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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激激发发学学习习热热情情，，分分享享读读书书感感受受
本报联合亚龙书城启动“十佳书香家庭”评选活动，报名电话2110110

本报济宁4月22日讯(记
者 汪泷 ) 为激发市民读
书、爱书、藏书的热情，营造
全民阅读氛围，在“4 . 23世
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本报联
合亚龙书城启动济宁市“十
佳书香家庭”评选活动。即日
起，欢迎单位推荐或个人报
名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为 ：
2110110。获评家庭，将获得
亚龙书城提供的精美礼品一
份。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项重
要举措。自活动开展以来，全
民阅读活动蓬勃发展，活动
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充
实，方式不断创新，在全社会
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
好舆论氛围和文明风尚。

作为孔孟之乡，济宁不
仅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也
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启动

“十佳书香家庭”评选活动，
不仅可以激发广大市民的阅
读热情，也可以推动家庭读
书、爱书、藏书的动力。

此次“十佳书香家庭”评
选活动，可以通过单位推荐
或个人报名，本报通过专题
报道的形式，和读者们共同
分享书香家庭的读书经历、
以及对书的感悟等。本报还
将根据候选家庭的藏书数量
等，最终评选出10个“书香家
庭”。

22日，在书房里，孔勇拿着一
本《孔圣在济南》，这是他上周刚
从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淘来的。

工作之余，孔勇的生活几乎
完全是在淘书中度过的。他告诉
记者，上个星期，他刚从济南英雄
山文化市场淘来一本《孔圣在济
南》。孔勇的淘书城市不仅仅局限
于省内。在孔勇的印象中，北京地
坛每年4月举办的北京书市，他几
乎每次都不落下。“徐州、郑州、淄
博我都去，连曲师大周末的校园
书摊，也时常去寻点‘宝贝’。”淘
书是他生活的乐趣所在。

孔勇的书房里，一面墙的书

橱颇显壮观。“我一共藏书12000
册左右，这里存放了其中的5000
多册。”说着，孔勇打开书橱门，
指着一旁书架上三层厚厚的“大
部头”说：“济宁所有县市区的县
志我都有。”说这话时，孔勇的眼
神里充满了自豪。

买了这么多书，孔勇并不是
单单看过一遍就放在一边。他
说：“在外地淘书的时候，看到有
一些不错的故事、传说，我首先会
在脑海中进行对比，这些在济宁
有吗？比济宁早还是晚？”而回家
之后他便立刻着手收集相关的资
料，来充实自己的民俗研究。

在他书房的一角，放着一摞
老旧的小笔记本，“这是我读的
最早的抄书。”孔勇说。

翻开其中一本笔记本，里面
是一本工工整整的钢笔字，第一
页上写着《早霞短笛》4个字。这
是上世纪70年代的抄书，“那时
候我在青岛缝纫机厂做学徒，一
个月的工资是18 . 5元，即便省
吃俭用想攒钱买本书，也没地方
找去。”在孔勇的记忆里，十七八
岁的年纪正是对知识有着疯狂
渴求的时候。

孔勇说，在那个知识匮乏的
年代，即便传阅到他手中的书，

也尽是些朋友们的手抄本，根本
见不到原装的图书。“所以每当
我能借来，就立刻偷偷跑到宿舍
里开始抄。”因为朋友们都想借，
所以孔勇只能时常熬夜抄下来，

“这个习惯持续了差不多十年吧，
足足抄了有七、八十本笔记本。”

《北国风情》、《一双绣花鞋》、
《他的女人》，那时候的孔勇凡是
见到的书一概抄下来，然后闲暇
的时候便反复品读，“抄书、看书，
我对这样的生活乐此不疲。”孔勇
说。而他如今把大部分的笔记本
还都保留着，也是想教育自己的
后代，读书对他是有多么的重要。

幸福读书生活

孔勇乐此不疲

淘书，他生活的乐趣

抄书，年轻时的记忆

“读书40年，藏书上万册，码字200万，编书30册。”孔勇
用一首打油诗来形容自己的读书生活。在他看来，这是一
种幸福的生活方式。他说，人有三个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
一个是吃到肚里的东西，一个是人生理想，还有就是你读
过的书。

本报记者 汪泷

孔勇保留的手抄书。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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