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镇上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镇上店>>

13位ISBN编号：9787224094473

10位ISBN编号：7224094471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建秋

页数：1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镇上店>>

前言

　　几年以前，《扬子晚报》把《小镇上店》一文给登了出来，老家的同学看到后，给我来电话，很
感慨地赞扬了一番，说“文字写得很真实，很亲切，看了就像回到了当年一样”云云，这让我非常感
动。
不经意间，我觉得做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其实我知道，并非我的文章本身有多感人，而是因为我还记得这个渐渐消逝在现代化洪流中的江南小
镇。
　　此后，我又陆续写了一些关于过去、关于老家的文字，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没太在意。
我天生乐于活在过去，年岁渐渐大了，更是常常想起老家，想起老家的往事，想起老家往事中的点点
滴滴：炊烟，夕阳，鸡鸣，狗吠⋯⋯虽然所有这些都不再存活在我眼前，但却鲜活地存活在我的心中
。
我不知道这是人之常情，还是我的秉性使然。
　　有部小说叫《有了快感你就喊》，这名字够快活自在的。
但我想，人到底不同于动物，有时就是有了快感也不一定可以喊。
我所从事的是监狱管理工作。
监狱是行刑的地方，特殊而神秘，严肃而认真，有时甚至不免压抑。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有了快感轻易是喊不得的。
不过“喊叫”并不是人类唯一的表达方式，我们还可以用文字表达。
文字无声，可有时比喊叫更有力量。
几年来，每有余暇，我的心便不由自主地回到江南老家，徜徉在似梦非梦般的往昔岁月中流连忘返，
借助文字将我的快感与惬意表达出来，一来二去，手头上积聚了10多篇关于老家往事的小散文。
去年底，老同学为农先生把我的文章推荐给了《武进日报》。
副总编葛长青先生阅后觉得不错，很快和我联系，说武进人写武进事，一直是他们的办报宗旨，想在
《武进日报》的副刊给我开一个专栏。
于是，从2010年1月起，《武进日报》的“阳湖”副刊给我开了一个“记忆·老家”的专栏，把尚未发
表的9篇文章刊登了出来。
　　开专栏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干脆出本集子。
这几年包括回忆江南老家在内的散文，新写的有20多篇，其中有回忆老师的，如《油布雨伞》、《知
之为知之》；有纪念战友的，如《擦肩而过的眼神》；有写服刑人员的，如《生存之美》、《平等有
时就这么简单》；有写监狱历史的，如《感受百年南京监狱》；有随笔，如《学会感动》、《从方正
之士说起》等等，再从过去发表的文章中精选出10多篇，一共38篇，基本够一本集子的容量。
主题就以记忆为主。
人是记忆的动物，因为有了记忆，我们对这个世界便多了几分怀念与梦想、留恋与期待。
而对老家的记忆，一如山间汩汩流淌的清泉，更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永难枯竭的情怀，所以书名就取《
小镇上店——我记忆中的江南老家》。
　　收藏家兼书法家孔祥东先生是个热心人，知道我有出书的想法后很是支持，帮我联系了陕西人民
出版社。
出版社的李向晨先生、关谊编辑则为我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花费了很多心血。
书名、图片、装帧设计、排版等等，都考虑得十分周到，终于使这本小册子得以顺利付梓出版。
书法家朱永灵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行者赵宇欣女士给我提供了部分精彩照片。
同时，还有诸多好友、同事也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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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镇上店：我记忆中的江南老家》收集了作者回忆江南老家的散文，新写的有20多篇，其中有
回忆老师的，如《油布雨伞》、《知之为知之》；有纪念战友的，如《擦肩而过的眼神》；有写服刑
人员的，如《生存之美》、《平等有时就这么简单》；有写监狱历史的，如《感受百年南京监狱》；
有随笔，如《学会感动》、《从方正之士说起》等等，再从过去发表的文章中精选出10多篇，一共38
篇。
主题就以记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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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建秋，男，江苏武进人，1962年立秋生。
法律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书画家联谊会理事，江苏省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现任江苏省南京监狱副监狱长（正处级），三级警监警衔。
出版专著、论文、文学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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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镇上店　　离开上店的时间是越来越远了，关于小镇的信息也早已变得依稀甚而渺茫，即使回
到家乡，回到在小镇一起上过学的同学中间，也无人提起。
上店就像一个保姆、一个奶妈，虽然哺育了我们，但我们却早已把她忘了。
　　上店实在是一个极普通的江南小镇。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把小镇一南一北一分为二。
小河清澈见低，舒缓地向东流去，与常州东门外的京杭大运河相接，成为小镇与外界连接的水上通道
。
一座石拱桥，把一分为二的小镇又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桥南是一条宽不过三、五米，长不过百把米的小街。
街面上有中药店、剃头店、南北杂货店、小吃铺、老茶馆、豆腐坊等等。
桥北是以恽姓为主的小镇住户，加起来大概也就百多户人家。
小镇人家大多沿河而居，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青瓦粉墙掩映在绿树丛中，平和而安详，一派与世无
争的样子。
只有清早，热闹的早市打破了小镇一夜的宁静，老茶客的问候，小商贩的吆喝，主妇们的嬉笑声、洗
衣声，和着扯篷船上老梢公的桨声，一路远去⋯⋯　　上店离我家有3里路的光景。
印象中我在很小的时候，骑在老阿爹的肩膀上常到小镇来。
那时，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因为最小，也算一个宝贝疙瘩，每天清早，老阿爹
总是早早地把我喊起，“走，去吃豆腐花。
”于是，我牵着老阿爹的手，踏着清晨的露水，爷孙俩晃晃悠悠，走在薄雾蒙蒙的田野上，走上一段
，我就缠着爬到老阿爹的肩膀上。
到了镇上，照例花两分钱，盛上一碗刚刚出锅的嫩豆腐花，撒一点虾米和蒜叶，倒一点酱油，美美地
喝下。
到九、十点钟，爷俩再晃晃悠悠回来。
这几乎成为每天的惯例，直至我上学。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就到小镇上的上店中学上学去了。
学校在小镇的最北面，坐南朝北。
校门外是一座大操场，校门两侧各是一排半新的平房，大约有一、二十间。
往里走，便是始终让我有一种神秘感的穿堂式建筑，庭院深深，回廊幽幽，特别是老师办公室旁的小
天井，老藤缠墙，竹影婆娑，还有一棵婀娜摇曳的痒痒树，颇有几分沧桑。
至今想来，这宅院大概是小镇上哪一家恽姓大户人家的所在了，或许就是300多年前就名播四方的恽南
田老人的居所。
　　上店中学不大，但在那时还是小有名气的。
据说在“文革”前学校的教学质量就不错，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年就有好几名学生考上了大学，这
在当时是颇为了得的事。
尔后的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数十名考生从那条古老的小街走出来，走向远方，走向未来⋯⋯　　也许
是小镇比较偏僻，也许是学校的规模较小，若干年后，学校的高中给撤了，又过了若干年，这里成了
职业中学，再后来听说学校停办了。
母校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穹庐旧事恨飘零，地老天荒酒未醒；公子翻看新乐府，他时筵席断肠听”。
小镇远去了，母校远去了，一切都已远去，而我，还能回到从前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镇上店>>

编辑推荐

　　人是记忆的动物，因为有了记忆，我们对这个世界便多了几分怀念与梦想、留恋与期待。
而对老家的记忆，一如山间汩汩流淌的清泉，更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永难枯竭的情怀。
《小镇上店：我记忆中的江南老家》收录的就是作者回忆江南老家的散文，共计38篇。
分三辑编排：记忆·老家，记忆·心灵和记忆·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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