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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书香真国色
 【文/董群力】

在这里读者俨然进入到了一个城市

空间，但是这里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安

安静静的路与斑马线，还有在书台上落

成山的书。因为斑马线好比那一本本伴

随我们成长的书籍。在对的时间，遇到

对的指引。由此来表达书与读者的精

神关联。

——上海芮欧钟书阁设计师 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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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实体书店，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新华书店”。那时的书店不多，常去的那家，到了周

末，人流总是络绎不绝，最热闹的是新书推荐区，不长的柜台，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围满了人，胳膊

稍短一些的，拿本想看的书都不是易事，只好练就一身见缝插针的本事。书柜边早就席地而坐了一排

人，表情认真，仿佛周遭的喧扰都被屏蔽在书外了。这番场景，如今也都快成为历史了，理由自然是因

为电子设备的崛起，实体书店的式微。记忆里的辰光，到底是一去不复返了。

钟书阁的新店在静安，去探店的那天是周末，由于那时新店尚未对外开放，有些路过的行人，就

站在店外，透过半透明的玻璃门，向内张望，并拍照留念。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Polare书店，建在一

座多米尼加教堂中，高耸的西方教堂尖顶，和店内的巨型立柱，这个书店的美，全在于那股子神圣气

息。米兰Corso Como书店，和这座城市一样，现代而时尚。一家书店的坐标，简单的两个数字，其中

倒是包含着这座书店全部的气韵与才华，而钟书阁上海芮欧店处在静安，上海的中心地段，自然也

要有一些“魔都”特色。城市的喧嚣大多时间与书中的静谧格格不入，但设计师却能将城市搬进书

店，让幻象变为现实。踩着白色的斑马线，进入了新书推荐区，斑马线是书店的指引，沿着它，就能穿

梭在各个书架间。书架间的间距不宽，设计师为了仿造上海的大小马路，也将书架设计成层出不穷

的模样，像是上海的弄堂，七拐八弯的，又不知在哪个尽头，就豁然开朗，发现一片“桃园”。书店较为

宽敞的区域，是阅读区，这里被设计成城市公园的模样，木条的长板凳，还有凳边的小圆桌，这具有

纵深感的空间，在其中的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一如书中世界，总有自己的故事。在商场有限的空间

内，想要重现上海高楼林立的模样，设计师巧妙运用了反射原理，在顶部铺上镜面，书架的高度被无

限延伸，在“岔路”口，装上一盏倒吊的街灯，早就分不清这是地面的现实，还是书中的幻境。

钟书阁的第一家店在松江泰晤士小镇，为了融入泰晤士小镇的欧式风格，设计师也将这家店面

设计成西式哥特风格。钟书书店却在闵行，开了十余年，虽然最终关停，但是如今也以钟书阁的方式

再次回到了老闵行，而这家店的主题，则是“书中的万花筒”。“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唯

有书香是真国色，书店的美的本质，大概就是要将书店开成书店。

 钟书阁闵行店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269号香樟时尚广场3楼

英式古典风格。陀螺书架，据说陀螺书架的含

义，是希望读者如同陀螺一般，不停鞭策自己，不停

地在阅读中提升修养、学习知识。镜面吊顶以及英式

古典风的台灯展现了钟书阁闵行店的鲜明个性，大

量玻璃元素装修，使得图书看起来更多，像“万花

筒”中的繁花世界，配合上面的灯光，整座书店便真

实与虚幻交融在一起，好似一片的空间，在这里阅

读，如同书中世界，每一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读者

就好像进入时空书屋一般。

 钟书阁杭州店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星光大道步行街4号楼-101

书店整体空间被划分成4个区域，分别为环幕

阅读大厅、森林阅读区、阅读长廊、儿童馆。书架被

做成一根根散落在大厅内的柱子模样，呼应这家店的

“森林”主题，显得很空灵。杭州书店的主题与西湖有

关，大量镜面和玻璃的运用，就像是西湖水面倒映的

风景。将书架设计成窄窄的空间，不仅使整体空间更具

设计感，也有文化因素，因为古来书架常用于放简。也

许从西湖中倒映出的，不仅是杭州的美景，更是江南的

书香情怀。

Q：钟书阁的每家店都有自己的主题，芮欧店的主题是

什么，通过什么元素来表现？

A：这里是城市生活的主题场馆。因此，在这里映入眼

帘的就是斑马线，不仅在地上有斑马线，通过在天花板上安

装镜面，形成天上地下相同的效果。上海都是传统的小弄

堂、小街区，而这里，通过书架的设计和摆放，读者就像走入

了真正的上海，这里有城市、街道、房屋、路灯。

Q：你觉得在这座被构建起来的“城市”中，哪一处的设

计是最特别的？

A：我认为是新书推荐的区域。在这片区域，设计师运

用了钢管的元素，这里的部分钢管是具有伸缩功能的，构成

了设计师对于灵魂的认知。钢管的设计一方面便于书籍的

摆放，另一方面，它好像形成了一种放射性的感觉，能将读

者的视线吸引到一点。而这个场馆的色调，主要偏白色。在

经济的场馆中，有一处能通过玻璃望到新书推荐区域，也意

味着，在人生中，物质固然重要，也不要忘记保有纯净的灵

魂。因此这里的书的新知、格调的主题，是有态度的图书，将

设计师对于灵魂的认知与图书联系在一起。

Q：如何来考虑在这片空间中，对色调和镜面的运用？

A：因为这里 是以城市为主要理念进行设计的。最

初，并没有想用很多镜面的设计。但是，在上海，有许多的

高楼大厦。如果想要形成一种高楼林立的感觉，普通的层

高，效果可能不明显，因此，设计师在天花板上加入镜面的

设计，可以让柱状的书架，显得更具有高度和空间感。在设计

的时候，设计师也会结合当地的人文和特色，譬如闵行的钟

书阁就采用城市万花筒的主题，而泰晤士小镇则是西方哥特

风格，杭州的钟书阁采用的是西湖映景的概念，因此所运用

的色调和镜面效果也各不相同。

Q：如果纯粹按照设计的角度考虑，可能会减少实际陈列

图书的面积，你们是怎么来平衡设计性和实用性之间的关系

的呢？

A：我们会按照“城市街道”的理念去实践。从我们的角

度来考虑，我们会首先筛选，在这里需要陈列哪些书籍。然

后看到设计师所设计的场馆也好，街景也好，双方再进行讨

论和融合，将各方面的元素综合到一起。

Q：钟书阁一直非常具有设计感，也被称为最美书店，那

在你心中，怎样的书店才是最美？

A：首先从设计方面来说，我认为设计感一定要强，当

读 者身 处在书店的环 境中，唯有“心旷”，才 能令人“神

怡”。随着现代的信息渠道越来越广泛，现代读者对于书的

要求也会更高、对环境的要求也会更细致。如果一个空间能

有更大的适应度、修饰度，提供给读者一个更为宽阔的空

间。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选择一些有态度的读书，经得起

反复阅读的图书，我们一直都力图将书店开成书店。

 钟书阁扬州店
扬州市广陵区文昌中路珍园时尚街区广陵苑一楼

钟书阁扬州店融入了扬州的古城元素——桥

梁和街景文化，用书籍填充环形墙壁的环幕阅读大

厅，阅读休息区采取拱桥与河流的创意，利用各种拱

形连接各个区域，像是南方九曲十八弯的细流，又像

是细流上那座古旧，却有历史的拱桥。拱形又像是读

书人的心，圆而不曲，中庸而不平凡。读者穿梭于书

墙之间，宛如进入书的海洋，立体感受阅读氛围。

 钟书阁泰晤士小镇店
松江区三新北路900弄泰晤士小镇930号

西方哥特式风格。占据街角的钟书阁泰晤士小镇书店

总共两层。这是一个用精美书籍作为功能和装饰主题的怡情

去处。大讲堂区域，采用白色色调，顶部被设计成如同教堂

的穹顶，步入其中，就如同进入教堂的神秘世界，又在一片白

色中，洗涤了灵魂。而儿童阅读区，则十分具有童趣，书架被

模拟成蝴蝶与太阳的模样，孩童在其中，没有阅读的负担和

压力，就好像进入了游乐园，在阅读中玩耍，又在玩耍中窥见

不一样的世界。

 钟书阁上海芮欧店
静安区三南京西路1601号芮欧百货4楼

生活周刊×贾岸明（钟书阁品牌经理）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