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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月23日起，青年报连
续关注新常态之下实体书店的一些
新趋势。这些新变化之中，有些调整
应该被视作是实体书店的“自我完
善”，比如大众书局通宵书店夜间实
行“非会员不得入内”，便是对于现场
秩序维护的一种考虑。但是有的变
化就在力求突破过去瓶颈的同时，又
产生了新的瓶颈、新的误区，让人不
得不产生了新的忧虑。

“装饰主义”让图书沦为布景
这几年实体书店自我拯救的一

条经验就是要增加读者的“体验感”，
这所大多数书店所认同，俨然成为了
一条公理。怎么增加“体验感”呢？
有的书店经营者认为，就是要让书店
好看，要增加环境的美感。于是大兴
土木，书店一家比一家装修得优雅。
松江泰晤士小镇上有一家著名的书
店，被青年报最先封为“上海最优雅
书店”。但是这家书店的一期和二期
（在闵行），近来越来越让人感到困
惑。

这家书店一期据说设计费就花
了40万元，装修费更达千万。如此
大手笔，在环境上确实有让人耳目一
新之感。整体的感觉是“书天书
地”——玻璃楼梯的台阶里都是书
（有的是书皮），一排排书柜高耸至
顶，书是从地面一直排到房顶。确实
大气磅礴。但是人们突然发现一个

问题：这台阶里的书自然是只能看不
能翻，那排到房顶的书不仅书名看不
到，而且即便是姚明来也未必能够得
到。显然，这些书店里的书，压根儿
就没准备给读者翻阅和购买。书只
是一种装饰。

在青年报记者看来，现在很多
实体书店在自救发展的过程中正在
陷入这一种“装饰主义”的误区。书
店在追求所谓“氛围”的过程中，原
本应该是主角的图书被异化成了摆
设。书或是店内的一个台阶，或是
店内咖吧的一道布景，或是一个噱
头（最近高晓松开了一家书店，书柜
也是顶天立地的，据说书店会给读
者提供望远镜，专看顶层的图书）。
在这种“装饰主义”的狂热之中，图
书销售份额逐渐减少，咖啡和文创
产品的份额不断提高，主次颠倒，读
者到书店买不到想要的书，鼻子里
倒是充满咖啡的香味。对于实体书
店有关“不务正业”的抨击之声四
起。有人说，一些实体书店正在成
为“不伦不类的怪物”。

书店当以书为主，切莫“跑题”
上海博林书店总经理助理朱兵

是资深书店人，他在对上海一些所谓
“特色书店”的考察中也越来越感到
他们正陷入一种误区。“这些书店装
修是很漂亮的，可以成为拍照圣地，
但是有一点，人们越来越难以在店里
买到自己想要的书。”朱兵告诉青年
报记者，书店要增加“体验感”，在追

求环境优雅方面投入巨资，并没有
错。但问题是，漂亮要有度，书店还
是要以卖书为主。一家良性发展的
实体书店，必须确保图书的品种，其
图书销售额应占其总销售额的60%
以上。从这个标准来看，现在很多

“特色书店”显然是“跑题”了。
朱兵说，一家书店最终还是应该

以图书来吸引读者，这是最靠谱的事
情。如果单纯追求装饰，以销售咖啡
或其他文创产品来求得生存，那装饰
是有新鲜感的，一旦新鲜感丧失，装
修的美感被超越，书店人气就会大
降。而且装修的投入非常大，装饰的
维护成本也很高，如果只将未来寄托
在这一点上，那显然很不靠谱。在朱
兵看来，实体书店应该走出这种“装
饰主义”的误区。如果将这些钱投入
到选书人才队伍的培养，投入到开展

“流动书集”，启动电子商务，或者进
行“理想书房”配套服务业务，那才可
能是书店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正确的
道路。

著名的人文书店西西弗书店几
个月前在上海大悦城开设了一家书
店。西西弗董事长金伟就对青年报
记者明确表示，书店还应该以售书为
主，那些以为书店卖不掉书，无法靠
售书生存，必须疯狂追求环境优雅，
大力发展多元化经营，是一个认识上
的误区。在金伟看来，现在一些实体
书店之所以卖不掉书，主要不是因为
书价比网络书店高，而是因为图书定
位不明确。

《地下珍档》展现
上海地下党员群像

本报讯 记者 郦亮《地下珍档》
一书日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推出的

“静安口述历史”项目之一，通过口述
历史的方式，为读者展现了多位中共
上海地下党员的“群像”。2007年偶
然一个机会接触到这段“红色记忆”
的《解放日报》记者孔同，用了数年的
时间采访了老地下党员及其亲属，并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地下珍档》的采
写工作。

《地下珍档》中的地下党员就包
括《青年报》创办人中的两位革命者
钟沛璋和陈敏夫妇，他们回忆了解
放之前为党的事业所进行的惊心动
魄、艰苦卓绝的工作，并且回忆了创
办报刊的历程。“在那些被采访的
老人或沉静、或激越的描述中，我
可以静静坐上一整天，听他们将过
去的故事，再花上一整夜，趁着内
心的热情与激动，将这些故事写诸
报章。”孔同说，正是蕴藏在这些故
事中的理想光芒、青春光辉，以及
主人公无所畏惧、洒脱的人生态
度，深深打动并感染了后人。他们
的革命精神对现在的生活依然有着
重大的现实意义。

实体书店追求“装饰主义”让书成为噱头

书店转型自救，离开书怎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