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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笔者看到了许多实体
书店在疫情危机时期，寻求拯救、
突围发展的新闻。

我们刚刚经历的这段疫情时
期，不少实体书店面临经营困难，
甚至是雪上加霜。为了化危为机、
危中寻机，一些实体书店开展了
一系列的“花式”营销，有的书店
选择“直播带货”；有的开网络书
店，拓宽销售渠道；有的
打造线上 App，启用微
店；有的请网红作家“直
播带货 ”，拉近线上线
下读者的距离；还有的
上线外卖，让读者同时
拥有书香和饭香。据报
道，山东、北京、上海等
全 国 多 地 的 书 店 纷 纷
与美团、饿了么等外卖
平台合作，开通了外卖
服务……

危 机 中 的 实 体 书
店，该如何生存、该向何
处去？为经营者、业界、
网友和读者所牵挂。但
是，近日“毕淑敏、白岩
松、马未都……众文化
界名人联手振救实体书
店”这样的一则文化新
闻（见 2020 年 4 月 17 日
中国新闻网文化频道），
还是引起了广大网友和
读者的关注。

这则新闻报道说，
由 央 视 名 嘴 白 岩 松 牵
头、同毕淑敏、刘震云、
池莉、严歌苓、单霁翔、
马未都等 30 余位作家、
文化界人士一起联名号
召振救实体书店，他们
发出倡议，“不要让实体
书店永远消失！”“一间
有品质的书店是一座城
市的名片，失去书店的
城市无异于失去灵魂。
作 为 爱 书 人 的 精 神 堡
垒，它们为读者提供的
阅读和互动空间，是重
要而不可替代的。一些
近年来逆势奋起的独立
书店，更成为城市的文
化标签，让步履匆匆、身
心俱疲的都市人得以徜
徉书海，驻足停歇——
它们不该就此与我们告
别。作为内容创造者的
我们，无法置身事外。”
后续的行动是，这些文
化名人将通过形式多样
的线下活动，走到读者
当中去，用实际行动帮
助实体书店重聚人气，
渡过难关，以此来推动
并见证读者与书的久别重逢……

我们知道，相对电商而言，实
体书店的优势原本在于为读者提
供阅读和互动的空间，以及一系
列生活美学、阅读艺术的体验。而
这次疫情却极大地削弱了它们的
线下文化的聚集功能。人们对公
共场所聚集空间感到担忧、恐惧
和排斥，这直接导致了对图书的
消费需求呈现断崖式下降，更别

说读者走进书店参加活动。
据统计，疫情期间，全国各民

营、国营连锁书店的销售额，比去
年同期下降 85%—95%，有些书店
甚至资金流断裂，不得已关门裁
员。

据中宣部印刷发行局调研组
的统计，参与抽样调查的 1021 家
实体书店中，有 926 家暂停营业，

占 比 达 90.7% 。停 业 期
间，许多中小型书店尤
其是民营书店，高额的
店面租金、管理费用和
员工薪酬让停业期间的
书店不堪重负，同时又
产生了图书积压、物流
不畅、库房封库、货款赊
欠等一系列问题。虽有
的逐步恢复营业，但短
期内的经营预期并不乐
观……

这些年来，在媒体
上，我们经常看到文化
界、读书界关注书店生
存状况的报道。在当下
资讯发达、信息爆炸的
时代，书店的发展，遇到
了很多瓶颈和困难，有
的步履维艰，经营困难；
有的出现危机，前途未
卜；有的无法生存，面临
倒闭；有的改头换面，转
型发展……

而这次突如其来的
疫情，使大量的实体书
店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
难和挑战，有经营方面
的、有资金方面的、有读
者阅读方式变化方面、有
图书消费需求方面……
面对特殊时期如此条件
的 复 杂 以 及 生 存 的 艰
难，作为大众文化生活
的一部分，传统书店或
者实体书店，真的是在
面临着一种“哈姆雷特
式拷问”和抉择。为了在
这个特殊的时期生存下
去，必须在经营方式的
转变、寻求政策和资金
的支持、在营销上主动
出击、贴近读者的阅读
方式和阅读需求、探寻
多 种 阅 读 推 广 推 介 方
式等方面，进行文化和
生存的“突围”，寻找新
的 途 径 ，寻 找 新 的 天
地。

书店与城市、阅读
与城市，有着不可分割
的文化的、精神的、气质
的联系，书店是城市的

“精神绿地”，是人和城
市的“灵魂栖息地”，这已越发成
为人们的共识。所以，这次文化界
众多文化名人联手呼吁“振救实
体书店”，让我们看到了实体书店
面临的危机已刻不容缓，但我们
也相信，在危机中实体书店更存
在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契机。

“振救实体书店”，众多文化
名人在行动，我们每一位读者该
怎样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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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的 肛 门 很
小，它拉屎时又显
得很吝啬，肛门刚
一 伸 张 拉 出 一 点
屎，马上又收缩回
去，所以闽南人经
常把吝啬鬼说成是

“ 鸡 尻 川 ”（鸡 屁
股）。由于鸡身上储
存着热量，拉出的
这么一小点鸡屎落
地后，常会冒出一
点热气。所以闽南
人经常用“鸡屎落
地也有三分气”这
句俗语，用于诘问
和激励一些没有志
气的人：“鸡屎落地
也有三分气，你怎
么比刚落地的鸡屎
还不如，连一点志
气都没有？”

人贵在立志，
人无志不立。人若
有志，必然在胸中
存 有 一 种 奋 发 向
上、不甘人后之豪
气，一种攻坚克难、
敢于进取之勇气，
一种勤学苦练、学
在必得之锐气。有
志气者与无志气者
的区别是：有志气
者如皮球，圆滚滚的腹中有
气，压力越大蹦跳得越高，在
整个世界团团转；无志气者如

“麻糍”（糯米团），腹中没气又
黏糊糊的，压力越大越向下沉
沦，最后被压成一张薄饼还提

不起来。在中国的
历史上，穷而有志、
卑贱而有志者不胜
枚举。以武将而论，
西汉抗击匈奴名将
卫青、霍去病都出
身卑微。卫青是个
私生子，自小备受
歧视，被迫放羊，终
年不得温饱。霍去
病的祖母和母亲都
是官家奴婢，社会
地位十分低贱。但
他们两人“鸡屎落
地也有三分气”，自
小勤学苦练，精通
刀枪剑戟、拳击骑
射等十八般武艺，
终于依靠自己的努
力建功立业而名垂
青史。以文官而论，
北宋官员吕蒙正、
范 仲 淹 都 出 身 贫
寒。吕蒙正少时食
不果腹求僧饭，衣
不蔽体住寒窑；范
仲淹两岁丧父母亲
改嫁，求学时一天
仅吃两顿粥。他们
也是靠着“鸡屎落
地也有三分气”，奋
发有为，终于成为
一代名相。

但话又说回来，“鸡屎落
地也有三分气”是用于励志
向上，并非用来鼓励莽夫胡
为。如果因双方闹矛盾借用

“三分气”而大动干戈，那可
千万使不得！

龙国禄，字廉孺，广西桂平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任海澄知县。“铁
骨冰心”是其继任余应桂对他的赞语。

铮铮铁骨显为官风骨

对上，龙国禄敢于硬着脖子和强取豪夺对着干；对下，龙国禄能够挺起腰
杆对违法乱纪说不。海澄是明代漳州府的属县之一，月港是当时全国唯一可
以到东西洋贸易的合法港口，“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航海贸易所得的
厚利让不法之徒垂涎三尺，富庶的月港自然难逃当时督理福建税务的税监高寀
的魔掌。他对于外出贸易的商船，课税尤重。面对这个炙手可热的“钦差大臣”，
龙国禄毫不畏惧，和他分庭抗礼，不卑不亢。每次高寀到海澄县来，都坐着八人
抬的轿子，前呼后拥，好不威风。龙国禄就下令将县城里的栅门改得又低又窄，
使高寀的轿子不便于转动，大大挫伤了高寀的锐气。龙国禄还严令部下，不得听
高寀使唤，并缉拿那些为高寀卖命的不法之徒，让高寀在海澄县没有帮凶。高寀
曾派手下到海澄面见龙国禄，其人狗仗人势，气焰十分嚣张，龙国禄当庭下令打
了他一顿。海澄老百姓闻讯都拍手称快。对于那些欺压良善的豪强和玩弄文字、
曲解法律的刀笔之吏，一旦犯法，龙国禄处理起来干净利落，毫不手软，“朝发
而夕逮治之”。

一片冰心藏清廉慈爱

海澄的“肥水”没有流进龙国禄的腰包，乾隆版《海澄县志》称他“近脂膏而
不自润”。下车伊始，他不给任何人钻空子的机会，谢绝一切常例。他在县署内
东偏建一书房，室中惟图书数卷而已，自名“如水斋”，以此明志；他给县衙头门
上谯楼的“太清钟”写的铭记中提到希望能“孳孳为善”，以此“奠千百载之波
澄”。其心可鉴，然其作为更值得为人称道。海澄百姓历来好斗多讼，事无巨细
经常诉诸公堂。为改变这一恶习，每次接案后，如果不是紧急重大的案件，龙国
禄就故意拖延时间才开始审讯，让原被告在等待中消耗斗心。双方往往不等到
开庭就感到后悔，于是就撤诉了。后来果然“讼日稀少”了。当时海澄建县仅 30
多年，由于历史原因，海澄县禾平庄的田赋要交到邻近的龙溪县，管理不便且
有胥吏从中舞弊，百姓苦不堪言。龙国禄得知后极力向上陈情，最终庄赋归澄，
百姓免受盘剥之苦。类似还有另一件事：因距离海澄县相对较近，当时仍归属
漳浦县的镇海卫（清雍正十二年才划归海澄县管辖）所需的粮草等军需物资都
是向海澄县民征收的，无形中加重了海澄县百姓的负担，龙国禄向上级报告，
积弊终于在之后得到解决，只是当时他已离任多年了。

两大项目寓宽容胸怀

随月港开放进来的不只有来自南洋和西方的白银，也有外来的文化和不
同的信仰。难能可贵的是龙国禄对于不同信仰的包容态度，这从他任内的两个
建设项目中可以管窥一二。县城东郊原来有座东岳祠，龙国禄见其“栋宇渐圮，
规制狭隘”，于是带头捐资，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进行扩建，更名“寿春
宫”，为祝釐（祭神祈福）行春之所，前殿后寝，规制宏壮，并自为之记。建成之
后，海澄民众又有了一个好去处，每年正月初二，此处热闹非凡。而由于月港对
外贸易兴隆，人员交流频繁，“澄民习夷，十家有七”，历史上曾有不少回族人在
漳州定居，龙国禄就在月港港口修建了一座清真阁——这可是漳州志书上唯
一记载的清真寺，给那些不同信仰的人有一个朝拜之所——可惜天启七年毁
于郑芝龙之手。

龙国禄的所作所为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可惜不久他竟然因为“不
善媚故”被调离海澄县。离开那天，海澄的士农工商，全部歇业。父老乡亲，扶老
携幼，紧紧跟在他的后面，依依不舍，“攀辕卧辙数百里”才返回。这个感人泣下
的送别情景被当时的画师绘成了一卷《闽海攀辕图》，遗憾的是图早已不在了，
但幸好还有两个佐证。其一是时任浙江观察副使、龙溪县人郑怀魁写的《闽海
攀辕画记》一文，作者把海澄百姓对龙国禄的怀念比作“周人之思召公、郑人之
爱子产”，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文仍完整保存在乾隆版《海澄县志》中。今天读
来，我们仍可以感受到当年那情深意切的官民鱼水情。

其二是福州乌石山清尘岩的题刻。清尘岩在乌石山石天景区内，位于薛老
峰南坡，原来有座绝尘禅寺。禅寺早已不存，但“清尘岩”三个字大书深刻，宛如
昨日。该石刻就是龙国禄所题。在“清尘岩”三个大字下面，还刻着龙国禄的一
首诗，写的是和送别至此的海澄父老依依惜别的情感：“半壁清虚证果因，白云
深锁自无尘。尤怜聚散孤峰外，鹤影黄花处处新。”题为《秋日登乌石山宿绝尘
禅房与海澄诸子言别》，并注明是“万历辛丑九月望日西粤龙国禄题”。石刻至
今清晰如初，正如其背后的故事一样，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当时海澄人民的心
中。看来，《海澄县志》记载的“攀辕卧辙数百里”所言不虚啊。海澄县距福州数
百里，在当时交通甚为不便的情况下，部分民众却不畏路途遥远艰辛，毅然决
然地百里相送，可见龙国禄在海澄百姓心中地位之高。

斯人虽已去，美谈传至今。龙国禄坚持正义、不畏强权，清正廉洁、一心为
民的故事至今仍令人怦然心动。尽管当时海澄百姓为他建的生祠早已成为
废墟，祀奉他的漳州名宦祠也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幸好还有乌石山上
的题刻，将龙国禄的历史功绩和亲民、爱民之心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天
空，与山河共在，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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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家欧阳修，在政治上
负有盛名，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
使、参知政事，他还是历史上著名的
文学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并称

“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毕生勤
奋治学，官居高位还珍惜分分秒秒
研读不辍，故有“三上”“三多”之典
故，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
在的湖北随州长大。其幼年家贫无
资，寡母郑氏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
阳修读书写字。在母亲的教育下，欧
阳修从小懂事知礼，勤奋苦读，终于
事有所成，于景祐元年（1034 年）入
朝为官，成为深得民心的大臣。虽位
居高位，公务繁多，欧阳修仍在忙
碌之中，充分利用“三上”等点滴时
间，潜心读书，笔耕不息。欧阳修在

《归田录》卷二中说：“余平生所作
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
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欧阳
修的“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
从此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典范。

欧阳修在古典文史上文思超
群，名篇不断，断然离不开“三上”。
政事缠身的欧阳修，不放过每一个
马上、枕上、厕上的细碎光阴，将旅途
中的马背上、睡前和如厕的点滴时
光，都一点点收集起来，用在了读书治学上，
故欧阳修在《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二首》
中有诗句：“一生勤苦书千卷”。穿越时空，走
进历史，欧阳修的“三上”典故和历史名家的
文坛风范，又隔空撞撞而来，久唱不衰，经典
而传神。

欧阳修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不
仅有“三上”，还有“三多”。

“为文有三多，看多、证多、商
量多也。”欧阳修对自己为文这样
经典解说。“三多”，即多看书，认
真学习别人的写作经验；多练习
写作，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多与
别人商量，多借鉴别人的长处，
力争让文章达到完美境界。欧阳
修酷爱读书，在万卷书中汲取知
识和学问，还多写多练，形成多
动脑勤动手的好习惯。多向他人
请教，多和朋友切磋商讨，也是
欧阳修的治学之法。

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是
欧阳修的经典名篇。这篇叙事即
景散文，区区四百余字，便将滁
州山林游赏之乐趣描写得淋漓
尽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
水之间也”更成为千古名句，在
后世百姓中口口相传。但《醉翁
亭记》并非信手写来，遂成佳作，
而是欧阳修经过反复思考和广泛
采纳别人的建议，方有历史名篇
精琢而成。这便是欧阳修治学的

“三多”之一，即“商量多”。
当时《醉翁亭记》初稿完成

后，欧阳修亲手抄写了很多份，吩
咐手下张贴于人群密集处，供过
路人阅读品评。然后欧阳修根据
众人反馈的意见，多次反复修改。
如初稿中，欧阳修开篇用了几十
个字，来描写滁州山景，但修改之

后，只留“环滁皆山也”仅仅五个字。这样开
篇开门见山，更为简练凝神。

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开创了历史
上的一代文风，一生留下《醉翁亭记》《秋声
赋》《卖油翁》等许多经典名篇。他以“三上”

“三多”，简练概括了自己的治学态度和创
作心经，在历史文坛的大花园里，绽放了一
支最美的花朵，醒目而绚烂。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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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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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
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
一粒铜豌豆

莫听穿林打叶声

海纳百川

庄伟才篆刻欣赏庄伟才篆刻欣赏庄伟才篆刻欣赏

清《海澄县志》龙国禄小传

龙国禄为海澄县城题写的观海龙国禄为海澄县城题写的观海
门牌匾门牌匾，，现存于海澄天后宫现存于海澄天后宫。。

乌石山龙国禄题刻乌石山龙国禄题刻

清清《《海澄县志海澄县志》》记载的龙国禄与高记载的龙国禄与高
寀斗争寀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