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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由宁波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执笔

书市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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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子弟江湖客》
作者：余光中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本书是余光中先生的散文集，收入
了他十余篇的散文作品，记载了作者对
人生的感悟。这些文章内容涉及作者
生活的方方面面，分为都市感悟、自然
随笔、往昔忆旧、文艺杂谈等几个部分，
分别围绕相对突出的主题展开叙述。

《郑板桥二十讲》
作者：陈 岗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本书是作者电视讲座的合集，同时
又是作者创作编导电视连续剧《郑板
桥》的艺术总结，以二十讲的形式展示
了郑板桥的成长之路、为官之道以及他
所创造的辉煌艺术成就。

《细读论语》
作者：毕宝魁
出版社：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本书结合现代社会的问题，对《论
语》逐条进行了细读，以通俗简练的语
言叙述了博大精深的内涵，为读者提供
了与理想抱负、领导管理、个人修养有
关的《论语》中的内容。

《香港方物志》
作者：叶灵凤/著 余婉霖/绘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7年9月

本书描写香港的山川风土和草木
虫鱼，作者把香港的鸟兽虫鱼和若干掌
故风俗，以自然科学和民俗学的全新视角
记录下来，知识、情趣、文笔都在不大的篇
章里传达自如，因此读起来亲切宜人。

书人书事

白发读书人
□潘玉毅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和画面，总
能让人不由自主地为它叫好，譬如燕双飞、蝶
双栖、中秋月圆、生死相依……但对于一个喜
爱读书的人来说，再没有比看到其他人埋头读
书的画面更能打动他的了。

周末下了一整日的雨，把我出去闲逛的心
情给弄没了，翻了几页书之后，我便躺在床上
看起了手机。偶然点开张林忠老师的微信，看
到他贴在朋友圈里的几张照片和一段文字，不
由得被深深地吸引了。照片上是几本杂志和
两封书信，而文字的内容则是关于这两封信与
一个酷爱读书的老阿婆之间的故事。

老阿婆算是林忠老师的邻居，住在小区五
号楼西侧的一个车库里。老阿婆的老伴可能
不在了，子女应该也不在膝下。以前，林忠老
师从她门前经过的时候，经常看到她独自一个
人坐在车库前的椅子上，看着小区里人来人
往，眼睛里总是透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仿佛
是对年老迟暮、时光流逝的无奈和感伤。

天气晴好的时候，老阿婆则会专心侍弄自
己种在门前的花盆和绿化带中的花花草草。
当寒风袭来，所有花草行将谢去的时候，阿婆
会把大红的塑料花插满所有花盆，让朔风如刀
的寒冬还有某种春意。林忠老师每次经过的
时候，都不忘同老阿婆打个招呼；有一次还曾
向她借过锄头，阿婆以为是同好，事后非得送
他一盆花。自打工作原因调到椒江以后，林忠
老师不常回三门，自然也就很少见到阿婆了。
前几日回家取东西，竟在信箱里看到了老阿婆
写的一封信，林忠老师颇感意外。打开时，但
见信上写着——

书主人：
我到过你家两次，均未相遇。对不起，未

经你同意，就偷看了你的书（因为有一次投递
员找不到信箱，把书放在箱顶上了——书其实
是杂志，编者注）。我就是住五栋三O四的种
花老太婆，头发虽然白了，但爱看书的毛病还
是改不掉。如果你同意的话请把书借我一段
时间，看后归还，如果不同意我回头自己订阅
吧。见字请联系。

落款字迹有点模糊，不知写的是“邵菲菲”
还是“邹菲菲”。

看着老阿婆的留言，同是爱书之人的林忠
老师心里头有许多的感触，对于阿婆这点卑微
的请求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而且他还从书房里
找出来二十几册旧杂志打算一并送给她。除
此之外，他给老阿婆回了一封信，以表达一个
后生晚辈对一个白发读书人的敬意。信的内
容如下——

邵阿婆大鉴：
留言收悉。由于本人平时在海门上班，较

少回三门，而内人又不经常查看信箱，今日返
回三门家里，才得以见阿婆之留言，十分抱歉。

我亦是喜爱读书之人，杂志是妇联作为奖
品免费赠给小女的。闻知您老喜欢看书，故而
又在家中寻了几本往期杂志，一并送给您。若
尚有其它书籍喜欢看的，不妨说与我知，我亦
可嘱内人为您购买。

又：以前阿婆曾赠我一株花，在此表示感
谢。

张林忠即日书
这样的留言与回复，比古人的诗酒唱酬来

得更加动人。
林忠老师是一个书家，古拙的隶书配以质

朴真诚的话语，将对老阿婆这个爱书同道的敬
意透过纸张、手机屏印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
里。

《说苑》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与老阿婆的读
书行为可以互为印证——晋平公问于师旷曰：

“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
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
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
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
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平公曰：“善哉！”

是啊，如师旷所言，读书不分年龄，什么时
候开始都不嫌晚。若是按清人涨潮在《幽梦
影》里的说法，老年人读书较少年和中年人更
有优势——“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
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
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当然，就算阅
历再丰富，说老年人的理解一定比少年和中年
人深刻倒也不见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
人若是待到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了还放不下对
书的热爱，他对书的爱定是真爱。

世上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和画面，但没有一
种风景比得上满头白发的老人戴着老花眼镜
全神贯注地看书看报纸的场景，这样的姿态比
春风更妩媚，比冬阳更温暖。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