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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这个年代还有一点需要静下心来才做的事情，恐怕也就只有读书了吧。
提起读书，我脑子里有那么几个零星的记忆片段。高考前那一两年，我变得很厌学，除了喜欢的那一两门学科还在认

真听讲，上课其他时间几乎都在用来看闲书，回家后也是把杂志藏在抽屉里，家长在身边的时候装模作样在写作业，一一离
开便拉开抽屉看书，其实父母并非严禁我读课外书，只是在那样一个只能学好书本才有未来的大环境下，读书在我心中中自
然就成了一件只能偷摸干的事。

因为离家近，我的很多书都是在席殊书屋买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外地求学，都没有再去过席殊，当再次路过
的时候，那家并不大却风格十足的书店，早已关张易主。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自己很少再读书，却购买了大量的杂志志，以
至于整个地下室的三面墙全做成了杂志架，不买书的原因还有一点，自己真的很难让自己静下心来，持续的读完一本书书，
很多书读了三分之一，再次读的时候之前的内容早已印象全无。

很长一段时间，去逛书店只能看到小孩子们，再大一点的孩子很多都在家长陪伴下选购教辅书籍。我一度认为这个社
会年轻人们已经几乎可以不读书了，他们用手机和电脑能获取永远看不完的资讯和信息，直到2013年我出差去重庆遇见了
西西弗。

重庆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满街的低胸短裙长腿让这个城市显得极为躁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的书店，我再次被读
书的魅力所震撼。在西西弗书店里，七八排长条凳密密麻麻坐满了安静读书的人，各式的文化活动海报悬挂在书店的各各个
角落，带桌椅的区域挤满了抄书和做笔记的青年，就连收款台前也排起了大长队。很多人找不到座位就沿书架依序席地地而
坐。这里没有儿童的吵闹、没有家长的催促，没有情侣们的甜腻，只有静静的在读书。在书店结账的柜台旁写着：“背背包太
沉，存吧；站着太累，坐吧；书太贵了，抄吧。”不夸张的说，我还真就因为这句话，霎时间对整个重庆印象大变，突突然感受到
一个书店的温暖和一座城市的人文关怀。

品聚的徐欣说，2013年是济南书店全线关张的一年，能走
的都走了，该留下的也走了。也是在那一年，他开了一家书店
名叫品聚书吧，那里有书、有咖啡还有一些文化人的聚会。

重庆之后的每次出差，我都会逛一逛当地的书店感受一
下，每个城市总有那么一两家能让你感触到些什么，而我也不
禁好奇，在出版行业极其不景气的年代，在人们都只想着如何
享乐如何赚钱的时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坚守着书店？逛得
越多越了解越发现，有些书店的本身便是一个故事，有的书店
是一种模式，还有的书店之所以能被本地的文化人所推崇，除
了书籍还有对一座城市精神空虚的慰藉。

这一期，我们借阅读之名，写了些故事，讲了些段子，提了
些观点，只是希望我们的生活中，不仅只有现实的现实，还可
以有精神的精神，毕竟，是时候该慢下来，静一静了。

@Caucasus:【胡雪岩的启示】中国人读书和西方人读书不一样，西方人读书是为了求知识，中国人却不是。中国人认为，与知
识相比，道理更重要。所以，中国人认为，读书最重要是为了明白道理。
@一地秋白:中国人现在除了让自己的儿女好好读书，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之外，自己是坚决不读书的，也是坚决不买书的。
根据外国人不怀好意的统计，以色列每人平均每年买44本书，韩国人买12本书，中国人买0 . 5本书。看到这个数字，就知道中
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读几本书了。
@孟莎美：中国人并不是不阅读，很多年轻人几乎是每10分钟就刷一次微博或微信，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但微博和微
信太过于流行也让我担心，它们会不会塑造出只能阅读片段信息、只会使用网络语言的下一代？
@陈丹青：要看的人，自会去看；不要看的人，宁可去餐馆，去歌厅，去赌场，那也很好。
@高希均：二战时期，英国伦敦遇到德军的空袭，很多房子被炸塌了，有一处图书馆也已倾颓，地面满是尘土和砖石。然而，
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几位穿着得体的英国男人，竟然不顾敌机刚刚离去，穿进废墟的图书馆，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然后
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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