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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去书店买书、读书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书店，早已成为人们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伴随着几代

人的成长，承载了几代人的阅读故事，也折射着一座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阅读轨迹。

杨绛先生说：“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

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生活与读书是互见、互证、互相照耀的关系。书没有生活那么丰富，却集中了光照与穿

透生活的能力，而生活也总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要读什么书，要怎样去读书。

在时间的长河里，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阅读印记。如今的书店，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不仅

仅承载着读书人买书的地方，它还是一个阅读空间，一个城市书房。在阅读与感悟中，你终会发

现:所有读过的书，都会化作你思想的精髓；所有阅过的字，都会融入你灵魂的空间。

而生命，就在不经意间，灿烂了一树之花，摇曳生姿……

明天，第27个世界读书日，让我们重回“书店”，以“书店”为特别的

载体，走进不同年代的买书、读书的人群，了

解他们的读书故事和曾经的梦想，感受时代

不断前进的步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

书店里的图书品种不多，但不

影响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知

识的渴望。在不少八九十岁老

人的记忆中，《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把

一切献给党》等等，是那时最热

卖的书籍。

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他

们常常省吃俭用攒一些钱去新

华书店买书。对于当时淮安的

读书人来说，去新华书店已成

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昨日，

记者走进杨本兰和左平两位老

人的家中，听他们聊聊他们的

读书故事和曾经的梦想

杨本兰今年 89岁，“活到

老，学到老”这句话用来形容她

再合适不过了。“我最爱看历史

类的书籍，李世民、成吉思汗、

朱元璋、孙中山等历史人物传

记我十分熟悉，都看过好几

遍。”说起读书，杨本兰老人一

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据杨本兰介绍，上世纪50

年代，涌现出了一批“红色小

说”，这些小说塑造的人物有着

强烈的革命理想，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人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和保卫国家利益的战斗。“我读

《林海雪原》，文中的人物，如少

剑波、杨子荣等，他们心中燃烧

着一把火，为着理想，为着信

仰，为着祖国伟大的事业，在深

山老林中奋斗。他们的赤子之

心对我的触动很大。”杨本兰告

诉记者，自己对于英雄的认识，

最初都是从文学作品里来的。

“读书让我对生活充满希

望。”杨本兰老人感慨地说。老

人出生在南京，小时上过学，因

为家庭变故辗转来到淮安，然

后结婚生子。她的丈夫在她42

岁时病故，留下她一人不仅要

撑起一个家，还要抚养五个子

女。老人说：“我那会过得十分

困难，唯有书籍一直陪着我，是

读书支撑我熬过了那段艰难岁

月。看到喜欢的书没钱买时，

我就去跟人借书，然后在路边

小摊上抄回来看，虽然艰苦但

心里很充实。”杨本兰平时爱

读书的习惯也影响了她的子女

们，他们有的做医生、有的当教

师，都喜欢读书。“我现在虽然

不能久坐，但每天还是坚持读

书两个小时左右。”杨本兰说，

现在吃得饱穿得暖，想看什么

书都有，过得很幸福。

同样热爱读书的左平老人

今年88岁，走进位于富丽花园

小区的左平家中，仿佛走进了

一个“微型图书馆”，60平方米

的房屋近一半用于收藏书籍，

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医疗保健、

名人著作、旅游指南、历史读物

等，每一本书都留下了老人翻

阅的痕迹。左平是市高职校退

休老师，他一见面就告诉记者

自己的“阅读心得”：阅读使人

心明眼亮，树立正确的“三观”；

阅读让他收获爱情，一本书成

了定情之物；阅读有利健康，减

轻病痛……最令左平欣慰的

是，孙子、孙女在书香家庭的熏

陶下，也都很喜欢阅读，孙子考

上博士，成为大学教师，孙女研

究生毕业。回忆起自己上学时

读书的故事，他感慨道：“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家里很穷，没钱

买书，我就跟哥哥们一起去连

云港那边砸石子卖，卖了以后

去市里书店买书，一本书好几

个人传着看，一边看还一边做

读书笔记，就想着考上学校才

能找到工作，过上好日子。”左

平尤其热衷阅读鲁迅的作品。

退休后，他没有安享晚年，而是

退而不休，将“胸中饱学”发挥

出来，组织社区里的几位银发

老人一起在柳树湾读书、读诗，

分享心得。记者看到，左平随

身都会带着一本厚厚的笔记

本，走到哪读到哪，上面写满了

他的阅读感想、发言稿以及日

常生活中的随见随感。

一个人读书不如一群人读

书有意义。左平向记者直言，

他希望有更多的老年人能从阅

读中得到满足，充实自己生活。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最是书香沁心城。徜徉在书海感受

“诗与远方”，能够让人洗去忙碌了一天

的疲惫，让心灵感到平静、惬意。近年

来，我市各类书房不断涌现，一座24小时

书房犹如城市的一盏不灭的灯，让读者

们多了一处“不打烊”的心灵栖息之所，

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温暖、璀璨。

“淮安书房生态文旅区富城店是一

家具备24小时开放条件的‘图书馆+书

店’型服务场馆，自2021年12月运营以

来，一直受到周边市民的认可。”作为淮

安书房生态文旅区富城店的管理员，苏

舒对这里有着别样的感情。她向

记者介绍，这家淮安书房

总占地约760平方

米，是目前全市所有淮安书房中面积最

大的一座，共投入6700多册图书供市民

选购。与传统书房不同，淮安书房是一

家集书店、沙龙活动、亲子阅读、咖啡与

茶、文创展区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包括图书售卖区、24小时自助借还区、少

儿活动区和休闲区等功能区域，在满足

不同读者看书、购书需求的同时，还能够

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温馨的阅读环境。

“我们的24小时书房，是依托淮安市

图书馆开辟的一间24小时自助借还区，

具有24小时全时开放、无人值守自助服

务、全市通借通还三大特色。”苏舒表示，

24小时书房内不仅有一排排放满书的书

架，还配备了市图书馆借书卡自助办卡

机、自助查询机、自助借还机等，可实现

“一体化”“一站式”服务，读者仅需

几秒钟就可轻松完成借

书卡现场免费

办理、图书自助借还等流程。她说，24小

时书房建成后，便成为附近阅读爱好者

的常来之地，每到傍晚，这里往往人头攒

动，特别是周末，经常是一座难求。书房

开放几个月以来，苏舒发现，前来阅读的

人群年龄跨度很大，小到几岁的孩子，大

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其中以学生和老年

人居多。学生们对自然科学、寓言故事、

学科专业等书籍比较感兴趣，而老年人

则更偏爱历史、政治、保健养生类的相关

书籍。

“夜幕降临，24小时书房却灯光明

亮，读者们有的围桌而坐，有的靠墙而

立，每当看到神情专注的读者们，我的心

也会跟着平静。”苏舒表示，自己同样是

一位读书爱好者，尤其享受沉醉于书本

的那一份安宁，希望城市中大大小小的

24小时书房能够让读者们在浮华与喧嚣

的生活中，觅得一片“不打烊”的心灵的

净土。 ■融媒体记者 吴家婧

24小时书房之一
城市里一盏不灭的灯

耄耋老人的书香人生：
“读书让我对生活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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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的读书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