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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7■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我有一个新的计划——至少用5
年时间，为蝴蝶写‘三部曲’，目前第一
部已写成。”前不久，诗人、博物旅行家
李元胜新书《借得此身无归意》在南岸
区大众书局首发。在新书分享时，这
位可能是“地球上最喜欢蝴蝶的诗人”
透露了自己的目标。

《借得此身无归意》近日由重庆大
学出版社出版，是李元胜博物旅行笔
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此前，该系列
的《旷野的诗意》《万物闪耀》已先后出
版。这些作品，是李元胜20余年来穿
行旷野记录下的顿悟瞬间，以微小的
生灵折射生命的壮阔。随着考察的深
入，李元胜的创作有哪些变化？他又
有哪些新的感悟？重庆日报记者为此
专访了李元胜。

考察视野逐渐收拢
“自我保护比奋斗精神更重要”

《借得此身无归意》由金佛山、四
姑娘山、缙云山、四面山的6篇考察笔
记构成，以作者的亲历感受，展现了
激动人心的发现之旅。“在野外考察
20多年，顿悟和启发的瞬间非常珍
贵。”李元胜说，这些让他或喜悦或震
惊的瞬间，促使他按下快门，并用文
字记录下来。

李元胜告诉记者，博物旅行笔记
三部曲都可以让读者在其中遨游，但
同时各具特色。《旷野的诗意》偏重富
有灵性的文字，讲述了野外考察对他
写作的影响，更受文学爱好者欢迎；
《万物闪耀》指向物种本身呈现出的生
命之美，颇受科普爱好者喜爱；《借得
此身无归意》则通过考察案例，探讨人
和自然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更好的
相处模式。

李元胜谈到了“克制”。“野外考察
主题经过不断扩大之后，我有意识地
把它收拢，用至少5年时间，专注观察
西南山地和海南岛等地的蝴蝶，为蝴
蝶写‘三部曲’。”他说，他清醒地认识
到随着年龄增长，需要对自己进行更
多保护，“自我保护比奋斗精神更重
要，克制方可走得长远。”

欣慰同时感到忧心
“意识到生态的价值，地球才有未来”

作为长年累月行走在野外的博物
旅行家，李元胜对许多自然保护区都
了如指掌。

“总的来讲，我考察过的区域，无
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保护区，自然都
被保护得挺好，甚至有些地方为了保
护生态还付出了旅游收益的牺牲。”让
李元胜感到欣慰的还有，一些地方在
积极探寻人和自然相处的模式，取得
了进展，比如系统修复生态的缙云
山。他在《徒步缙云山》一文中写道：

“没有任何宣言，蝴蝶们很自然地接管
了房屋消失后的空旷山坡。但大自然
将如何整体接管并运作200多户人家
离去后留下的空白，还真是值得长期
跟踪和观察的题材，相信是一篇很有
意思的文章，不过，需要我们有足够的
耐心。”

在欣慰的同时，李元胜也感到一丝
忧心。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
威胁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往日常见的物种渐
渐难觅踪迹。在他看来，保护生物多样
性，要从青少年抓起。“当我们能意识到
生态的价值，地球才有未来。”李元胜
说，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全国自然教育的
蓬勃兴起，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更加亲近
自然、认识自然、热爱自然。

野外探索莫追求刺激
“山城的步道能看到足够丰富的自然”

青少年走进大自然接受研学教
育，不能盲目为之。

李元胜认为，森林研学教育一定
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首先是对青少
年的保护。在幼儿教育中，自然都是
亲切美好的，动物都很可爱，但实际并
非如此。

李元胜说，开展森林研学教育，要
求教师掌握专业技能，学生也要遵守
相关规范，不能凭着感觉来。他认为，
当森林研学教育涉及到每个人每个家
庭的时候，我们的克制更需要加强，我
们需要更加敬畏自然。

当下，森林徒步在深受青少年欢迎
的同时，其中也潜藏隐患。“我不推荐所
有人都去荒野徒步，其实真的有较大
危险。更不要去无人区徒步，这样会
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也会给管
理团队带来极大压力。”李元胜说。不
过，他更推荐大家到健身步道徒步，

“重庆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可能90%的
重庆人连渝中区的步道都没走完。此
外，缙云山也有很好的健身步道，在山
城的步道也能看到足够丰富的自然。”

李元胜李元胜：：2020余年旷野考察凝结成余年旷野考察凝结成““三部曲三部曲””
□卞开星

《圆圈正义》是中国政法大学罗
翔教授所著的一本随笔集，全书收
录了 49 篇文章，包括“圆圈正义”

“何谓榜样”“道德谴责的打开方式”
“身负权力 各自珍重”“法律人的理
智和多数人的情感”“生命的尊严”

“心怀永恒 活在当下”等主题。“做
法治之光”是罗翔教授在书的扉页
上写的一句话，也是他多次在公开
场合所表达的期待，更是他本人所
竭力践行的。此书正是从这样的创
作初心出发，向我们娓娓道来，何为
法治，我们能为法治做什么，一点一
滴普及法治理念。

三种状态的圆圈象征着三种不
同的正义观。《圆圈正义》以比喻的
方式，说明了正义的可能形态。不
同的人会画出不同的圆圈，也就有
着对正义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
罗翔教授认为，至少存在三种画圆
圈的态度，也就对应着三种正义
观。第一种，随意乱画，将不是圆的
图形认为是圆圈，如指鹿为马、皇帝
的新装；第二种，虽然用心地画圆
圈，但是始终画不出规则的圆，也就
放弃了画圆圈，继而认为世上根本
不存在圆圈（正义）；第三种，利用先
进仪器画圆圈，便认为自己所画的
圆圈是最完美的，成为了圆的代表，
正义的代表。应然正义（应该如此）
与实然正义（实际如此）是法律永恒
的主题，也是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
证主义之间长久的论证——“应然
正义一如客观存在的‘圆’，它是法
律永远的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
之”。我们应该跳出前述三种画圆
圈的态度，竭力追求客观的圆圈（正
义），这是罗翔教授的立场，也是他
在书中贯彻的主张。

法治的前提是对人性恶的假
设。正是因为这样的假设存在，让我

们主张用法律的手段去警惕人性深
处的幽暗，任何由人组成的权力机构
都应当受到法律严格的约束，也就是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治
的基本要义在于用公开的规则去约
束权力，让民众能够有合理的预期，
免于惶惶未知的恐惧。”书中有对国
内发生的一些案件如“雷洋案”“江歌
案”“辱母杀人案”“杭州保姆纵火案”

“天津赵某案”“虐童案”的案情进行
分析和评论，或就法理进行推理，或
就情理进行反思，一再强调法律的价
值观不应与民众的道德期待相背
离。书中也有对国外经典案例的分
析、对照，如关于见死不救是否应当
立法、该立何法的讨论，便是在比较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采取
的“坏撒玛利亚人法”和“好撒玛利亚
人法”的立法缘由与立法效果的基础
上，回到对人性的理解——“法律只
是对人的最低道德要求”，无法期待
所有人都能成为康德哲学所倡导的
那样，能够不计利害地遵守道德戒
律。“我们必须考虑个体在不同情境
中的迫不得已，接受每个个体无可奈
何的悲情诉说。”作者在对社会热点
事件或是经典案例评析时，文字间无
不透露着法律的思辨与人性的温情。

我们要爱一个个具体的人，而
非抽象的人类。写出《论人类不平
等的起源》的卢梭“忙着爱人类，而
没有时间去爱具体的人”，被称为

“为人类的道德文化做出了贡献”的
罗素同样是爱人类，却不爱具体的
人。“因为抽象的人类只是一种完美
的概念，它总是可爱的，对概念的爱
只需投入脑力，但对具体的人的爱
则需投入真实的感情。每一个具体
的人都不完美，都有可鄙之处。”书
中有一定篇幅的文章在探讨爱人与
被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反思他人，
反思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大大小
小的缺点，不怎么守时、有些虚荣、

有点固执、爱发脾气、自恋、粗鄙等
等，然而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原谅自
己的毛病，或者意识不到自身的问
题，那么为何不能同样接纳他人的
缺点，理解、包容、爱上这一个个具
体的人？我想这也是《圆圈正义》的
魅力所在，罗翔教授毫不掩饰他的
胆怯、虚荣等缺点，真实地记录自己
的内心，并通过重温中西方历史上
的那些经典著作，寻求前进的力
量。正如他在书中引用的话——

“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
演绎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我们
应当谦卑，应当承认自身的有限性。

愿你我在阅读此书时，能够坦
然面对人性的弱点，理解法治的理
念，不悲伤、不犹豫、不彷徨，一起成
为法治之光，向着正义前行。

《《圆圈正义圆圈正义》：》：愿我们一起成为法治之光愿我们一起成为法治之光

把一个人的书店变成多数人的书店把一个人的书店变成多数人的书店
——重庆独立书店生态扫描

简单书屋
特色：一半是老板的书、一
半是图书馆的书
地址：南岸区花园一村 2 幢
2单元

存在书店
特色：开在社区里的书店
地址：九龙坡区渝州路
156号百科大厦b座一层

匿名书店
特色：阅读分享活动多
地址：江北区鲤鱼池四村7号
楼1楼

一書书店
特色：一周推荐一本书
地址：九龙坡区科园一街
九龙意库B栋

雾读读书店
特色：以卖二手书为主
地址：渝中区人民支路曾家
岩社区76号楼1-1号

【对话作者】

□本报记者 聂晶 见习记者 姚伟民

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揭晓。当晚，一场以“走近茅盾文
学奖”为主题的分享会在九龙坡区
九龙意库内的一書书店举行。并不
大的书店里聚集了好几十人，听主
讲人拾页从茅盾文学奖的创立谈
起，梳理茅奖获奖作品的内容特点、
作者的创作故事。

炎热的夜晚里，这样的分享
让人们忘记了燥热，沉浸在优秀文
学的长河里，现场不时传出会心的
笑声。

这个暑假，热力十足的文旅市
场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博物馆、美
术馆、影剧院的参观者和观影者屡
创新高，书店亦不例外。像一書书
店这样的独立书店在重庆还有不
少，它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如
一颗颗星星，默默地照亮着市民的
文化生活。

如何让一个人的书店成为大多
数人的书店？要想体面地活下去，
它们拿什么来接受市场的检验？连
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独立价值
有着自己的个性风景

“世上处处皆有好风景，然而深
深吸引我的，还是书店风景。”这是畅
销书《书店风景》封底上的一句话。独
立书店，也有属于自己的个性风景。

独立书店是指由个人或小团体
经营的书店，与大型连锁书店相对
应，它们虽规模小，却以小而精、小
而专的特色，为读者提供高质量、有
价值的书籍和文化体验。由于经济
实力所限，这些书店通常位于相对
偏僻的小巷背街，或居民楼里，租金
低廉，有些甚至就是老板自己的家，
所以它们并不好找，但这种不好找
正体现了其“隐于市”的特点，也培
养了它们固定而专注的读者。

匿名书店位于江北区鲤鱼池
四村7号楼里。正如匿名书店的主
理人之一莫比所说，能够来到匿名
书店的人，需要更多的对书的虔
诚，才愿意找到这里来。存在书店
则位于九龙坡区渝州路 156号的
百科大厦内，店面没有紧邻街道，
也不好找。

除了地点隐秘外，独立书店的

面积往往都不大，只有四五十平方
米。但在设计风格和经营理念上却
颇具特点，显得小巧而玲珑。比如
位于南岸区花园一村的简单书屋，
就拥有一面十分吸引读者的许愿
墙；一書书店则将每周只推荐一本
书，并为推荐的书设置了专属藏书
章；而位于渝中区人民支路的雾读
读书店，把旧书、古旧的家具和CD
机相结合，营造出了老重庆最质朴
的复古味道。

这些独立书店，拥有着各自个
性化的读者。采访中，记者碰到从
成都慕名来到匿名书店的读者王
锦，她追求的“匿名”就是“来去自由
不受限制却又唾手可得”。简单书
屋的读者黄冬华是在四川美术学院
求学的广东籍学生，他一周来三次，
为的是寻找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文学
书籍，“在安静的空间里享受书籍带
来的岁月静好”。在雾读读书店淘
书的梅女士这样说道：“在这里购书
的体验是立体的，综合了触觉、嗅
觉、视觉的感受。”

这些小小的书店共同构成了城
市的风景。正如王锦所说，重庆的
独立书店是接地气的，能够让人感
受到脚踏实地的踏实，因此也吸引
着南来北往的爱书人在此驻足。

特色支撑
勇敢接受市场检验

独立书店多少都藏着书店主
人星辰大海般的理想，但想让理想
照进现实，有时候也需要迈过万里
苍穹。

“在活泼的重庆能静下来读书
难能可贵，我愿意为更多人爱上阅
读而打造空间、营造氛围。”存在书
店的主人卡卡由衷地说。谈及经营
存在的问题，卡卡说：“主要是货源
与库存的问题。性价比高的书还是
太少了，毕竟要留住读者，书的品质
不错且价格合理才是最重要的。我
们经常会有特价书和会员活动，在
店里买的价格甚至比网上还便宜。”
一書书店合伙人刘星则对书店的困
境有着自己的规划：“电商对我们是
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我们还是有一
个做图书品牌的梦想，希望我们可
以发掘到更多好书，让更多人养成
阅读的习惯。”

难归难，但重庆人倔强的性

格，造就了一家又一家特色的书
店。不久前来渝进行书店探访的
作家、书评人绿茶，在《如果重庆
没有这些书店》一文中谈到了重庆
独立书店的生态。在他看来，别具
一格的创新打法，也许是重庆独立
书店的生存窍门。以下几家书店
的做法，或许能让它们经受市场的
检验。

潮流表达，切中肯綮。走过简
单书屋的大堂，可以看见书架和一
面许愿文化墙。有趣的是文化墙，
上面写着无数人的梦，升学、求职，
抑或是把对喜欢的人的感情藏进一
些诗句文章里。一些社恐的年轻
人，就很喜欢把自己细微的心事留
在这里，这样一种潮流的表达方式，
为书店增色不少。

活动策划，别出心裁。由于主
理人在某一领域的兴趣和深耕，往
往能够策划一些有意思的活动。比
如，本文开头提到的一書书店关于
茅盾文学奖的活动就非常有时效
性，许多书友当晚也在一書书店淘
到了往届茅奖获奖作品的作者亲签
本。再如，匿名书店8月16日邀请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做了主题
为“中国的南方的南方”的夜谈，吸
引了不少读者。

精致服务，深入人心。对于书
店而言，最重要的是围绕图书服
务。雾读读书店十分倚重内容，书
店主人青蛙坦言：“二手书资源在重
庆相对匮乏，图书的持续更新并不
容易，只能用新书作为补充。”这家
书店开业时新书与二手书的比重是
2：8，而今逐渐调整为 5：5。再比
如，在重庆之外已经声名远扬的刀
锋书酒馆，不仅书店做得好，酒和日
料卖得也不错，主理人江陵将书店
打造成了“深夜书店”+“深夜食堂”
的融合版。

一家独立书店的主理人往往就
是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但他们努力
想把一个人的书店变成大多数人的
书店，在书店这个承载着智识生活的
空间里，借由书籍的陈列、传递、流
通，成就一道城市的文化景观。

聚合力量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独立书店因为自身的创新，成
为了流淌在城市里的鲜活血液。经

过许多人的探索，独立书店迎来了
自己发展的良机，它对个人个性发
展、市民城市认同等都会产生不可
磨灭的影响。

就个人个性发展而言，书店的
功能是提供一个理想的栖息地；对
市民城市认同而言，书店的功能是
成为重要的文化地标。口碑带给了
书店更多的流量，爱书人会不远万
里，来到这里打卡。于是，一个人变
成了一群人，优秀的文化在一群人
当中相互感染，最终成为了重庆文
化基因的一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书店，正是文化惠
民工程的主体之一，承载着特定的
文化功能，最好的方式是多部门肝
胆相照，相互协作，聚合社会和政府
的力量，共同打造文化惠民的良好
社会氛围。

采访中，简单书屋的主人张天
燚谈到，他的书店在经营上困难很
多，好在有南岸区南湖社区的帮忙，
让简单书屋成为南岸区图书馆分
馆，因此他才能更好地把书店开下
去，通过书籍感染更多人群。

如何才能成为南岸区图书馆
分馆，南岸区文旅委副主任卢佃明
告诉记者，准入门槛主要有三方
面，一是硬件方面，对分馆场地、
服务内容、服务时长等都作了硬性
要求；二是分馆要有特色服务内
容，例如大众书局有以“诗歌”为
主题的读书会，精典书店有以新书
分享为主题的“精典大讲堂”等；
三是要求主理人有一定的公益意
识，分馆要承担大部分的免费开放
服务。据了解，目前南岸区图书馆
的分馆已有 22个，包括 3个自助
分馆。

此外，一書书店所在的九龙坡
区，今年正在试点建设“社区共享书
房”，探索扩大城市书房、轨道自助
图书柜的建设范围，打造线下阅读
空间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放眼整个重庆市，对书店等
文化产业给予扶持的，不仅仅有
南岸区和九龙坡区。希望有更多
的独立书店能够得到相关方面的
关爱与扶持，在市场检阅中体面地
活下去，让书店的微光成为全民阅
读中的满天星斗，潜移默化地浸润
更多的人。

扫一扫 就看到
探访重庆独立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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