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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档案馆新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周文娟）历

时一个多月，搬迁图书资料近6000册，纸质实体
档案近3万卷、2万余件，荣誉、实物档案若干
件。昨天，海曙区档案馆新馆正式投入使用。

海曙区档案馆于五月中旬正式启动搬迁工
作。为确保搬迁过程中档案安全，海曙区档案局
反复细化搬迁方案，在档案出库交接、档案卸货
监管、档案搬运监管及押车安排等每一项具体搬
迁任务上，对全局人员进行了细致分工，以确保
搬迁过程中档案的不乱、不少、不损、不污。

海曙区档案馆旧馆位于灵桥路229号，馆内
库房面积仅150平方米，馆容饱和。搬迁后的海
曙区档案馆位于解放北路86号，由地下一层和
地上六层组成，设有展厅、查阅室、档案库房、智
能化机房等功能区块，总面积达12100多平方
米。其中库房面积1200平方米，能容纳档案50
万卷。新馆一楼的查档服务分设电子阅档区、公
开信息查阅区和开放目录查阅区，查阅者可以根
据需求选择或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自助查阅。

“新馆的硬件、软件有了大幅提升，这既能让
我们的档案工作开展得更加规范，也能让有查阅
需求的老百姓享受到更为温馨、便捷的服务。”海
曙区档案局（馆）长陈蕾表示。

那么多书！记者昨天走进王应兴的家，
真的看到了一座“书山”！客厅、房间，楼上、
楼下，都是略显凌乱的书。一共有多少书？
王应兴的回答简单粗暴——“10多吨总有
的”。这其中，他最爱的是近1000种辞书，这
也许和他初中没毕业的学历有关。他初二就
辍学了，但如今好多文化人包括大学教授都
到他家来淘书。

卖连环画赚到第一桶金

1976年出生的王应兴是奉化人，初二那
年他辍学来宁波市区打工。在一家建筑工地

“搬砖”一段时间后，他才明白打工之辛苦。“这
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王应兴开始找书
看。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的语文成绩不错。

当时，他打工的建筑工地旁有一个废品
收购站，常常有一些老旧连环画、过期杂志
等。想看书的王应兴一有空就给废品站老板
帮忙、干活，作为回报，对方送给他一些连环
画。就这样，王应兴的连环画越积越多，建筑
工地的宿舍里放不下了怎么办？

上世纪90年代，宁波和义路的夜市很兴
旺，王应兴就去夜市摆摊卖连环画。没想到，生
意蛮好的。仔细一算，打工赚来的钱还没有卖
小人书赚来的钱多。于是，王应兴决定不打工
了，去卖书！

卖连环画赚到了一些钱，“这可以说是我
的第一桶金”，王应兴说。有了本钱后，他开
始去各个废品站收书再卖书。渐渐地，他的
进货渠道越拓越宽，包括去全市大大小小的
图书馆收购过期书籍，去各个书店、出版社收
购库存书等。工厂倒闭了，单位搬迁了，他常
常把那些被丢弃的图书、资料等整体打包买
下来，再从中整理出有价值的“宝贝”。如今，
他还常常去安徽、江西等地收书。

单位搬迁时能淘到很多书

“像人丰布厂、和丰纱厂、海洋渔业公司
等单位重组、搬家的时候，我都收购了很多
书，这些单位原先有内部图书室。有家单位
搬家的时候，我还在一大堆废品中发现了宁
波画家何业琦的一幅大型人物画，按目前的
行情来算，这画值好几万块钱呢；在有家单位
的废品中，我发现了一大袋上世纪50年代，
也就是新中国刚成立时的鄞县邱隘一些村庄
的村民土地房产所有证……”说到淘宝经历，
王应兴的话匣子就打开了。2016年宁波行
政区划调整的时候，王应兴一次就从一家原
江东区的单位买来了2吨多的图书，有些书
是崭新的，连包装薄膜都没拆掉。

“废品”收来后，王应兴会进行筛选和取
舍。“你的筛选标准是什么呢？”记者问。“总体

上，我的藏书很杂。在筛选的时候，我主要看
出版社，像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的都是好书，都有收藏
价值。这么多年和书打交道，我现在只要瞄
一眼就知道这本书好不好。”王应兴说。

王应兴家的房子是顶楼加阁楼，除了厨
房和卫生间，各个房间、厅室都是书。自己家
里放不下，他还在外面租了间房子用来放
书。除了那些常见的文学作品，在王应兴家
的书山里，还有线装书等古籍、地方文献等文
史资料、行业工具书等，由此也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文化人来他家淘宝、找资料，包括宁波大
学的老师、宁波出版社的编辑、宁波地方文化
研究者等，像宁大教授张如安就对几张清朝
的地契很感兴趣。

很想办一个“辞典博物馆”

每天跟书打交道，王应兴懂的东西越来
越多。比如，以前由于书画知识一片空白，在
整理收购来的“废品”时，绘画作品因为觉得
好看就留下，书法作品因为不懂都扔掉了，但
现在他对凌近仁、何业琦等宁波书画家的作
品能说得头头是道。他还学会了修古籍，有
时候收购来的线装书有书页破了，他会自己
修补好，“我看过书画装裱方面的书，其实修
古籍和装裱是差不多的”。

也许是学历不高的缘故，很多知识常常
需要借助字典，因此王应兴对辞书情有独
钟。在他庞杂的藏书中，专门有个区域放着
他整理出来的约1000种辞书。其中有一部
分是甚为罕见的民国时期的辞书，如一套六
册的《增广诗韵全璧》和《新字典》；民国36年
出版的《辞海》合订本（全一册）；民国38年由
世界书局印行的《英汉（辨义 文法 作文
求解）四用辞典》，其多张扉页上各有蔡元培、
梅贻琦、黎照寰、张伯苓等教育名家的题字。
还有一部分是行业辞典，如《房地产业辞典》
《体育词典》《中国美术字大典》《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大辞典》等。此外，还有像《吃货辞典》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辞典》《古今人物别名索
引》《浙江古今地名词典》《中外文学名著精彩
议论辞典》等有意思的辞典，林林总总，不胜
枚举。

王应兴告诉记者，作为工具书，辞书的阅
读功能不大，又往往因为比较重，容易被收藏
界忽视，事实上，很多辞书的版本价值很高，
特别是一些专业技术类字典，出的数量很少，
但对编纂人的要求特别高，需要兼备行业知
识和文字功底。

“辞书是知识的精华。我愿意把自己的
近千种辞书与大家分享，如果有一个合适的
场所，我很想开一个辞典博物馆。”王应兴
说。 记者 俞素梅 文/摄

《花木兰》出征全国巡演
首站广西南宁告捷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房炜）舞剧
《花木兰》再度出征。6月29日晚上，广西文化
艺术中心的舞台上，硝烟不断，战火燃烧，民族舞
剧《花木兰》的完美演绎沸腾了整个剧场，也开启
了民族舞剧《花木兰》首轮全国的巡演之旅。

传播中华文化精神，歌颂女性忠孝传奇；重
塑巾帼英雄史诗，打造国家艺术精品。民族舞剧
《花木兰》以“孝”“忠”“爱”为主线进行串联，讲述
了一位美丽的少女走向巾帼英雄的旅程，为观者
娓娓道来一个闪耀2000年的中国传奇经典。

今年4月3日-6日，受中央歌剧院新春演出
季的邀请，《花木兰》自2017年5月在国家大剧
院首演之后，再次晋京在保利剧院连演四场；去
年12月4日《花木兰》应邀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为各国嘉宾献演。

本次全国巡演为期一个月，由宁波市演艺集
团歌舞剧院的96名演职员共同完成，全部按市
场化运作。首站南宁告捷之后，剧组连夜拆台，
第二天一大早就奔赴四川，开启第二站的旅程，
从7月3日开始，剧组将在资中苌弘大剧院、泸
州酒城大剧院等地连演5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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