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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私人共享图书馆：书香背后有深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见习记者 陈雪炎 

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的湖南省首届“岳麓书会”已拉开帷幕，百场活动荐精品、百种场景聚书香、千万礼券赠读者等
活动正等着万千读者参与。而且，本次“岳麓书会”将组织全省 14 个市州共 111 家特色书店，集中展示全国优秀出版物。此外，
一些散落在民间的私人共享图书馆，正以自己独有的风格、温度，散发出一缕缕书香，滋润着读书人的心田。

11月的长沙宁乡市龙田镇月塘村，

农忙时节已过，多了一份闲适与宁静。

盘山而上，远处一栋背山而居的旧屋

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一座藏

在山村里的图书馆就在这里野蛮生

长起来。

“我的初衷很简单，一方面是纪

念给我带来很大影响的刘俊杰老师，

一方面是想给村里的孩子们提供一

个读书的小小窝。”图书馆的发起人

肖和军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讲述了

建图书馆的初衷。

沿着蜿蜒曲折的田间小径前行，

踏 石 阶 而 上， 竹 篱 深 处，

一栋白墙灰瓦的房子

出现 在记 者 眼前。

门口老树上，初

冬 的 风 掠 过，

吹得竹林清脆

作响，斑驳光

影 里 摇 晃 着

一块烧焦的木

头， 上面 写着

“杰思公益图书

馆”几个大字。

“ 这个 老房 子原

本是我的老师刘俊杰先

生 的 旧 时 居 所。” 肖和 军 回 忆，

2020 年，外出多 年的他回到龙田，

看到村里的很多孩子都沉迷于玩手

机、刷短视频，少有其他学习、娱乐

活动。

“我的童年就是贫瘠的。”肖和

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小

时候喜欢画画，因为家里很穷，所

以只能用树 枝 在 地 上画，“刘老师

发现后，拿来纸笔教我画画，我人

生中第一支 2B 铅笔就是他送的”。 

因此，即便刘俊杰老师已经离开了

许久，他的老屋一直是肖和军的心

灵栖息地。“我想把 老师的老屋改

造一个图书馆，吸引村里的孩子们

来看书。”

在征求了刘俊杰老师子女的同意

后，肖和军开始了老屋的“变装之旅”。

他和伙伴们重新粉刷了墙面，从山

上砍下一根根竹子搭建起书架，还

摘下山里的野花给书屋添香。就这

样，一座独具乡土特色的公益图书

馆就建成了。

馆内有四间阅读室，一间是少儿

图书及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一间是

中外名家著作，一间摆放着几十年前

刘俊杰的学生们的美术作品，还有一

间用作阅览活动室。各色书籍摆得

满满当当，既有肖和军自己的 3000

本藏书，也有爱心人士的陆续捐赠。

展柜展示的教科书类别中，记者发现，里面有

晚清时期的私塾“课本”，有民国时

期的国民学校教科书，有解放区

新编或翻印的课本，还有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新编课本。

“只要听说哪里有旧书，

他就会去上门收购。”彭军

的妻子莫群芳告诉记者，“他

有次 20 天花光了45 万元现

金，都让我怀疑他干了坏事。”

有一次，彭军听说一位老战士手

中有本书，讲的是朱德与红军的故

事，便上门想买。但他去了几次，老人都拒绝了。

“老人后来听说我是想办一个免费的私人

图书馆，才同意卖给我。”彭军告诉记者，“我

看到一本好书，就像女孩看到一件好的衣服，

特想买下来。”

“买书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反正知道，

我们家的钱就两个大用途，一个是给小孩读书，

另一个就是买书。”莫群芳说，这个图书馆有

800 多平方米，是她和丈夫买下来的，加上装

修，总共花了1500 万元左右。

“我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看书。现在

小孩也上了大学，我们对于未来的新想法，就

是把这些书和大家共享。”彭军告诉记者，“之

所以不叫图书馆，而叫记忆馆，是因为这里有

自己年少时想读书却难得有书读的记

忆，有自己到处收藏旧书的记忆，

也希望能给现在的年轻人提

供一点过去的记忆，让他

们了解过去，不负将来。”

正因为有共享的理

念，彭军 收 藏的许多

红色书籍走出藏湘知文

化记忆馆，走进了中国

共产党长沙历史馆、长

沙市图书馆等，通 过参

展等活动，面向更多的读

者。不少人感慨于彭军的共

享阅读理念，纷纷把自己的作品

赠送给藏湘知文化记忆馆。

记者随手拿起一本《古今历史对联选注》

一书，翻到扉页，发现是唐蒲生（编者注：该

书作者之一）所赠。

今年 2 月 7 日，湖南省文史研馆馆员、著

名文史专家陈先枢也向藏湘知文化记忆馆捐赠

了关于长沙历史与人文的丛书《长沙文史书丛》

全套 28 本。这套丛书或由陈先枢自己编写，

或邀请好友一道编写，包括《长沙名胜文选》

《长沙野史类钞》《老照片中的长沙》《老报刊

中的长沙》《外国人笔下的长沙》《长沙传统风

俗大观》《长沙百年名校》《迁客骚人潇湘情》《长

沙烽火岁月》等。陈先枢希望人们通过这套讲

述长沙故事的丛书更多地了解长沙。

 在这个共享图书馆里，要遇到彭军和莫群

芳也不是难事，因为他们只要有空，就会在这

里当服务员，有时会陪客人读书聊天到凌晨。

城里 长沙高楼里有座旧书馆 村里 用老师旧居建成的山野图书馆

村里越来越多的孩子放下手机，走进图书馆。

“孩子们可以在这里阅读，也可以借回家看。

遇见特别喜欢一本书的小孩子，我直接就送给

他了。”肖和军介绍，图书馆不锁门，也不给图

书编号，他还常常鼓励孩子们拿自己的旧书来

换新书，“让文字流动起来，才是图书馆的意

义”。除了可供孩子们借阅书籍之外，图书馆还

有着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肖和军发动了不少知名书法家、画家、作

家来这里公益授课，自然文学写作者、鸟类摄

影师肖辉跃就来为山区孩子们讲授过《自然与

自然文学写作课》，还安排了用望远镜观察自然

和鸟类的体验课程。

传统节日来临，孩子们还可以在

书屋外面开启一堂 堂户外 体 验

课。比如，外面屋畔的小山

上，有一方凉亭和一眼 土

窑， 这 是 杰 思公益 图 书

馆的“美食工场”，孩子

们可以在此尽情享受着

土窑烤制的腊肉、柴火

饭和各种点心，体 验窑

烤的美味。

闲 暇 时分， 肖和 军 就

将自己收藏的蓝光碟拿到图

书馆给孩子们播放电影和纪录

片。其中有些纪录片就是肖和军和

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拍的。

“我常常自诩为沈从文的信徒，很喜欢他笔

下美好和谐的乡村画面。”从小生长在龙田的

肖和军，毕业后曾在一线城市任某知名品牌策

划总监，出过书，开过公司，办过餐饮。出于

对乡土文化的热爱，肖和军最终选择回到家乡，

一边做公益图书馆，一边做起了跟三农有关的

视频拍摄工作，记录和传播乡村的点滴美好瞬

间。

和他共事的有三个小伙子：帅气的汕头小

伙子小林是视频里的出镜男主，还因为出身美

食世家，担任窑烤美食的主厨；个子超过一米

八的小曾，憨厚腼腆，很难想象他曾是一名武

警战士；而一旁从容沉静的小史是摄影师。他

们自称为龙田的“丐帮 F4”，从不同地方奔赴而

来，却与这片土地一见如故，结伴做起了乡土

文化的传承人。

近两年，肖和军一行策划并导演了纪录片

《大沩胜境》《他乡路，原乡味》，以及微电影《回

家》等系列反映乡村振兴里新农村新面貌的三

农视频，还拍摄了以春分、芒种等节气，端午节、

七夕节等传统节日为主题的传播传统乡土文化

的视频。在他们的镜头语言描绘下，乡村中的

人事物都变得有情有趣。

“我们这个公益图书馆的理想状态，是打

造一个生态、循环、健康的生态园。”肖和军

告诉记者，他收集了很多旧时的农耕工具摆在

图书馆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农耕文化的

魅力，感知传统乡村的文化脉络。“乡土文化

是人们的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割舍。”

这 或许 是长沙位 置 最高的

免费开放的私人旧书图书

馆。

对读书人来说，

或许高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里有很

多 有 意 思 的 书，

而且一抬头就能

看见 缓缓流 过的

湘江，让人顿生心

旷神怡之感。

从位于长沙市银盆岭

大桥西的尼尔森酒店乘电梯上到

二十楼，就可以找到这个私人出

资建设的共享图书馆——藏湘

知文化记忆馆。这是一个不以图

书馆命名的私人共享图书馆。

走进馆内，左边墙上挂着的

是著名书法家李铎书写的“开卷

有益”四个字。向右进入公共阅

读区，低矮的书柜上摆满了各类

书籍，读者自行选取，安静阅读，

而透过落地窗，可以清晰地看到

车水马龙的银盆岭大桥和宽阔的

湘江。

“这些书都是我收藏来的。”

藏湘知文化记忆馆创办人

彭 军 告 诉 今 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在

望城 农 村长大

的 他 从 小 就

爱书却很 少

有书 看， 到

外面闯荡成

就一番事业

时， 他 总 是

不忘买书，尤

其 是 有 年 份 的

书。

目前，该馆馆藏文

献、书籍总量已达 30 多万册，

其中善本古籍 5000 册，新文学

与新学术 3 万册，教科书 5 万册，

连环画 5 万册，艺术画册 6 万册，

海报及名人字画 4 万件，红色革

命文献史料 7万余份。

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发现，

这里的书很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前出版的书籍，其中不少是新

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旧书。比如，

有 1949 年 3 月出版的《 朱德 与

红军》、1943 年 5 月第 134 版的

《新编高小算术课本》、1936 年

6 月初版的由蔡元培题写书名的

《欧洲名画大观》、1930 年第 13

版的《呐喊》、1922 年第 49 版的

《新式修身教科书》等等。在用

孩子们不仅可以看书，
还能参加公益课堂。

馆内设计极有书卷味。

莫群芳向记者
介绍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