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宁是高原上的城市，多民族聚居，
多样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随着城市
的发展，海湖新区的唐道成为这座城市
最具有现代和时尚气息的商业区。在这
个商业区的地下一层，有一家占地一万
平方米的书店。闹中取静的书店分为重
磅阅读、雪域净空、天空之城、时光书馆、
空间之门、重拾生活六大区域。书店以

“几何”命名，使得它更像是一个包涵人
文时尚的生活文化空间。

重拾生活

生活犹如旅途，有收获、有失去，当
人经历生活的艰难坎坷和磨砺后，追寻
曾经的回忆成为人的一种本能。

放下浮躁，带上你的目光，让我带你
走进几何书店，走进另一个空间。

这里的每个人、每本书都是几何中
的一个点，点与点相互连接，搭建成无穷
的生活文化空间。在书店的材料超市
区，偌大的空间里一张张开放的工作台
里，身穿棉布衬衫的手工艺者，或站或
坐，神情专注地操作着手中的作品。旁
人围着观赏，虽不相识，却不陌生，相视
一笑间，大家都被手中有趣的“玩具”所
吸引。

随处可见的木头废料，在手工艺人
手中成为一件件艺术品。憨态可掬的小
木偶，充满了童趣，仿佛回到童年，回忆
起夏日的打谷场上和小伙伴用各种农具
摆家家的游戏。木头与布料还可以是一
件首饰，简朴的饰品，散发着木头原有的
淡淡香味，具有了回归自然的短暂错觉。

这间叫作“本心手作”的工作间里，
件件东西，样样不同。即是店长又是创
作者的张保平，亲手设计和制作的木艺，
拿在手里介绍时，像是说给你听又像是
说给自己，整个神态犹如作品就是他的
爱人，眼里充满着欣赏和爱恋，他需要别
人的倾听，需要别人的认可和理解。

“我很孤独，这种情绪与外界的影响
有关，今天的人们常常浮躁着，一方面是
寻找初心的彷徨，另一方面是随波逐流
的心态。”听着他缓缓讲话，我理解不了
他，也无法理解他。因为喜欢就放弃收
入不错的工作，或许只有木头才能理解
他。他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一件件木艺
上，通过夸张和神态各异的作品抒发他
的喜怒哀乐。

走出工作间，无意中，一对青年恋人
吸引我驻足。在一个五颜六色的开放式

手工制作台上，糖果似琳琅满目的小物
件模样可人，一对恋人正在制作奶油胶
手机壳，粉粉的颜色看上去犹如奶油制
作的。我不忍打扰这美好的一幕，远远
地望着那对恋人，你情我侬的甜蜜模样，
恍然间让人有一种错觉，爱情最好的模
样就该是这样吧。

几何书店，走进这里重拾生活，离开
这里开疆拓土。

书籍留香

随意漫步，整个书店内看上去是那
么沉静美好，咖啡的香味扑鼻而来，沙
发区零零散散的人，面前一个杯子、一
本书或者一台笔记本电脑，随着杯中水
蒸气一点点氤氲，不知喝的是咖啡还是
心情。

重磅阅读区域，原木制作的大长桌
上坐满了清一色的年轻男女，却足够安
静，仿佛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的会客
厅。有的人埋在成堆的书里抄抄写写，
有的人眼睛不离手机，有的人翻开书又
对着电脑敲着键盘。

米黄色拱形建筑中，弥漫着温馨的
气息，柔和的灯光散落在深色复古暖色
调的书架上，团团光影下书籍留香。站
在旋转楼梯上望去，有一种空间上的错
落感。

富有层次的阶梯上，木色靠垫错落
有致地摆放着，不需要工作人员清理。
前面的人离去，散发余热的卡垫被人头
也不抬地随手拿来靠在后背，手捧着书
籍，继续与文字的无声交流。

坐在台阶上，只能听到翻阅纸张时
的沙沙声。就是不看书，坐在这个地方
听这样的声音也是一种享受，只有爱好
书籍的人能理解其中妙处。

身边厚重木质桌上堆满了书籍和电
脑，一位男士专注地复习。我坐在旁边
看着他不忍打扰，拿过他手边的专业书
籍，轻轻道一声“你好”，他抬眼时仿佛从
书中还没有回过神来。交谈后方知，他
是西宁自来水公司的员工，叫刘强，因为
要参加业务考试，利用休假期间复习，刘
强说自己在家“可总是静不下心来，我从
早上10点来书店直到现在，这里学习环
境好，很容易专心复习”。

在其他书店忙着打造定位，确定标
签，想要成为某一种生活的代表时，几何
书店经理人陈晓明却说：“我们不想用标
签来固化自己，几何书店的精神是开放

包容，自由多元，分享助人。其意义就是
想告诉人们，生活具有无边的可能性，不
要限定生活，敢于探索生活的多样性。”

在这个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生活空间
和社交平台，自由多元的氛围萦绕其中，
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喜欢的文化生活
和志同道合的同行人。进入几何书店，
十万册以上的书籍，各种各样的手工艺
品，你一定会被这个混合了重磅书籍、雪
域文化、手工作坊、艺术衍生品等的综合
文化生活空间所深深吸引。

几何书店不是一座普通的书店，它
是装满五彩生活方式的几何空间，走进
它，遇见美好生活。

雪域归来

雪域文化区域被浓浓的民族气息包
围着，色彩艳丽的唐卡代表着雪域独有
的厚重的民族文化气息。香珠在香料的
配制上更加讲究，添加了许多名贵药材
的香珠、藏香等物品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用牛羊毛编制的黑白原色手机套、
包件用手抚摸有一种温暖而熟悉的感
觉，曾经藏民族游牧时的生产生活材料，
如今用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在城市的商品
行列里，散发出原始的自然美。

人有回忆就有乡愁，当身处繁华的
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人的孤独感时
常在不经意间涌现，因此，回不去的故乡
是游子的乡愁。乡愁有多种多样，小桥
流水古树参天的小小村落，海边渔村晨
曦中的渔船满载而归的喜悦……而雪域
高原的乡愁就是草原上牛毛毡房上袅袅
的炊烟，藏族老阿妈用牛毛纺线编制的
毡房，不知道编制着多少游子的梦。今
天，几何书店打开了游客了解雪域高原
文化独特之美的一扇窗户。

人生无常，每一个生命无论离去还
是归来都会留有一些悲壮。诗人吉狄马
加曾经在采访中说过，高原这片人类的
净土，无论谁走进这里，都会找到最真实
的自己，保护江源把根留住。喧嚣的城
市中，走进几何书店却能留住你的脚步，
净土让心归来。

几何书店起源于雪域高原青海，在
短时间内已从青海带着浓浓的民族风走
向更多的城市，把雪域高原多民族文化
融合的结晶播散地久远而深邃。

图片说明 位于西宁市海湖新区唐
道的几何书店。 石 晶摄

乡愁不是一团雾。有时候乡愁就是一棵老家的
树在轻轻摇动，一种故乡食物发出的殷殷召唤。

深夜里老宋醒来，他咂摸着嘴，是在梦里吃到故
乡万州的牛肉面了。在梦里，老宋坐在万州一个老
巷子的面馆前，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端到他面前，简
直是风卷残云一般，老宋就把一碗面在梦里呼啦啦
吃完了，他正要喊，老板，老板，再来一碗肥肠面……
梦就醒来了。

人到中年的老宋，20多年前从万州来到了北方
的都市里安家。那年秋天，薄雾中从万州城当年的
老码头乘船离乡。那是一艘从万州开到南京的慢
船。一艘慢船，出了风急浪高的三峡，到南京的旅
程，花了3天3夜的时间。老宋先是在南京做生意，
后来又辗转去了北方的大都市，事业上干得顺风顺
水，他把家也安顿在那里了，这些年，让他魂牵梦萦
的，是故乡万州的一碗面。

一个人的胃对食物是有记忆的，它是人体里最
诚实的器官。老宋的胃，没有因为岁月的漫漫风尘而
变得健忘，一旦被某种食物唤醒，它就会在肚子里奔
涌激荡，翻江倒海。老宋爱吃面，有时一日三餐就是
一碗面，他依然胃口大开，食欲旺盛。据说爱吃面食
这种高热量食物的人，大多是热情豪迈的性情中人，
我觉得这一点感性的判断用在老宋身上是合适的。

有一年腊月，老宋回万州过年，我到机场去接
他。一路上他催促开车的朋友，开快点，开快点。到
了城里，老宋就来到一家面馆前，用地道的乡音连声
喊，老板儿，老板儿，整3两豌杂面，多放点蒜泥、芝
麻哟。一碗香气袅袅的豌杂面端来，老宋埋头吃面，
一碗面被他一扫而光，老宋抬头，忽见对面楼房似在
波光粼粼中晃动，原来是老宋流泪了。

老宋的爹妈，原来就在万州老城里的街上开面
馆，就靠这一个面馆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老宋的
父亲，平时不爱说话，常叮嘱儿子的一句话就是，吃
饱点，穿多点，走路慢点，不要跑。开面馆后，父亲往
往是凌晨4点多就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父亲
头天晚上用蜂窝煤炉子熬的骨头汤，经过一夜的慢
炖，骨头汤已变得香浓奶白，买来的新鲜筒子骨，之
前要在沸水里除去血迹，之后才下锅用文火慢煨。
食客们吃一碗麻辣鲜香的小面后，喝上一碗这样的
骨头汤，舒服的感觉会涌向人体的四脉八方。

老宋的父亲，性子平和，不急不躁。我那时候叫
他“宋大叔”，我叫他时，他头微微一抬，喉咙里咕噜
出一个“嗯”，算是应答。馆子里当臊子的杂酱，大多
时候，宋大叔不在绞肉机里搅成肉末，他要用手工在
菜板上一刀一刀剁细。宋大叔家那块结实厚沉的菜
板，是他用老家的柏树木材做成，可以嗅到一股古柏
的沉香。宋大叔说，这样剁出来的肉末，原始的肉味
儿才不会跑掉，不带机器里的“铁味儿”，然后再加
上各类佐料翻炒出来的杂酱，浓香扑鼻。老宋家面
馆里辣椒的制作，首选的是那种长一两寸、气味微
呛、香而微辣、色泽鲜红的干辣椒，宋大叔在铁锅
里翻炒烘干，冷却后放入石凹，再用木槌捣制，用油
熬炼，辣椒的魂魄，在一碗万州面里得到了最畅快淋
漓的释放。

老宋还记得，小时候清晨在面馆吃面，一些乡下
人吱吱呀呀挑着蔬菜担子，菜叶上还颤动着露水，乡
下人佝偻着腰走到店门前问“老板儿要点菜么”，父
亲就会点点头说，你随便抓几把过来称秤。老宋家
的一碗面条上，浮着几片青翠菜叶，浑然天成就接上
了地气。有一次，老宋看到一个来卖菜的乡下老头
儿长着长长的白色眉毛，像极了刚离世的爷爷模样，
差一点让老宋喊出声，恍惚间以为是爷爷又活过来
了。宋大叔对儿子说，我们要对农民好一点，我们祖
上也是在乡下种粮的。

早晨上学，宋大叔就给儿子煮一碗店里的面，每
天轮流来一碗酸菜肉丝面、杂酱面、牛肉面、肥肠面、
鸡汤面、蘑菇面……有一天早晨，老宋上学前正在店
里吃面，父亲坐到他面前说了一句话：“儿子啊，我现
在不收你的面钱，你今后要记得还给我和你妈。”这
话顿时让老宋心里微微一惊，后来他才明白，是父亲
敦促他好好读书，长大后要有出息，起码能够“偿还”
得起从小到大吃的面钱吧。

老宋家的面馆，来的都是老顾客。那些年，城市
里的公共汽车从老宋家门前经过，停车站点也还不
太规范，乘客在车上喊，师傅啊，在 XX 面馆下车。
老宋家的面馆，也差不多便成为这个城市里一个小
小的地标，那是一个香气四溢的市井味浓浓的亲切

“地标”。
老宋 17 岁那年高中毕业了，他不想去工厂上

班。他想自己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所以当
宋大叔想把面馆的家业传给儿子时，遭到了老宋的
坚定拒绝。而今，老宋已是两鬓泛白的人了，他父母
早已离开人世，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深深遗憾和痛楚，
在一碗故乡的面里发酵了，蒸腾了。

三峡工程修建以后，娉娉婷婷的万州出落成一
个湖城。波光荡漾里，人流如在悠长画廊中游动，在
这样一座城里，山水含笑迎宾客，人与人之间可以美
眸流转，眉目传情。大多数万州人的一天，在晨光熹
微中，一碗最地道的万州面打开了天幕，开始了对肠
胃的温柔抚慰，对生活的一往情深。

或许，在万州一碗最家常的面里，也翻滚着气象
万千的人生，流淌着平凡人家的命运长河。见“面”
如归乡，在万州这座湖城的波光里，吃上一碗面，灯
火可亲，灯火暖暖。

在万州一碗最家常的面里，翻

滚着气象万千的人生，流淌着平凡

人家的命运长河。

一碗万州面

□ 李 晓

几何书店几何书店：：

建 构 城 市 一 角建 构 城 市 一 角
□ 石 晶

天宝古村位于江西省宜丰县境北的天宝乡，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

史。曾以“三街六市、六门十三第、内外八景、四十八条巷、四十八口井、

四周竹城墙、四季马蹄香”饮誉江南，有“小南京”之称。凭借其得天独

厚的生态资源、厚重久远的人文历史，2007年起，天宝古村先后获“中

国独具特色名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等称号，成为“江西省乡村旅游

示范点”。

近年来，江西省投资数亿元对天宝古村建筑进行原貌修复、再现辉

煌的同时，结合新时代发展步伐，深入挖掘、传承古村文化，相继成立古

村器乐、舞蹈、书画、根雕、摄影及传统窗花

雕刻等文化兴趣小组，让天宝古村得到发扬

光大，更好造福当地百姓。

江西宜丰：

古村文化耀古今
□ 赵 晶 熊 敏

这个书店让一座城市更有了烟火气息，很多市民走

进它不一定是为了买书，而是乐于在充满艺术空间感的

环境中，建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