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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这里的空间好舒服，光线也柔和，不然
怎么坐得住嘛。”2月26日上午10点多，50
多岁的市民王旗荣正在解放碑当当书店阅读
《每天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来当当书店读书，已经成为王旗荣的一
种生活方式。大多数早晨，她从观音桥的家
中出发，步行到重庆人民大厦前的广场跳
舞。活动完筋骨后，再来到当当书店读书。

“我挺喜欢‘泡’在书店里，阅读给了我活力。”
我们身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数字

阅读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本次系
列调查的上一期报道《今天，你用“数字”阅读
了吗》（刊于2022年2月18日8版）中已进行
过陈述。但像王旗荣一样，喜欢甚至依赖实
体书店的市民仍不在少数。那么，我们为什
么还要推开书店的门？

时尚且高雅
在书店邂逅生活的亮色

9.9万个点赞、7.8万个收藏、1300多条
评论，在小红书APP上，一条题为《重庆旅游
|探寻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的文章爆红。这
个“魔法世界”，有层层叠叠的阶梯、数米高的
书墙、酷炫的镜面，置身其中，仿佛在重庆这
座8D城市中穿行。它，就是位于九龙坡区
的钟书阁重庆店。

畅销书《书店风景》的封底上，有这样一
句话：“世上处处皆有好风景，然而深深吸引
我的，还是书店风景。”钟书阁重庆店这么火，
不就是因为它的风景独特吗？

2月27日，周日，市民络绎不绝地步入
钟书阁重庆店。60多岁的王启德、孙玉兰夫
妇进入书店，在书架旁翻阅了一阵各自喜欢
的书后，来到店里错落有致的山城风光区
域。孙玉兰拿起一本书做道具，或倚在围栏，

或坐上阶梯，让王启德举着手机足足拍了10
多分钟。

他们很幸运，因为在2019年初书店开业
初期，这里可是人潮汹涌的景象。

重庆书店的风景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千
姿百态。不信？可来看看。

书店+设计，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
位于渝中区的南之山·古腾堡星汉书店的中
心被设计成一艘“船”，在温馨灯光下，读者可
乘“船”在书海遨游；迈卡托什书廊将书店、艺
廊等融为一体，潮流艺术在这里热情绽放；当
当书店将座位嵌入书柜，在书海中阅读舒服
极了。

书店+文物，是一道底蕴厚重的风景。
经过“从善如流”石匾步入曾家岩书院，历史
记忆伴随嘉陵江水缓缓淌进读者心中；雅舍
书院和梁实秋旧居（雅舍）相伴相依，拾级而
上，典雅清朗而又富于幽默感的文章足以抚
慰人心。

书店+咖啡，竟成了一道搅动味蕾的风
景。新山书屋的咖啡师曾以作家麦家长篇小
说《人生海海》为灵感，调制出一款名为“人生
海海”的咖啡，咖啡与烈酒的结合，让读者在
半醒与半醉间感受人生滋味。

一座城市拥有了书香，才是一座有品位
的城市。这些特色鲜明的书店风景，无疑为
大众的生活增添了亮色，带来了惊喜，吸引人
们一次次推开书店的门。

必须有灵魂
好书+文化活动“圈粉”无数

除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各色风景外，人
们反复推开书店的门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呢？

前不久，一条题为《网红书店，怎么就活
不下去了》的文章刷爆朋友圈，引发网友展开
热烈讨论。有位网友的留言一语中的：“现在
书店的主角变成了背景，大家关心的是内部

装饰而非书籍质量。”这句评价虽稍显绝对，
却也道出了不少人心中的隐忧。

重庆实体书店的经营者已清醒地认识
到，书店不能徒有外表，没有灵魂。推开书店
的门的理由，必然有浓浓书香、融融温情。

“我们只关注读者应该读什么书，书是书
店安身立命的根本。”精典书店成立于1998
年，是目前重庆历史最长的本土人文书店。
作为精典书店的灵魂人物，创始人杨一总是
这样叙说自己的使命。

在网上或者其他书店找不到的书，总是
能在精典找到。这是不少读者的感受，也是
杨一认为值得骄傲的地方。2021年精典书
店年度好书主题为“与不确定性共舞”，《气候
经济与人类未来》等30本图书展现了这家书
店对星辰大海和眼前生活的关注。

对此，杨一有些自豪：“在2019年的年度
好书中，《病毒星球》和《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死
掉》分别关注病毒和免疫系统，读过这两本书
的人都很感谢我，因为他们知道怎么应对病
毒，不会因为无知而恐惧疫情。”

读者在精典书店还能参加形式丰富的文
化活动。正常情况下，精典大讲堂每个周末
都会邀请来自不同城市、不同类型的写作者，
和读者进行分享与讨论。去年，著名作家虹
影、纪录片导演徐蓓等业界佼佼者都曾在精
典留下足迹。

说到通过文化活动吸引读者、亲近阅读、
彰显书店品位，西西弗问闻书店、南岸区图书
馆少数花园分馆、重庆书城也颇有心得。

去年，问闻书店迎来多位文学大咖分享
会，阿来的“把读书和‘苦’扯上关系，我很不
理解”、刘震云的“世上有很多笑话注定要忍
着泪听完”等金句已烙印在读者心中；也是在
去年，阿来、娜夜、李元胜等诗人、作家来到少
数花园，和读者面对面交流，上演了一出精彩
纷呈的重庆文学界年度大戏；悦己读书会等
读书会则坚持每周在重庆书城开展阅读分享

活动，无论老幼，无论阅读偏好如何，都能在
其中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一款。

生活在这样一座实体书店遍地开花的城
市，市民唐馨颇有感触地说：“在密密匝匝的书
架上找到一本心仪的书是乐趣，听一场作者或
译者创作的意图是乐趣，闻着浓浓的咖啡香边
翻书边抄读书笔记更是乐趣。”

恰如唐馨所言，正是这些好书和文化活
动，促使人们推开书店的门，和作家、书友们
一起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阅读空间多元化
特色书店正在重庆成长

漫步城市大街小巷，除开市民熟悉的上
述书店外，还有一些书店正孕育而生，涌现在
市民视野中。推开书店的门，我们有了更多
憧憬。

离开钟书阁重庆店，步行20分钟，记者
来到位于滩子口的五洲书店。书店门前金色
的蜘蛛造型坚定前行，银色的老鹰振翅欲飞，
两组雕塑谐音为“知音”，寓意读者将在好书
中寻觅到知音。

五洲书店运营负责人彭锦炜介绍，在五
洲书店，读者可以欣赏日本茑屋书店主创设
计师马克·戴萨姆等国际著名设计大师的空
间设计、在100多个网红打卡点前拍照。五
洲书店总面积3.3万平方米，将呈现近30万
册图书，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精选好书，计划
今年国庆节前开业。

除了五洲书店外，重庆还将涌现许多各
具特色的书店。如，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正紧
锣密鼓推进位于观音桥步行街的江北中心书
城建设，一座大型书城有望在今年底或明年
初面世。此外，该集团还将在中央公园商圈、
长寿等地建设书城，让巴渝大地书香气息更
加浓郁。

重庆实体书店经营者还计划走出重庆，

让重庆书店品牌在中国书店版图中熠熠生
辉。

重庆五洲世纪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徐登权称，时机成熟后将把五洲书
店开到全国多地。

李晖是新山书屋创始人、重庆购书中心
总经理。今年，他计划在成都、贵阳各开一家
书店。“手捧纸质书，我们躁动的心马上就能
平静下来，我看好纸质书的发展，相信会有更
多读者成为书店的朋友。”他说，他有信心闯
出一条实体书店发展的路子，让新山书屋的
品牌更加响亮。

重庆实体书店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相
关部门的扶持。2019年7月，重庆市委宣传
部等11部门印发《重庆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
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一批特色书
店、推动实体书店与相关行业融合发展等，加
大了对实体书店发展的扶持力度。2019年
至2021年，市级层面共为全市实体书店提供
了近1000万元扶持资金。

各方面的支持，让重庆实体书店面对
数字阅读的风暴时依旧坚挺。《2020-2021
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中
国大约有 4061 家新的实体书店面世，有
1573家书店关门，新开书店数量是关门书
店的2.6倍。在2020年中国新开书店数量
城市排名中，重庆新开书店116家，排名全
国第十。

一家家实体书店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
来，成为城市文化星空中那璀璨的一隅。它
们期待人们推门而入，安静地坐一坐，捧起好
书，让书香充盈人生。

□叶辛

1979年，我在农村劳动整整10年7个月
之后，离开了乡村，离开了那个偏僻的山
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通常讲的，中国
是个有10亿人口的大国。10亿人口中，城市
人口是1亿。另外9亿人，则是农村人口。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统计数

字说的是，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7亿多生活
在城镇上，另外7亿仍是农村人口。

跟40多年前相比，在中国城镇化的浪潮
中，已经又有了6亿人进入了都市。我经常
说，时而也在小文中表达，这样一个进程，我
们的当代文学创作，关注的是不够的，反映
和表达的也是不充分的。

吴佳骏的这本《我的乡村我的城》，写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乡村到城市里的
一些人和事。

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这么多老老少少、
男男女女的生活变迁，其中该有多少的故
事，青年人的成长，感情的演变，恋爱和婚
变，家庭关系中的冲撞……可以想象得出，
尘世烟火里无数人的命运，演绎出很多的跌
宕起伏。吴佳骏在他的14篇散文作品中，都
触及到了。以他一支青年作家的笔，大胆地

写到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仅以作家的
敏锐触摸和描绘这些看似围城内外的人和
事，他还有着他的思考和忧患。

我生活的上海是座特大型的城市，现有
2500万人口，有1000多万都是新上海人。这
1000多万新上海人，包括了从高楼大厦里充
满蓬勃生气的创业者到密集型企业中就业
的农民工，还有满街跑的外递员……我们几
乎天天都见得到。但是，如此庞大一个群体
的喜怒哀乐、家人家事，我们知道吗？我们
又知晓多少？

读一读吴佳骏书中的每一篇文章，犹如
打开了一扇门，可以看到不少人不曾关注到
的风景和平时容易忽视的世事，得到一些人
生的感悟，品出清苦时光的甜酸和苦辣。总
之，我喜欢这本书，也希望爱读书、爱思考的
读者，打开《我的乡村我的城》静心地读一读。

犹如打开一扇门
——读吴佳骏新书《我的乡村我的城》

□彭鑫

细细翻阅台湾作家陈冠学的《田园之
秋》，在素美的日记体散文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来自田园的清风与鸟鸣，心海重回宁静。

全书分为初秋、仲秋、晚秋三个篇章，以
时间为序，始于9月1日终于11月30日，每日
一记，共91篇。书名里的“秋”字，是全书的
眼睛。书中所写之地，为台湾省南部的一角
田园，这里的秋天，天色清朗，阳光明丽。书
中写道：“我爱秋，不仅爱它成熟，爱它在炎
夏之后带来凉意，更爱它是候鸟的季节。”一
切风景，皆是心景。作者心中的“秋”字，象
征着人生朴素宁静的部分，隐喻着人生本真

的回归。
作者审美修养深厚，文字功夫精湛。他

全神贯注，以文字为镜头，将田园之美一一
捕捉，精心剪辑。试看他笔下的乡野午后：

“早晡的阳光，一丝丝像金色的琴弦，弹拨出
金质的声音，既耀眼又盈耳……荒野上，各
色各样的草花，或黄，或红，或白，好象是张
着千千万万只的小耳朵，正在倾听光弦的金
音，灿烂的遍开着。”全书既是对田野之美的
速写，也是对心灵感悟的素描。田野情趣与
人生体验互为明镜，诗意在字里行间汩汩流
淌。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亲近自然的力
量。正如书中所说：“这是一种生命的感觉，
在自然或故园里待过一段时日以后，这是一
种极其亲切的感觉，何等的谐顺啊。”大自然
无限富有：黎明田野，清风十万；深夜星辰，
珍珠千斛；稻薯菜蔬，滋味无限。乡村生活
看似周而复始，但是细微之处的变化，令人
感到新鲜无比。一株青草上的露珠，今日与
昨日的数量不同；一只赤腰燕的声音，早晨
与夜晚是两种不同的美妙。正如作者在书
中深情感叹的：“每一个日子都很新鲜，永远
有尝不尽的味儿。”这种味儿，不只是耳目口

鼻肤的感官快乐，也不仅是玄思妙想的理性
愉悦，而是在“物我同一”与“物我两忘”之中
回归生命的本真。这种味儿，是自我性灵得
到彻底解放的一种感受，是审美意义上的一
种巅峰体验。我们的心灵，可以跟着作者从
现代化都市回归田园，回归简朴而辛勤的乡
村生活，享受悠闲的乡野意趣。我们会进入
绿意盎然的审美世界，享受大自然带来的心
灵慰藉，向田野农夫学习自足自得，向乡间
孩童学习无拘无束，心灵回归简单与朴素，
从而寻觅到生命的真美与至乐。

我们因此和田间草木一起呼吸，一样的
清新畅快。

和田间草木一起呼吸
——读《田园之秋》

时下时下，，数字阅读已成为许多人主要的阅读方式数字阅读已成为许多人主要的阅读方式，，但仍然有不少市但仍然有不少市
民喜欢甚至依赖实体书店民喜欢甚至依赖实体书店——

我们为什么要推开书店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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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九卷，近500个故事，788个页码……重
庆日报记者近日了解到，《重庆掌故（典藏
本）》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

这部沉甸甸的著作由文化学者章创生、
范时勇，资深编辑冯建华共同编撰。不同于
学术写作，作者以讲故事、摆龙门阵的方式，
叙说从200余万年前的“巫山人”到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发生在重庆的故事
或传说，涵盖巴源流长、璀璨星空、巴山夜语、
大案奇录、雾罩山水、巴风民俗、美食江湖、重
庆言子、过客打望共九卷，将重庆的历史沿
革、文化传承、神话传说、风云人物、民俗风
物、俚语言子、美食特色、俊秀山川等娓娓道
来。近500个故事，让读者感知到最温暖的
城市记忆。

说起《重庆掌故》的写作，作者之一章创
生很是感慨。他出生于教育世家，当了一辈
子老师，退休后仍活跃在各地开办讲座。他
说，他是小时候听到父亲讲张献忠与杨柳街
的故事后，才真正燃起对重庆历史文化的热
爱的。但让这位老重庆感到忧心的是，曾几
何时，很多人只对重庆的山水和美食印象颇
深，却对重庆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重庆不
光有美食和美女，还有丰富的文化和厚重的
历史。”他强调。

让章创生感到欣慰的是，经过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改变正在发生。他记得，10多年
前，他曾担任《重庆历史与文化（4-8年级）》主
笔之一，该教材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
中小学生喜爱，坚定了他以讲故事形式讲述、
传承重庆历史文化的信心。

“大概10多年前，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
开始对地方历史文化感兴趣，如重庆的老街
群、地图群等，聚集了一大批以探索城市文
化、了解地方历史为目的城市文化爱好者。”
《重庆掌故（典藏本）》作者之一范时勇曾是一
位资深媒体人，他说，“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
重庆‘土著’，有义务去书写这座城市的历

史。”
据了解，《重庆掌故（典藏本）》有几个特

点：一是轻松好看，上至80岁的老者，下至小
学三年级的学生，都能轻松上手;二是故事典
型，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故事都具有典型的重
庆特色;三是内容全面，题材尽量涵盖大重庆
范围内所有区县，让每一个区县在书中都有
所体现。

为何要编撰这本书呢？“从某种程度上
说，这本书是从民间的角度、以掌故的形式，
为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树碑立传。”范时勇
介绍，《重庆掌故（典藏本）》旨在将重庆的历
史、文化、人物、事件、传说、故事，甚至美食、
山川、民俗、言子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让喜欢
重庆的人或者想了解重庆的人，拿到这本书，
大致可以勾勒出重庆的轮廓，对重庆有一个
全景式的认识。

将重庆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书写出来，
而且还要保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是一件艰
巨的事情。“交完初稿，心头一块大石头终于
落地，顿时轻松下来。三年来，书稿就像一个
魔咒，时时压在心头，吃睡不香，以至于这三
年来除了必要的工作，几乎与世隔绝，并因此
而拒绝了许多朋友师长的邀请及雅聚。今
天，终于可以出关了……”那是一个深秋的夜
晚，范时勇完成了自己那部分《重庆掌故（典
藏本）》初稿的写作。他第一时间将书稿传给
出版社的编辑，站在院子里发送了一条微
信。彼时的他，如释重负。

“重庆城有说不完的英雄事儿，有数不尽
的英雄人……”章创生说，翻开《重庆掌故（典
藏本）》，读者可饱览重庆这座英雄之城的前
世今生。大忠大义、自刎殉国的巴蔓子，富不
忘国、礼抗万乘的儒商巨贾巴清，“革命军中
马前卒”邹容……除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重庆掌故（典藏本）》还介绍了不少鲜为人
知、但为重庆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比如

“大西南孔子”尹珍。除了尹珍，读者还将在
书中读到《周敦颐合川说莲》《状元冯时行》
《秦良玉比武招亲》等充满趣味，让人增长见
闻的人物故事。

如今，坚持不懈地做好城市历史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工作，已是一种社会共识，以文学
作品的形式展现、传承城市历史文化，是一项
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希望这本书助力延续
重庆生生不息的文脉，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
们记住乡愁。”章创生说，期待读者通过阅读
这本书，了解家乡的先贤和英雄，从而爱上家
乡，进而发自内心地热爱国家，为家乡和国家
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重庆掌故（典藏本）》
近500个故事带你探秘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