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为自己的人生做点什么
——访松社社长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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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工作了 17 年的刘
磊决定辞去公职，把全部的精
力投入一家名为“松社”的民营
书店中去。“当时也没受什么打
击、挫折之类，就是觉得人生很
短，是时候为我的人生做些自
己想做、应该做的事了。”面对
众人的诧异与不解，刘磊坦然
处之。松社开办一年多来，他
清楚地记得自己参加过 7 次酒
摊，此外无一次“浪费时间”和
生命的举动。

1975年出生的刘磊还记得
小时候，工人父母对读书非常
推崇，从未因一本书“贵”而放

弃给孩子买喜欢的书。“阅读的习惯在上学时一直没有停止，上班以后
更不间断。到现在，看到好书、喜欢的书，我想尽办法也要买到手，简
直是有一种病态的占有欲了。”爱书成魔的刘磊1994年开始记读书笔
记，家有藏书上万册，500多部孤本、善本是他津津乐道的财富：“我希
望，在女儿结婚时，我能给她留下一屋子书和 3套莎士比亚全集做嫁
妆。”刘磊笑言。记者想到，在对“松社选什么书”提问时，刘磊讲了一
个例子：“有一次我在书店整理图书，身边有两位女生，其中一个说：

‘这么多书，真像天堂！’而我对她们说：‘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但
松社书店肯定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刘磊还说，这里的每一本书都
会放心地让女儿看。

曾经，刘磊也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那时候他不必深夜一点
还在为松社公众号几个小时之后要推送的文字斟字酌句；也不必在每
天临睡前为第二天要做的事列计划——在他给记者展示的一个小本
上，清晰地记录着 2015年 4月 26日要做的 25件事，每做完一件，他就
用红笔划掉一件：“你看，这天做了18件，还有7件没有做。”

曾经，为了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好书，他曾花1.1倍的价钱进入新
书，却给会员按原价的8.8折售出；一个月21场活动，每一次他都亲力
亲为，走路都带着小跑：“我觉得我赚了！我的人生价值得以充分体
现，结识了那么多前辈、师友，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这种收获是不能以
经济来衡量的。”

有人说实体书店没有希望，但刘磊说：这是实现梦想的过程，我必
须做到没有任何办法可想。

“有人说，郑州是片文化沙漠，
我们不信，所以就有了松社。”在郑
州市国贸 360 广场三楼，松社书店
异类般诞生了，说到缘起，松社社长
刘磊如是说：“松社不仅仅满足于成
为一家书店，更致力于打造一个郑
州文化地图上的风向标。我们提供
各种优质的书籍、优雅的环境，让人
在惬意中享受阅读的乐趣。”

很多人了解松社，是从其“持之
以恒”的文化讲座开始的。“开业一
年多，我们一共办了近 160场活动，
最多时一个月办了 21 场。”刘磊介
绍，这些活动都是“讲者无酬、听者
免费，纯公益、促美育”，上万人次参
与的活动涉及历史、文学、绘画、电
影、音乐等诸多门类，为郑州浓郁文
化氛围的形成添砖加瓦。

漫步松社，300平方米的场地内
有着 5000 多种、近万册图书，那么
书店选书有何“标准”？刘磊的回答
令人颇为惊讶：“我们选的都是‘无
用’之书，这里没有一本功利性强、
让你‘速成’的书籍，而更倾向于社
科、文史哲类图书。我们的目标是

‘读无用书、做有用人；干非凡事、做
平凡人’。”刘磊还告诉记者一个小
故事：一位年轻读者建议他多进一
些阅读起来较为轻松的“不烧脑”的
书籍，刘磊对此大不认同：“人的头
脑就是用来思考的，书籍就是历代
思想家、文学家不断沉淀、积累为人
类留下的一个个进步台阶，如果不
烧脑，只会后退。我宁愿这些书不
好卖，也不愿选‘不烧脑’的书。”刘
磊无奈地表示：“我也很想迎合市
场，但我有我的底线。”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实体书
店前景并不乐观，为何松社却逆势
而行？“许多实体书店在近十年内消
亡了，说到底是因为卖书利润太低，
无法经营下去，松社要活下去，必须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才有一线生
机。”刘磊坦诚相告，“我们考虑要避
开以前书店单纯靠卖书生存的盈利
模式，而要打造集品质阅读、先锋剧
社、艺术展览、创意生活、休闲咖啡
等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休闲生活空
间，倡导高尚的新生活休闲情趣，引
领和满足现代人的精神文化消费需
求，为现代人提供一个让心静下来
的场所。”

记者了解到，松社书店多元运
营包括文化创意商品的销售，对企
业、家庭书房的设计建设，文化沙龙
的举行，媒体素材制作，“文化之旅”
如萧红故居、莎士比亚故居等国内
外文化旅游专线，此外，与大学图书
馆、社区图书馆以及图书出版社的
各项合作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松社书店目前建成只有 1 家，在建
的却有 4家：郑州东区店、中牟香漫
湖店、大学科技园区店以及中州影
院店。

接受记者采访时，刘磊匆匆从
中州影剧院店的施工现场赶来：“现
在香漫湖店和中州影剧院店正在装
修，香漫湖店是‘花房里的书房’，为
会员提供一个郊外阅读、思考的场
所；中州影剧院的放映厅承载了很
多人甜蜜的回忆，松社中州影剧院
店将把 3 楼的放映厅改造成书店，
侧重于艺术类书籍，同时兼具话剧
舞台、展览展示等功能。”刘磊透露，
中州店计划在 6 月开业，营业面积
400多平方米，将与雅昌艺术合作，
把雅昌在全世界采集的优质书籍做
展陈，并开设雅昌艺术书库、电子浏
览系统，读者可翻阅高清电子显示
屏阅读、选购书籍。

刘磊说：“我希望松社能通过活
动让更多人喜欢阅读，也通过阅读
吸引着更多的人参与活动，为郑州
文化消费增光添彩。”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
昨日从郑州市曲艺家协会获
悉，由中国曲协、河南省文联
和郑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
七届中部六省曲艺大赛将于 7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我市举行。
届时，代表中部六省曲艺创作
和表演水平的佳作将汇集郑
州，国内知名曲艺大腕也将到
郑担任评委。

据了解，中部六省曲艺大
赛是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
略的背景下，由中国曲艺家协
会与中部地区有关省份共同
举 办 的 一 项 区 域 性 曲 艺 赛
事。从 2006 年起，已成功举办
了六届比赛，现已成为中部地

区曲艺界交流、展示、切磋的
有效平台。本届大赛参赛节
目由六省曲协推荐，基本能够
代表本地区近两年来曲艺创
作和表演较高水平，并经中国
曲协组织初评选出节目参加
比赛。

按照相关要求，参赛节目
将力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节
目时长不超过 12 分钟，凡参加
过中国曲协主办的全国性曲艺
赛事及前六届中部六省曲艺大
赛的节目不得参报本次大赛。
各省曲协 6月 30日将统一完成
节目的推荐工作，有意参加大
赛的曲艺达人可抓紧时间向当
地曲协报名参赛。

曲艺大赛七月郑州开锣

中部六省曲艺佳作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
一场名为“青春·使命”的诗歌
朗诵会在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举
办，让莘莘学子在诗歌的美妙
韵味中度过了一个特别的“五
四”青年节。

本次诗歌朗诵会由河南文
艺出版社、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等
联合举办。来自河南牧业经济
学院的丁潇潇、杨天择、石田雨
等近 20名同学用饱含激情的声
音陆续为师生们朗诵了《中国
梦》《青春使命》《少年中国说》等

诗歌，还朗诵了我省诗人张鲜
明、冯杰、刘雯、牛文丽等人的作
品。现场反响热烈，不时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

朗诵会结束后，河南文艺出
版社向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赠送
了《泰戈尔诗选》《忏悔录》《一
生》《九三年》等文学经典著作。
现场青年学子纷纷表示，青春充
满着希望、信心和力量，在“五
四”青年节之际，通过重温经典，
歌唱美好青春，担当起构筑中国
梦的历史使命。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主 办 的“ 连 艺
芬芳——中华连环画史话暨优
秀获奖作品展”正在河南省少
年儿童图书馆展出。本次展览
将持续至 5 月 31 日结束，免费
对公众开放。

连环画艺术是文学与绘画
两个艺术门类的完美结合，囊
括了绘画艺术的所有画种与技
法，它历史悠久，题材丰富，创
作手法多样，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据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
共计出版连环画5万余种，其中
仅有 358册/套连环画在由文化
部、中国美协等举办的四届全
国连环画优秀作品评选中获

奖，可谓精品中的精品。
本次展览是中国图书馆学

会2015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
列活动的一项内容，展览以“经
典阅读——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为主题，主办方精选出历届
全国连环画优秀作品评选中最
有代表性的 52 幅获奖作品、并
结合相应文字制作成展板，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诠释了连环画
的独特魅力，力争把这些民族
的、经典的绿色读本介绍给更
多少儿读者。展览内容包括：
连环画的定义与历史、艺术与
价值、题材与画家、全国连环画
优秀作品、收藏与数字化未来、
名人名言连环画等。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记
者昨日从河南奥斯卡院线获
悉，随着今年“五一”小长假的
落幕，在《何以笙箫默》《赤道》
等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大力推动
下，以及票房大鳄《速度与激情
7》的余热助力下，奥斯卡院线

“五一”三天总票房达 1244.39
万元，放映场次 3451场，观影人
次 11.1 万人，各项指标都创下
历年新高。

从票房数据中可以看到，今
年“五一”档热映影片数量和去
年基本相当，都稳定在 7 部左
右，并且延续了近几年的青春风
潮。稳坐 2014年“五一”档票房
冠军的是《同桌的你》，以359.25
万元的票房遥遥领先。今年，《何
以笙箫默》纵然存在口碑上的争
议，但是仍以394.7万元的票房稳
居档期首位。除去同名电视剧热
播以及明星扎堆等因素外，不得

不注意到青春片在观众中的受欢
迎度仍处在高热不退的状态。无
独有偶，同为青春片的《左耳》即
使全部起用新人演员票房也达到
了253.3万元，颇有去年《同桌的
你》的黑马之势。

4月中旬上映的《速度与激
情 7》成为“五一”档的另一个强
力助推器，虽然影片已经上映半
月有余，但是热度丝毫不减，尤
其影片中的飙车、枪战、动作、美
女等火爆元素十分契合奥斯卡
院线主打的二三线城市市场。
截至5月3日，奥斯卡院线《速度
与激情7》票房已达3671.8万元，

“五一”三天更是以 320.48 万元
位列票房第二。

此外，梦工厂动画《疯狂外
星人》以及动作片《赤道》也在这
个档期有不错的表现，类型丰富
的影片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样
的选择。

青春片成“五一”档最大赢家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萍）电视
剧《班淑传奇》剧组近日公布了一组女
主角景甜的汉服剧照，她端庄大方的
仪态、唯美清新的汉服造型，让人印象
深刻。采访中，景甜坦言“班淑是和我
本人最像的一个角色。”

电视剧《班淑传奇》讲述东汉班超
之女班淑从草原来到中原寻父的故
事，机缘巧合之下，班淑进入宫中成
为学堂女傅（女老师），文可读书教萝
莉、武能射箭挥马鞭。虽然出身“班
氏”名门，但在草原长大的班淑武艺
高强且性格强悍，面对一众调皮捣蛋
的“公主萝莉”，使出“十八般武艺”与
她们斗智斗勇，而从小在皇宫中娇生
惯养的公主们也不会乖乖投降，让班
淑大吃苦头。

“电视剧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是我
整别人就是别人整我。今天拿一盒毛
毛虫吓我，明天又找来一条毒蛇吓我，
但是都被班女傅化解于无形。”景甜笑
言，在“整治”公主们的过程中，班淑以
自己丰富的学识和强大的气势取得了
压倒性胜利，不仅让公主们获益良多，
自己也逐渐成长为能担国之重任的一
代女傅。

景甜认为，班淑大大咧咧、敢爱敢
恨的性格与生活中的自己十分相似，

“终于等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也是
冥冥注定的一种缘分。”作为剧中的绝
对女一号，戏份吃重的景甜为了这个
角色也没少吃苦头，拍摄期间经历了
感冒、发烧、受伤等困难，都被她一一
克服。

此次曝光的剧照中，景甜分别身
着淡紫、浅粉、靛青、水蓝四种不同颜
色的汉服亮相，给人感觉艳丽脱俗，气
质柔美。在公布的几种造型中，景甜
演绎了班淑的文武双全：或张弓射箭，
展现飒爽英姿，深谙骑射之道；或读诗
诵经，恬静淡然，展现大家闺秀风范。
据悉，景甜在剧中将以 30多套不同造

型出镜，有别于以往古
装偶像剧厚重华
丽之感，此番景
甜在《班淑传奇》
中的服装造型清
新可人，与她清
纯甜美的气质相
得益彰。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5 月 3
日晚央视一套播出的“出彩中国
人”半决赛中，郑州师范学院残疾
人艺术团表演的舞蹈《鼓舞心声》
再次以堪称完美的演出征服了评
委和现场观众，导演陈凯歌更是
按下“黄金直通键”，助力这支来
自郑州的舞蹈团队与美国华裔茉
莉花舞团携手进军“出彩中国人”
总决赛。

“进入总决赛大家都很开心，
经过短暂的休整，明后天大家就
又要进入排练厅了。”昨日下午，
团队负责人董晶晶在接受记者电
话采访时告诉记者，能走到这一
步，是否能得到第一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同时
展示了聋哑学生灿烂多彩的生活
和自强自立的精神。

董晶晶介绍，表演《鼓舞心
声》的团队一共有 16 名演员和 4
名手语指挥，节目也是经过十多
天突击排练完成的，“进入决赛的
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首次和
健全人合作，而且茉莉花舞团的
队员们都是华裔，和我们的队员
在沟通、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大为
不同。”董晶晶坦言，尽管郑州师
范学院残疾人艺术团以前参加过
中央电视台《舞蹈世界》《回声嘹
亮》，湖南卫视《天天向上》《奇舞
飞扬》等节目，也曾作为河南代表
队在第八届全国残疾人汇演（湖
南赛区）中夺得第一名，但参加

“出彩中国人”并进入决赛，还是
再次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我们会
尽力在这个舞台上‘出彩’下去，
影响更多的聋哑人更加自立自
强、乐观向上！”

聋
哑
大
学
生
挺
进
﹃
出
彩
中
国
人
﹄
决
赛

中
原
男
儿
舞
出
真
我
风
采

《班淑传奇》曝汉服照

景甜演绎文武双全女傅

特色书店 多样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