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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 书 记 趣
○穆纬文（1952电机）

自从1997年彻底退休以后，就爱上

了淘书。成都的旧书市场原来有好几处，

比较分散。经过几年的合并、淘汰，现在基

本上全部集中到杜甫草堂附近的文物书画

古玩市场。每星期三、日上午为赶集日。

尤其是星期日，各方书贩及淘书族纷至沓

来，市场人声鼎沸，好一派热闹景象。

我的淘书目标主要是文史资料、集

邮文献和有关清华的出版物。几年下来，

还真淘到几册稀见的清华出版物，其过程

还颇有点传奇色彩。

淘书有窍门：一是要去得早，当书

贩刚摆出时会有些新货色；二是到市场

后，先沿各摊位快步搜索一遍，免得好书

被别人先得。快速扫描之后，再沿各摊逐

行扫描，以免有漏网之鱼。这样快慢结

合，何愁好书不入我囊中。

我订有历年《清华校友通讯》，惟

独缺少1980年的复刊号。过去曾与校友会

多次联系，均未解决，我甚至想复印一本

以求全璧。说来也巧，有一天我沿着书摊

逐行扫描时，突然眼前一亮，一本《清华

校友通讯》复刊号摆在一个不显眼的角

落，灰白色的清华学堂占据了整个封面的

四分之三，多么熟悉的清华校景！这时心

跳加快，但是不露声色，慢慢拿起这本书

翻了又翻，似乎对此书很不了解。接着漫

不经心地问：“老板，这本书怎么卖？”

书老板斜眼看了我一下，“你要就拿两元

钱吧！都是老主顾了。”我二话没说，交

易便成了。看得出来，书老板喜形于色，

而我则是心中窃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现在书橱里《清华

校友通讯》整整齐齐地摆放了60本，一本

也不缺，看起来好赏心悦目！

上世纪60年代初，母校曾派记者到

哈尔滨电机厂了解清华毕业生的工作表

现，并拍摄了一些照片，此后音信全无。

后来我从哈尔滨调到北京，在机械工业部

压缩机械研究所工作。那儿有好几位清华

1965届的毕业生，他们都说早就知道我，

是从《清华大学》画册上认识我的。当时

我立即与母校联系，一直没有下文。此后

不久，发生了十年动乱，当然对获得此本

画册更无指望了。1969年支援三线建设，

我到四川乐山东风电机厂工作，艰苦的生

活，繁重的工作，也就把此事逐渐淡忘了。

可是事隔30多年，我竟然在旧书摊

上淘到这本1964年编印的《清华大学》画

册。当时心情激动，就在画册的扉页上写

下了一段话：30多年前就想得到这本画

册，但始终未能如愿。2000年10月15日星

期天，照例去逛旧书市，竟在一地摊上淘

到。虽说画册有些缺页，但我的那张照片

却完好无损，也算是缘份吧！

更没有想到，过了不到半年，2001

年3月25日，我又淘到一本品相完美、内

页齐全的精装《清华大学》画册。现在我

珍藏着这两本画册，不时还拿出来翻阅把

玩，享受这淘书淘到的乐趣。

以后又陆续淘到《清华大学1911—

1979》、《清华大学1981北京》以及《清

华大学演义》、《老清华的故事》、《永

远的清华园》等有关老清华的文献资料。

淘书、淘书，花费不多，其乐无穷。

荷花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