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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十年间，我遇
到了很多珍惜旧书的人！
对 我 们 而 言 ， 坚 守 在 旧
书店已是一种责任。”14
日，记者慕名来到古德寺
老大门旁的上滑坡56号，
这里便是“藏在深巷人未
识”的珍知旧书店。在20
平方米的旧书店里，四面
的书柜和中间的桌子上堆
满了旧书，书柜与桌子之
间的通道只容一个人侧着
走。在这里，许多具有时
代特色甚至绝版的书籍获
得了新生。

一家人都爱读书，书
比自己重要

“ 以 前 ， 我 们 一 家
人在街上看到喜欢的书就
会买回来，不知不觉，书
架上已有800多本书。”58
岁的“老板娘”李兰珍介
绍，丈夫艾长幺于1955年
出生，从小酷爱读书，读
小学时就看了许多《半夜
鸡 叫 》 之 类 的 连 环 画 ；
进入高年级后，《青春之
歌》《苦菜花》《烈火金
刚》这些书已不知读过多
少 遍 ； 初 中 时 就 读 完 了
中国四大名著。艾长幺于
1976年参军，在服役三年
间通读了《毛泽东选集》
一至四卷。李兰珍自己也
酷爱读书，上学时就读了
《红楼梦》《红与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
外 名 著 。 儿 女 受 父 母 影
响，在书房常常一待就是
一 整 天 。 一 家 人 都 爱 读
书 ， 用 李 兰 珍 的 话 说 就
是“爱书爱到哭”。

1 9 9 6 年 ， 夫 妻 二 人
从 黄 陂 化 工 机 械 厂 下 岗

后，曾卖过水果、摆过地
摊。2000年的一天，女儿
艾娜华看着家里的书，提
出开家旧书店的想法，“
这样我们不仅能与更多的
人分享家里的书，而且也
能 看 到 更 多 的 书 ” 。 在
女儿的鼓励下，夫妻二人
下 定 了 决 心 。 为 筹 备 书
店 ， 二 人 四 处 淘 书 近 一
年。2001年，李兰珍夫妇
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家铁
路宾馆租了一个门面卖旧
书。“那几年，山东、辽
宁的铁路工人来店里一袋
袋地买书装上车。”

客 源 不 断 ， 二 人 也
想方设法开辟书源。李兰
珍回忆，她曾淘遍武汉的
旧书店，四处打听旧书来
源。为了淘到旧书，艾长
幺、李兰珍和回收站老板
成了朋友，常打电话互通
信息。艾长幺、李兰珍还
走街串巷上门收书。

“收书是个力气活，
路远的我们坐公交去，路
近 的 我 们 就 骑 车 上 门 收
书。”有一次两人骑车去
收 书 ， 回 来 时 下 起 了 大
雨，周围没有可供避雨的
场所，眼看着四大袋的旧
书就要被雨水淋湿，夫妻
俩赶紧将外套脱下来盖在
袋子上。“要保护书，我
们 淋 湿 了 不 要 紧 ， 这 些
书 要 是 淋 湿 了 就 太 可 惜
了。”

经过二十年的积累，
目前，书店内有两万多册
书，后湖的家中还藏有一
万多册书。不同于时下新
潮的书店，珍知旧书店内
更 多 的 是 市 面 少 见 的 老

书，有些史书更是孤本难
觅。李兰珍介绍，书店主
要售卖文学、历史学、哲
学 类 书 籍 ， 也 售 卖 少 部
分的连环画、字画、“火
花”和旧报纸。

今 年 是 建 党 百 年 ，
多年来李兰珍夫妇俩从一
些老干部家庭、正规书店
选购回的一些红色经典书
籍，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
时期的讲话与著作，十分
俏销。李兰珍说，没想到
年轻人对红色书籍这么感
兴 趣 ， 这 对 用 好 红 色 资
源、赓续红色血脉、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自信十分有利。

书店历经四次搬迁，
铁杆读者追随

“店开到哪里，老顾
客就跟到哪里。”因门面
拆迁和租金压力，书店曾
历经四次搬迁。李兰珍介
绍，读者中有六成是老顾
客，每到周末，很多老顾
客、老朋友就来了，小小
的书店门庭若市。

“一次外出，偶然发
现这里居然有个旧书店，
进去一看，别有洞天。”
江汉大学退休教师周秋和
自2013年在韦桑路上发现
这家旧书店后，每周都来
看书。“这家书店从韦桑
路搬到百步亭，后又搬到
古 德 寺 旁 ， 我 跟 老 板 娘
说，店面搬迁了一定要提
前告诉我。”

周秋和介绍，市面上
看到的《水浒传》大多是
80回、100回本，在这里他
找到了120回本。家中成套
的旧书有缺失，他也会来
这里补充。“老板娘很乐
意我们在这看书，有作家
前来寻找资料书，她还会
将家中的藏书借出。”

平日里，一到中午、
傍晚，附近武汉育才美术
高中的学生就会来这里看
书。对于学生购书，李兰
珍常常是半卖半送。“这

家书店有历史的沉淀感，
老书书页泛黄，有着独特
的书香味。我埋头在这里
看书时，觉得此心安处是
吾乡。”武汉育才美术高
中学生覃书影介绍，因父
亲喜爱收藏旧书，在父亲
的耳濡目染下，她从小喜
欢逛旧书店，这里成了她
的宝藏书店。

记者在珍知旧书店看
到，这里的书虽然便宜，
但没有盗版书，大都是上
世纪八十年代知名出版社
出版的优秀书籍，中外名
著、优秀散文集、杂文集
很多，还有许多成套的名
著 ， 《 李 自 成 》 一 套 八
本，120元；《三国演义》
一 套 3 0 元 ； 《 红 楼 梦 》
一套36元。一般的书论斤
卖，每斤4元。记者现场“
淘”了《现代应用文写作
大全》《天门纵横》等9本
书，李兰珍放到磅秤上称
重，共8.5斤，收费34元。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一
位70多岁的老人，老人佝
偻着身子、戴着老花镜，
在这里“淘”书一个多小
时，挑选了《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醒世恒言》
等老书。

二十年执着守候，甘
做“文化摆渡人”

“ 曾 有 人 问 我 ： 现
在还有人看书吗？我心里
颤抖了一下，有些后怕。
虽然电子书兴起后纸质书
受到了冲击，但中华五千
年文明是通过书籍记载、
传承下来的。”艾长幺表
示，碎片化阅读的知识不
够系统，要想达到深度阅

读 ， 纸 质 书 是 更 好 的 选
择。他希望年轻人能多看
书、看好书。“再说，手
机看多了伤眼睛，不利于
健康。”近年来，书店多
次搬迁，生意也越来越不
好 做 ， 但 李 兰 珍 表 示 想
和丈夫继续把旧书店开下
去。“对我们来说，盈不
盈利不重要，重要的是能
把 好 书 带 给 有 需 要 的 人
看。为让更多的人看到好
书，我们得与时俱进。”
在儿子艾正华的帮助下，
李兰珍夫妇已经在孔夫子
旧书网上开起了店铺。

记 者 了 解 到 ， 书 店
原来叫“博爱书店”，后
来武汉理工大学一位教授
建议改名为珍知旧书店，
取了李兰珍名字中的一个
字，同时也有“真知”“
珍惜知识”的意思。在珍
知旧书店，有的书籍要等
上两三年才会被人问津。
李 兰 珍 相 信 这 些 书 籍 虽
然小众，但总能等来“伯
乐 ” 。 夫 妻 二 人 除 了 守
店，平常也有分工。李兰
珍 常 常 充 当 守 店 人 的 角
色，而丈夫艾长幺则充当
采购员的角色。

6 6 岁 的 艾 长 幺 话 不
多 ， 但 他 思 考 很 多 。 他
说：“我们坚守的是一份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文 化 的 责
任，一份爱书、分享书的
情怀。”他表示，每本旧
书 都 留 存 着 那 个 时 代 的
文化知识，他想把经典古
籍 中 的 优 秀 文 化 传 承 下
去。“我们可以通过自己
的努力，在有限的条件下
创造出一方属于自己的精
神天地，让灵魂丰盈，让
生命丰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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