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文体 2016年3月10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筱丽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怪 现 象

书店怎能什么都干？
就在这几天，各大实体书店又开

始兴起一股开旅馆之风。有的书店
将书柜搬离，腾出地方来隔出标准小
间，放入床和电视，招人入住，美其名
曰“书店旅馆”。经营者打出的招牌
是，这些旅馆因有书相伴，充满文化
气息，有助于提高入住者的修养。此
风一兴，叫“好”声四起，一些人认为
实体书店又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维
持生存的道路。

不过这事想一想还是有点别
扭：书店是优雅静谧之地，现在却见
有人提大包小包入住，估计还能见
到着睡衣、踢踏着拖鞋者在书柜前
流连，这将是一幅多么荒诞的场
面。而且因为要开旅馆，书店售书
面积减少，图书终究成为了营造氛
围的摆设。长此以往，书店也必然
越来越不像书店了。

现在有一种很错误的认识，书店
在书上面赚不了钱，书店要活路就必
须搞多元化经营。结果图书销售所

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书店沦为杂货
店。在业内人士看来，书店显然不是
什么都能干的，书店要保持书店的本
色，一切的经营活动，还必须围绕图
书来展开。但这又不像过去的书店
那样，简单地卖书，而是要拓展图书
的外延。

巨鹿路677号玛赫咖啡书店就
显得很独特。这家店虽然也以咖啡、
蛋糕和简餐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但
他们格外地重视氛围的维护。书店
老板秦一经营这家店已经6年，她是
上海作协会员，写小说，也翻译俄语
文学。她深切地知道一个“心灵栖息
地”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玛赫租
用的是上海作协的场地，经常会有作
家来此交流写作，著名评论家吴亮刚
在此完成了长篇小说，而赵丽宏、金
宇澄、程永新、孔明珠等名家经常出
入其间。

“不瞒说，这家书店我经营了6
年，也养了它6年。我们的产品多年
没有涨价，我希望将商业化降到最
低。我在坚守着一种情怀。”秦一告
诉记者，为了维护这种氛围，她付出

了很多。有一次，有人在店里订购了
6000多元的简餐，但因为过于喧哗，
她宁可不要钱也将这批人请了出
去。也许对于玛赫来说，他们最珍贵
的就是一种文学阅读的氛围，这是一
个无形的资产，是玛赫还可以生存下
去的基石。

新 思 路

整体书房经营和流动书店
玛赫让人流连，就是因为他们的

氛围，而这些氛围和图书有关，玛赫
作为一个阅读圣地的意义也就在于
此。而围绕着图书，书店其实还有很
多事情可做。博林书店是一家位于
宝山区的民营书店，相对偏远的位
置，和民营书店的性质，使得这家书
店的生存其实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但是博林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生存
之路。博林书店总经理助理朱兵对
青年报说，一家书店如果只是靠零售
图书那肯定是难以生存的，他们有一
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进行整体
书房经营。

所谓“整体书房”（博林称之为

“理想书房”），就是书店利用自己
的选书眼光，再联合家具商等其他
机构，为一些企业图书馆或者私人
家庭承包书房的整体布置——根
据这些空间的具体情况，设计书房
的式样，并定期配书上门。朱兵
说，做一个“整体书房”就可以销售
上千册图书，相当于批发，这对书
店经营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博
林图书销售收入的重要一块就来
自于“整体书房”经营。据青年报
记者了解，“整体书房”业务很多书
店都在尝试，包括著名的钟书阁。
效果不错。

此外，流动书店也成为很多实体
书店的选择。所谓“流动书店”，就是
书店开车到马路上销售，或者在购物
广场上搭一个帐篷进行图书销售。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扩大了实体书店
的经营面积，同时又节约了房租。更
关键的是，“流动书店”一切也都围绕
着图书展开，书店依然是书店，依然
做的是卖书的买卖，可是书店进行图
书销售的功能被放大了，书店的价值
也得到了放大。

谨防“跑题”，书店经营必须围绕图书做文章

“整体书房”和“流动书店”成首选
在青年报此次实体书店新常态之下新趋势的系列报道之中，记者关注到了一些误区。其中最严重的一个误区就

是，一些书店在经营方面开始“跑题”，书店越来越不像书店，卖什么的都有，就是不好好卖书。这显然是一个很严峻的
局面，因为书店的经营者开始“偷换概念”，开始向其他类型的店铺“和平演变”，那么人们“保护实体书店”的呼声将化
为泡影，城市依然会出现遍地都是书店，却遍地买不到书的局面。一个正统的书店，一切还必须围绕图书来展开。

青年报记者 郦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