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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华家客厅的桌上，放着厚
厚一摞杂志《古镇慈城》。为了这本
册子，他耗费了半生心血。

2004年12月，他开始接手《古
镇慈城》，以志愿者身份担任刊物的
专职责编时，内心深处是把它当作
文化的“急救箱”：“如果没人记录，
这些历史就真的消失了。”

他还记得刚担任专职责编时，有
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特地从上海
赶到慈城来“面试”他。一番促膝长
谈，老先生认定眼前这个年轻人能胜
任这份工作，回去便力促友人供稿。

时隔20余年，来自慈城游子的
信任与嘱托是钱文华编好每一期杂
志的动力。

2006年 12月起，他义务担任
主编兼责编。近20年里，他利用业
余时间，组稿、编辑、定稿。至今《古
镇慈城》总计出版78期，文章总数
已有1000多篇、超450万字，照片
1000余张。

每一期杂志都凝结着他深夜伏
案考据的时光，记载着他抢救文化
遗产的不懈努力。为核实一则民国

商铺轶事，他走访十余位老街坊；为
弄清一座古桥的建造年代，他翻遍
图书馆的地方志。

“我就是想把和慈城有关的一
切事情讲给更多人听。”钱文华随手
翻开一本杂志，指着封二的图片说，
能刊登在这里的图片大多有着百年
历史，是珍贵的影像资料，“有不少是
旧照所有人特地找到我，让我登出来
的。只有登出来，才不会失传。”

在他看来，对慈城的研究不仅
是追溯过往，更是为今人搭建连接
传统的桥梁。这种理念在抱珠楼重
启时得到完美呼应——当冯骥才先
生发出“天下读书爱书人共建共享
藏书楼”的倡议时，钱文华忙碌于史
料整理的身影，恰是对“文化传承需
要人人参与”的最好诠释。

当很多人在工作中抱怨“意义
何在”时，钱文华早已将个人事业与
更大的文化使命相连。他用行动证
明，即便是平凡的岗位，只要注入对
文化根脉的守护之心，就能在时代
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记者 石承承

已近古稀之年的钱文华，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
在文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他发现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商业传

奇——明清时期，由慈城乡贤创办的银楼如繁星散落在北京、天
津、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仅南京一地就有5家之多，“这一现象
值得更透辟的考据”。

在过去40多年里，钱文华的足迹遍布慈城的每座古建筑、每
条街巷。他是慈城历史文献的收藏者、慈城药商文化的挖掘者、慈
城抱珠楼的唤醒者。他主编的《古镇慈城》不仅是游客的“出行指
南”，更化作一封封写给慈城游子的“家书”。

作为一名扎根故土的“镇”守者，钱文华守护的不只是古镇青
瓦白墙的“形”，更是浸润在街巷肌理中的文化之“魂”。

走进慈城符卿第内的药商博物
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不由惊叹：

原来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
广州敬修堂、上海童涵春堂、苏州沐
泰山堂、杭州张同泰堂、宁波冯存仁
堂等赫赫有名的国药号，都是由慈
城人创办和经营的。

回望历史，慈城药商与山西平
遥票号、安徽徽州盐商“并驾齐驱”，
构成中国三大地方商帮。

慈城药商文化重新为世人所熟
悉，离不开钱文华的“半路出家”与

“沉迷其中”。
他原本是个爱写诗的文艺青

年。1982年，《宁波文艺》主编一句
“将创作方向转向乡土诗”的建议，
让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生于斯长于
斯的慈城。

为了写好乡土诗，他开始多方
搜集和慈城有关的资料，意外发现
从来没有人从事过慈城历史系统性
的编纂。

“那时我还在上班，只能利用休
息时间去江北区文物管理所查阅《慈
溪县志》，24本书花了两年才读完。”
书页间的铅字在钱文华脑海中勾勒
出古镇的轮廓，埋下考据的种子。

1988年的一天，钱文华陪广州
的姚先生回慈城探亲。姚先生无意

中聊起年少时在上海药行学生意的
经历：“当时上海和周边许多城市做
药材生意的，都是我们慈城人。”

钱文华被“慈城药商遍天下”
的传奇吸引，自此开启求索之路。
在信息检索不发达的年代，他骑着
自行车，穿梭于博物馆、档案馆、旧
书市场，从泛黄的残页与老人模糊
的记忆中拼贴历史。“最初只是觉
得有趣，但深入进去后发现，这些
散落的故事里藏着整个慈城的文
化基因。”

12年光阴流转，由兴趣萌发的
探索逐渐演变为一种近乎痴迷的职
业追求。

2000年，钱文华撰写了宁波第
一篇研究药商的论文《慈城——中
国国药业的摇篮》，将慈城药商及其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济世情怀
重彰于世。

被问及12年坚持的动力，他说
是“绝对的热爱”。

这种热爱，让一个非专业出身
的文艺青年，硬生生把药商研究做
成了专业范本，在“专业对口”“职业
前景”焦虑弥漫的时代，重新定义

“敬业”的内涵：不囿于身份限制，在
接触的领域中主动发现价值，以专
业标准苛求自我。

走进钱文华家，最令人震撼的
是桌子、书架上堆叠如山的慈城文
献。40余年积攒，他已收藏慈城历
史文献1000余件、文化史料数千万
字、各种旧照（图片）2000余张，俨
然一座私人“慈城历史博物馆”。

时至今日，他仍在孜孜不倦从
事史料搜集工作。他会将自己搜集
到的文字资料一点点输入电脑，对
他来说，每敲一个字，都是对文献资
料的一次深度解读与记忆铭刻。

“很多资料残缺，我就把它记在
心里，等到有一天读到相关的文字，
再把它补充完整。”正是海量翔实的
文史基础与严谨不懈的考证，赋予
钱文华“唤醒”抱珠楼的底气。

抱珠楼，由冯骥才高祖从弟冯
本怀于清道光年间创建，鼎盛时藏书
达数万卷，曾与天一阁、五桂楼齐
名。除藏书外，抱珠楼还曾刻印发行
过慈溪县历史上（除县志外）最珍贵
的两部地方文献《溪上诗辑》和《溪上

遗闻集录》。这两部文献见证了冯
氏族人“以商养学”的文化自觉。

为考证抱珠楼的具体位置，钱
文华翻阅《慈溪县城地图》《溪上遗
闻集录》等数十种文献，多次拜访冯
氏后裔，最终在始平路6号发现了
这座百年藏书楼的遗迹。

2018年，在江北区和慈城镇的
积极推进下，抱珠楼复兴计划启
动。2021年10月，抱珠楼的修缮
和建筑工作完成验收，并于2022年
7月重启面世。

抱珠楼的重启背后，深烙着钱
文华难能可贵的“笨功夫”：

当现代技术早已普及扫描存
档，他仍坚持逐字录入；当旁人觉得
古籍考证枯燥乏味，他却在残卷中
读出了文化传承的重量。

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是对所
从事事业的敬畏之心。所谓“专业”，
不过是把简单的事重复做，重复的事
用心做，直到让热爱刻进骨子里。

冯骥才冯骥才（（右右））与钱文华合影与钱文华合影。。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2024年5月，钱文华（左）在慈城老建筑寻访。受访者供图

“简单的事重复做，重复的事用心做”

“将个人使命与更大的文化使命相连”

“非专业而臻专业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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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守者钱文华：

守守““形形””，，更更守守““心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