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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轨交三号线虹口足球场站出来，步行十多分钟拐进

同鸣路，看到一家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小店，这就是陈

捷与Nelson这对小夫妻开的换物店。两个年轻人把这家以

换物为主的小店布置得温馨万分，许多有创意的家居饰品

摆设其中：藤编的鸭子、瓷器玩偶等。“这些摆设很多都是

客人换过来的。”陈捷说。开张半个月以来，这家店里进得

最多的是家居摆设类物件，被换走最多的也是这些东西。

曾经留学加拿大的陈捷对国外的跳蚤市场和交换商

店十分熟悉：“那时候是学生，没什么钱，所以最常去的地

方是社区的跳蚤市场、慈善商店。有很多八九成新的二手物

品，物美价廉。很方便。”回国以后，她发现即使在上海，想

要处理自己的闲置物品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自己的闲

置物品很多，丢掉很可惜，送朋友也不一定正好就是他需要

的。”

为这个难题苦恼的陈捷，在一次北京之行后决定自己

开一家换物店。“我们在北京看到一家换物店，那家店的店

主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告诉我们‘你的垃圾有可能就是

别人家的宝贝’，这个观念启发了我们。”回到上海，陈捷和

先生Nelson立即将这个想法付诸现实，将北京的换物店延

伸到上海。

要在陈捷的店里交换物品，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与

物品的主人协商，双方都愿意的话这笔交易就成立了。另外

一种就是拿来闲置物品，与店主协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

就是信用额度，顾客可以用这个额度“购买”店里其它的交

换商品。额度不够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现金支付。更多的

人选择后一种方式，暂时将物品寄放在店里，等待喜欢它并

且愿意换取它的主人出现。

新近开张，陈捷对自己的这家小店目前定位是“立足

于社区，希望能方便到附近的居民。”但陈捷还有一个想

法，是希望能传达一种消费观念：“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必须赚了钱才能买到的。在买一件新东西之前，可以来问一

问我们，如果我们正好有，就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这样

可以节约许多社会资源，让闲置的物品流通起来。”

在此之外，陈捷还希望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分享的观

念。小店目前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分享活动，“捐一袋咖啡给

我们，我们会提供一年的免费咖啡。”陈捷说，“现在的人都

太在乎拥有了，不太舍得分享，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

个分享的场所。”

这家小店也是陈捷和Nelson与朋友分享快乐的场

所。爱好玄学、占卜的陈捷和从事摄影相关工作的Nelson都

有自己的小圈子，这些情趣相投的朋友周末就会相聚在他

们的小店里。聊天玩乐之外，朋友们也会带来自己的闲置物

品放在陈捷的店里，希望这些她能为这些物品找到下一个

主人。

陈捷&Nelson

上海首家交换商店店主

叶子

豆瓣网易物小组组长

豆瓣上的易物小组成立有三四年了，小组组员早已超

过5000人。叶子混迹其中也有好一段时间，她曾经将网上

的物物交换变成了一次实际的线下活动，“这算是一次尝

试，”她说，“我的理想状态是这样，交换东西就是用一个

故事换另一个故事。”

叶子说自己是一个喜欢“买东西”的人，她曾经也只喜

欢用新的东西。但她现在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只是喜

欢这个东西本身，不管它是新的还是旧的。”除了对物品本

身的喜欢，对物主的喜欢也会成为叶子交换的前提，“大家

在沟通的过程中会有情感的交流，找到彼此之间共同的话

题。通过对同一个东西的喜爱，会达成一些共识，对彼此

欣赏眼光的肯定，等等。这种交流获得的开心，已经是一种

很大的收获了。” 

在叶子心目中，协商与沟通是换物的前提，交流的

过程就是交换物品的双方逐渐敞开心扉，达成共识的过

程：“沉浸在交换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和谐。我们彼此交换故

事，成为朋友。”

因为交换，叶子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去年五一期间她

回北京时，闲逛到北京那家换物店。因为有过共同的换物

换物是一种分享，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交换的不仅是物品，
更有故事和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