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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威·人物

“放在家里没人读，不如发挥点作用”

七旬老太捐千册藏书惠后生
文/片 本报记者 鞠平 本报通讯员 王元强

老伴生前爱书如命，妻子非常支持

丈夫，宁肯在其他事上节省点，也要满足

丈夫这一爱好。40多年了，屋子虽然还是

那样简陋，却是满室书香。今年3月份，丈

夫去世，临终前叮嘱老伴要让书发挥作

用。9月14日，70岁的李阿姨将千余册图

书捐出。

老人身旁书橱内是给儿子留下的书。

15日下午，在烟台市支农里社区
一栋居民楼里，70岁的李阿姨抱着导

盲犬“金虎”为记者打开了房门。自从9

月14日，那些40多年收藏下来的书籍

被带走，那些曾搁满、堆满、挤满书的

书架被送人，在李阿姨眼里，屋子空了

很多。没有书相伴，李阿姨有点失落，

不过她一点都不后悔。她笑着说：“那

些书放在家里睡大觉，不如发挥点作

用。”

坐在卧室的沙发上，李阿姨谈起

了当年买书的难处，“那时候我们俩每

个人的工资就30来块钱，还要养3个

孩子、供孩子上学，买书就是靠平日里

一点点地省，最贵的一套20多，差点花

去一个月的工资。”提起当年那些难

处，李阿姨脸上溢开了笑容。也许，那

段最艰苦的回忆已经磨练成了岁月里

的甜蜜。

“钱都买书了，日子怎么过，您不

反对吗？”面对记者的疑问，李阿姨笑

笑，很平淡地说：“我支持，老头就好

书，省一点一样过。”李阿姨感慨地说，

那时候虽然钱不多，可是日子过得开

心，孩子们吵吵闹闹，还有一大屋书可

以看。舍不得买肉，就花两三分钱买斤

小杂鱼，打打牙祭。

一个月挣30块钱，20元钱拿去买书

今年3月份，老伴刘福海老人不幸

去世，临终前，老伴对李阿姨说，儿子

喜欢的书给他留点，剩下的书怎么处

置他都高兴，别留在家里了，让那些书

发挥点作用吧。

老伴去世后，远在深圳的儿子要
接李阿姨去住，可是李阿姨不同意，她

要待在老屋替老伴守着这些书。“有很

多人来借书看，那些不珍惜书的我就

不答应，要是我不在这里看着，很多书

就被借丢了。”李阿姨对记者说，她也

想去儿子那儿，但老伴一辈子看书、好

书、藏书，才收藏了这些书，她不能让

这些书被人糟蹋了，要让这些书发挥

作用。

了解母亲的想法后，李阿姨的儿

子经过多方联系，决定将父亲的藏书

捐给烟台的福利机构。9月14日，李阿

姨将藏书收好打包，随后这些书被送

走。李阿姨的邻居说，光她看见就运了
6趟，都是大大的编织袋，前四趟是满

满的，两个人都抬不动。

李阿姨告诉记者，捐了千余册，具

体多少她没数过，只给儿子留了一小

书橱，剩下的都捐了。听说是送给了社

会福利院，不管给谁，只要有人需要并

爱护这些书，她就放心了。

儿子牵线，藏书送给福利机构

书虽然被送走了，可是李阿姨对

那些书的感情却一点没减少，坐在沙

发上，她给记者讲起了这些书的故

事，哪本最贵、哪本最老、哪本老伴喜
欢、哪本儿子喜爱。听李阿姨讲这些

书的故事，更像听她在说自己老朋友
的故事。

李阿姨告诉记者，她家的藏书大

多都是老书，最早的一本书似乎是

1967年印刷的，历经40多年的收藏，

其中有不少算得上精品。看着李阿姨

简陋的屋子，记者不禁疑惑老人为什

么不将这些书卖掉呢？

听了记者的提问，李阿姨高声

说，这些书是她的无价宝，不能卖。不

过书放在家里只能睡大觉，要想让书

发挥作用，最好捐给需要的人。本来

李阿姨是想把书送给希望小学或者

贫困地区的孩子，可是没找到合适的

渠道，后来听从儿子的安排捐给了烟
台。

现在李阿姨正在收拾准备去深

圳的儿子家安度晚年，40多年来与

老伴一起看书、爱书、藏书是她最珍
贵的记忆，而那些有幸读到这些藏书

的人们，希望你们也能像李阿姨夫妇

一样珍爱这些书籍。

书是无价宝，也不能放在家里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