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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多年来，旧书摊一直是街头一道独
特的风景，也是一些爱书之人“淘宝”的地方。如今，数字化时代给人们带来
了更便捷的获取信息渠道，还有没有人去街头“淘”旧书，旧书摊会不会从人
们的视线中消失？

对于这个问题，在鹰城街头摆旧书摊十几年的陈新宇认为，旧书行业是
城市的一种文化基因。书虽然旧了，但知识不旧。

摆摊卖旧书十几年 喜看老书“活”起来

醉心旧书行业的陈新宇

陈新宇今年45岁，他在市区鹰翔
路中段租了两间房子，开了一家“古旧
书店”，专门租书、卖书、收旧书。

10月 30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
古旧书店，陈新宇正在整理店里的书
籍。五六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摆满了
各种旧书：繁体字的《康熙字典》、老版
的《辞海》等工具书；旧版的《斯佳丽》
《醒世恒言》《中国文学史》等文史类书
籍；《毛泽东选集》等红色系列书籍；医
学、桥梁等专业书籍，内容庞杂。当
然，书架上也有孩子们爱看的《十万个
为什么》等书籍。

1996 年，因单位效益不好，陈新
宇决定自谋生路，先是到外地闯荡了
几年，但没有大的收获。“我从小爱看
书，也经常到街头的书店、旧书摊买

书，啥书都看。”陈新宇说，知道他这
个爱好的同学支招要他摆个旧书
摊：“扎本小，能挣钱，还能让它们为
有需要的人继续发挥作用，一举多
得，多好！”

经过考察，2000 年，陈新宇决定
听从同学的建议，摆个旧书摊。白天，
他到废品收购站、市区家属院及周边
的农村去收购旧书。“那时，平煤五矿、
六矿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有时也去外
地，到北京的潘家园旧书市场去淘。”
陈新宇说，旧书淘回来后需要先进行
清理消毒，然后进行修补，“晚上就到
五条路市场摆摊，好的时候一晚上能
挣五六十块，平时也能挣个一二十
块。当年，我挣了5000块钱。”

陈新宇说，初次摆摊成功，给了他

很大动力，也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很多
不足。“没干这个之前，想着这一行很
好干，收收书卖卖书就行了，真正干起
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里面
学问大着呢。”陈新宇说，虽然当年他
挣了不少钱，但因为没有摸清市场行
情，对一些旧书的价值认识也不到位，
丢掉了很多挣钱的机会。

“一次，我到一家属院收旧书，一
居民拿出来一套日文版的《毛泽东选
集》，要价5块钱。我愣是不要，认为
不好卖。”陈新宇说，后来他向同行打
听，人家愿意出300元钱买下来，“你
不知道当时把我后悔的。”

从那以后，陈新宇开始注重学习
并四处拜师学艺。慢慢地，他对旧书
行情有了了解。

为生计摆起旧书摊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
民，他们也表达了自己对旧书的看
法。“并不是旧书没有价值，而是现在
网络很发达，想看什么，百度一下就能
搜索到。现在时间有限，可以将电子
书下载到手机上随时看，何必再花钱
到旧书摊淘？”市民赵先生说。

市民冯女士说：“我对旧书不感兴
趣，更喜欢有时代气息的杂志和时尚
信息，我身边喜欢买旧书的人真的很
少。”

对此，陈新宇也表示，前来买旧书
的多是一些老人或家里有孩子的居
民。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心把旧书店

开下去。“旧书行业也是城市的一种文
化基因，不少国家有几代人传承的旧
书店。书虽然旧了，但对于没看过这
本书的人来说，知识不旧。只有每一
个人多读一些书，社会才能进步。”陈
新宇说，每当他看到一本旧书找到主
人，重新发挥它的作用时，特别开心。

旧书行业是城市的文化基因

几年前，五条路市场改造，陈新宇
便利用双休日到湛河上摆摊卖旧书，
再后来，湛河也进行改造，他便于今年
4月在市区鹰翔路开了一个旧书店，专
门卖书、收书。

陈新宇说，过去拆迁的房屋多，淘
汰的旧书也多。现在住房逐步稳定，
货源也就少了。不过，现在他有固定
的货源——有人专门收书，然后再联
系他转手。

虽然货源少了，但客源还不少。
陈新宇说，他与书友建了书友微信群，
有什么好书都会在群里发布或者根据

书友的需求去帮他们“淘”。
陈新宇淘换旧书不走寻常路。他

主要收购和卖出1966年-1976年间的
红色系列书籍及民国时期的书，也捎
带卖一些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及杂
志，所以生意一直不错，每月少则收入
数千元，多则上万元。

“我要的书淘到没？”采访中，一位
年过七旬的老者进店询问。这位老者
说，他对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操作不
熟练，纸质书阅读起来更好，“旧书便
宜，而且是正版，在阅读功能上并不会
打折扣。所以没事我就到他的旧书摊

逛逛，顺便买几本，看完以后还可以再
卖掉。”

市民李女士来到陈新宇的旧书
店，花三四十元钱买了12本一套的《十
万个为什么》。她告诉记者，孩子喜欢
读书，家里购买了大量书籍。“知识不
断更新，买书也是个持续的过程。一
些新的正版书价格不菲，而旧书相对
便宜，也不会对阅读造成影响，还是很
实惠的。”李女士说，“就说这套《十万
个为什么》吧，新的正版书没有百十元
是买不走的，这才几十元钱，而且还挺
新的。我觉得挺好。”

有固定的书友群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湛河二平台突然出现几座
移动房占道，影响通行。昨天，市民吴先
生致电本报反映了此事。

吴先生家住市区开源路湛河桥附近，
平时经常到湛河边散步。他说，前段时
间，开源路湛河桥北路西二平台入口附近
搭的蓝色铁皮房拆除后，道路干净畅通
了，散步的市民都很高兴。可两个月前，
那里又被人放置了三座移动房，占去了半
幅道路，移动房外墙上还有油漆喷涂的

“拆”字，但一直没见人来拆除。“也不知道
是干啥用的，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把移动房
挪走。”

昨天上午，记者在开源路湛河桥北路
西附近看到，二平台入口处向西不远依次
摆放着三座移动房，外墙上有“东鼎移动
房，可租可售，每天6元”字样和两个电话
号码，最东头的房间内放着施工用的杂
物，西边两座房内摆着床。“我们是在开源
路（建设路至湛北路段）修路的工人，这房
子是给我们住的。大概还得一个月吧，施
工结束这房子就挪走了。”正在洗漱的工
人苏先生说，他们领导现在不在，他知道
的只有这些了。

在开源路施工现场，由市住建局和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发布的断行公告显
示，施工改造及断行时间截至12月31日。

记者通过移动房上的电话联系到“东
鼎移动房”的工作人员吕先生，他说上述
地方移动房的租赁方说要租三四个月，双
方签订了租赁合同，但他现在在外地，无
法查看租赁方留下的电话。

记者随后致电市住建局工程科，工作
人员王先生询问后回复记者说，移动房确
实是供开源路道路施工工程的工人居住，
是暂时放置的，今年底施工将结束，移动
房预计明年1月份挪走。

湛河二平台出现
三座移动房
市住建局：施工需要 明年1
月挪走

陈新宇在阅读自己收藏的旧书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10月 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
庸在香港病逝，享年94岁。这一消息牵
动了郏县渣园乡查庄村查姓人士的心。
金庸与查庄到底有何渊源？昨天下午，记
者赶赴郏县渣园乡查庄村采访。

昨天下午，记者在渣园乡政府宣传干
事孙文涛的陪同下来到查庄村，找到了
2001年 5月曾前往登封少林寺拜访金庸
的查庄村民查双进。

查双进回忆说，当年金庸去少林寺出
席题词揭牌典礼，当时的少林寺副方丈释
圣智是查庄村人，经他牵线搭桥，他和父

亲查金、时任渣园乡副乡长郭松义一行5
人前往少林寺拜访了金庸。当时，金庸
曾在释圣智拿出的一本《天龙八部》的扉
页上写下：金庸原名查良镛河南汝南
郡。他们还和金庸说起，在郏县有3000
多口人姓查，村名就叫查庄，是否与金庸
先生的浙江海宁查家有什么关联？他们

一起查对了《查氏家谱》后，金庸说：“这是
历史上人口迁移到浙江的，我也是河南
人。有时间一定要到查庄追本溯源，寻根
祭祖。”

查双进说，2012年，查氏宗亲联谊会
在江苏婺源县召开，时年88岁的金庸委
托其侄子前往参加。

金庸祖籍郏县？他说，我是河南人
郏县查庄人士17年前曾拜访金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