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足迹迹深深深深

6 2012年6月16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郑胤13656767610（657610）/版式设计：吴超/文字校对：李超 吴晓玲!"#$

□倪志福

倪氏是个古老的姓氏，源于上古黄帝、颛
顼之后，是当今较常见的姓氏，分布较广，约占
全国汉族人口的0.14%，居第111位。

三门倪氏世居山东青州，唐代为避藩镇之
乱而南迁福建南安，再迁温州。南宋末年，有太
学生倪稠，生三子，出生于世禄之家，书香之
族，深得家传，擅长经国治世之策。长子倪卓，

字廷立，生于宋嘉泰乙丑年（1205），登宋端
平二年（1235）吴叔吉榜进士，任

内史纂修，升礼部尚书，封
少保加太保；次子倪廉，

字廷洁,登淳佑甲辰
（1244）徐尧夫榜进

士，任淮平守，为人
刚明果断，正直
不阿，皇上非常
欣赏他的才能，
提拔为咸阳节
度使，升太保
加太傅；三子
倪普，字廷遍，
登宋渊微榜进
士，除建宁守，
提拔为广南节

度使，加朝列大夫，升同签书枢密院事。
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兵长驱

直入，进攻温州，太守方洪开城降元。倪卓兄弟
身为宋臣，效忠宋室，面对山河破碎，不愿屈膝
降元，眼看大宋江山就要被元兵铁骑踏碎，自
己独力难支，只好泛舟航海至台州宁海南乡，
见此地依山傍海，自然条件优越，认为“此地可
安可站”。便决定在此安顿下来，从此客居三门
湾畔，寄食狮山之麓，以图东山再起，报效朝
廷。三门湾畔自此便多了两个村庄，倪卓居晏
站（今海游镇晏农、晏渔村）；倪廉居南停（今
沙柳镇南亭村）。而倪普居南岙（今沙柳镇姚家
村南岙，后子孙迁往椒江）。倪氏季昆遂为三门
倪氏始祖，至今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

晏站、南停倪氏从第十八世开始按辈分
排行。名行：启宏延祚，锡绍克昌，忠君治国，
邦家之光；字行：用卿上辅，道学逢时，尔维允
若，嘉盛可思。目前已传至三十世，族众五千
多人。

在诸多倪氏后人中，高僧觉慧是不得不说
的传奇人物。觉慧法师从小就度入法门、虔诚

拜佛，此后移居天台山华顶寺附近的觉岸茅
蓬，面壁苦修。到 1960年，又迁居天台高明
寺，继续精进修行。作为古寺，文革中，高明被
毁，觉慧也被逼还俗。改革开放后，觉慧重回
高明寺，四处奔波化缘，再建废寺，最终重塑
辉煌。

同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三门倪氏族
人劈山整地，围塘造田，过着农忙则耕作，农
闲即牧海的渔耕生活。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优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倪氏祖祖辈辈靠海
为生，从小舢板到远洋机帆船，从赶小海到近
海养殖，从五、六十年代的大黄鱼丰收到后来
的“晏站虾虮鲜又细”，印证了“有囡嫁晏站，
鲜鱼鲜虾当饭”的俗语。

蛏子、泥蛤、对虾、青蟹、梭子蟹等海产品
鼓起了倪姓人的腰包，也创造了倪氏子孙的
幸福生活。而2003年正式动工建设的晏站涂
围垦工程于 2008年 7月顺利完工，围涂面积
共1.9万余亩，是我县迄今为止围垦面积和投
资额最大的水利建设重点项目。倪氏后人将
依托于滨海新城，迈向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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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光图书馆，一个小型图书馆，面积只有180平方米，藏书容量也不大，只有5000余册……却是浙江省首个纯民间性

质的公益图书馆，立人乡村图书馆第十二分馆。由一群热情的小镇青年发起，在一群淳朴友善的乡亲支持下，力图打造成

三门的文化交流中心，把本地青少年培养为具有现代理念和世界眼光的新一代公民。

———走进立光图书馆

一
6月 13日下午的太阳，并不特别灼人，驶

入喧嚣的文化路，穿过育才小区对面的铁门，
迈上几个台阶，立光图书馆全景便展现面前。
此时，心一下子就安静沉淀了，不管规模多大
的图书馆，都会让爱阅读的人心情舒畅。

将近 200平方米的空间里，一个简易的
咨询台、办公室，中央放两排书桌，两边则是
三排书架，墙角搁着两套沙发，几位学生正端
坐着看书，沉醉于书的海洋中。疏疏朗朗的，
完全不同于公立图书馆的充实逼仄。

图书馆馆长丁书奇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还不到 25岁，帅气而不失纯真，却已有两年
的图书馆管理经验。来自甘肃，是这个民间图
书馆的专职义工，具体负责图书馆日常事务。

他告诉记者，“立光”是三门籍著名学者、
书法家章一山的字，图书馆依托立人乡村图
书馆，为纯粹的民间公益机构，旨在以图书为
载体，以教育为内容，推广国民阅读，提升本
地精神文化生活。

而图书馆最早发起人是我县三位热心青
年章瑾、杨小山、麻俊。章瑾于去年冬天筹划
此事，在实地考察立人乡村图书馆黄侃分馆
后，决定在老家建立一个纯粹民间性质的公
益图书馆，由立人提供品牌支持和人力培训，
确保立光图书馆的运营水平和人力水平，当
地热心人士参与，从而为本土青少年提供一
个全新的阅读环境。此后，在一群同样热衷公
益事业的三门青年支持下，今年 1月份开始
筹建，4月份完工，5月份进入试运行。

一个图书馆能否具有吸引力，关键在于
它的藏书。书的品质，决定着图书馆的品质。
记者了解到，在馆藏的5000余册书籍中，4200
多册由心平基金会捐赠，它构成该馆图书的
核心部分，全部由国内知名学者推荐遴选。主
要偏重于一种人文阅读和具有广泛阅读价值
的书籍。

丁书奇同样透露，除了核心书目外，图书
馆还将陆续建立立光读书会、电影欣赏、访问
学者、作文比赛、夏 /冬令营、义工小组等活
动，通过这些活动为本地青少年的精神成长
创造机会，也为本地自主教育和开放教育寻
找可能，为普遍的精神危机探索 出路。

二
支撑立光图书馆发展的背后动力，正是

慢慢崛起的民间公益力量。
丁书奇表示，在图书馆里，每一处都可看

到捐赠的痕迹，每一样物品都藏着一份浓浓
的爱心：

图书馆原是当地一家企业的厂房，租金
年收入达十余万，免费提供给图书馆使用。

1月 2日，福建好事达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20个书柜，6张书桌和80把椅子。

1月 12日至 18日，图书馆收到三笔大额
捐赠，每笔金额为5000元。

1月 30日，图书馆收到第一笔海外现金
捐赠，金额为855美元。

3月中旬，图书馆收到两笔价值 5000元
的书籍。

4月 5日，收到中国亚达科技集团捐赠的
家具用品，总价值近两万元。

共有 60名以上的热心人士，捐赠了超过
1000本的书籍，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捐赠的书
籍。而为图书馆捐赠实物或义务劳动的人数
更是超过200名。

……
在捐赠人群中，既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也有社会普通市民，既有当地热心青年，
也有海外人士……

更值得欣喜的是，图书馆如今能进入正
式运行，除立人乡村图书馆提供书籍和人力
资源外，更多得益于本土民间公益人士的参
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民间图书馆
发展的每个足迹中，都有当地民间公益力量
的身影，而这个人群还在不断扩散中。

在丁书奇看来，图书馆筹建运作过程，是
三门民间力量的一种集体亮相，是当地公益

力量逐步壮大的过程。
而这个民间公益机构的支撑，也迅速蔓

延到本土青少年学生。今年5月20日，立光图
书馆首支小义工服务队成立，来自城关各校
的 23名学生成为首批队员，担负起内勤、宣
传、网络等工作，如今这个群体已超过30人。

同样，这种民间力量，也离不开自五湖
四海的“立光之友”的支持，单单是 5月份，
就有倪凡乐、赵鹏、姚江凤、郗秀萍等四位短
期义工在图书馆服务，协助处理图书馆各项
事务。这样的短期义工，也会在今后源源不
断涌入。据了解，今年，立光图书馆将举办夏
令营活动，会有超过 20名的短期义工参与
进来。

民间力量的薪火相传，表明图书馆正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这正是图书馆开展各
类活动的原始动力。

三
即使作为纯粹的民间公益机构，提供的

是一份免费的精神午餐，立光图书馆在被民
众逐渐接纳同时，也面临着质疑声。从筹建到
运转，这种声音从未消失过。

“起初，很多人怀疑，在三门，这种理想主
义性质的公益活动能撑多久，甚至我们理事

会内部，也有所顾虑，会不会只是‘一个人在战
斗’，图书馆最终沦为图书仓库。”图书馆总执
行杨小山如是说,。

但从目前运作来看，对于这种全新模式的
民间图书馆，社会显示出极大包容性。县委统
战部、县教育局、文广新局都给予很大支持，作
为主体受众的各学校，也显示出很好的接纳
性。丁书奇就透露，在去城关学校宣讲图书馆
理念时，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均表示欢迎，并
给予了不错支持。

最明显的是图书馆理事人员的壮大，并日
渐精细化。理事会作为处理图书馆日常事务
的志愿者团体，全部为义务付出。从最初寥寥
数名的发起人，逐步壮大为 10多人，分外宣、
筹资、平面设计、财会等多个工种。

同样，到这阅读借书的读者越来越多，尽
管只是试运营，每天仍有超过 20名读者到这
看书学习，其中办理借阅证的读者已超过 40
名。在丁书奇看来，随着读书馆正式开馆，夏
令营等各项活动推出，喜欢图书馆的人会越
来越多。

虽然前景可人，但不容忽视的是，图书馆
也面临诸多问题。章瑾就表示，“立光”是打算
在本地长期存在，不是三五年，而是三五十
年，就需要一支专业技能强、有引导力的队
伍，能给青少年提供多元化、健康的讲座和知
识，这仅仅依赖于眼下的团队还不足够，希望
能有更多的热心人士加入进来，为孩子们献
上一份爱心。

更多的质疑声，则来自于民众对图书馆资
金的来源和使用的不信任。

杨小山告诉记者，图书馆所有资金来源
都是社会捐赠，如何运用好这笔资金，直接关
系着图书馆存亡和发展，其中，透明是关键。
对此，所有资金均有专职出纳和会计负责，财
务收支全部在网站上公布，并且在博客上持
续公布运营情况，凡超过 1000元的支出，均
由理事会全体讨论后决定，从而实现从财务
到业务的高度透明化。

明天，在三门这座海滨小城，这个具有高
度创新性的民间公益图书馆将正式开馆，而它
面临的挑战才真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