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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西工区人民东路副一号
电话：６３２５１１５０

洛阳席殊书屋 特
约

席殊书屋销售排行榜

终身学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在深渊里仰望星空：魏晋名士的
卑微与骄傲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五百年来王阳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红楼飨宴 中信出版社
原则 中信出版社
高山上的小邮局

上海人民出版社
欧洲漫画史 商务印书馆
疗愈厨房 青岛出版社

■作者：【西班牙】安赫
莱斯·多尼亚特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
版社

这是一本超越《追风筝
的人》的奇迹之书。这个世
界上，总有电子邮件无法抵
达的地方，那些被迫中断的
友谊、爱和梦想……当我不
在，这些信可以代替我继续
呼吸，信上的文字好像一个
个死者，只能在读信人的眼
中复活。

■作者：【英】帕克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
人体为我们所熟悉，这本

书以令人惊奇的视觉细节，从
健康和疾病两个方面揭示机
体的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
复杂的内在运作。

新书速递

静静读书

作家冯杰说：“现在城市流行新十
大俗，诸如穿纯棉（衣服），戴珠子，持苹
果手机，谈《瓦尔登湖》，读书会自然也
算其中之一。”

诸君看到这儿，会不会跟我一样自
动对号入座？果真我等都是俗人啊！

俗人们看到这本书难免心生欢喜，
它就是冻凤秋的《风吹书香》。

风是《中原风》的风，《中原风》是
《河南日报》副刊的“芳名”，也是他们
搞的一个读书会的雅号。凤秋是一
名编辑，还是一名作家，“兼职”推广
阅读。

就是她，三年多来，让这股“风”在
中原大地上吹过来吹过去。

墨白、乔叶、刘庆邦、李佩甫、肖复
兴、叶倾城……一场场中原风，吹过来
一个个熟悉又遥远的名字，他们说了什
么，凤秋都记了下来。

多好啊，翻开一本书，就能潜入23
场中原风读书会，沐浴那么多读书人精

神的阳光雨露，在这股“风”中，让自己
的灵魂也跟着升华。

作家乔叶在序言里给“风”分了
类。有春风，“和煦，温暖，如《不要你
捧，不要你哄，只要你懂》的主讲孟宪
明，《端午时节，在古雅的文字里看草见
花》的主讲舒飞廉，《深邃的眼，童真的
心》的主讲肖复兴”；有夏风，“热烈，滚
烫，如《一起读，让灵魂交响》的主讲墨
白，《热气腾腾的生活》的主讲焦述”；有
秋风，“饱含沉甸甸的果香，如《当<信
球>遇上<野狐禅>》的主讲张宇和冯
杰，《真正的天堂，就是读书的模样》的
主讲李佩甫”。

乔叶说：“这里没有冬天，没有冬天
的风。”静静觉得，不妨等到下一个冬
天，拿着这本书，去会一会冬天的风。

除了读书会的记录，这本书还收录
了7位名家的散文，都是关于阅读与写
作的。此外，乔叶和冯杰的两篇序言也
颇有看头，一个雅，一个怪，都富有诗

意，耐人寻味。如果把这本书比成超市
货架上的商品，那这两篇序真算得上是
上乘的赠品。

阅读记录

□记者 杨文静 文/图

李人青女儿家不大，他的
“书房”就在阳台上：一张写字
台，一把旧椅子。

阳台上亮堂，李人青每天
会趁光线好的时候看一会儿
书。“去年我爸还一看就是半天，
今年不能这样了，我怕他看坏
了眼睛，耽误走路。”李先玲说。

李人青喜欢《周易》里的
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他说这是他的养生格
言。每天，他都要拄着拐棍
凳，沿着启明西路走到夹马营
路，在路口坐下，跟那儿的老
伙计们聊天。

有时候，他会在心里想上
几句诗，回到家赶紧把它们记
在纸上。他拿出一张旧日历，
背面是他前几天写的一首诗：

“风风雨雨人生，明明亮亮心
灵，曲曲折折征程，海碧山青，
笑迎晚霞飞红。”这好心态，他
说是从书里学来的。

□记者 杨文静 文/图

每家老书店都有一批忠实的老
读者。前不久，洛阳席殊书屋的经
理陈凯向记者推荐了一位，他叫李
人青，93岁，都这把年纪了，还独自
逛书店。说起这事儿，老人上来就
是一句：“不读书不行。”

眼睛看不清，仍手不释卷

岁老先生：
不读书不行

93

李人青老家在宜阳县黄龙庙村，
如今他住在瀍河区启明西路附近的
女儿家。住在这儿，逛书店方便。

“住五楼也没关系，我慢慢下。
我拄着拐棍凳，走到车站坐上9路
车，很快就到洛阳席殊书屋了。”李人
青说着，拿出他上次在书屋买的书，
是李元洛的《诗美学》。

这本书好厚，有706页，买回家
后，李人青手不释卷，十来天就读完
了。“李元洛是著名的诗论家，我以
前翻过他的《诗美学》，这回买的是
修订版，里面增加了很多内容。”他
边翻书边说，“书里讲的是诗的艺
术，讲诗歌创作与欣赏。李元洛的
视野很开阔，古今中外的诗歌他都
谈到了。我实在忍不住，就想一口
气看完。”

其实，李人青看书，女儿李先玲
是不太支持的。她不是反对父亲阅
读，而是怕他眼睛太累。李人青指着
右眼说：“这一只已经失明了，左眼也
看不太清。女儿不想叫我看书，老管
我，但她管不住我，我偷偷看。”

李人青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我
父亲是清朝的读书人，还没考上秀才科
举制度就被废除了。我6岁时，父亲开
始教我读书，从四书五经开始。”他说。

跟着父亲，李人青读了9年的四书
五经，这期间他爱上了诗歌。接着，他
又上了7年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一名教
师，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他说：“看书
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不看书我一天都
过不去。”

“1949年苏州解放时，我正好在苏
州读书，就参了军，在部队当起了文化
教员。”李人青还记得，参军头一年，总
是行军，他背着一包袱书，书沉得不行，

“我走不动只好把书丢了。走走丢丢，
等回到部队，我重新买”。

那会儿，李人青读的书大概分三
类：“一类是进步的书，如《给青年的十
二封信》，当时是一本小册子。一类是
文艺书。还有一类就是我一直喜欢的
关于诗歌的书，如《论诗的艺术》《诗论》
等。”李人青喜欢文史哲一类的书，喜欢
理论，喜欢思考。

1 去书店：
拄着拐棍凳，坐上9路车

2 读典籍：
6岁启蒙，读四书五经 3 君子自强不息

看书还须节制

《风吹书香》

这本书他看了十来天这本书他看了十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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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场读书会成就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