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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活，真诚读书，追求新
知。三联书店是我国最具标志性
风格的老牌出版社，被誉为“中国
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季羡林
曾在一篇名为《我心中的三联“店
格”》的文章中写道：“我，作为一
个老知识分子，经过了多年的观
察与思考，把我心目中三联书店
的‘店格’归纳为八个字：清新、庄
重、认真、求实。这个‘格’绝不是
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地形成的，而
是要经过长时期的培育和酝酿才
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

位于文化路与农业路交叉口
金国商厦的这家“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设
立的第一个三联书店分销店，同
时也是我市乃至全国最“老”的一
家民营独立书店。这家具有 26
年历史的书店，有太多太多值得
书写的故事，它曾掀起风靡一时
的“越秀文化现象”，它也曾在阅
读现状不容乐观的大环境中迷茫
失落，然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它始终没有忘却邹韬奋先生的那
句“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店训，它
始终静静伫立于绿城，陪伴了一
批又一批的读者成长。

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创始人
薛正强回忆，在 1993 年~2010 年
间，三联书店和郑州越秀酒家合

作，举行了 160多期学术讲座，讲
座邀请的嘉宾都是中国社会各界
的名家，“这个讲座首开中国民间
学术讲座的先河，当时在全国文
化界影响很大，光明日报曾发表

《耐人寻味的越秀文化现象》，余
秋雨在受邀演讲后，给了三联书
店‘唯一一张能让知识分子安放
的书桌在郑州’的高度评价。”

在这 26年里，薛正强做过许
多让书更贴近百姓的尝试。“我
们把书店开到酒店、百货大楼、
超市，这是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
的率先之举，之前与其他业态结
合的书店是没有的。”薛正强说，
这些尝试不仅让更多的书走出
库房，更贴近百姓，同时也是让
图书显示它是文化商品的有益

摸索，“我们现在已经在 9 个省、
市、自治区开设超市图书专柜
100 家，这种‘多条腿走路’的方
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书店
的生存压力。”

网络对实体书店冲击巨大，
然而，薛正强始终相信书店会再
现辉煌，“网络改变了部分人的购
书形式，但爱书之人还是要到书

店去，因为网络窗口的容量太小，
推荐的书只有几十种，而且这些
书大都功利性非常强，商业目的
浓厚，文化属性较低。显然网络
购书会让人比较被动，在网上，你
看不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书的世
界，你难以找到心灵上需要的那
些书。”薛正强说，而到实体书店，
才会有更多更美的书与你不期而
遇，你才能感受到沙里淘金那种
美妙的感觉。

“建城市读书学堂，让经典成
为时尚”——这是三联书店的理
念。与新兴的独立书店相比，三
联书店的确稍显陈旧，然而，走
进去，你一定会被琳琅满目、分类
明晰的各种书籍所吸引，这家
1000 平方米的书店，安放了 4 万
多种书。在薛正强看来，对于一
家书店来说，最重要的是书品，

“我们有专门的采购班子，社科、
学术类书籍比较丰富，能更好地
满足知识分子需求。而市内大部
分的独立书店都以文化、文学为
主，他们更倾向于对应文化圈的
需求。”不过，薛正强也承认，三联
书店在服务方面与其他书店还有
距离，“我们今年会有改进，增加
服务设施，开设阅读区，还计划开
设讲座。另外，三联书店还将进
驻河南艺术中心与海马公园。”

在采访之前，薛正强就告诉
记者“问题越尖锐越好”，可见他
是个敢于直面问题且直爽的人。
见到他本人，记者对他的印象又
增添了一个词——拧巴。

比如，他说，起初下海开书店
只是因为自己对书感兴趣且较为
熟悉、初衷只是为了生计，而之后
在实体书店受到冲击式微时没有
放弃仅仅是因为“50多岁没办法
再创业”；可是他又说，如果是想
着赚钱就绝不做书店，书店是一
辈子的事业，总有忙不完的事。

比如，他不愿把开书店说成
是理想驱使，一边懊恼自己“没办
法，干错行了”，一边还在苦心经
营着三联书店，并准备继续“扩
张”，期待能有更多的人与心仪的
书不期而遇。

他一方面无奈着，一方面又
热爱着。

这个开书店的过程，让薛正
强既痛苦又快乐，他的快乐容易
理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就令
人快乐，而他的痛苦在于“书店的
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尊重和体现。
当付出很大精力与社会贡献的时
候，无人理解；当你想吸引更多的
读者的时候，读者无踪影了，这个
让我很难受，那种感觉就像我做
好了菜没人吃。”

用 26 年时光去经营一家书
店，薛正强坦言，他确实产生过放
弃的想法：“有一段时间缺乏好
书，觉得非常困难，但每当我上班
路过图书卖场时，就觉得一定要
干下去，我感觉书店卖场就像一
个磁场，可以驱散自己所有的不

良情绪。”
其实，薛正强做过很多让业

界津津乐道的事：是他为三联书
店开通了零售，也是他恢复了三
联书店“前店后坊”的传统运营模
式，即出版及营销一体化模式，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郑州读者购买
学术文化图书的困难；是他第一
个把书店开到酒店、百货大楼、超
市，率先实现书店与其他业态的
结合，更好地体现了书作为商品
的价值；是他第一个以民营书店
的名义邀请学者讲座，用他们的
学养滋养社会……

然而，从业近 30 年、作为书
店行业当之无愧的前辈，“图书业
难做”同样令薛正强备感焦灼：

“图书是限价商品，虽然身处市场
经济的环境，但图书不是市场化

产物。地租、人工成本都在涨，但
书不能涨价，让书店怎么活？”在
薛正强看来，由于行业的政策所
限、由于机制的不完善，书店付出
很多精力，却往往得不到同等的
回报。薛正强认为的理想模式
是：让书成为真正的商品，书店可
以根据市场情况自己为书定价，
把书卖给真正需要它的人。

“生活·读书·新知”，新知从
读书中来，从生活中来，又让读书
和生活更美好。薛正强说，书店
是最能反映文化多元性的，它通
过呈现各种各样的图书，来让读
者获得新知，了解当下，重塑大家
的文化信仰。也许，这便是开书
店最令他骄傲的事。

开书店是最令我骄傲的事
——访郑州三联书店创始人薛正强

本报记者 秦华

多种互动吸引观众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
用微信“逛”博物馆已是不少市
民了解文博知识的选择之一。
今年的博物馆日，郑州博物馆就
推出了“我在郑州博物馆，我就
是我！”与文物合影——微博、微
信互动活动；而“慧心巧思做手
工”活动则让市民用超轻黏土制
作自己喜欢的郑州博物馆文物。

此外，“楷模——感动中国
之河南籍人物风采篇”巡回展
览，将于国际博物馆日在郑州
博物馆拉开帷幕，随后将在全
市党政机关、中小学校、居民社
区陆续开展；“反法西斯抗战英
雄”电影放映则将在博物馆日
下午举行。

作为博物馆日的保留项
目，“专家鉴宝”活动也于当天在
郑州博物馆广场、新郑市博物
馆举行。家有“宝贝”的市民想
判定真伪、学习保养方法、了解
鉴别知识，可到现场与文物鉴
定专家咨询交流。

与历史人物“撞脸”去

上传自己的个人正面照
片，与数字博物馆收藏的人物
藏品进行评测匹配，寻找与你
的脸最相似的古代人物藏品照

片以及二者的匹配程度——这
个博物馆日，“撞脸”活动将在古
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新郑
市博物馆、郑州东兴昶书院文
化博物馆、郑州东方翰典文化
博物馆、上街区长军古陶瓷博
物馆举行，想知道自己与哪位
历史人物最像，不妨去测试下。

记者了解到，多家博物馆
将与百度百科数字博物馆联合
举办“穿越千年的撞脸”活动。
扫描博物馆发放的活动二维
码，登录活动页面，上传自己的
正面照片，与数字博物馆收藏
的人物藏品进行评测匹配，结
果页面将显示与你的脸最相似
的古代人物藏品照片，以及二
者的匹配程度。

特色展览精彩纷呈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二七
纪念馆展出的“抗战 1941——
30 天克复郑州图片展”，将展
出120余幅珍贵的老照片及抗
日战争时期使用过的 43 件
（套）珍贵历史文物。展示了
郑州受到侵略时，郑州人民奋
起抵抗、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
和誓死保卫家园的民族气节。

郑州自然博物馆将围绕
动物保护主题开展活动，举办

“生命之美——植物摄影图片
展”，展出摄影爱好者作品约
100 幅，集中展示植物生长发
育各个时期的形态特征，使观
众更直观、科学地认识植物。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
物馆推出展览“饮食男女——
仰 韶 先 民 的 饮 食 与 婚 姻 生
活”, 旨在探讨生态系统与文
化发展的关系，从创建可持续
发展社会的角度开展生态保
护宣传；郑州东方翰典文化博
物馆将推出“天边的彩云”历
代香熏炉实物展，全面、系统
地介绍中华传统香文化；郑州
城外城陶瓷艺术博物馆将开
展“鼓类特展”，展出从仰韶时
期至近现代的各种鼓，有实用
器、摆设器、乐器，有石器、陶
器、瓷器、绘画等。

此外，新密市博物馆、登
封历史博物馆将把“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中国科技成就
展”等展览办进校园、社区；郑
州城外城陶瓷艺术博物馆则
将邀请幼儿园和部分中学师
生参观，郑州市上街区长军古
陶瓷博物馆还将举办拓片制
作活动。

本报记者 左丽慧

“5·18国际博物馆日”

走进博物馆 体验新时尚

三联：与更多更美的书不期而遇三联：与更多更美的书不期而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秦秦 华华 文文 李李 焱焱 图图

对一位钢琴老师来说，
能培养出一个享誉全球的钢
琴家已属不易，而但昭义却
是在“批量生产”。

聊起李云迪，但昭义仍
记得他们初次见面的场
景。“那是在重庆的一个比
赛上，当时云迪也就七八
岁。我现在还有张他当时
参赛的照片，那张照片你能
感觉到四个字：人琴合一。
他弹琴的时候和他的曲子
是交融在一起的，任何人一
听都会被他吸引。”但昭义
说，这也是云迪弹奏肖邦作
品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
听起来弹钢琴的人和音乐
是两码事，肯定打动不了听
众。“陈萨和云迪有相似的
地方，但她更内敛一些。”但
昭义回忆道，“我给陈萨上
课的时候她不断提问，我就
觉得这个孩子挺爱动脑筋
的。她弹钢琴没有很多外
在的动作，都是内心的感
受。”

对于他与学生的关系，
但昭义如此形容：“比如说
学生是鸡蛋，老师是温度，
或者说老师要在教学当中
起主导作用，在适宜的温度
下，如果鸡蛋里面是个石
头，他变不了小鸡；温度高
了、低了鸡蛋仍然变不了。
所以互相成就这个说法是
很贴切的。”

同一架钢琴，同一首曲
子，不同的人弹奏会呈现出
不同的感觉。在但昭义看
来，弹琴首先是靠动作，左
右手的弹琴力度、弹奏琴键
的速度等，这些经过练习都
能掌握，但音乐，却要用心
来感悟。

但昭义认为，所谓好音

乐，就是不管你听不听的
懂，它都有种看不见、摸不
着的吸引力，让你想要听下
去。“音乐既丰富又神奇，它
能通过音响创造出打动心
灵、影响心灵的东西。我经
常对学生说，弹琴的时候每
个音都要‘过心’，而不是仅
仅只是把音敲出来。”但昭
义说，有些人弹琴的时候只
是有个机械的动作，脑子不
想耳朵不听，并没有对乐谱
中蕴含的感情、意境、所刻
画的形象有所理解。“弹琴
最忌功利性，所以不能急于
求成。钢琴练到最后不是
听你的技巧，不是听你的手
指有多快，也不是听每个音
符弹得如何清楚，而是要能
从你的音符里面听出内容、
听到感动、听到人心里去。”

这样一位金牌教练，是
如何与钢琴结缘的呢？但
昭义回忆说，由于父亲对音
乐的热爱，他小时候就有接
触钢琴的条件，“那时还谈
不上喜欢，只学了一些初级
的东西。”他笑着告诉记者，
小时候练琴老师都会在钢
琴上放一个钟表定时，他还
曾因偷偷拨快钟表挨了
训。后来机缘巧合，他和 3
位同学一起报考了四川音
乐学院附中，之后才开始努
力学习。

而今，75岁高龄的但昭
义仍然亲自指导着若干琴
童的学习，他告诉记者：“让
我玩的话我觉得一天过得
好无聊，但给学生上了课，
我就会期待他们下星期的
进步，和他们一起把音乐提
升是一种很大的享受，我热
爱这件事情。”

本报记者 杨丽萍

作为河南卫视“英雄系列三部
曲”之一，国内首档大型文学户外真
人秀节目《文学英雄》将于今晚 9 点
15 分在河南卫视开播。李承鹏、蒋
方舟、蔡崇达、张晓晗等 4 位国内人
气作家携手李乃文、吴樾、柯蓝、张晓
龙 4 位著名影星，通过一对一搭档，
以答题、探险和演讲等形式开展文学
PK赛。在今晚的节目中，嘉宾们将
来到我市绿博园对《诗经》的文学主
题进行挑战，观众不仅可以回顾文学
作品《诗经》中的经典桥段，了解文学
知识，更能通过一场名家演讲体会文
学之美。

据了解，《文学英雄》将通过作家
与影星的联盟带领观众进入一次次
妙语连珠的中国文学探寻记。李承
鹏、蒋方舟、蔡崇达与张晓晗 4 位文
化名人将在节目中首次正面交锋，展
开激烈的思想碰撞。同时，演员李乃
文、《甄嬛传》“温太医”张晓龙、柯蓝
以及吴樾4位影星也将在节目中“脑
洞大开”、唇枪舌剑，以专业的表现力
呈现终极挑战项目——演讲。

节目中，4 位作家与 4 位影星通
过抽签方式分别组成 4组“作家+影
星”队伍。录制期间，他们将去少林
寺、西安、无锡、苏州等 13 个中国文
化胜地进行特色体验，对诗经、宋词、
武侠、唐诗等 13 种经典文学进行探
索和挖掘。节目包括脑力考验、趣味

竞争和文采展示等 3 个竞争环节。
每支队伍将完成文学知识考察答题
赛，并依据答题分数争夺当地的文学
创作资源，最后将由作家进行限时创
作并由明星完成演讲。

知名的作家和影星带领观众聚焦
身边的文学，并以他们的视角对文学
经典进行解读和再创作，这种组合方
式和节目类型在国内综艺史上尚属首
次。在今晚播出的首期节目中，一向
以硬汉形象示人的吴樾变身脑力达
人，笑点百出，成为嘉宾中的人气王；
在演讲环节，作家蔡崇达首度献文给
自己的亲姐姐，细腻笔触不仅感染演
讲者柯蓝，更让观众泪洒现场，被姐弟
亲情打动。观众们今晚不妨与《文学
英雄》一起“出征”，品味更多精彩。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以“文化卫
视，承传文明”定位的省级卫视，河南
卫视推出的《汉字英雄》《成语英雄》
被国家出版广电总局称赞“在传承展
示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电视节目表现
内容、创新节目形态方面进行了有益
探索，值得提倡推广”。2014年初下
发的《关于积极开办原创文化节目
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通知》，
表明了广电总局对未来电视荧屏的
期许。《文学英雄》把文化与观众当下
最喜欢看的真人秀进行融合，有望将
文化节目推向另一个巅峰。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学英雄》今晚出征

但昭义：用心感悟音乐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为期两个月的 2015“手工
开物陶瓷艺术展”明日上
午将在嵩山音乐大典照见
山居陶冶空间举办。该展
览汇聚景德镇、郑州、洛
阳、神垕、汝州等地艺术家
作品参展。

陶瓷艺术在中国源远
流长，是一种不断发展创
新的艺术门类，无数的能
工巧匠孕育了巧夺天工的
艺术珍品，而“个性化”是
作品的艺术生命。如今，
一批陶瓷艺术家在继承传
统和开拓创新方面孜孜以
求，本次展览就展出了著
名陶瓷艺术大师刘志钧、

晋晓瞳、郭爱和、韩琴等 13
位艺术家的近 70 件作品，
涵盖了多种艺术风格和数
十种材质。

任何一件手工作品的
制作都是一种具有复杂结
构的创造活动。从材料的
选择到制作方法、步骤的
确定，从动手制作到不断
修改和完善的全过程，充
满了创造性。本次展览

“手工”被着重强调出来，
体现了手与机器的根本区
别在于手总是与心相连。
作品在实用与表现、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中倾
注着情感心智，体现了当
代陶艺多样的创作语境。

手工陶瓷添嵩山风韵

本报讯（记者 秦华）
记者昨日从人民文学出
版社获悉，河南籍著名作
家周大新将于 16 日下午
在中原图书大厦签售新
作《曲终人在》，之后，周
大新还将陆续前往河南
师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
万方科技学院、郑州轻工
业学院、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大学等举办多场讲
座，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
互动。

周大新，茅盾文学奖
获奖者，以长篇小说《湖光
山色》《第二十幕》《安魂》
等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享有
盛誉。周大新对农村题材

情有独钟，其作品关注现
实动态，关注人在超越现
实困境的过程中所做的努
力。

《曲终人在》是周大
新首次将目光投向官场
小说，它不津津乐道于做
官的技巧和官场的规则，
它不讲厚黑学和斗争哲
学，而是用“拟纪实文学”
的方式，深入官场生态内
部，讲述官场和人性的深
层逻辑，讲为官一任的健
康价值观和正能量，全面
展现了中国社会从计划
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
过程中，官场和官员所发
生的一系列变化。

周大新明日签售《曲终人在》

下周一就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了，记者昨日从市文物局获悉，我
市各博物馆结合本馆实际，围绕“博物馆致力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
主题，为广大市民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日活动。其中，传统博物馆与科
技、时尚的结合，则是今年博物馆日的最大亮点。

日前在河南艺术中
心举行的“但昭义钢琴
教学巡回讲座”中，75岁
高龄的钢琴界“金牌教
练”但昭义不仅与观众
们分享了弹奏钢琴的技
巧，并现场对我市4位琴
童进行手把手的点拨，
从事钢琴教育50多年、
曾培育出李云
迪、陈萨、左章、
张昊辰、薛
啸秋等钢琴
名家的他，
对音乐、钢
琴有何独到
见解？记者
在活动现场
采访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