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网店冲击 校园书店想靠“ 二手书”撑下去
店家却感叹：今年一本旧书也没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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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荧上周去同济大学购专业书籍。重
回母校时，她意外发现，校园书店竟然关
了大半。在赤峰路和四平路交界处一家建
筑书店吃了闭门羹后，她前往宿舍区找
书，发现书店都蒸发不见了。兜兜逛逛，只
找到了同济宿舍楼学生一条街内的两家
店铺。其中一家大门紧锁，学生街的工作
人员告诉她，“ 老板觉得生意不好，也懒得
常开了。”

范荧感叹，“ 这么大的学校，如今竟然
只剩下一家书店了。” 尚存的这家书店她

还是很熟悉。大约5年前，她在同济读书
时，是这里的常客。书店以1—2折的价格
收入旧书，并以4—5折的价格出售。

记者看到，这家书店分里外两间，外
面的小房间出售新书，里间有三面书架，
各类教材、读物顶天立地。靠着边收边卖，
在网店席卷市场时，他们顶住了压力，勉
强存活了下来。

10年前，书店刚开业时，正处于实体
书店的黄金年华。店老板杨山从书街的二
房东手里借下门面，开起了这家书店。店

面虽说不大，大约5个平方。但是却承载着
学子们的回忆。

不过，老板指着这些旧书籍告诉记
者，这都是前两年收来的课本。今年，毕业
季已经拉开序幕，但是书店的生意却一盘
死水。在杨山的印象中，今年是开业来最
惨淡的一年。

往年这个时候，总是二手书店最忙的
当口。推车收书，成捆装运，满载而归。今
年，时间已经进入6月份，店内生意依然惨
惨淡淡，连一本旧书也没收到。

大学教师路明曾在交通大学求学9
年，目前供职于西南片某高校。在他的回
忆中，郊县大学园区几乎是“ 文化荒漠”。
印象中，即使在书店气氛尚佳的10年前，
校园内生意热火的书店通常销售教材，或
出租武侠小说和漫画书。如果一个大学生
想翻阅一些“ 有营养”的读物，得长途跋
涉去市区。

作为一个爱书人，路明对书店是“ 挑
剔”的。他认为，书店存在的价值是给校园
文化“ 充电”，这类的书店不能只是教材
的销售市场，它该有自身的定位、见地、品
格。当然，书店需要生存，不能“ 阳春白
雪”地过日子，但生存不意味着和当下浮
躁的市场气息苟合。

如今，现实很残酷，当下的“ 文化荒
漠”中，对文化的需求不大，书店的生存更
加艰难。这需要彼此的沟通合作。它的生
存除了自身的塑造外，还取决于多种因
素：比如和校园文化的沟通、学校的扶持
政策，自身品牌的推介⋯⋯

“ 书店和校园文化融合，这个过程和
恋爱一样，需要不停地磨合，不停地适应
彼此。”路明说。

“ 学人”书店上海区经理陈心爱也
表示，虽然他们的分店全部开在大学园
区中，但和学校其实接触不多。除了单纯
的销售图书之外，他们在力图融入校园
文化中，但当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我
们希望这里是大学生们的一个文化活动
平台，但是现在怎么做，我们还没有具体
的打算。”

环境变、书店没变
校园影响力逐渐减弱

生存困境其实并未比想象中艰难。就
拿杨山的这家二手书店来说，好在承租方
的照顾，店铺租金没有涨价。但店主的收
入日渐捉襟见肘。在10年前开业时，年盈
利可以达到10万元。而今年，每月的平均
收入跌落到了5000元左右。“ 学人” 书店
虽得到新闻出版局“ 独立书店”的资金扶
持，缓解了燃眉之急，但书店却至今没有
走出困境。

“ 无论如何，网店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压
力还是很大。”杨山介绍，在新书的价格上，
他们与网店无法竞争，进货的渠道不同，他
们的进货价格与网店的销售价齐平。更何
况，实体店要承担房租、水电和其他硬性的

开销，根本无法在价格上与之竞争。眼看书
店日渐滑坡，夫妻俩显得淡定，“ 我们也想得
很开，这大概是实体店的必然结果吧。”

对许多校园书店来说，销售二手书成
了校园书店唯一的“ 活路”。但最近，销售
量也令人堪忧。记者于日前来到杨山的书
店时，从12:00—14:00大约2小时内，没有
遇到一位读者。

实体书店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学生们不
再像以前的学生一样，一板一眼地去书店购
书，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其他办法得到教
材，或是向学长索要，或是在网上购买。

“ 现在大家都很少买教材。许多老师
上课都不用教材了，我们有时候会带一台
笔记本电脑去上课，拷贝老师上课的课
件。” 同济在校生小汪告诉记者，“ 对书
店，特别是教材书店，我们确实不太关心

了，也很少去了。”

书店销售手法单一
身在校园却无校园文化

“ 学人”书店曾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
开过一家分店，大约3年之后就关门了。究
其原因，是书店前期的调查不足，其“ 气
场” 和学校格格不入。“ 书店开得好不好，
和这学校的文化环境也有关系。同济大学
嘉定校区都是工科学生，而我们书店主要
提供社科图书，工科生多半不感兴趣。”

“ 学人”书店上海区经理陈心爱告诉记者。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比起独立书店的

转型，高校的书店仍然身处“ 闭塞”的境
遇：和学校的行政组织、学生几乎没有太
多沟通。销售方式还是单纯的“ 收书”“ 存
书”和“ 卖书”。

“ 今年是一个
荒年”。

二 手 书 店 老
板杨山（ 化名）坐
在 小 书 店 的 账 台
边，看着空荡荡的
店堂感叹着。往年
此时，总有毕业生
把 旧 书 送 到 书 店
售 卖 。今 年 ，旧 书
生意格外冷清，以
至于到6月，连一
本旧书都没收到。

近年来，高校
内书店接连倒闭。
记 者 在 调 查 中 发
现，部分大学园区

“ 片甲不留”。
本报记者 严柳晴

杨山回忆，10年前，校园里的书店文
化可谓“ 正当年”，校园外墙拐角处有两
家建筑书店。校内，教育超市、女生宿舍下
各有一家书店。这些书店多半都做教辅生
意，剩余的空间用来存放旧书，几家二手
书店的规模不小。

几年前，校园生活中有很多“ 书店”
串联在一起，从同济后门走15分钟到复旦
大学。复旦一条街上书店林立，离校3年
多，当年同济的学生朱静仍能记得赫赫有
名的小书店，“ 庆云”、“ 学人”，北边的

“ 大学城”⋯⋯
鲜明的转折点在去年下半年。同济大

学内书店接二连三地倒闭，开在校园围墙
外的建筑书店人去楼空，只剩下了西南八
宿舍楼下的两家小店。

一条街拆迁，“ 学人”书店无奈撤出
复旦园区。也是10年前，这家书店在沪
曾一度辉煌。“ 当时图书行业刚放开，”
书店上海区负责人陈心爱介绍，在2002
年前后，“ 学人”书店在上海陆续开了7
家店，以出售社科图书为主，另外销售

教辅读物，分布在各个郊区大学园，在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复旦大学、上海师
大徐汇和奉贤校区、同济大学嘉定校区
都有分店。

没出几年，这些书店陆续关闭。同济
大学嘉定校区是最早歇业的一家。去年，
上海交大店关门后不久，上海师大奉贤店
和徐汇店相继都从校园内撤出。上海师范
大学学生小徐回忆，在“ 学人”书店撤出
后，徐汇校区和奉贤校区都“ 几乎看不到
一家像样的书店了。”

》现象

往年此时收书火热 今年“ 一本旧书也没收到”

转折点在去年下半年开始 校园书店接连倒闭

》剖析

》支招

书店和校园文化
要不停地磨合

同济大学内的教材回收书店。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