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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书店成为你的“夜店”
世界读书日，探析长沙“24 小时书店”

4 月 17 日，周五，晚上 10 时，22 岁的谢浩宇准时出现在长沙“乐之 24 小时书店”。
熟悉他的店员都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当喧闹的城市归复宁静，谢浩宇都会来此
寻一角沙发和一本尚未读完的书，读到大半夜才回家。

谢浩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过去，他的夜生活也曾一度被网吧、ktv 占据，
但现在他更喜欢寂静的生活，“我很感激深夜的书店把我从迷茫和喧嚣中拉出来”。

如果稍微细心一点，你会发现，自从 2015 年湖南首家 24 小时书店开业以来，
很多城市尤其是省会长沙，各种不同类型的深夜书店成了有别于迪厅、酒吧的一处
特别的夜生活所在。除了有跟谢浩宇一样的年轻人固定来打卡以外，还有很多正在
奋斗的大学生来这里刷夜，有白天忙于工作的白领来此进行更有仪式感的学习，也
有离家出走或失恋的人来这里度过一段疗愈的时光……

多年前，当有媒体称“广州是中国的餐厅，成都是中国的书房”时，大量的长
沙网友表示不服，有人干脆说长沙是“集美食和书香于一体的现代书房”。今年的
4 月 23 日是第 25 个“世界读书日”，提前一周，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开始探访长
沙各个 24 小时不打烊的书店，试图换个角度看看夜长沙到底有没有“现代书房”
的样子，同时更想看看对长沙人来说，这些书店跟其他夜店相比，究竟有没有独具
一格的吸引力。

两年前的谢浩宇十分贪玩，

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他爱热闹，

加上刚离开按部就班的部队生

活，几乎是“哪里嗨就往哪里钻”。

一天下午，谢浩宇正躺在床

上百无聊赖，发小唐元（化名）

发来微信神秘兮兮地说 ：“兄弟，

我带你去家特别的‘VIP 网吧’。”

谢浩宇如约来到唐元所说

的碰头点——长沙北

辰三角洲，只见眼

前全是各种“奇

形怪状又怪 好

看 的 建 筑 ”， 

他 心 想 ：“ 果

然 是 VIP 网

吧， 装 修 都 这

么漂亮！”

直到谢浩宇走

进“网吧”，看到琳琅

满目的书架时，这才意识

到被“骗”了。原来，唐元是想

拉着谢浩宇陪他一起复习考研，

才编了这个借口。此时，谢浩宇

才知道这个所谓的“网吧”名字

叫做“乐之书店”。

“一开始，我就坐在沙发上

发呆。”谢浩宇回忆道，最后他

实在坐不住了，问店员 ：“有没

有那种适合不爱看书的人看的

书？”店员指了指热销书架上的

《活着》。

也正是这一本《活着》，打开

了谢浩宇的阅读世界。

“我原以为它是教我怎么活

得更滋 润，结果打开一看，开

头是写牛，结尾也是写牛，我就

好奇，一头牛怎么可以写一本书

呢？”就这样，谢浩宇在好奇心

的驱使下一直读了下去，再一抬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周纯梓

故事

“上当受骗”的男孩爱上了夜读

头， 已 是 晚 上

10 点。

为了把《活着》看完，

谢浩宇白天忙完手头杂事，晚上

准时出现在乐之书店。唐元复习，

他就看书，“既是陪发小，也是

消遣”。三个月后，发小离开了长

沙，谢浩宇夜读的习惯却保留了

下来。

“我原来是个很不爱看文字

的人。”谢浩宇说，24 小时书店

的气氛却彻底改变了他。两年

来，他一周要来 4 次书店，周末

最晚曾待到凌晨 4 点。“喝点东

西，靠在沙发上，时间很快就过

去了。”谢浩宇说，来的次数多了，

对书店也有了归属感和期待，陆

陆续续看完了十几本书后，也开

始有了自己的阅读取向。“这段

时间，我就比较关注心理类和经

济类的书。”

谢浩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这段阅读生涯中，给他

印象最为深刻的书是《习近平自

述》。“里面描写陕西脱贫，领袖

怎么在基层生活，特别是一些关

于艰苦条件的描述，挺让我震

撼的，突然觉得自己在当兵时吃

的苦其实算不了什么。”

自从爱上读书后，谢浩宇也

时不时邀请朋友一起到书店玩，

但收到的回答几乎都是 ：“我没

事做吧？好不容易休息，跑去看

书？”

“好像在大多数人眼里，晚

上去泡吧、聚会才是 正常的事

情，读书反而很奇怪。”谢浩宇

说，老战友们现在都在从事销售

工作，闲下来，也大多谈论车子、

票子、房子……很难把“读书”

这一话题带进去。不过，谢浩宇

觉得，大家可能并不是真的不爱

读书，只是没人带领他们走进书

店而已。

探访 

书店值班经理的守夜记忆

带熬夜装备，面膜、功能饮料、

眼罩、靠枕等。比如经常来刷

夜的刘清，每次来之前还会带

好“三件套”：牙刷、眼罩和

插线板。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好

的阅读体验，书店在改善读书

环境上也做了不少尝试，比如

在每张桌子上专门安置了调光

台灯。

作为长期陪读者熬夜的值

班经理，除了各种读书迷的故事，

杨成也见证了不少温情瞬间。

“你好，我想要一杯美式咖

啡，你们能不能帮我送给那位

坐在墙角看书的女生。”去年 6

月的一个深夜，一名 20 来岁的

小男生面露羞涩地找到杨成，

轻声细语地说。

原来，这名男生暗恋的女

生经常深夜独自在书店寻找灵

感，男生得知后悄悄赶来，匿

名点了一杯咖啡让店员送过去。

这个散发着书香的温情片段，

让杨成印象深刻，“见证诸如此

类的美好，也许就是我们 24 小

时书店存在的意义之一吧”。

“前段时间的晚上，我们这

来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女孩，

据她说是和家里人吵架了，不

愿意回去。”杨成说，女孩年

纪很小，还不到 10 岁。为了

不让小女孩跑出去，杨成的同

事为女孩端来了热水，并整晚

守候在女孩身边，直到第二天

早上安全将其送回家中。

“来 24 小时书店看书的也有

一部分是在外拾荒、无家可归

的流浪者，他们偶尔会选择在书

店过一夜。”在杨成看来，24 小

时书店就是为了在深夜传递温

暖，不管来者是衣着光鲜还是

衣衫褴褛，大家都会善待每一

个在这里安静看书过夜的人。

“为城市点一盏不熄的灯。”

这条标语被贴在德思勤 24 小

时书店的醒目位 置。 杨成说，

书店希望能重新定义都市“夜

生活”，让长沙市民知道，晚上

除了喧闹的夜店和网吧，还有

一个让心灵安静的地方。

2015 年 6 月，湖南首家昼

夜不打烊书店——德思勤 24 小

时书店开业。一张书桌、一盏

灯、一本书，想待多久就待多

久……5 年过去，德思勤 24 小

时书店的运作模式现在是否彻

底为市民所接受，其“深夜书市”

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4 月 20 日晚 7 时， 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来到德思勤 24 小

时书店。踏进书店的电梯，温

馨的淡黄色环绕光、木质的墙

面映入眼帘，与室外的灯红酒

绿形成鲜明对比。

“正常情况，书店平均每天

有近千的客流量，到了晚上 11

点以后，能坚持通宵夜读的大

概还剩下七八个人。”4 月 20 日，

德思勤 24 小时书店值班经理杨

成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前

段时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书店每天的营业时间由以往的

24 小时变为早上 10 时至晚 上

10 时，“但随着疫情好转，近期

将逐步恢复正常”。

“以往，一过晚上 11 点，书

店 就俨 然成 为了大学自习室。

有埋头看书的，有拿着电脑加

班 码 字 的， 还 有 将 两 张 桌子

拼在一起掏出画笔做毕业设计

的。”杨成笑着说。据他观察，

在书店的夜读人群中，中年人

是少数，主力军还是二三十岁

出头的。“年轻人精力旺盛一点，

赶早不赶晚，一到 11 点就过来

了，很多人会待到早上七八点

才离开。”

书店常客、23 岁的段静告

诉记者，她一般会选择和朋友

一起来“刷夜”，半夜一起自习

很有气氛，有人陪着也不会那

么犯困。可能是深夜更适合思

考的缘故，杨成说，最受夜读

人欢迎的书籍是哲学和社科类

书籍，其次是人文类。

杨成告诉记者，为了在书店

“长久奋战”，不少夜读人会自

▲谢浩宇最近开始关注大部头图书。

▲傍晚，24 小时乐之书店灯火通明。

▲德思勤书店内醒目的 24 小时标志。

▲杨成值班时要随时整理店内的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