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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内容概要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京都，不仅风景迷人，古迹众多，散布于街衢的众多旧书店也往往令人留连忘返
。自江户时代开始，京都的书肆就成为京都风雅的象征之一。其间历经沧桑，衰而复振，终于绵延不
绝，滋养代代文风与学林。
作者以游学之便，一一寻访，搜罗掌故，渐渐和书店主人们由生分而熟络，写 下一篇篇生动有味的随
笔，记录书店的故事和那些可亲可爱的人情，感知岁月的流转在京都古书店留下的印迹。此外，书中
穿插诸多关于京都历史文化与风土景物的描写，亦引人入胜。
这几年来，和京都不少旧书店主人结下友谊。他们与我谈旧事与八卦，为何选择旧书店为业，如何布
置店铺，如何与客人以心传心，如何度过困境，有过怎样的悲喜，怎样的希望。我也得以闻之京都旧
书业的人世浮沉，几代兴衰。⋯⋯我想分享的，不单是在某家旧书店买到某本得意的好书，还有日人
常爱挂在嘴边的“心意”。他们也会有寂寞和悲哀，但总能话锋一转，笑云：“自己的心意，只要能
传达出去，哪怕仅有一个人领会，就觉满足。”
——苏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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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作者简介

苏枕书，江苏南通人，客居京都，爱看书、买书、逛旧书店。著有《岁时记》《尘世的梦浮桥》《燕
巢与花事》《藤花抄》等小说、随笔多部，出版《浪人》《东京爱情故事》等译作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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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书籍目录

京都古书店之今昔
往事未远：朋友书店
偶遇之趣：井上书店
再见，小林先生：福田屋书店
吟味京都：富山房书店
人是人，我是我：善行堂
珍重临川一梦：临川书店
旧书店的两代人：两家萩书房
习汉文者，皆为同胞：紫阳书院
盛筵难再，空谷余音：汇文堂
两百八十年风流：竹苞楼
闹市茶禅一味：其中堂
屋上青山下流水：山崎书店
藏书一代：中井书房
纸上京都：菊雄书店
书、茶、猫与旧家：町家古本屋与茶房
从烂缦胡同93号到古本屋女房：津田书店
旧书店散步五题
蠹鱼盛会：古本三大祭
附  录
和歌山旧书店过眼记
广岛书街奔突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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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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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精彩书评

1、初识苏枕书是她的《尘世的梦浮桥》，文字很简洁，也很克制，相当有画面感，因此听说有新书
发售，又是关于京都的，便有心买来看。上海书展未能成行，孔网钤印版又未能抢到，所幸10月12日
三联书店有新书分享会，便急急去了，听了许多，签了一本，回校便开始读了，每晚睡前一两篇，延
宕至今日，才读完。很少写这种书评，不为别的，单是懒而已，但看完此书的确想写些什么。很少看
书话，因为知道其中大多是幸运捡漏，高价抢到书，获友人签赠，如是而已。关乎人脉金钱的游戏，
与其说是书话，不如说是一种“我有你无”的炫耀，仅此而已，更加上复杂的版本学，更让人心生嫌
恶。然而枕书的这本书却没有这样的问题，与其说她写的是人与书的相遇，不如说她把关注点放在了
人与人的相会上。在紫阳书院中，偶见老板养猫，开口相询，就此一改平日的冷淡。店主见满屋图书
，“书和人一样，来去聚散都有定数，将来把它们散了'或者送给哪个图书馆，都不枉相交一场。”在
富山房书店中，打烊后仍看书，耽误了时间，向店主表达歉意，“你多陪了我一会，我也不寂寞，该
是谢谢你才对。”昔日文化重镇汇文堂书店店主对来访的枕书云：“汇文堂是过去的事，今日之况，
羞于提及，觉得辜负了逝去的故人，也辜负了还记得这个名字的人们。”中井书房主人对枕书说的“
书放在这里没人读，是最寂寞的事，。有人钟情，于书也是大幸。”枕书至和歌山去看“猫站长”小
玉，乡下老太太的“谢谢你，到我们这个乡下地方来，看我们的小玉。”如是种种，俱是枕书在书末
所说的“心意”：“自己的心意，只要能传达出来，哪怕仅有一个人领会，就觉满足。”这种并不是
为了生意，无关于金钱，只是一种人情，让人在冬夜里心头涌出的那一抹温情。“纸墨飘零，人事聚
散，原本世之常恒”，古书店风景亦在不断变迁。虽是尺寸之地，但有纵深的世界，也在京都的千年
之中，拥有了时间塑造的魅力。枕书以一己之力描绘了现今的京都古书店风景，很美，而未来呢，爱
书人总要担心书本的流转命运，可是谁又知道呢，但愿京都文脉不绝吧。一点杂感，写下来，当作对
这本书的一个交代'也算是心意吧，多提一句，枕书的字跟清秀，人也很美，没有辜负我对她的想象吧
。
2、  前年四月份，我辞掉工作，宅在家里写一本书。早晨，家人吃完早餐，纷纷出门上班，女儿也背
着小书包上学去。门最后一次关上后，家里忽然安静下来，我一个人也像上班一样，坐到桌前，打开
电脑。码字这件事，不像其他工作，不是一件随时能够开始的事情。有时候枯坐两、三小时，憋不出
一个字；有时候写不顺畅，怎么写怎么别扭；有时候思路捋不清，内容安排得混乱⋯⋯当然，也会幸
运地遇到“顺产”的时候，“呼哧呼哧”写完，心里知道那是一篇好文章（其实是自己满意），存在
电脑里，不着急修改，合上电脑，在屋里遛达一会儿，心情由阴郁顿然变晴朗。毕竟，辞职在家，而
且做着一份暂时毫无收益的事情，貌似还挺清闲，心底是有压力和愧疚感的——尤其是早上看着家人
火急火燎地出门去，而我像是一个无事可做的人。坐久了，腰和颈椎都会酸疼，于是出去走走。也没
有什么地方可以走的，不过是沿着小区附近的路，走一个矩形。好在春光灿烂，路旁樱花怒放，甚是
好看，香樟树冒出翠绿的新叶，风也是暖和的。总之，这是一个心情无论如何都不会差的好时节。我
沿着人行道散步一圈，想到写出了好文章，觉得并没有辜负人生中的又一个“一天”。写完书，很快
开始新工作，那段看似悠闲的日子就此过去。如今读苏枕书的文章，总免不了会想起那段时光。从简
介上看，苏枕书是在日本游学，而且读的是比较冷门的专业，平时课业负担不会太重，有些“悠闲”
的时间，能够细细体会光阴流转、风景变换的微妙滋味。我想，一个有“闲情逸致”的人，通过敏锐
的感官系统摄取外界信息，感知风景，收集素材，再佐以情感和智识，在内心默默酝酿、发酵，笔底
才会吐出像苏枕书那样温婉、柔情、静谧的文字。她写自己沿着林荫道散步、在旧书店淘书、和书店
主人简短的交谈，将日本文化、历史典故、风土人情娓娓道来，常人眼里的寻常人、事、物，都因为
她的款款叙述，赋予一种耐人寻味又让人心安的况味。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受到岛国文化浸淫深厚的
人，一是周作人，二就是苏枕书了。前者的文章是一杯苦茶，有涩味，余味悠远，非一般人所能体味
。苏枕书的文章不是茶，她太亲切了，以至于你特别想和她交朋友，然后在一个天气爽朗的春日去郊
野散步，只是默默走着，不说话，也觉得很美好。写到这里，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莫名忆起那段悠闲时
光，以及喜欢读苏枕书了。如果人生是一本书，那么，最深情的段落一定是在悠闲岁月中写下的。日
本女作家山本文绪写过一本书：《然后，我就一个人了》。算是一本随笔集吧，说是日记也未尝不可
。这本书琐琐碎碎地记录了她离婚后一个人生活的点滴——写作、散步、出门买吃的、偶尔的出游、
和朋友聊天、与编辑沟通书稿⋯⋯嗯，差不多也就是这些内容了。其实挺无聊的，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而且还打算写篇书评，怂恿大家也买了看看。后来想：喜欢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多吧，大家读后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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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得上当，说不定会怪我骗人。书评因此搁浅。苏枕书的书，其实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人生活的范本—
—秉持简单的生活方式，在意精神的富足。写作变成了她们体验生活的手段，写的过程迫使写作者对
生活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而且是相对深入的。山本文绪的文字是浅而淡的，蕴含着简单、安静却富足
的情味。苏枕书的文字，除了拥有以上的情味，还氤氲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气息。她的文字有古风，所
用字词简洁、干净，不同于当下的白话与网文写作，读来却毫无艰涩、滞涩之处，行文顺畅。所以，
这本名为《京都古书店风景》书，写的不仅仅是书店。
3、其实一个真正的书店他的作用不仅仅是卖书，更像是一个显现魔力与奇迹的地方。网络购书固然
方便，可是你不能体会那种偶然间，与一本极好的书相遇的美好情愫。网络购书总会给你推荐热门书
籍，可是热门不代表一定适合你，可是书店不一样，一个好的书店能让你暂时忘掉生活的烦恼，沉浸
在书籍中，看看不一样的人生百态。很喜欢这本书，就是喜欢他整本书带给我的一个氛围，一个午后
，闷在书店，看累了和主人聊会儿天。优哉游哉。
4、据说，每一个爱书的人，总有爱跑旧书店的习惯。可能有人不太理解，如今在网上卖书便宜、方
便，何必要费劲周折，到那些偏僻、晦暗的旧书店去呢？一个爱书人如是回答，“这是一辈子暖暖的
好”。比起新书，旧书就是因为旧，便多了些经历；多经了些人的手温，便多了些冷冷暖暖的人情味
儿。正因如此，我在翻苏枕书的《京都古书店风景》时，除了跟随她的笔记浏览了京都风物，体味更
多的是旧书店主客间以心传心的情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京都，不仅风景迷人，古迹众多，散布于
街衢的众多旧书店也往往令人留连忘返。自江户时代，京都的书肆就成为京都风雅的象征之一。其间
历经沧桑，衰而复振，终于绵延不绝，滋养代代文风与学林。本书的作者苏枕书因游学，多年客居京
都，和当地不少旧书店主人结下情谊。在与他们的闲谈中闻得京都旧书业的人世浮沉、几代兴衰，他
们的悲喜与希冀。于是就有了这本充满掌故与人情的随笔。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想分享的，不单是
在某家旧书店买到某本得意的好书，还有日人常爱挂在嘴边的“心意”。 他们也会有寂寞和悲哀，但
总能话锋一转，笑云：“自己的心意，只要能传达出去，哪怕仅有一个人领会，就觉满足。”在当下
这样一个纸书式微，实体书店经营举步维艰的时代下，旧书店似乎更显得格格不入。即使在京都这样
一个风雅之城，古书店的生存现状也不容乐观。然而在书中，作者从没有过分的文艺、煽情，仅仅在
随口的对话中，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种寂寞的情态，一种夕阳似的、带着余光的悲意。在《屋上青山
下流水：山崎书店》一篇的最后一段作者写道：京都许多旧书店都世代相传，藏书家亦多希望一生心
血可平安无虞。问他可有此意，他连连摇头，说自己绝不会绑架女儿的意志，限定他们的人生：“⋯
⋯将来老得不能动之前，把自认为值得传世的书托给几个可靠的人，其他或散或佚，毫无牵挂，最是
干净痛快。”语罢自笑，鬓角微霜在斜阳中。南窗夕光潋滟，清风满室，我也相与大笑，消得好黄昏
。简短一段，就能看出作者清浅、雅致的文风，遣词造句尽显古韵。而其描绘的画面，就像日本的浮
世绘一样，线条流畅简洁，色调温和淡雅，却也隐含着一丝寂寥悲凉。尽管作者笔锋克制，但好像也
掩藏不住心头的酸涩和一双随时要流出泪的眼睛。上文的描写也显露出古书店的传承问题。紫阳书院
的镰仓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表达：“书和人一样，来去聚散都有定数。将来把它们散了或者送给哪个图
书馆，都不枉相交一场。”每每读此，不禁唏嘘。当然，也有很多古书店在世代坚守，在他们看来这
是一种与读者的情谊，更是一种责任。作者曾问福田屋二代主人小林先生，如果他的儿子不喜欢继承
家业，想做别的，怎么办？小林笑曰，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余地呢。咱们这个店，在这里开了七八
十年，不知受到多少顾客的关照。虽然这些年读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但还是有人喜欢来逛逛旧书店
。那么我们福田屋就有使命继续下去。这种“使命感”是京都很多老店自然而然的情感。我想这些书
店主人之所以有使命感，还是源自他们对书、对客人那份难得的心意。很多古书店开在大学附近，他
们会上门给教授送书，也会在价格上给学生很多照顾。无论自己藏书还是卖书，他们最在乎的是把书
托付给值得的人，这样心意才能传达出去。中井书店的主人中井先生见作者流连忘返，笑道：“你对
日本文学感兴趣？搬得动就多拿些吧！”想了想又道“你挑的几本都不要钱”作者很吃惊。他自笑曰
：“书放在这里没人读，是最寂寞的事。有人钟情，于书也是大幸。”类似的故事，在书中还有很多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与其我来转述，不如大家自己去寻味。如今不得不说，泛黄的旧书店与斑斓的
新时代已形成一种对比，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与人群中，旧书店只能静静地伫立在城市的一隅，期盼人
们的目光能够多一点停留。他们像孤岛一般在时代的洪流中完成着对理想的坚守。特别感谢作者把这
些书店的故事和那些可亲可爱的人记录下来，让我们感知到岁月流转在京都古书店留下的印记。这两
天全国普遍降温，不如就躲在被窝里读读书吧。纵然面前时代低温，故纸间自有人情温暖。附：书中
还附有苏枕书手绘的《京都古书店地图》，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京都，不妨带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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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5、凄风苦雨天宅在宿舍读书以消磨时光，这本关于书与书店的书买了之后便因为忙于找工作搁置许
久，今天一气读完了，很是有些伤感。平素也爱买书，大都是些时兴的小说，感兴趣的画册与一些喜
欢的散文册子，普通易得，所食甚杂，逢到京东，亚马逊，当当满减活动，也会兴致高昂地选购，自
觉颇有趣味。书店近年来越发去得少了，杭州有名气如晓风书屋两年中也只去过寥寥几次，多是傍晚
时分，心中总有萧瑟之感，庆春路那里有一家规模较大的书城，在湖滨一带吃过饭喜欢到那里闲逛，
因是在繁华地段，店中人数不少，也很有琳琅满目的气氛，但恰恰是因为大，反而有种疏离感，不及
高中时代校门口的私营小书店那样令我徜徉许久，亲切而欢喜。这本书正是一本令人亲切而欢喜的书
，闲话京都数家古书店风景，言语琐碎而怅惘，但充斥其中更多的是温柔的情意。书真是一种奇妙的
东西，不独是美妙且有趣的装帧予人的视觉感动，质感与气味也殊为可爱，而书的流动际遇又时常隐
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灵犀一点，这经由作者描摹出来美且令人有种恍惚的痛感，书中提及一家叫做汇文
堂的书店，早先的主人很喜欢金农，自行出版过青木正儿的《金冬心之艺术》并于模仿其笔法一途甚
有体会，我便也能体会几分那陌生人的心意；也谈及不少专营中国图书的京都书店，甚至还有孔夫子
旧书网，很是令我惊讶；那些萤火，萩花，和歌与山川流水经由旧书店的牵连仿佛也都近在眼前了。
以一家旧书店为营生在现在真是一件至为奢华的事啊，电子书，网上书店，哪一样不是快捷且便宜呢
，在阳光之中充满细尘的书店中买书仿佛是很古旧的体验了，坐在书店的书架下蜷着腿看书的人也渐
渐变少，那种纯粹的欢喜与渴望在便利之中竟消退了啊。
6、我好像挺久没有看这种类似游记感悟的散文集了，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太贴切。这两年看书也越来
越依赖于kindle，有人说我不懂纸质书的质感我也无从辩驳。毕竟我觉得现在有些书在实体书点随随
便便标个高价让我觉得无所适从。实际上因为家和学校距离一家新华书店很近，记得从小就在那里买
书。但实际这样模式化的国营书店能满足大部分需要，但人却并不让你像书中这样以情相交。可他确
是我的老友和我记忆里的书店，无法反驳。所以我反而看不惯那些喝喝咖啡吃吃蛋糕在午后惬意地翻
翻书的新式书店。我有时候会对着这样做的朋友圈想到，在新华书店旁边吃酒席我却溜出去，看到那
个坐在地上，穿着工装的男人模糊的形象。我不否认我是个古板的人。我始终觉得书是有灵魂的，你
不能亵渎她。从小我就这么觉得。虽然到不了作者这样的买书层次，迫于现实我也没有选择自己真正
喜欢和向往的专业和方向。但我想爱书的情绪是类似且相伴一生的。我自己也会对近年来的自己有很
大的反省。京都的古书店就像我喜欢的，我怀念的。我却没有坚持的。还有那种一点点遭到冲击一步
步踽踽独行，我总是为之心酸且感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会回想起一些人，和我走过漫长岁月不挥手
却作别的那些文艺老友。身边陪我逛书店陪我坐公车的女孩变了又变，当然她们越变越好，我却前途
未卜。幸好刚才有朋友打电话来，我问她去不去下周的上海书展，她说好呀。旧友难聚，生活却总在
继续。愿你我都能找到自己心里的那片风景。
7、去年炙手可热的《岛上书店》俨然是爱书之人的桃花源，志同互助，对于小说描述的种种心向往
之，因此偶然一瞥看见《京都古书店风景》不胜欢喜，入手之后，便拆开塑封迫不及待地阅读开来。
扑一打开书本，一副地图随之掉落，细细查阅，原是作者手绘的京都二手书店的地图信息，京都作为
历史名城，各色旅游地图应接不暇，但以二手书店为线索据我所知倒是先例，其实想来上海也有诸多
二手书店，仅我了解，黄浦区就有几所颇为不错且业内知名的，如果能考虑汇集成册，即使有个地图
导览也是极好的。言归此书，《京都古书店风景》是作者游学日本期间，寻访散布于京都多处的旧书
店，翻阅买卖书籍，与店主结下友谊，购书之中的趣事轶闻，旧事八卦，兴衰沉浮，“如何选择旧书
店为业，如何布置店铺，如何与客人以心传心，如何度过困境，有过怎样的悲喜，怎样的希望”想来
都是爱书之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脉脉温情，溢于言表。
8、与书有关的寂寞与欢愉《京都古书店风景》记录了作者苏枕书在京都念书期间逛旧书店、买书、
与书店主人交流的种种，文笔和意境都非常美，作者逛着那些书店，字里行间有一种欢愉的情绪，也
有挥之不去的寂寞在其间，毕竟这已不是一个适宜书店的时代，甚至已不是一个适宜阅读纸质书的时
代。作者爱书，也爱买书，“客居不宜聚书，可每每遇到好书都少不了放纵”。但作者叙述的重点不
是她哪一天逛书店买到了什么好书，而是一家家书店的独特的风格与历经的沧桑，她与很多书店的主
人都交了朋友，知道每一家书店几十上百年的过往历史，也为书店当下遇到的困境忧心。逛着书店的
同时，京都的风物民俗、历史人文也在她笔下徐徐展开，她在后记中谈自己逛旧书店的情形：“最开
始的活动区域仅限百万遍周边到银阁寺，后来慢慢到寺町通。很喜欢这一条路，御所出发，三四条为
止。一路有汤川秀树咏过荻花的梨木神社，紫式部写过《源氏物语》的庐山寺，同志社创始人新岛襄
的旧邸，卖纸的寺本家，卖墨的古梅元，卖茶的一保堂。旧书店也密集，志满家、文苑堂、艺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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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学堂、竹苞书楼、文荣堂、其中堂、大书堂、三密堂、吉村大观堂⋯⋯有时什么都不买，就到店里
逛一圈，跟主人聊会儿天。大家都知道来日方长。”在去日本的旅行中，我也曾在京都的街头邂逅过
好几家书店，本能般地走进去，但因为不懂日文只能大致翻翻。据作者介绍，京都的古旧书店按年代
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江户时代继承家业的传统古本店，一类是明治时期或昭和初期创立的书店，
百余年来历经风霜，有的已风烛残年，有的则焕发了新的生命，还有一类是创业时间较短的年轻书店
。京都每年还有三次有众多书店参与的古本祭（有些类似北京的地坛书市）：5月初于劝业馆的春之
古本即卖会，8月初于下鸭神社古森林的夏之纳凉古本祭，10月末于百万遍知恩寺的秋之古本祭。因为
电子书和网络书店的冲击，外加人事变迁，京都的古书店也多少陷入困境，很多经营了上百年、曾汇
集诸多学者的书店，如今也面临着生存危机。比如汇文堂，开业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第一代主
人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方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和学派的学者都有很深的交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
都深受京都学者们的喜欢。可惜人事几经代谢，如今登门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的第四代主人大岛
夫人谈起经营书店：“我只是觉得很疲倦，勉强维持而已。”她反复对作者说，汇文堂是过去的事，
今日之况羞于提及，觉得辜负了逝去的故人，也辜负了还记得这个这个名字的人们。和京都的书店相
比，中国的独立书店受到的冲击其实更大一些。我常常忆起大学时常逛的书店，那时，我每隔两三天
就会去复旦南区的四五家书店逛上一圈，去学人看看最近有些什么新到的书，去专卖三折特价书的庆
云瞅瞅，如果发现它家进了大批新的库存书会开心地发短信给朋友叫她一起来淘，还有东门外的一家
书店，我如今已经忘记它的名字了，只记得在那里买到了很多折扣极好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名著，北
区则有一家三人行书店，里面三联、中华书局的书很齐全⋯⋯2009年我大学毕业来北京工作，不过两
三年间，这些书店都消失了。这几年间，书店经营困难乃至倒闭好像已经不是新闻了，名气大一些的
，比如上海的季风书园、北京的第三极等等，还能引起众人的叹息与讨论，更多的小书店，要么艰难
地经营，要么在“时代的浪潮”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现在读着《京都古书店风景》，只觉得作者
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梦，出门走走就有那么多小书店的日子，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有了。至于我前几
年每次都会买书一大堆书的地坛书市，书的质量也慢慢不如从前，又停办了几次，后来搬到了朝阳公
园，我再去逛时，感觉书少了好多，而那些喜欢的早已在网上买下，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买了。但
我还是能体会到作者在书店淘书的乐趣，与人相交的美好。比如她写某日黄昏路过井上书店，挑了一
些文库本。“提着书袋刚走出两步，又从柜台前的小书架找出四册关于法制史的书⋯⋯井上笑道，都
是刚收来，原是私人收藏。果然扉页钤有藏书印，主人姓佐佐木。当时未带足现金，井上说可为我留
着，哪天有空再来。次日到店里，井上道学生清贫，为我省去零头，将书妥当包装毕，笑云：‘刚收
来的旧书，这么快就找到合适的主人，想必原来的主人也可安心。’”又比如某次古本祭后，“当夜
在家中翻看这两日得到的书。其间乐趣，莫可言喻。虽说聚书一事料想百代更迭，而这种兴奋与爱惜
，仍无可替代。”这样的兴奋与爱惜，我想是所有爱书人共有的。
9、在苏州诚品书店的新书推介柜台看到的这本书，书的封皮有小清新的即视感，随手一翻，正好也
是我喜欢的题材，又可作为二月中旬去京都之前的功课书。不过电商时代网络购物的杀伤力实在太深
，翻了翻定价，感觉有些小贵之后就习惯性地去当当、亚马逊搜索，最终在亚马逊上买下了这本书。
事后想想，自己的行为还真和书中倡导的读书精神有些相悖呢，像我这样精打细算的买书方式实体店
都要倒闭了。好吧，下次去实体书店一定要努力挑本书出来支持一下实体店经营事业啊。 说回书本身
。买的时候单纯是被内容吸引，对作者也不甚了解。只是隐约觉苏枕书这名字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后
来上网查了之后，才得知她曾经也是《萌芽》和《新蕾》书系的活跃一员，也曾获过某一年新概念作
文大赛的二等奖。不过相比至今还在少男少女言情中燃烧青春余烬的郭敬明，已在媒体上销声匿迹许
久的张悦然和已然结婚生子做起了家庭主妇的夏茗悠，苏枕书似乎仍旧走着一条纯粹的文学道路，而
且似乎走得越来越自我、随性和坦荡。在书中，她的引经据典，对典故、人物生平、地方风俗的信手
拈来，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这绝对大大超出了青春文学的范畴，而升华到了对于命
运、对人生、对际遇，甚至对宇宙的哲思。 在标题为“京都古书店之今昔”的引入部分，作者首先为
我们勾勒了一幅京都古书店的全貌，描绘出了一条京都图书业从兴起、发展，到繁荣，最后渐趋衰落
的轨迹。京都是日本图书业的滥觞之地，自平安时代（国都从奈良迁至京都）到江户时代的大部分时
间里，京都都牢牢占据着日本出版业的中心位置。在日本，古代城市同类经营者集中在同一区域，成
为“同业者町”，京都古书业兴盛时期的代表性书店多聚于寺町通、二条通、六条通和堀川附近，因
之这些道路都是佛寺密集处，或是官家贵人的居住地，有对书籍的供需之求。而在十九世纪下半页明
治迁都后，京都出版业逐渐难追昔日隆盛，许多书店因入不敷出只得关门歇业，不少新开的书店也因

Page 9



《京都古书店风景》

考虑到房租成本，渐渐偏离传统的同业者町，寻觅利于生存的地界。根据作者所手绘的现今的古书店
地图，京都的古书店多集中于出町柳至一乘寺的叡山电车东面，以及京都大学背面的今出川通一条。
只有少数历史悠久的书店仍坚挺在二条通西边一带。虽然当前京都的出版事业已远不能与往日的繁荣
同日而语，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帮真心实意的爱书之人竭力地守护者自己的家业，或者满腔热情地投入
古书店的经营事业。反观作者在书中几次提到的北京琉璃厂，经历了现代化的修缮之后再也难寻昔日
爱书藏书的雅趣和淘旧书的快乐，变成了一间间 充斥着商业化气息，赚老外钱的纪念品店，北平城的
文化，伴随着城楼和四合院的拆除被推倒在历史的尘埃里，实在让人为之惋惜和嗟叹。 作者以行云流
水般的散文形式，追忆了自己造访多家古书店的往事。碰到自己常去的、钟爱的，或与店主交谊深厚
的店铺就多记几句；去的不勤的，对店铺不甚了解的，就以客观描述为主。在描述古书店的室内布局
、陈列书目，以及店名由来、店主的家世渊源时，不时会顺带介绍几位日本有名的史学、文学大家，
将他们与书籍的轶事娓娓道来，间或夹杂着作者感性的评议。因为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了解得实在太少
，所以除了偶尔被提及的几位电影大师（如小津），或是一些常人都烂熟于耳的畅销书作家（如夏目
漱石），书中提到的许许多多陌生的人名、地名、书名都让我看得云里雾里，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此书
的喜爱。 在作者的印象里，京都旧书屋的气质都和这座千年古都一样，从容、淡雅、宁静、和善。书
店往往开在草木葱茏、花香清幽的僻静小巷中，离闹市区隔着一段安全距离，避免了游客的过多打扰
。书店的门面通常被装饰得古朴雅致，在进门处放有吸引一般读者的“百元特价区”，进门后则是一
排排分类整齐的书架，点缀以传统的日式门帘，让人可以醉心于旧书的世界里潜心阅读。书店的店主
们大都静坐在门边的柜台上，看到客人进来微微颔首问好，之后便不再打扰，让客人自行挑选。当然
，若是碰到了愿意与之谈天说地的客人，或是遇到了藏书爱书的知音，店主也会打开话匣子畅谈起来
，顺带回忆自己家族世代经营旧书店的辛酸苦辣。当今社会如此快节奏的生活，连京都这样静谧安逸
的城市都不可避免地受了影响，人们很少愿意再花时间读书，逛书店，因此旧书店的生意着实是举步
维艰，若不靠网上的销售简直大半都要倒闭歇业。但即便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多数店主还是分外慷
慨，愿意给学生和爱书之人很大的购书优惠，甚至一激动就把书赠与客人。他们认为，书的流转也算
是一种缘分，若是一直据为己有，不免丧失了许多与他人分享的乐趣。倘若自己的事业无人为继承，
或没有足够的心力去保存好这些书目，倒不如将其交予同样欣赏此书的“同道中人”手中，延续它们
的生命。这兴许就是日本文化中常常被提及的“心意”二字吧。 这些林林总总的旧书店里，有的已经
历经百年风霜，传到了第六、七代家人手里依然屹立不倒，在努力经营店面的同时不断拓展新型的售
书方式，让旧书店融入新世界的潮流；有的书店已远不及昔日的辉煌，年迈的店主夫人心有余而力不
足，频频说着“辜负、抱歉”的话语，让人心生酸楚；有的书店开张不过短短十几年，全凭年轻店主
的爱好支撑，但他们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坚定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书，
爱读书的人们，一定都拥有一颗乐观豁达的心吧。因为他们在书中一定赏遍了名山大川，阅尽了人间
百态，他们的心胸属于广阔无垠的书海，因而才能不汲汲于富贵和功名，甘愿在十几坪的旧书店里驻
守一辈子，带着责任感、使命感和一腔热情与书打一辈子的交道。无论他们自己和旧书店曾一同经历
过怎样的悲喜和离合，这种种的变迁和浮沉都在他们云淡风轻的言谈里消散不见，只留下坚守和希望
二字。
10、页43行1 读《京古本屋通信》时，看到井上二十多年前许下的愿望是三峡案：此处提到的《京古
本屋通信》疑为开篇《京都古书店之今昔》中介绍过的由京都古书研究会1978年创刊的《京古本屋往
来》季刊（页17）。且全书中多次提到此季刊，如页19、20、97、142等，皆做《京古本屋往来》，全
书宜统一。页79行7旧书铺里的书绝不全 贱售便宜货三峡案：衍一空。页107末行1进来听他提及，家
里那匹黑猫年事已高三峡案：我不养猫，不知多大的猫可称“匹”。页169行15、16有空时还是继续学
法语，加上他的写作底子此书译笔优雅流丽，很可一读。三峡案：“写作底子”后缺一逗号。页196末
行3并好不吝惜地评价“是我一代之杰作”三峡案：“好不”可与“好”换用，表程度深，如此意思
矛盾，应为“毫不吝惜”。页257末行1-2早早在日历上圈出10月末到11月末的那五天三峡案：参本书
页252，此处应为“10月末到11月初”。页280末行9由中央排遣的地方官（国司）治理的地区三峡案：
应为“派遣”。页208末行9  田中栞写过一本散文集《古本屋的女房》（旧书店的女主人）页283末行9 
田中栞所著《古本屋的妻子》三峡案：前后宜统一。台湾远流出过中译本，书名译为《古本屋女主人
》。借书需还，且记于此。
11、方寸之地，却有纵深的世界书店之地显得神秘静谧，爱书之人奉如圣地，不爱之人久过而不入。
旧书店的存在更是犹如另一个神秘国度一般，逛旧书店往往带着未知前去，遇到心仪之书喜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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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而日本旧书店可能是所有爱书之人都向往的胜地。《京都古书店风景》的作者苏枕书，常年旅居日本
京都，将自己逛京都旧书店心得，及所知晓的旧书店主人、熟客之间的掌故一一记录。翻看本书，借
助插图，犹如置身于京都安静的街道一般，缓缓推开店门，与埋头理书的店主打个招呼，遂走入店中
，阳光透过窗户照入，细小的灰尘在空气中浮动，眼光、指尖掠过一册册的书籍。总与人说，这是我
向往之地。知晓日本的古书店缘起还是日剧《彼布利亚古书堂事件薄》，改编自三上延的轻小说。剧
中店主栞子静坐于书架前，与书为伴，此情此景着实羡煞旁人。自此，便开始对日本古书堂感兴趣。
恰逢去香港，在铜锣湾乐文书店购得池谷伊佐夫(Isao Ikegaya)的《日本古书店手绘旅行》和玄光社编
辑部制作的《只能在京都遇见的二十三间书店》。繁体字，排版自右向左大感不习惯，但也着实爱不
释手。购入苏枕书的《京都古书店风景》一时间如获至宝，细细翻看。一般来说，将古籍、珍本称为
“古书”，比新品便宜的普通书籍叫做“古本”。古书店大多兼营古书与古本，更有店家也售卖新书
，较少店家还从事出版业务。古书店并不仅仅是倒卖旧书那么简单，往往对店主的古书只是要求甚高
，一般都会在老牌古书店学徒数年才会自立门户，挂牌开店。店主的书籍的选择，购书的眼光，以及
对书籍的定价都至关重要。“宫崎市定《古本屋盛衰记》曾云：‘新书是否能有传之后世的生命力，
首先要经过古本屋的筛选。当然这其中也有读者的需要，读者无论如何也是影子般的存在，而直接做
出判断的当然是古本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古本也不能重现市场。这正是新书和旧书的根本区别。
新书书店只需要从相关公司半机械性地接受书籍，排在店内就可，并不需要多大的鉴别能力就能买卖
，而古本屋则非如此。可以说，这是需要广博深厚之学识的专门职业。’”店主懂书，顾客爱书，这
样的契机更是产生了许多店主与顾客之间的掌故。作者通过与店主聊天，也将其一一记录下来。看罢
让人羡慕，又为之惋惜。日本的很多著名学者都与古书店有很深的情谊，老一辈学者们以书为交。汇
文堂上代主人大岛友直曾尽心帮助学者青木正儿出版作品《今冬心之艺术》，青木正儿在序言中写到
，“他与我的关系与其说是单纯的书商与客人，不如说更像是朋友的交情。”众多古书堂所经营的古
书范围也不尽相同，有的专攻佛教典籍，有的专营古典艺能类图书，新开的店铺多选书籍往往更加自
由、小众。在他们看来，“古书不是单纯的旧书，而应有鲜活的生命力。”如今，随着网络销售渠道
的发展，许多古书店也开辟了网站，接受订购业务。也有许多古书堂随着上一代主人的去世，因为无
法找到合适的继承人而无奈关张。福田屋书店的店主小林说，“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余地呢。咱们
这个店，在这里开了七八十年，不知收到多少顾客的关照。虽然这些年读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但还
是有人喜欢来逛逛旧书店。那么我们福田屋就有使命继续下去。”福田屋书店的店主小林先生已经去
世，好在儿子确定想要继承家业，目前正在东京当学徒学习，想必将来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店主。中井
书店的店主说道，“世间常理，无论多么重要的藏书，对自己之外的人来说，可能都是无用之物。”
不过，古书店的主人们，搜寻旧书，摆上书架，等来顾客登门，不就是在寻求自己之外的知音。萩书
房的店主说，“我已经和它们相遇过，不妨让更多想着它的人也有机会邂逅。”而我，也只能望书兴
叹，春花秋落，岁岁年年，不知哪一季节才可以与这些美好的旧书店真正邂逅。
12、自从我到现在这个团队之后，估计是用脑过度，所以以前几乎不喝咖啡的人现在每天都必须喝一
杯，我这本书就是在常去的一家咖啡店看到，老板是爱书之人，常常从各种网站上批量的购买各类书
籍，也经常穿梭于成都的各种旧书交易市场，涉猎也非常广泛，曾想开一间书店，但坦言独立书店太
难经营，于是就开了这间“巷弄里的咖啡店”，偶然团队活动发现这里之后，几乎成了我们每日必到
之地，而这本《京都古书店风景》就是从咖啡店老板那里借阅的。翻开书，再配上久石让的音乐，真
是一种很不错的静心疗法。此前看过本书作者苏枕书的《有鹿来》，写了许多京都风物，当时是从京
都旅行回来，余兴未了，依然沉浸在古都风味之中，于是买了好几本相关书籍来读，但从内容来讲我
更喜欢这本“古书店风景”，本人是一个互联网深度患者，已经多年不读书，近期重拾儿时兴趣，对
古本更是连一知半解都没有，但我却钟情于书中呈现的温情世界。在这个信息泛滥、娱乐至死的时代
，能够静心看杂书的人本来已属小众，纸质书的生意本身也已一落千丈，更不要说古本屋的处境了，
除了阅读的大环境不好以外，古书的阅读难度恐怕除了像作者这样学习文史的学生和那些专注古籍的
研究的学者或者有专注涉猎的人以外，普通读者也难以踏足。书中讲述了近20间分布在京都各处的古
本屋，不管是百年老店还是新兴书屋，都能从书中故事看出书店主人的珍惜和用心，为何选择从事旧
书行业、如何在市场缩减的情况下维持经营、如何寻找和甄别绝版古籍等等，这其中的无奈与坚持、
寂寞与悲喜，像我这样的世俗人，都难以想象和理解吧？但光是在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界中坚持那一颗
初心就已经令人觉得十分佩服和羡慕了。此前去京都，也只是蜻蜓点水，对古都的理解大概也是聊胜
于无，倘若以后有机会，一定去到几家古本屋拜访，告诉他们我的敬佩之情。最后，送上一些京都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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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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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章节试读

1、《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1页

        1、京都这个地方，满地都是历史的痕迹。走两步就有典故，走两步就有往事。

2、这种“使命感”是京都很多老店自然而然的情感。

3、就像西田几多郎在哲学之道留下的歌碑：人是人，我是我。总之，吾行吾道也。

4、将来老得不能动之前，把自认值得传世的书托给几位可靠的人，其他或散或佚，毫无牵挂，最是
干净痛快。语罢自笑，鬓角微霜在斜阳中。南窗夕光潋滟，清风满室，我也相与大笑，消得好黄昏。

2、《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79页

        临川书店的书籍向以外间稀少著称，有时他们甚至号称“仅此一家有”，但是，如果一本老板以
为“别家所无”的好书突被发现，他会毫不迟疑地派人高价收购下来，以维持“物以稀为贵”的原则
，和书店的“信誉”。这一点，往往使读书人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却奈何他不得，因为他们的脚步永
远比你快一步！虽然是同行竞争，但是好有爱。临川书店的老板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人，有眼光，有策
略，有人手！

3、《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230页

        （横山大观）此人性情狂放，年轻时不擅饮酒，被老师冈仓天心叱问“连一升酒都喝不了”，遂
勤加练习，后一生须臾不离酒，常大醉后挥毫。他很喜欢广岛一家叫醉心的酒，和店主也谈得来，就
跟对方约定，每年画一幅画当酒钱。后来醉心家特地开了间美术馆陈列那些换酒喝的画儿，可算一段
佳话。好风雅的一段故事，羡慕

4、《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24页

        很严谨，并非市面上现行写京都或写书店的口水鸡汤小资文，考据帝很喜欢。中华书局出版的书
是有保障的~古本屋是该街区文化程度的表征说得很好~

5、《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101页

        是啊！我喜欢猫。家里有两只！年纪都不小了，一位叫花子，一位叫小黑。
所以京都第五年里送情趣内衣的就是这家啊6666

6、《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38页

        

7、《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京都古书店之今昔23

        主体无论如何也是读者。印刷业不论盛衰，都取决于读者的态度。好书被售卖也好，流往古本屋
也罢，皆由读者而定。再换句话说，给阅读好书的人们以金钱和时间，是最重要的文化振兴策略。人
们将之视为消费品用之即弃，那么也很难孕育出什么文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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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120页

        离开时外面雨已很大，东山烟云飘渺，过丸太町桥，北面群山也云山雾罩，桥下流水湍急。忽想
起清人曹溶《流通古书约》有“古人竭尽一生心力，辛苦成书，大不易事。渺渺千百岁，崎岖兵攘劫
夺之余，仅而获免，可称至幸。又幸而遇赏音者，知蓄之珍之，谓当绣梓通行，否亦广诸好事。何计
不出此，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行踪乖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
，不应若尔”之语，又觉感慨。

9、《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25页

        刚到京都时，赁居于⋯⋯“赁居”一词用的真好，严谨而简洁，可窥作者的深厚文学素养。
文末的翻译，文笔很古典，像民国往后一段时期的文风~

10、《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人是人，我是我：善行堂78

        他爱书，藏书，写书，编书，又开一家书店，简直是很多读书人梦寐追求的事。但他却说，自己
的态度只在“游戏”与快乐”，是故每一件兴趣都无法十分深入。而一晃几十年，也乐而忘返，自成
一格。

11、《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172页

        中井先生見我流連忘返，笑道：「你對日本文學感興趣？搬得動就多拿些吧！」想了想居然道：
「你挑的幾本都不要錢。」我很吃驚。他自笑曰：「書放在這裏沒人讀，是最寂寞的事。有人鍾情，
於書也是大幸。更何況做學生的，哪來什麼錢。今兒高興，你就拿去吧。」又指着我挑出來的五本文
庫本道：「這些就算一百日元一本。」原先是三百一冊的標價。我不便強爭，遂領受好意。

他又找來那箱夏目漱石初版復刻文集，《心》《門》《我是貓》《漱石俳句集》《文學論》《虞美人
草》⋯⋯我大爲驚喜，看全部定價一萬五，有些躊躇。他道：「仍是一百一冊算好不好？你中意的都
可以挑。」說着一本一本打開給我看內頁設計、品相：「一直放在這裏也賣不掉呢。日本那時候做的
書真漂亮，春陽堂現在也早沒有了。夏目漱石的書呀，恐怕是最好賣的，各種版本都有，畢竟是國民
作家嘛。所以這種特別的版本一般也沒有誰有心收藏。難得你喜歡。他的漢文底子真好，其他作家都
趕不上他⋯⋯」

12、《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72页

        书店6点打烊，有时看得着迷，中川夫人也不会提醒，而是静静等待。你突破回过神，道歉不迭，
她反而会安慰说，你多陪了我一会，我也不寂寞。该是谢谢你才对。这样温柔的心意，即便不为明确
的目标找什么书，也愿意拐进来徜徉片刻。

13、《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199页

        京都町家成型於江戶中期，大多數燒毀於蛤御門之變（1864年）的大火。選定的這座舊宅已有一
百五十年歷史，衰朽不堪。不要緊，一點一點來。從安裝新鎖開始，擦拭每一寸窗欞、牆壁，請來有
二十餘年工作經驗的町家建築職人設計改裝方案。那是2009年3月末，料峭春寒，有大風。挨家挨戶跟
附近人家打招呼，說要努力經營一家令周圍人都喜歡的舊書店，歸來看到中庭綻開的蒲公英花已闌珊
。一日一日努力，清水洗淨的窗玻璃重又安好，灑進室內的陽光初生般明淨。春天已經到來，過些時
日櫻花就要開，京都最美的時候。將原先泥土糊的牆壁全部撤去，換成更結實的竹骨架。舊土以水化
開，混入乾草屑、砂子，可以重新糊上竹牆。工程浩大，汗水滴在新土裡，與這間屋子漸漸有親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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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嶄新的面目益發清晰：多餘的竹片劈開裝飾四圍牆壁；固定廊柱，刷新門框窗欞；將新寫的招
牌掛到門前；信箱上也可以寫上店號；安裝書架，佈置圖書⋯⋯填補各處細節。女生心最細，書架空
餘處擺放一系列木頭小娃娃。窗台上隔一只舊打字機，一把古老的算盤。和所有舊書店一樣，在門口
擺出特價書箱。某個瞬間清楚感知，這處空間流動的某種氣息，獨立生命已誕生，令他們興奮不已。

14、《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193页

        《后拾遗集》有和泉式部一首和歌：若为相思，可见心魂。亦如川泽流萤，游离我身。

15、《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50页

        P50后与同门师兄聊天，对方谈起周边旧书店，对福田屋尤为赞叹，提起某日在店里把剩下所有的
书迹名品丛刊都买下，很是满足。同门之间常有口味相近的，哪天店里摆出一批新书，若去得晚，则
往往一无所获。回头一看，哟，感兴趣的书可都在某位同学的书架上呢。
P55后来和师兄们聊起来，才知他们几乎每天饭后都到店里转一圈。哪天店主换了批新书，他们就急
忙赶去。经他们挑剩的，除了艺术类，几乎没有什么能让我挑的了。常看他们饭后拎了大袋书回来，
面露满足陶醉的笑容。同室人都知道：“嗨，又去福田屋了？买了什么好书？”这个时候最希望别人
这样问，就可一一展示。我常作淡定貌，哦，哦，是这本书啊，以免羡慕的表情让他们太过得意。师
兄们也极周到，若在自己必需品之外，看到某些我可能喜欢的书，就会慷慨为我买下，譬如前几日获
赠的常石英明著古书画的鉴定与观赏。
真是羡慕，可是我没有这样的书店，也没有这样的师兄。

16、《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1页

        京都：日本的旧都。

在昭和时代，新书点与旧书店的概念区分依然较为模糊，很多新书店同时经营旧书。知道现在，“古
本屋”与“古书店”也没有严格界限。一般来说，将古籍、珍本成为“古书”，比新品便宜的普通书
籍叫做“古本”。

17、《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京都古书店风景》

        # 庆长 （一个日本的纪年，看到感觉很好）“我很固执地追求个人趣味，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不
喜欢的人会很不喜欢，这也是自然的事。”书中书店善行堂的主人山本善行说。第一反应好任性，可
是看了那么多，做二手书的甚或现在做书店的，那个不有点任性呢？任性比勉强好。作为书虫加贫穷
的学生党，超级赞同好书难得，善价也可遇不可求。她说，自己最喜欢京都的清净，生活简单，专心
做一件事，也能过一生。好生羡慕！

18、《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94页

        主人井上恭治年已八旬，做了五十年的旧书生意。昭和三十年（1955）开始摆书摊，昭和四十年
（1965）前后在乌丸鞍马口自家开设本店，屋号是兄长所赐——他读书多，称秋天是读书天，叫“萩
”就很好。

萩，《说文解字》曰：“萧也，从草，秋声。”段注曰：“古多以萩为楸。”萧是一种蒿类植物，生
于河滩沙地，高三尺，夏季开绿色花。楸为落叶乔木，夏季开黄绿色细花。宋时初秋满街叫卖楸叶，
妇人小儿以此剪成花样簪戴。

而日文中“萩”为日本汉字，即胡枝子，取秋天开花之意。如“椿”指山茶，在春天开放。胡枝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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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的落叶亚灌木，秋之七草之一。日人极爱此花，为《万叶集》中最多歌咏的植物，又训作“芽子
”“生芽”。《枕草子》“草花”一节有言及胡枝子：“胡枝子的花色很浓，树枝很柔软的开着花，
为朝露所湿，摇摇摆摆地向四边伸张，又向着地面爬着，那是很好玩的。尤其是取出雄鹿来，叫它和
这花特别有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日本古歌中说到鹿，必提胡枝子。周作人注云：“其用意不详
，但其由来已久。”如大伴家持有歌云：“胡枝子旁雄鹿立，朝露如珠犹未消。”“雁来胡枝子花散
，雄鹿声鸣渐消沉。”胡枝子生于原野，原野有鹿鸣，原也是自然风致。胡枝子夏秋开花，正是雄鹿
长鸣之时，故亦有说法称胡枝子和鹿寓指夫妇。京都赏萩处有上京梨木神社、左京迎称寺、真如堂、
上贺茂神社等，以梨木神社最著名。每年9月15日开始有“萩祭”，在花前设茶席，表演尺八、筝曲、
狂言、传统舞蹈，至秋分之日（9月23日）方止。人们在短册上作俳句，系于盛开的萩花枝头，宛转摇
曳，故而“萩书房”是个很美的名字。

19、《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41页

        某日黃昏路過這裏，挑了些文庫本。提着書袋剛走出兩步，又從櫃檯前的小書架找出四冊關於法
制史的書，如1967年創文社版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1966年東京大學出版會版仁井田陞《中
國的農村家族》。井上笑道，都是剛收來，原是私人收藏。果然扉頁鈐有藏書印，主人姓佐佐木。當
時未帶足現金，井上說可爲我留着，哪天有空再來。次日到店裏，井上道學生清貧，爲我省去零頭，
將書妥當包裝畢，笑云：「剛收來的舊書，這麼快就找到合適的主人，想必原來的主人也可安心。」

又一日在校外吃飯，逛到店裏，未見有什麼感興趣的書。見一本《韓國民話》，要價八百，因無太大
興趣，也沒有砍價。忽見櫃檯內全套小學館《圖說日本文化的歷史》，問價，曰一千日元。見我遲疑
，井上笑，七百日元，你要喜歡就拿走吧。雖是普及類圖書，見此低價又不忍放下，猶豫片刻點頭買
下。他高高興興幫我裝了幾大袋。見我根本提不動，笑說，你可以每天到店裏來拿一些！又笑，年輕
人要多鍛鍊，身體好，纔能有力氣讀書。

他知道我很宅，很少出門，走到四條也嫌遠，就告訴我自己最喜歡跑步和騎車，年紀雖然大了，偶爾
還是能騎個車到滋賀看看琵琶湖。

讀《京古本屋通信》時，看到井上二十多年前許下的願望是：希望有一天，店裏的書都整理爲電子資
料，平素放在倉庫。店裏騰出空間改爲吃茶店。客人在網上訂貨，來店裏跟主人談天喝茶，盡興了再
拿書走。

如今店裏的面貌沒有太大改變，書目也沒有電子化。回想當初的心願，井上笑道：「我老啦，沒什麼
特別的動力做什麼了。不過只要還在學校附近一日，就要好好地爲學生們找些書。否則佔着這樣的地
利，也實在對不起你們。」

20、《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13页

        現在，京都的古舊書店若以年代區分，大略有三類：其一，從江戶時代繼承家業的傳統古本店。
如下京區寺町五條以北的藤井文政堂，寺町三條、本能寺對面的佐佐木竹苞樓。其二，明治時期或昭
和初年創立的書店，創建之初一開風氣，百餘年來歷盡風霜。關張者有之，更換字號者有之，風燭殘
年者有之，煥發新生命者亦有之。如彙文堂、臨川書店、菊雄書店、其中堂、福田屋書店、萩書房、
思文閣、竹岡書店、富山房等。其三，創業年齡較短者。此類風格最爲多樣，有不少一改傳統舊書店
的格局、氛圍，獨樹一幟。如朋友書店、中井書房、紫陽書院、善行堂、山崎書店等，包括一些尚未
加入古書協會的年輕書店，如町家古本はんのき。

若以各自主營圖書類區分，大略有四類：其一，綜合類。如書砦梁山泊、中井書房、萩書房、菊雄書
店、富山房、福田屋等。其二，與中國相關者。如朋友書店、彙文堂、紫陽書院。其中漢籍的個人收
藏以紫陽書院店主爲最，引進中國圖書則以朋友書店最爲迅速、專業。東海書店、高畑書店、中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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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曾也引領京都中文書籍一時風氣，可惜因經營等問題皆已無門市，惟故友偶爾聯繫店主，詢問舊
藏，或可覓得一二。其三，專營版畫者。如大書堂、赤尾照文堂、繪草子等。其四，佛書類。如其中
堂、藤井文政堂、三密堂、文榮堂、谷書店等。

若以地域區分，主要有五類：其一，河源町、寺町通一帶。其二，百萬遍京大圈。其三，同志社大學
附近。其四，美術館、丸太町通週邊。其五，一乘寺近旁。以前二者分佈最密，後三者略稀疏。不過
一乘寺雖屬洛北，卻爲京都新興文藝聚集地，是故此處舊書店雖然新且少，實力亦不容小覷。

21、《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159页

        他愛散步鴨川，愛看京都的山，愛觀察蟲子，愛圖書裝幀和版畫，並親手實踐。他說，做一本書
，想把自己的心意傳遞給讀者，其實是成本很高的事。因爲這種知己般珍貴的共鳴已超出閱讀本身。
而自己還是願意存一種僥倖，希望可以遇到這樣的知己。「事實上，一直都有。」他笑着給我看最近
新做的一冊版畫集，「這本書的紙張，放三百年不會有問題。我今天做它，如果三百年後的人能看到
，我的心意也就傳遞了三百年。」

說着，又給我看明治四十一年（1908）審美書院出版的全六卷正倉院寶物圖錄《東瀛珠光》，極爲精
巧的珂羅版或套色木版印刷，是迄今爲止正倉院出版的寶物圖錄中最精美的一種。雖歷百餘年光陰，
色澤絲毫未損，確如珠光璀璨。「今天我們看到此書，會驚歎、感動。那麼百餘年前的創作者的心意
，我們已經領會到了。我也想做這樣的圖書。」

22、《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37页

              看到这本书附带的地图，发现在京都银阁寺附件，零零散散的分布了很多家日本古旧书店。

     本节提到的“井上书店”中，提到了日本的文库本。在做日文图书的时候，做到过一批“筑摩书房
”的系列图书，开本大小以A6，适合掌上阅读。百度了一下“文库本”，看到了知乎上对于在国内为
什么没有流行“文库本”的解释（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899325）。据说在日本出版界，首
先发行“单行本”，即我们俗称的“精装本”，价格稍贵，如果销量不错，出版社就开始考虑发行文
库本。文库本因携带方便，阅读方便，在日本的销量也很不错，虽然等价不高，但因销量有保证，所
以出版社也愿意出版。而相对国内的出版行业，面对电子图书等的冲击，估计文库本的形式，在国内
还是暂时无法流行。
12

23、《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62页

        伊势物语，大约公元九世纪。这么早就有女人如衣服的说法了？

24、《京都古书店风景》的笔记-第268页

        少年心性，说是买书，不如说是踏春赏秋，一路有言笑。光阴疾逝，旧友难聚，佳期不再。买书
的热情消减不少，对书也多了挑剔。偶尔过去一次，竟空手而归。热热闹闹的古本祭充满着作者和师
兄共同选书、拍卖、相互品评的言笑，最后竟是这样空寂落寞的结尾，不禁想起大学时坐拥图书馆的
日子，或独自啃书，或与友人探讨，或与没搭过话、不知姓名却相互认识的校友一起学习。自毕业后
，旧日时光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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