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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生

在市区湛北路市青少年宫西侧，有一家
店铺经营的全部是旧书，不太醒目的店面极
易被路人忽略。

开这家旧书店的主人叫蔡云飞，今年43
岁，他给自己的这家旧书店起名“文脉”。

在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的今天，很多传
统的个体书店都举步维艰，蔡云飞经营的旧
书店何以能坚守？前景如何？

开旧书店是个尝试
9月9日是周日，上午9点半，记者前往

蔡云飞的旧书店采访，此时他刚从不远的体
育路住处过来开门。“开门早也没啥人来。”他
这样解释。

蔡云飞的旧书店店面不小，是三个相连
的门面店，其中一个20多平方米的门面店
里，四壁的书橱及书桌上都整整齐齐摆满了
书，满屋旧书，颇为壮观。

开门不久，店里还没有顾客。看到记者
到访，蔡云飞沏上一杯茶，搬出两个小凳子，
与记者一起坐在了店门口。

对于书店店名，他称现在经营旧书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喜爱淘旧书、看旧书的人
仍然不少，他希望能给爱旧书的人们提供一
个买书的地方，使这种旧书文化得以传承下
去，“想让这种文脉延续下去”。

这也是他尝试开旧书店的初衷。
出生于漯河市近郊农村的蔡云飞初中毕

业后来平打工，1996年开始在平声影剧院旁
边卖证券报，2007年股市火爆，他把卖报所
挣的钱投到股市上。很快，随着股市行情的
快速下调，他挣的那点钱“赔得一干二净”。

也就是在那一阶段，他开始接触旧书，经
常会看书买书，2012年，他在中兴路湛河桥附

近摆起了旧书摊。
经营旧书摊不同于卖报，蔡云飞说：“万

事开头难，当时书少也不好卖。”后来他慢慢
积累收书的经验，结交了不少藏书的朋友，收
书的渠道多了，生意也渐渐好转。2014年，他
在市青少年宫东南的河堤上租了一处铁皮
房，在那里经营旧书，一干又是四年多。

到今年年初，河堤上的铁皮房因故被
拆。因为难以再找到经营旧书摊的地方，他
几经考虑，决定尝试开一家旧书店。

说干就干。他很快相中位于市青少年宫
西侧的这处门面店，“当时这个门店还有个小
院，临河堤，比较安静，适合开书店。就是房
租太高，比原来租铁皮房高了10倍”。

尽管如此，因急着开店，他与房东很快签
了经营到年底的合同。今年4月20日，他的
旧书店开始营业了。

经营旧书的苦与乐
从2012年摆旧书摊至今，蔡云飞做旧书

经营已有七个年头了。
谈及经营旧书的感受，他坦言“有苦更有

乐”，“日子不空虚，基本上每天都闲不下来。
不是去收书，就是在卖书，一开门会有不少老
朋友光顾。这种感觉很好，很得劲儿。”他乐
呵呵地说道。

能收到好书是他很快乐的事。他从书橱
里抽出一些书来，其中有 1984 年文物出版
社、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
选》，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毛
泽东题词墨迹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茅盾选集》等书。

他拿着几本《茅盾选集》，一边让记者看，
一边高兴地说：“这几本都是硬皮精装书，还
带护封，市面上已很少见了。书的品相好
啊！”

他说，《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是三年前
他从市区一位阎姓藏书者手中收的，当时一
次收了200本，花了5000元，至今三年多时间
卖了四五十本了，本钱已收回来了。对于他
眼中的这类好书，他称“这类书我有点惜售，
不急着卖”。

他不着急卖的原因，是“旧书行情在往上
走哩，好书在慢慢地涨价”。

有时候，他也能“捡漏儿”。如果运气好，
他甚至可以收到清代的古书、孤本，如他收到
的民国时期的字帖、清代的《段注说文解字》，
他视若珍宝，自己收藏起来。他至今收藏的
好书已达万余册之多，这也是他最大的“财
富”。

同样的，能把收到的好书卖出去，也是他
最开心的事。

在他看来，“收书、卖书的目的是结交更
多爱书的朋友，不仅让自己有书可看，也让大
伙有书可看”。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有几位顾客光顾。
“都是老朋友了。”他这样对记者说道。

一位买书的梁姓顾客在叶县残联工作，
他当天上午买了《走出韶山冲》《周恩来传》等
三本书。他说，县里没有旧书店，为能买到喜
欢的旧书，他几乎每周都要来这家旧书店淘
书，和店主已经是很熟悉的朋友了。

在卫东区工作的许女士当天上午买了一
本旧书。老家在焦作的许女士说，买旧书是
她的一个爱好，她感觉现在的书店太少了，她
说：“有旧书店对许多爱读书的人来说是一件
惠民的事，这能让咱这个城市更有文化气息，
同时也能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

尽管当天上午仅有几位购书者，但蔡云
飞并不失落，“只要有人来买书我就很开心
了”。

旧书店会一直开下去
旧书店开业以来，蔡云飞称几乎每个月

都赔钱。但他表示，他开旧书店跟能否挣钱
没太大关系，“这属于我的喜好，我不会放
弃”。

而支撑他继续经营旧书店的原因，除了
喜爱，更多的是喜爱买书的朋友们的支持，其
中如叶县的梁先生不仅每周前来买书，有时
候他还把自己的一些藏书无偿捐献给蔡云
飞。

“有些书不值啥，提钱没啥意思。”在采访
现场，梁先生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市青年诗人张杰经常光顾蔡云飞的
旧书店。张杰说，蔡云飞的旧书店“挺不容
易的”，他经常会去淘一些书，因为蔡云飞
的旧书店收的书比较丰富，人文社科类的
旧书比较多，他能从中淘出一些“宝贝”，同
时也能给这个旧书店多些支持，“希望他的
旧书店能成为一个文化传承的气场和阵
地。”

“书是有生命和灵性的，我们大家都要对
书有敬畏之心，也要爱惜它。”蔡云飞说，收书
时他会认真整理修复，每卖一本书，他都一一
拍照留念。

“大伙能买到好书，好书能卖给大伙，是
我最大的乐事。这感觉相当过瘾，收旧书，卖
旧书，对我来说是有些上瘾了。”他这样自嘲
道。

“这一行注定挣不到啥钱，但很快乐，也
很充实，大伙也都希望我能走下去，我也会继
续努力走下去的。我觉得我的旧书店肯定会
越来越好的。”

“杜甫有句话是‘诗是吾家事’，经营旧书
店可以说是我的家事，我认定这一行了。”蔡
云飞随口说出的话里透着坚定。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图书馆获悉，中
秋节期间，该馆将推出《我们的节日——中
秋印象》图片展。

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
明清时，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主要节日
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
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华人华侨的
传统节日。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
法定节假日。2006年5月20日，被国务院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的节日——中秋印象》图片展共
分为六个部分：1.中秋的由来；2.中秋的传说；
3.中秋习俗；4.中秋物候；5.中秋美食；6.中秋
诗词。展览地点：湛南路平顶山市图书馆二
楼大厅，展览时间：9月13日—10月10日。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委宣传部获悉，
我省文化惠民项目“中原文化大舞台”为我
市送来多场豫剧 ，定于9月14日至19日在
湛南路市图书馆二楼报告厅演出，喜欢豫剧
的市民13日可到湛南路市图书馆门卫室以
1元票价购票，届时凭票观看。

具体安排是，9月14日、9月15日下午2
点30分，由平煤神马集团豫剧一团演出两
场《将相和》；9月14日、9月 15日晚7点30
分，由平煤神马集团豫剧一团演出两场《清
州遗怨》；9月16日下午2点30分和晚7点
30分，由舞钢市豫剧团演出两场《三夫人》；
9月17日、9月 18日晚7点30分，由市戏剧
研究中心豫剧院分别演出《珠帘秀》和《李清
照》；9月19日晚7点30分，由平煤神马集团
豫剧团演出《山菊花》。

→昨天，在卫东区矿工路小学南门处，园林工人在伐除倾
斜的构树。据介绍，这棵高10多米的构树已生长多年，但近来
倾斜程度不断加大，给学校和周边住户构成了很大的安全隐
患。市园林处绿化队了解到情况后，派出高空作业车进行伐
除。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9月11日上午，在市区建设路中段慢车道，骑车市民加
装上了防寒外套。随着秋季昼夜温差增大，不少上班族出行
已经从防晒转为保暖。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从经营旧书摊到开旧书店

蔡云飞：与旧书打交道的人

防晒变保暖

学校门前除隐患

“中原文化大舞台”
送来多场豫剧

市图书馆推出中秋图片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