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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毕生心力在收书、藏书 
 

骆明 
 

本来应该在更早的时侯就应该为六月间离去的陈岳波先生写一点事迹，让他拥有着坚持持

久不歇的为新加坡华文出版的书刊，毫不间断地，一有出版就一定要拥有 1、2 册新出版的书刊。 

 知道他有这种心意、这种意愿，是从他高中毕业以后，出来社会工作就开始的。 

 知道陈岳波是在 1961 年在中正初中毕业，那一年是华校三三制的最后一年。以后的学制

就改成现在的第四二制了。 

 根据后来跟他的书店有了来往，就有了经常的接触。知道他除了看书店、卖书之外，这个

是店员负责人，也是爱书的人，就在坊间有书出版的时候，不是相识的人的赠送，更多的时候，

也跟一般的读者一样地到处买书。由于他的身份问题，有没有同行给于优惠折扣，那就不得而知。

而且知道以他的交情，小小的折扣应该是不是问题的。 

 既然书刊都买了下来，还在乎那 10-20 巴仙的折扣吗？以陈岳波的个性，他是不大会计较

的。这种事我们从来不当面提出来说，那就是大钱都肯花了，那还计较几个小钱。 

 其实在久不久去买一本书，才到书店跑的人，那是小钱。对于常年累月，不计时数，不计

这杂志与书是否是很需要，因为那是用来作为收藏，用来作为资料，就不用计较那一些了。 

 这样的买书与收藏，除了要能舍得花钱，也要有时间，更重要的是决心，坚持之心，因为

那是持久的，不间断的。那不是一时兴趣，是要有恒心，要花时间，有兴趣，不怕麻烦，更要舍

得花钱来买。因为那是一个没有底限的用度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一点心，一个理想，一个

意愿，一个梦想。 

 陈岳波其实跟所有书店的工作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店员，不知究里的人，

就不知道，这么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书店的店员，却在做一件大事，一件持久有恒，有文学价

值、社会价值的作用的工作。 

 在我们这儿，对于这样的工作，是没人欣赏，没有人支持，没有人表于赞扬的。当然，真

的有心做这种默默静静，不张扬，不吹嘘，是用心，用时间，用毅力，加工也许也要省吃少用来

做这种额外的工作。生前社会不会受人关注，当然不知究底的人是无从察觉的。可是他们就是抱

有一种为国家社会做一点，为后人们留下一些有价值、有用的东西。 

 一些人可能都会说，做这种工作是无底，他们是傻子。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有聪明

人，有傻子。计算一下，聪明人在这个社会还是占很大的比例，可偏偏还有那些不求闻达，不求

张扬的，在做那些聪明人不想做的事。 



 这是一个万花筒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当然，谁也不应该当傻子，做傻事，可也不

一定，不是都往钱看的，也有人只想做一点事，一件别人不在意，不去挣，不去夺的事。 

 象陈岳波这种用一辈子心力在进行这样一件事，不说出来，没有为他们讲出来，那不就默

默无闻，没人知，没人晓了。 

 其实在我们这儿，在做这种事，在做傻事的人，还是有的，但不同行业。就是华文书业界

还有人同样在做这种不求闻达的工作。 

 现在有些人要写一些论文，要有证有据，因此在到处寻找资料，就找到这些藏家了。过去

不是有人常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书有用时，才会急着去找。 

 收集书刊是一种漫长、寂寞、枯燥的工作。重要的是要收书，要知道在哪儿，那些不一定

会有太多人知晓的地方，才能找到比较少人问起的书刊，而且也是要长年累月去追踪，去寻觅，

那是要有耐心，有一股坚持不懈的精神，是要肯花时间的。当然，钱也是一个问题。 

 是什么因素促成陈岳波在进入社会，在年纪还不太大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选择这样一

道路，迈开脚步，去干、去做了。 

 一踏上这一步，就是要一直干下去，不能回头，不能半途而废，不然就是无功进退，半途

而废了！ 

 当然，陈岳波是一脚踏上了船，就不能回头，不再回头的心态。 

 有时到他的书店看书，当然多数是谈天，说书的事情也有。天南地北，总会有人谈到在什

么地方找到了怎么样一本书，那是刊物被禁止以后流落在街头。这种东西不多，在市面也不多。

对于一般人来说，大都不会用心关注，但是作为一个收书，有藏书癖的人看来，那可是一件珍品，

一件宝物。那种欢愉之情，从他在谈经过历程的时候，是感受得到的。那是一种满足，那是一种

从心底发出来的兴奋之喜了。 

陈岳波不只是在书店卖书，他也向其他地方，别的书店买书。 

 至于地摊，吉霜桥，南天水沟边，快乐世界内的小书店，他总是会去光顾，也在那儿花了

不少的钱，而他更认为是捡到宝了，也高兴了一阵子。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加坡岛国也在百业持兴。 

 许多地方都在拆房子、建房子。那些旧的大洋房，也有一些不是大洋房，有好多人是好阅

读的，多少有收集书刊等。在拆房子的时候，书是不受青睐的。拆房子的场地，第一眼见到的就

是书刊满地，没人去关心。 

 据知，陈岳波也到这种场地捡书，收书。他认为有时可以捡到一些珍藏。 

 我也有机会得到他事先告知，跟他去捡了 1、2 种那些人搬家丢弃不顾的书。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找到了几十册巴金编的文库。那时，也是兴奋了一大阵子。 



 陈岳波不是一个有很多闲钱的人。他是一个店员，一个受薪的职员。许多人也许会因此叹

息、埋怨生活难过。但他是一位有特殊风格的人，却花了不少钱在收书、买书上、藏书的乐趣中。 

 收书、藏书是他的兴趣、他的志愿。收书、藏书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是为自己。他心中所具

有的应该是一个梦想、一个宏愿。这种梦想，这种憧憬，不是什么人都会有的。因为那是一个持

久、不可能付出后还未必能见到有很大成果的愿景。因为那终究是一个人之力。这个社会如果没

有这种人，那应该会单调，寂寞了许多。 

 很早就想为陈岳波写一点纪念性的东西了。因为最近身体有些状况，同时也有人认为陈岳

波并非写作阵营中的一位写作人，没资格入这个大门。更何况，这段时间以来，人们对逝去的作

家都不说、少提，没有精巧报导。这些人大多都被遗忘了。虽然，最近对于作家的离去，又有了

报导，而且有些不只是一个报导，还接二连三地刊登，好不热闹。 

 陈岳波虽然没写东西，但是收书、藏书，还协助许多文艺工作，代为收集，长久不倦。这

种工作，不只做几次，而且是经常，次数是多的，而且从没任何埋怨。 

 因此虽说不是写作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工作者。因此我认为应该有些文字，讲出

事情真相。因此，我就写了这一些，只当一个事实，那绝对不是他跟我有一段师生的关系。 

 陈岳波离开我们有大半年了。许多人最想知道他的藏书如何处理。因为那应该是一个不小

的数字，但是实际是多少，没人能肯定。 

 这一段时间，刚好中正中学在征求教师、校友的作品，以为成立一个“艺文馆”，一边收

藏以及研究作品。 

 那是有长久的存在的价值以及作用的。 

 工作已经进展得快要收尾的阶段。这个时候，知道陈岳波收藏了长久以来本地出版的作品。

虽然不会全部都是和中正有关系的，但其中应该包有中正有关的教师、校友的作品。这样肯定让

“中正艺文馆”更充实，更完善。况且，陈岳波又是中正 1961 年毕业的校友。 

 为此，我们特地联络了也是中正校友，而且跟陈岳波有长久交往的以为姓李校友，获得的

回复是要等家庭各有关成员的讨论，才能做出结论。 

 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让所有的藏书能归于一处，那应该是一个完满的结果。 

 陈岳波是倾毕生心力在努力在收书、藏书。这一件事情，问他究竟有多少数目，他似乎也

没加以统计过。他只是说政府祖屋的储藏室满满的，因此没法设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大约也可

以估量出相近的数字，数目不小。 

 这些是花了一生的心力，毕生心意地一点一滴地去完成。 

 他是一位在文学边上的人，却为文学做了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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