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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杨本芬今年 82 岁，过去两年里，她

迅速成为被很多读者熟知的女作家。

“我也感到奇怪，只要提起笔，过去

那 些 日 子 就 涌 到 笔 尖 ， 抢 着 要 被 诉 说 出

来。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

长的人生。”

杨 本 芬 1940 年 出 生 于 湖 南 湘 阴 ，17
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大分

校，未及毕业即下放江西农村。此后数十

年为生计奔忙，相夫教子，后从某汽车运

输公司退休。

她在 80 岁那年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书

《秋园》，讲述母亲的故事；次年出版 《浮

木》，今年初又出版了第三本书 《我本芬

芳》。杨本芬一直用质朴真诚的文字写自

己，写家人，写这一生经历过的坎坷、苦

楚，以及格外珍惜的些许温暖。

作为小说创作的起点，《秋园》 写于

杨 本 芬 60 多 岁 时 ， 在 二 女 儿 家 的 厨 房 。

那时候她去南京帮女儿带孩子，在书房里

偶然读到一本野夫的 《江上的母亲》。

“我边看边哭，我也有一个妈妈，我

也要写。”日前，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专访时，杨本芬如是说。

“那年，我的母亲——也就是书中的

秋园，她的真名是梁秋芳——去世了。我

被巨大的悲伤冲击，身心几乎难以复原。

我意识到：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

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

大概 4 平方米的厨房里，水池、灶台

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杨本芬坐在一

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

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书写她的母亲，

以及一家人的故事。

因为怕忘记一些事情，杨本芬抓紧时

间写。她说，会随身带一个塑料袋子，装

着一支笔和几个本子，随时随地写。

女儿帮杨本芬把手稿转化成电子版，

发到网站上，又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最

终成为 3 本纸质书。如今杨本芬拥有一间

属于自己的书房，一排能容纳五六百本书

的书架，还拥有一大批每天和她热情互动

的读者、粉丝。

脚痛深深困扰杨本芬，可她依然坚持

每天写下去，目前已完成了第四部小说的

书稿。

在新书 《我本芬芳》 中，杨本芬书写

60 年婚姻故事，写尽那些无人知晓的伤

痛与困惑，孤独与挣扎。书中正当青春年

华的“惠才”，嫁给“吕”之后却被冷漠

相待，一次次悲叹“想不到你对我不好”

也得不到任何真挚的回应。甚至晚年的陪

伴与照顾，只是换来了老伴明确表示“来

生不愿意在一起”的答案。

杨本芬认为，“面对真实的勇气”是她

写作的最大特点。“到我这个年龄还写些虚

情假意、空空洞洞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了”。

中青报·中青网：在《我本芬芳》里
你提到年轻时第一次投稿成功的经历，还
记得当时的场景吗？

杨本芬：那时候写的是田园风光。当

时 我 带 着 才 1 岁 的 女 儿 玩 ， 我 记 得 很 清

楚，看到那些采茶的人包着头巾、背上背

篓，在茶树之间来回晃动，即使我看不到

她的面貌，但我觉得这个样子很美，所以

就 写 下 来 了 。 我 给 本 县 的 一 个 杂 志 投 了

稿，没想到录用了。我挺高兴的，以前也

没写过东西。

当时我没跟别人讲这件事，因为大家

都很不容易，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没有闲

情逸致谈什么写作、文化、看书——这些都

好像是一种另类人一样。我很少和人家讲

其实我爱好文学，喜欢看小说，喜欢写作。

投稿录用得了几块钱稿费，我特别高

兴。我记得那天去领稿费的时候，我这个

手一直没有离开右边那个口袋，我生怕它

不翼而飞，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比几块钱更

宝贵。

中青报·中青网：十几年前在厨房里
开始创作《秋园》的契机和动力是什么？

杨本芬：十几年前，我在女儿家里看

到 很 多 书 ， 然 后 看 到 野 夫 的 《江 上 的 母

亲》。我边看边哭。我也有一个妈妈，我

也要写。那个老房子厨房很小，但是我写

东西没有太多要求，灶台上能写，两条一

高一矮的凳子我能写，吃饭桌子上我也能

写。反正我就是需要一个塑料袋子、几个

本子，然后一支笔，随时随地写，还是怕

忘掉很多事情。

我 写 了 很 多 很 多 ， 纸 张 装 了 一 大 袋

子，好几斤。当时我也不敢拿给女儿看，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种能耐把

它 写 出 来 ， 而 且 女 儿 章 红 对 文 字 要 求 很

严 ， 铁 面 无 私 。 但 是 后 来 我 把 《乡 间 生

死》 这一篇拿给她看，她就跳起来，喊她

老公说：“我妈妈会写小说啦！”这篇小说

之后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

女儿看到我写的 《秋园》 还可以，帮

我 贴 到 网 上 ， 我 看 到 好 多 人 的 留 言 、 鼓

励、认可。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深夜 3 点钟我都要爬起来，害怕别人留了

言，我没有回复，对不起人家。

中青报·中青网：最新出版的《我本
芬芳》讲述婚姻困境，不少读者佩服你讲
述和写作的勇气，你认为自己是勇敢的写
作者吗？

杨本芬：我觉得我很勇敢。到了这个

年纪，如果我写那些用虚情假意拼凑出来

的文章，没有多大意思。不如还是真实地

反映一些生活中真正存在的问题，这也没

有什么丢脸的。

其实最早我并没有打算出版 《我本芬

芳》，我想“不要出不要出，别人肯定会

对号入座”。但最后还是出版了，因为我

觉得不管是中国的年轻人还是老一辈人，

婚姻中可能都存在很多困境与困惑，很值

得去思考，所以我勇敢地写出来了。

在 《我本芬芳》 里，我想写的是一个

女性的情感经历，婚姻中没有坏人，两个

人都是好人，但是他们最后都没有得到幸

福 。 很 多 读 者 看 了 这 本 小 说 ， 都 说 从 中

“看到了爷爷奶奶，看到了爸爸妈妈”（的

婚姻），他们会产生同感。

我不想写虚幻、套路的东西。我实打

实地写，我实打实地真诚对待，别人才会

真诚对待你的文章。

中青报·中青网：写完后困惑是否得
到释放和解答？

杨本芬：没有，困惑一样仍是困惑，

这个永远改不了。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会有“用笔
赶路”的念头？

杨本芬：讲句实在的，我已经到了这

个 年 纪 ， 也 不 知 道 哪 一 天 就 会 “ 挂 了 ”。

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旦开

始 写 ， 我 就 有 了 冲 动 ， 想 赶 紧 把 它 写 出

来，所以就有一种用笔赶路的念头。

那些事情太多了，印象那么深，都嵌

在我脑子里。一提起笔来，我就能够哗哗

哗地写出来。对于我而言，写作也不是有

什么必要、明确的使命，而是觉得这些人

物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推动着我把他们

写出来。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如今在南昌的家
里，你拥有自己的书房，每天读书写作状
态是怎样的？

杨本芬：到南昌来以后我有了自己的

书房。坐到书房里看书有点享受，书房有

一排书架，但也放不下太多书，大概五六

百本吧。

我喜欢读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韩

少功的 《马桥字典》。我还看了很多外国

小说，比如 《安娜·卡列尼娜》《烟》《三

个火枪手》《百年孤独》《红与黑》 等。

写作的时候我会专心致志地写。一般

我 每 天 早 上 6 点 钟 就 醒 了 ， 在 脑 子 里 计

划、总结一下今天要写什么事情，起来后

就开始写。但是我写不了多久脚就会痛，

要 拿 热 水 袋 敷 着 。 这 个 日 子 也 是 度 日 如

年，不过在努力活着。

杨本芬：60岁在厨房开始写作，80岁继续“用笔赶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新 疆 昌 吉 州 木 垒 县 英 格 堡 乡 菜 籽 沟

村，晚上 8 点，太阳还未落下，是饭后散

步的好时候。风声、鸟鸣、拖拉机发动机

的突突声，成为刘亮程说话的背景音。

在纪录片 《文学的日常》 第二季中，

刘亮程带着朋友来到他在村里建的木垒书

院。戴着草帽、扛着锄头，走两步就蹲下

来揪一根可以生嚼的苜蓿或者蒲公英⋯⋯

刘亮程的出镜形象，和他住了 10 年的菜

籽沟村其他农民相比，不能说一模一样，

也是大差不差。

书院的一切都是旧的，旧院子、旧房

子、旧门窗，老树，还有老人。最近，书

院要挂一块“刘亮程文学馆”的牌子，他

满院子找能做牌子的木头，最后相中了一

个旧马槽，翻过来，正合适。

出生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

一个村庄，以 《一个人的村庄》 而被称为

“20 世 纪 中 国 最 后 一 位 散 文 家 ”， 现 在 ，

刘亮程依然生活在村庄。

中青报·中青网：很多作家都喜欢写
故乡，而且是离开故乡后才写，你的《一
个人的村庄》也是在城市里书写的。作家
为什么要“离开”后写作？

刘亮程：首先我想区分家乡和故乡的

概念：家乡是你地理意义上出生的地方，

一个村庄或者一个街区，通过一条路你就

可 以 找 到 ； 而 故 乡 是 一 个 心 灵 深 处 的 所

在。家乡需要我们离开，到了远方，获得

了认识她的能力，再把她重新捡拾起来，

然后，成为故乡。

一 个 作 家 的 写 作 ， 大 多 是 从 家 乡 出

发，携带着他对家乡的所有情感，在对家

乡 的 书 写 中 ， 一 步 一 步 抵 达 故 乡 。 所

以 ， 文 学 写 作 是 一 场 从 家 乡 出 发 、 最 终

抵 达 故 乡 的 漫 长 旅 途 。 许 多 作 家 写 了 一

辈 子 的 家 乡 ， 把 家 乡 写 成 了 故 乡 ； 但 还

有 一 些 作 家 ， 把 自 己 的 家 乡写成了书中

人物的故乡。

《一 个 人 的 村 庄》 当 然 有 故 乡 的 意

义，是我离开家乡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写

的 ， 是 我 用 心 收 藏 的 一 个 已 经 远 去 的 村

庄。我所有的童年、少年时期都留在了那

里，她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故事。说起那个

村庄就像做一场梦，已经沉睡的生活就又

被刺激醒来。对我来说，只有当生活成为

往事，我重新回忆的时候，才会一点一点

去走近。当远去的生活如梦一般被悬置起

来，我就知道，可以动笔了，写作是对生

命的第二次理解。

中青报·中青网：你小时候的生活很
苦，这本书里为什么看不到任何阴暗，反
而让人觉得阳光充沛？

刘亮程：我早年生活非常不幸，8 岁

父亲就不在了，母亲带着 7 个未成年的孩

子，在村子里艰难度日。那样的生活让有

的作家去写，可能会写成一部苦难史。但

是当我成年之后回忆童年，一切苦难竟然

都被我消化掉了。反而是童年一场一场的

风 、 一 夜 一 夜 的 月 光 和 繁 星 ， 草 木 ， 虫

鸣，一个少年在村庄里无边无际的冥想和

梦，成为我写作中最重要的东西。文学写

作让作家重返童年，理解了那些苦难，理

解了那些可以放下的东西。

中青报·中青网：一直在写书，怎么
拍起纪录片了？

刘亮程：如果是一个纯讲文学的纪录

片，我可能会犹豫，但 《文学的日常》 来

到一个作家的居住地，从我喜欢的日常介

入，就觉得挺好。拍的时候也没有提纲，

一路走一路聊，但都是我想说的、思考过

的问题。其实作家的日常也是他文学的一

部分，尽管日常不会被写成文学、将被遗

忘，但日常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最漫长的

陪伴。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现在你回到了村
庄，在菜籽沟村生活，你的日常是怎样的？

刘亮程：昨天进了趟县城，见了几个

朋友，到一个哈萨克人家里吃了一顿饭，

喝了一场大酒。今天就跟那块木头 （旧马

槽） 忙活了一天，字是我写的，和朋友一

起刻的，一天就过去了。

平时早上起来，精力比较旺盛，我会

写 作 。 下 午 2 点 吃 饭 ，3 点 午 休 ， 睡 到 5

点，起来干两个小时农活。书院常有几个

年轻的志愿者，多半是大学生或者文学爱

好者，从其他省过来，我们一起耕读。

中青报·中青网：当时建木垒书院的初
衷是什么？

刘 亮 程 ： 其 实 是 一 次 非 常 偶 然 的 行

走 ， 发 现 了 这 样 一 个 废 弃 的 老 学 校 在 拍

卖，有人想买来当羊圈，我当场就决定买

下。买下之后，才意识到想做一个书院；

而所谓书院，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干啥，那

就先当成一个菜园吧，地不能荒着；种着

种着，有想法了，把老房子改造完，挂个

书院的牌，文人嘛，总有一个晴耕雨读的

田园梦和书院梦。

中青报·中青网：在纪录片中看到你们
在书院种了很多东西？

刘亮程：那必须的。书院有 40 多亩地，

其中有 3 亩地种菜，一到夏天我们吃菜基

本能够自给自足。刚来这儿的时候还种了

几亩地的麦子，因为不打农药也不用除草

剂，结果一半是草，结了很多草籽。它们长

得一样大也不好分辨，最后双双丰收，于是

我们像羊一样，吃了一年的草籽麦面，还好

麦粒是多数，味道微苦。

我 已 经 在 这 里 生 活 了 10 年 ， 50-60
岁 对 一 个 人 来 说 ， 可 能 是 最 后 干 一 点 事

的 机 会 。 如 果 没 有 这 个 书 院 ， 我 可 能 会

干 更 多 别 的 事 ， 但 也 不 能 说 是 耽 误 ， 因

为 这 些 事 可 能 好 也 可 能 坏 ， 也 许 去 经 商

然后破产了。

中青报·中青网：你还想经商？
刘亮程：我一直都在尝试经商。上世纪

90 年代初全民“下海”的时候，我开过一个

农机配件门市部；还在乌鲁木齐开过“一个

人的村庄酒吧”，结果一年多就倒闭了，把

书的版税全都赔完，于是我又开始写作了。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的年轻人说向往
“诗和远方”，你年轻时候的“诗和远方”是
什么？

刘亮程：我出生成长在遥远的新疆的

一个遥远的村庄，而且在写诗，所以“诗和

远方”就在我身边。后来离开家乡到乌鲁木

齐打工，就再也没写过诗，“诗和远方”都从

我身边消失。一是因为诗歌是我青春期的

一种写作，离开家乡时 30 多岁了；另一个

原因可能是在城市打工，过着太现实的生

活，心中的诗意被打断了，诗成为一种茫然

的存在。

中 青 报·中 青 网 ：最近你出版了新书
《本巴》，你说是被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
“人人活在25岁”这句诗打动。你25岁的时
候在做什么？

刘亮程：我 24 岁结婚，25 岁已经有了

孩子，在一个乡的农机站当农机管理员，整

日和拖拉机驾驶员打交道。那时候生活很

茫然，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写诗，但没

把文学当成一个太大的事，毕竟距离那些

著名的诗人，像北岛、舒婷，太遥远了。

再大一点，开始为生活着想，于是开始

做生意，第一笔生意就做成了，在“万元户”

时代挣到了一万块钱，太厉害了！于是就想

既然做生意这么简单，为啥还要做生意，于

是又开始写东西。

中青报·中青网：你最喜欢的年龄是
几岁？

刘亮程：每个年龄段我都喜欢，有时候

我更喜欢现在的年龄。到了 60 岁，我就同

时拥有了 50、40、30、20，拥有了壮年、青年

和童年。对写作的人来说，所有的年龄都还

没有过去，可以在写作中回到任何年代。

中青报·中青网：你想回到什么年龄？
刘亮程：童年。童年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辛苦，不知道不幸，觉得拥有整个

世界。

中 青 报·中 青 网 ：作家马原说过一句
话，“每一个写字的人，都有终老之地。每一
颗思索的心，都有栖息之处”。你希望的终
老之地是哪里？

刘亮程：我已经在菜籽沟活到 60 岁

了，只能在这里慢慢度日。当然，我还是

喜欢这个村庄的。这里遍地都是我熟悉的

东西：榆树、白杨树、杏树、沙枣树⋯⋯

我一出生闻到的就是沙枣花香，现在每个

春天都能闻到。尽管这里离我出生的村庄

有一千里远，但这些树木和树上的鸟是一

样的，甚至刮的风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我

喜欢的地方。

中青报·中青网：我听到了你那边的
风声。

刘亮程：太阳落山

了，我也该回家了。书

院 的 西 边 是 一 个 小 山

梁，太阳已经落到了山

梁后面，但最后落到地

平线下还早呢。

刘亮程：日常给作家最漫长的陪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一只名叫“平安”的黑猫，今年已经

16 岁“高龄”。它从两个月大的时候就来

到万圣书园，陪着书店几次搬迁，成了很

多读者的老朋友。“平安”最喜欢睡在黑

格尔的书上，也许是因为在这里待久了，

就懂了哲学。

北京的万圣书园，毗邻清华与北大，

以学术书籍著称。当导演范永东把镜头对

准这里的时候，以为会进来一个老教授或

者大学生，没想到还有黑猫。后来，还有

一个 13 岁的少年，骑 10 公里自行车来这

儿看书，在这家看完，又接着骑去不远外

的豆瓣书店，一路风驰电掣，导演骑着自

行车驮着摄像一路追赶。

范永东、李勇、段莹莹导演的纪录片

《书店，遇见你》，遇见书店，更是遇见不

同的人。在北京、武汉、深圳、渑池、成

都等地的 6 家书店，人的故事让书店有了

不同角度的登场。

即便不点出城市名，去到一家书店，

范永东和他 的 小 伙 伴 们 基 本 也 能 分 辨 出

这是哪里。深圳 24 小时书吧，透过有些

夸 张 的 巨 长 的 玻 璃 窗 看 出 去 ， 一 眼 就 能

看 到 深 圳 市 图 书 馆 、 深 圳 音 乐 厅 等 显 著

地 标 。 河 南 渑 池 的 新 华 书店，书店装潢

到处是仰韶文化的符号；同样，成都的方

所，从正门进入，读者首先看到的就是三

星堆的文创。

除了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具象符号外，

更微妙的关联可能是书店的气质，比如万

圣书园，范永东感叹“很少能见到汇集这么

多好书的书店”。而武汉的二手书店——又

合书舍，一眼就辨认出可能有些难度，但

只要在书店里翻上几本书就会发现，很多

书的旧主人是武汉高校的，尤其是武汉大

学的人，大学教授的藏书正是店主收好书

的重要来源。

起初，范永东只是想找各地比较知名

的书店，并没有先入为主地想把一家书店

塑造成一个城市的符号。拍摄中，他们渐

渐 发 现 ， 这 个 地 方 的 这 家 书 店 之 所 以 著

名，往往是因为它们气质相通。

深圳 24 小时书吧，是摄制组一行遇

到读者“最励志”的书店，和这座创造了

经济神话的城市一样励志。一个年轻小伙

子，上个月才来深圳打工，平常除了车间

和宿舍无处可去，偶尔在网上搜到这里，

于是下班后坐了两个小时地铁来看书；一

个拎着行李箱的女孩，高中毕业后从河北

老家出来打工，几年后有了积蓄，就开始

国内游，游了 5 年，已经去过 100 多个城

市，为了省钱，她发现书店是一个可以同

时安放灵魂和身体的地方；干了 10 年金

融行业又准备考司法考试的男生，要求自

己每天必须学够 20 个小时，几乎每天都

在这儿熬夜⋯⋯

书店像一座微缩城市，反映出城市的

气质，也如一枚三棱镜，折射出城市的多

张脸孔。有人说，万圣之所以成为万圣，

离不开高校附近的学术氛围。范永东起初

以为这里的读者群是大学的教授学者，结

果，导演们在这里遇到了十几岁的初一学

生、在北京打工的年轻人，各个年龄，各

个职业。

“遇见的人越多，我们就越想知道到

底什么是学问？可能不只某个具体的学科

问 题 才 是 学 问 。 我 们 每 个 人 对 自 我 的 疑

惑、对世界的好奇、对成长的追问，都是

普通人生命中的学问。”范永东说。

近 年 来 提 到 实 体 书 店 ， 总 是 在 “ 悲

情”和“网红”之间横跳，但 《书店，遇

见 你》 不 想 把 书 店 或 者 阅 读 过 分 “ 神 圣

化”。范永东觉得，看书也好，来书店也

好，首先是因为这真的是一件很开心、有

意思的事情。在拍摄中，除了是导演外，

范永东还担任现场记者的角色，每天在书

店流动的人群中，发现有趣的人，和他们

聊天，聊出些也许没那么庄严，但一定有

意思的故事。

只有 8 平方米的又合书舍，据说原本

是一位考古学家的书房。7 年前，店主夫

妇 租 下 来 开 了 旧 书 店 ， 收 留 有 关 书 的 乡

愁。但书店的故事远不止旧书：一名女子

10 年前因为网恋奔现来到武汉，喜欢文

学 的 她 现 在 以 给 营 销 号 撰 稿 谋 生 ， 她 说

“大家网恋还是谨慎一点”；一个开了 20
年公交车的司机，来取前一天挑好的书，

是 一 本 《齐 白 石 印 章》， 但 他 不 会 篆 刻 ，

日常除了工作就是照看中风的父亲，书店

也许是他为自己保留的一份空间。

纪录片不仅关注书店中的读者，还把

镜头移向了店员。深圳 24 小时书吧的店

员练静云，就是摄制组在书吧熬第二个通

宵时认识的。那天早上 8 点，摄制组要跟

一位“旅行女孩”去深圳湾看海，她正好

来上班，知道他们要去看海后也很兴奋，

就聊了起来，后来也成为纪录片中的一个

人物。

练 静 云 以 前 是 一 家 康 复 中 心 的 护 理

员，工作压力大，就经常躲到书店看书解

压，后来索性就来当了店员，像在异乡找

到了一处避风港。“逛书店的时候，有时

候看到书名就想买它。”她指着一本 《你

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最近买了这本书，

‘我曾怯弱、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

什么东西腐烂了’，我喜欢这句。”

还 有 一 些 故 事 限 于 篇 幅 没 有 放 进 片

子，但范永东很想讲一讲：在万圣书园，

一位店员酷爱买书，买来的书就堆积在自

己的出租屋里，因为疫情没能及时运回老

家，导致没地方睡觉，他索性把床撤了，

晚 上 把 褥 子 铺 在 书 堆 上 ， 成 了 名 副 其 实

“睡在书上的人”。

聊天后，范永东才知道，这个店员今

年 30 来岁，十几岁就去广东打工，做过

流水线上的工人。在工厂，他一有空就在

宿舍看书，经常一看看到大天亮，忍着困

去 上 工 。 后 来 ， 他 来 到 北 京 的 书 店 当 店

员，现在特别喜欢看哲学类的书，而且特

别认真做笔记。他的理想，是回家乡开一

家好书店。

让范永东感到神奇的是，在当下所谓

“原子化”社会，尤其是大城市中的陌生人，

进入了同一家书店、或者看了同一本书后，

潜意识中就认为是“同路人”。所以，他和陌

生人在书店聊天很自然，甚至还跟着他们

回家，“这有些像回到了小时候小镇上的熟

人社会。这种陌生人社交的体验，让人觉得

很温暖，还有一种邂逅的感觉”。

范永东不希望纪录片局限在某个书店

或者某个城市，而更希望唤起人们对逛实

体书店的兴趣和感情，“看完片子，想走

进距离自己最近的书店，或者去所在城市

的书店逛逛，就很好”。

拍了这一趟书店，摄制组几乎人人都

买了书，而且买得不少，在百草园书店买得

最 多 。价 值 5000 多 元 的 书 只 花 了 2000 多

元，因为书店即将关闭，店内所有书 5 折出

售。百草园 11 年来一直开在华中师范大学

附近，这家小书店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百草园在 《书店，遇见你》 的拍摄过

程中正式宣告闭店。但范永东不感伤，反

而坚信，实体书店不会消失，“虽然电子

书和网购很方便，但逛

书店的感受很特别，不

能被完全替代 ”。闭店

的消息传出后，很多读

者来告别，但他们的到

来，似乎也预示着，一

种青春的、生生不息的

东西。

黑猫睡在黑格尔上，在书店看见微缩城市

“我就像是用笔赶路，
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杨本芬

作家说

文学写作是一场从家
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
漫长旅途。

刘亮程

扫一扫 看视频

睡在黑格尔著作上的黑猫。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