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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的农家书屋藏着乡村之魂

! ! ! !青浦区朱家角镇林家村窄窄的水泥路，一
边靠着稻田，一边倚着农房。雨天，俏皮的野花
探出头来，又湿嗒嗒地低下了脖颈。纯然的村野
之气，不骄横，不做作。路上，偶有几个村夫踱
过，光影里，全是老底子的笃悠悠。傍晚，!"岁的
医学博士张瑞杰有时兴起，一路健步直走到熙
来攘往的朱家角古镇，足足要一个半小时。

既无浅显的噱头揽客，又无刻意的避世
作饵，但如今，林家村倒是常有客人慕名而
来。张瑞杰家那幢翻修过的农家宅子，一时成
了人气所在。吸引人的，是夫妇俩精心打造的
农家书屋。室外，掩映叶光含翡翠，参差石影
带芙蓉。而室内，却是字里行间的情致，言之
有物的道理。

!书屋"""稻田里的守望者#

林家村的农家书屋，有个好听的名字：
“薄荷香文苑”。女主人陈君芳是本地人。最熟
悉的耕作日常，养成了一颗向善爱美之心。开
画廊，办书店，这些年她的文艺往事桩桩件
件。陈君芳原先在镇上开过一家“薄荷香书
店”，没赚过钱，却一开八年。她有着自己的
“虚荣心”，“我先生说，如果书店开个 "#年，
等于陪伴孩子长大，那是多有成就感的事
啊。”无奈停业后，陈君芳把剩余的书都捐给
了大别山里的学校。

如今，农家书屋是稻田里的守望者，从书
本中找到善恶，辨明是非，寻回初心。

林家村倪马 "#!号，你很难过门而不入。
盛夏时节，几朵红色紫薇的点缀便顿时活色
生香起来。入门即是小院，花花草草，辨不出
名字的居多。“以前还种过丝瓜，现在是紫藤
和蔷薇。”陈君芳透露，熟客来访，也习惯带一

盆花，久而久之，更是万紫千红了。书屋的主
体是一楼的开放式阅读空间，足有 $# 平方
米。书，一层层，直与透着粗粝感的原始天花
板齐平。随处可见的画架上，风景人像，全是
主人的艺术分享。书屋的另一部分，是精致的
屋顶花园，其中砂石遍布，十多只旧石磨散落
其中，颇有意趣。“油菜花开的时节，这里更是
美不胜收。”张瑞杰说这都是妻子监工，一点
点打造出来的美不胜收。
美，是外貌。内在，也当真是实打实的。农

家书屋的藏书总计三万余册，艺术类、医学
类、社科类，包括万象，当然小说也不少。“有
自家的，有朋友的，也有出版社的帮助。”没有
收费，只凭心意，一杯茶，一本书，偶闻猫叫或
犬吠，便是一下午的稍纵即逝。始于 "#%!年，
三年的积累，农家书屋日渐热闹起来，不仅有
村民，更有游客，“每日人来人往”已是常态。
在乡间，徜徉文化的绿野。

!沙龙"""乡下的星星很亮#

书屋，早已不光光是读书的地方了。呼朋
唤友，共话风流。隔三差五，星期读书会、现场
音乐会、中西医讲座……各种形式的文化活
动名目繁多。书屋，俨然一个小小的沙龙，返
璞归真，聚集起智慧。“村子里热闹起来了，油
雕院的画家，田耕社的相声班子、电影导演都
在我们村住下了。”张瑞杰的“野心”，这栋三
层高的小楼已包容不下了。

若让张瑞杰讲故事，“我的前半生”里，他
一直都居于城市。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后
在逼仄的日本，张瑞杰就呆了近 %!年。起先，
他在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
又去世界卫生组织从事公共卫生领域的相关
工作。他心底从未更改的梦想，便是让中医回
归百姓。“中医在中国文化中与衣食住行都有
关。农村，让中医看得见，摸得着。田埂里的
菜，通通都是中药。”自家 %##平方米的院子
里，也种下了艾草、益母草等常见药材。张瑞

杰希望从农家书屋的实践开始，将林家村打
造成一个中医文化村。“可以在村庄里种植中
草药，还可以做药膳，研制药茶、药酒。”他透
露，与中医相关的 &''正在研发中。而金秋
%#月，书屋将推出最有文艺范的乡村周末，届
时还会有艺术家集市等助阵。
书本，让一切有了可能。小小书屋，凝结起

人气和乡亲们的精气神。正在外地念医科大学
的儿子和父亲说(“总难忘，乡下的星星很亮。”
田埂头上，也有远大前程，也有很多种可能。

!邻家"""这里人与人很近#

上个周末，与往常一样，书屋格外热闹，
城里的朋友带着家人来看看书，聊聊天。“林
家村 !)"户，常住人口 %!)#人。”张瑞杰如数
家珍。对于大多数的当地村民来说，与其说这
里是人气书屋，不如说就是邻居张瑞杰的家。
小楼三层，楼下敞开大门迎四方客，而张瑞杰
夫妻和岳父岳母就住在楼上。
年轻人走南闯北爱折腾，一来二去村子里

的空宅率高达 *#+。人愈少，关系愈显亲近。串
个门，话家常，谁都知道对方的底细。“扭转老
年人的阅读习惯其实不容易。自从有了这间书
屋，发现年轻人时常回来走动了，还带来自己
的同事和朋友。而书屋，总是雷打不动的‘到此
一游’景点。”就像是自家人有了什么得意事，
亲里亲眷说起来口吻总是与有荣焉。
来找张瑞杰的老人家，多是来寻医问药的。

有时看到心仪的画册，只要签个名，就能借阅带
回家。书屋带来的变化，谁都看在眼里。张瑞杰
感慨：“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回归，配套服务必须
跟上。有乐趣才会回来，有收入才会回来。”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乡间的野趣引

人入胜，但长久的怡情，却在乎内在的气质。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好一片有灵魂的开阔
天地，上海乡村之大美，始于阅读，
却不止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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