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本市
2020.4.23 星期四 编辑 郑绪旻 校对 李赛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4月21日下午，记者到市区湛
北路一家旧书店找店主蔡云飞，他
的妻子曹书光说：“他到图书馆借
书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蔡云飞的
旧书店里摆放着《辞源》《莫泊桑小
说集》《闪闪的红星》等旧书、连环
画及杂志，七八十平方米的书店内
除了过道外全是旧书，有20000多
册。虽然这些书籍品相陈旧一些，
但无碍阅读。那蔡云飞为什么还
要到市图书馆借书呢？

守着书山去借书

少顷，蔡云飞拎着一袋书回来
了。袋子里有《白居易》《杨绛全
集》《书画题跋实用手册》等六本
书。蔡云飞说：“虽然店里有读不
完的书，但我还想去图书馆借书
看，拾遗补缺。”

曹书光说：“云飞平时喜欢看
书，上世纪90年代就在市图书馆办
了一张借书证，隔三差五到图书馆
借几本书看。”

今年45岁的蔡云飞，祖籍漯河
郾城，喜欢书法。1993年，蔡云飞
初中毕业后，到平顶山以卖书报为
生。蔡云飞说：“我为啥借《白居
易》？有一次，我练习书法时，看到
陈毅元帅赠友人书法作品中引用
了一句白居易的诗‘自此光阴为己
有，从前日月属官家’，因而对白居
易产生了很大兴趣。”今天在图书
馆无意间看到《白居易》这本书，就
打算仔细品读一番。

“借六本书多久能看完？”
蔡云飞说，他看书一般分三种

情况，一是精读，二是浏览，三是抄
写。在蔡云飞的写字台上放着一
本硬笔小楷练习本，上面是蔡云飞
抄写的王羲之的《书论》，字迹工整
隽秀，功底非同寻常，原来蔡云飞
现在是河南省书法协会会员。

蔡云飞说，他很享受借书还书
的过程。

单次购书3000余册

蔡云飞平时喜欢看书，市区书
店、图书馆和旧书摊时常有他的身
影，甚至郑州、武汉、广州等城市的
图书市场也留下了他的足迹。

蔡云飞经常光顾旧书摊，基本
上每次都会带回去三五本旧书，种

类繁多，五花八门。“他去了就不空
手回家，不仅买旧书，新华书店的
新书《灵飞经》小楷字帖，一本定价
40元，他前前后后一共买了9本。”
曹书光说，他一件衣服穿好几年不
舍得换新的，买起书来一掷千金，
到外地买一次就是几千元钱。家
里三个房间，两个用来存放 10000
多册书。他买书花去了家里大部
分收入。

蔡云飞说：“好书不厌其多，我
在物质方面的要求不高，省吃俭用
就为了多买一些书，外人一般不理
解，套用陆游的一句诗就是‘任从
人笑作书颠’。”因此，他自称“书
痴、书颠”。目前，蔡云飞家收藏图
书上万册。

2012年以前，蔡云飞只买书不
卖书。近几年，蔡云飞的书报生意
清淡，难以为继。2012年秋天，蔡
云飞在市区公园北街湛河桥北段
开了一家旧书店，收购、销售旧
书。两年前，他把旧书店搬至市区
湛北路。

近几年，蔡云飞与市区藏书爱
好者成了朋友。一次，市区矿工路

西段一位闫先生给蔡云飞打电话
表示，家里有许多旧书需要处理，
希望他上门收购。原来，闫先生
退休前是教育工作者，家中藏书
很多。他曾想退休后开一家旧书
店，在书店中度过晚年，但退休后
身体状况不佳，开旧书店的想法
随之搁浅。闫先生平时爱读书，
更爱惜自己的书籍，知道蔡云飞
也是一个爱惜书籍的人，所以想
把自己收藏的数千册图书转让给
蔡云飞。

当时，蔡云飞把闫先生3000多
册藏书以17500多元的价格收购。

收书不能见利忘义

不久前，蔡云飞在市区凌云路
南段平顶山师专家属院一位教师
家里收购了600多本旧书，其中有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明朝思想家
李贽著的《焚书续焚书》一套五
本。当时，双方以 50 元的价格成
交。

次日早上，教师的家人给蔡云
飞打电话称《焚书续焚书》家里人

还要看，不卖了，希望他把书送回
来。蔡云飞知道这套《焚书续焚
书》旧书售价不菲，50元的确是捡
了一个漏，但已经成交了，对方反
悔，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蔡
云飞又想：“收购旧书应当诚信经
营，不能因为一套书见利忘义。书
本来就是人家的，人家不想卖就应
该还给人家。”

蔡云飞将这套旧书物归原
主。教师的家人收回了《焚书续焚
书》后，指着家里100多本旧书说：

“这些书，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都带
走吧，不要钱了。这个屋子准备腾
空后出租，你相中什么尽管拿。”蔡
云飞带走了一个旧式军用木箱用
来装书。

“蔡云飞是一个读书人，即便
经营旧书生意，他身上也鲜有商人
唯利是图的本质，这一行是一个微
利行当。”蔡云飞的朋友张向威说，
蔡云飞经过多年的打拼，现在总算
找到了方向，他的旧书店成了一个
小型图书馆，蔡云飞利用它养家糊
口，也利用买卖旧书阅读大量书
籍。

蔡云飞：任从人笑作书颠

在鹰城为数不多的旧书店中，有一位以买卖旧书为业的中年男子，他曾花费17500余元一次性
购买3000多册旧书，他不仅买卖旧书，酷爱读书，还收藏书籍10000多册。

昨天，新华区西市场街道三七街社区工作人
员整理居民书屋的图书，为重新开放作准备。

该社区负责人宋小丽介绍说，受疫情的影
响，居民书屋从1月23日暂停开放。昨天，工作人
员消毒清洁了书屋，淘汰了过期的报纸杂志，补充
了100余册新书，今天限时开放。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更换新书籍
迎接老读者

昨天，在市新华书店的营业大厅里，在
中建七局工作的郭先锋抱着10多本图书，
但仍意犹未尽地挑选着书架上的书籍。

随着“世界读书日”的到来，市区一些
书店推出了图书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市
民选购。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世界读书日”
“书虫”购书忙

蔡云飞在整理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