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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一本名为《书店风景》的书，
作者钟芳玲，一个以读书、编书、买书、卖书、藏书、教书
与写书作为工作与志趣的爱书女士，一年约1/3的时间
在国外旅行，她通过《书店风景》带领和她一样的同好走
进世界上各种类型的书店。

2010年，一个叫西海固的爱书人，效仿《书店风景》
将国内 20 家文化地标书店汇集成了《书店之美》。其
中，有一家郑州的书店也荣列其中，这就是位于桃源路
的城市之光。

自2006年3月18日城市之光诞生之日起，它就格外
吸引人们的目光，它的店面设计入围了当年亚太地区室
内设计大赛商业类前十名。书店的创办人张小开说，关
于书店这个梦，他很多年前就开始做了。

晚报记者 苏瑜/文 张翼飞/图

书店，是一种生活书店，是一种生活方式方式
“如同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一样，我

们在这个城市的水泥森林中流浪，寻找爱情，
寻找梦想，生活中却充满了浮躁、不安和紧
张，这些情绪如同梦魇与每一个城市人紧紧
相随。在一个阴郁的下午，放下心情，喝一杯
咖啡，读一本好书，这世界的纷扰仿佛也变得
遥远了。书店，是城市的一个梦，是一种生活
方式，它提供阅读、聆听与交流，在精神层面
它承载着与另一个世界的出口。作为垮掉的
一代的发源地美国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代
表着自由、前卫的生活理念，我们的城市之光
书店正是源于这样一种梦想。与城市之光的
相遇，就好像与一种生活方式的相遇。”

说起当初书店的起因，小开有些自嘲地
笑了笑，“现在‘生活方式’已经是一个相当滥
俗的词了，不管什么，都要冠以‘生活方式’的
名头，但我也确实没有更合适的词来替代
它”。

问起城市之光入围国内20家文化地标书
店的感受，小开说，其实一直以来，他都很感
谢社会各界给予城市之光的支持和帮助，所
谓“地标书店”是指在一个城市里极具知名度
的书店，连一般旅游书也不得不介绍的，观光
客多半要一道参观的，虽然城市之光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但显然，前
面的路还是很漫长的。

城市，作为人类的聚居地，其发展不仅仅
是物质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精神文化积
累的过程。在城市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中，这种一代一代延续的城市文化通过物质
的承载体（如建筑、街道、广场等）而保存下
来，从而形成了整个城市的灵魂。正如我们
在谈论一个城市的时候，不仅会谈到它的外
在特征，还会谈到在城市历史背景下所形成
的社会氛围以及居民的感受，两者的密切关
系是互为依托，相辅相成。正是这些城市文
化空间的存在导致了每个城市不同于其他城
市的特征。

万圣书园和它的醒客咖啡正在成为北京
著名的文化空间，而先锋书店则因其简洁独
特的空间设计和执著的文化梦想成为南京的
文化地标。

“书店并不是买书卖出那么简单，我觉得
一个好的书店应该是人们审美阅读审美生活
的引领者。书是人类最好的伙伴，可很多好的
书不被人所知，书店就担负着这样的职能。”

4年多来，城市之光会员已 4000余名，正是
这些人组成了这个文化空间的主体，它的来源
涵盖了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员，文化层次也极具
多样性，年龄层次也各不相同。

和很多有人文情结的人一样，河南文艺出
版社总编辑单占生对这家年轻的书店赞赏有
加。2007年 7月，单占生在友人推介下，第一次
与城市之光邂逅，目睹了一帮文艺青年在一块
不足 50平方米的场地上，在一把吉他的伴奏声
中，排演《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虽然指导者“对
小剧场非常外行”、“简直就是瞎子摸象”，但他
还是被触动了，“激动与感伤从心底并肩走出
来”。为此，他写了一篇《在城市之光感受青
春》，放在他的新浪博客上。

单占生认为，郑州作为一个崛起于中原的新
兴城市，埋藏着厚重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但缺
少一种富有锐气的新文化的滋养。所以，当他遭
遇青春活力的城市之光，似乎感受到了“这个古

老而又年轻的城市的文化春潮”。
“好的书店还应该给人提供沟通和交流的

平台，所以我们创办了立足本土、长期沟通的沙
龙。沙龙区别于学术讲座，它是互动的。”

城市之光书店先后举办了 100多场各种文
化活动，从城市文化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之光
书店正扮演了城市文化空间这样一个角色，它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卖书的书店。

如此复杂的社会构成、文化层次和年龄层
次为什么会聚集在这么一家书店呢？书、电影、
音乐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我这些年所有的好
东西都在这里了，收藏的书、碟片，还有画。”小
开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家里除了床和一点
书，几乎都空了。”

书、电影、音乐是小开多年的挚爱，正是由
于对这些东西的痴迷，让和他同好的人走到了
一起。城市之光书店对会员提供书、电影和音
乐的借阅和视听功能，并通过这些书、电影、音

乐来开展会员之间的交流活动，为会员提供交
流平台。

活动作为城市之光的组成部分，赋予了书
店一种更深刻的时间和生活概念。它记录了几
年的时间内，城市之光会员的话语、行动以及成
长。这些由一段段的时间组成，是城市里的一
群人的生活轨迹，是一个人的一段时间的成长
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之光书店的沙
龙活动才有了作为书店之外的意义。

所以，城市之光不仅仅是一家书店，它还是
一个活动场所，是一家电影院，一个音乐厅，一个
很多人聚会的地方，它是一个复合体，它还贩卖
一种除书以外的更多的东西，一种生活方式或者
一种精神需求，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三要素人、
活动、场所在城市之光书店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会员们的心声，
他们，无一例外，都在这里找到了与自己精神气
质相吻合的东西，产生了共鸣。

创意生活馆创意生活馆让生活更加有趣让生活更加有趣
几个月前，位于一楼的让无数会员倍感亲切的“咖啡时

光”被“创意生活馆”给取代了。咖啡时光被搬到了二楼。
“我希望城市之光具备审美和休闲的双重功能。不仅审

美阅读，还要审美生活。创意生活馆的想法很早就有，只是
没有实施。主题是民俗、异域风情。里面有我们旅行带回来
的，也有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有的会员很喜欢，也有人说，
像个杂货铺。这说明方向是对的，但在具体的陈列上还有欠
缺，有些零乱。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并不想把城市之光当成理想或者事业来经营，只
是希望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儿，让生活多一些趣味。”小开
说，他对郑州城市之光的定位是时尚、先锋。正如同“城市之
光”这个店名，他希望书店能“大众而不俗气”，不走传统书店
之路。

基于这种设想，小开和从事设计工作的朋友“泡”出了
城市之光独具一格的设计。喜欢黑、灰、蓝、白的小开认
为，以冷色调为主的书店，会显得比较安静，能隔绝外界喧
嚣，遂向设计师提出了“采用冷色调，但不能太冷和太硬”
的模糊要求。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后，城市之光宛如一间漂亮
的创意工作坊。据说设计师对其设计也颇为满意，携城市
之光的设计方案参加“2006年亚太地区室内设计双年大奖
赛”，成功入围商业空间设计奖前 10名。独特的设计使得
不少人尚未亲身体验郑州城市之光，就已熟知其黑、红、
灰、白的色调搭配和渐次宽敞的楼梯设计。

作为场所的城市之光从空间上来说，首先
是一家书店，既然是书店，书肯定是主体。

“从创办之初，我就不想把他弄成纯学术书
店。”1990年就进入图书业的小开，在一家学术
书店工作了10年，“我希望我的书店是一个有品
质的书店。什么是有品质的书店呢？比如哲
学，经典的著作一定要有，当代前沿思想家的著
作也要有，但研究性的书籍我会过滤掉，比如我
这里会有黑格尔的《美学》，但不会有那些深入
研究黑格尔以及这部著作的书。”

“一本好书不被人认识并不是没价值，但
你去一般的书店或市场上买书，没有人告诉你

这本书的价值在哪里，因为连卖书的人也没有
读过。”小开说，把一本好书推荐给别人并得到
对方的喜爱，他会有一种强烈的快感，所以，他
总是乐此不疲。近日，他在网上发帖，本来是想
推荐 100本书的，可是后来删来删去，删到 200
来本的时候，实在删不下去了。

“生活原本就是丰富多彩的，愿意到书店来
的人，一般都是在精神上有嗜好的，而通过各
种文艺元素，把这些在精神上有追求的人聚
集在一起，并设法让他们时常出没其中，习
惯在这个平台上交流，这也是城市之光的追
求。”

好的书店应该主动去激发人们的阅读好的书店应该主动去激发人们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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