，先被分配到石家庄工作，后
又辗转回到了老家宁波，有了温馨的小家庭，妻子是
一名教师。工作之余，他喜欢逛逛书店。1976年的
秋天，他在书店里偶遇了1972年出版的《红楼梦》。
这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一套四本，
浅绿色的封面上写着淡绿色字三个大字：红楼梦。
翻开书，内页是竖排繁体的，由启功注释。

当时徐人屏的月工资约为32元，这套书的价格
为3元7角，算是一笔大开支了，但是他毫不犹豫地
买下了这套书，他喜欢竖版的格式。回到了家后，为
了保护好书，他给它们包了书皮。青年时代重读《红
楼梦》，他注重的是书中的社会百态、风俗人情以及
诗词歌赋的表现手法和潜在意义；他还喜欢潇湘馆

里的斑竹，一度曾想给自己的书斋起个与斑竹有关
的斋名。

随着生活的变迁，徐人屏在宁波搬了三次家，每
次搬家时，都要处理一批书籍，但是这套《红楼梦》一
直是重点保护对象。他不仅自己读它，还鼓励女儿读
它。为了让女儿认真地读《红楼梦》，他还用了点小手
段。在女儿上初中时，他把这套珍爱的书放在书架最
醒目的地方，然后对女儿说：“我们家的书，你都可以
看，但是这套《红楼梦》你就不要看了，你看不懂的。”
女儿的好胜心和好奇心被激发了，偷偷地用一个多月
的时间把这套书看完了，然后自豪地告诉他她能够看
懂而且已经看完了。若干年后，父女俩回忆起这段时
光时，女儿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后会心一笑。做过
《风采》杂志的总编的女儿，偶尔会和父亲谈论《红楼
梦》，还笑称自己现在也算是红学专家了。

以书会友乐意分享

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