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文体 2017年9月1日星期五
见习编辑蔡报望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共享书店太理想主义了？
所谓共享书店，就是图书共享，

一本书所有读者都可以看，当然这有
点类似图书馆。三胥口新华书店作
为全国第一家共享书店，它的模式
是读者只要缴纳99元的押金，下载

“智慧书房”的App，就可以享受共享
书店的服务。读者扫一扫自己中意
图书的条形码，每次最多可以借阅两
本总价不高于150元的书，店内全品
类书籍不受限制。借阅10天内免费
阅读，只要及时归还，借书不限次
数。超过10天的免费阅读时间后，
每天每本书收取1元费用，同时，读
者缴纳的押金随时可退。

不仅借书不要钱，而且还可以赚
钱。书店还推出“阅读奖学金”制度，
三个月内读完12本书就返还押金的
8%作为阅读奖学金；用户每次借阅
后，只要按期归还，每读完一本书就
可得到1元钱奖励。

这样的有钱可赚的共享模式，当
然很受欢迎。据了解，截至 8 月 26
日，三孝口书店借阅书籍已超10万
册，用户借还次数18万次。门店客
流量比发布前增长50%，每天的读者

人数由日均四五人上涨到8000人左
右。但是其实一开始，就有人对这
一共享模式表示怀疑——书店毕竟
不是公立图书馆，是要靠盈利来生
存的。这样书店里原本销售的图书
都可以免费借阅了，那收入从何而
来呢？

几天前扩容的共享书店从某种意
义上回应了人们的疑虑。新增的9家
书店都位于合肥，这样可借的图书品
种增加了，读者还可以通借通还，而且
共享书店的线上APP还增加了“借转
买”功能，用户在借阅书籍过程中，如
产生收藏和购买念头，可直接在线上
实现购买。以借阅促进消费，共享书
店是不是还是太理想主义了？

非图书类利润占六成
对于共享书店的模式，安徽新华

集团相关人士对青年报记者说，这样
做的好处，一是通过共享免费，彻底
打掉读者购书阅读的门槛，促进进店
客流及重复到店客流的增加。二是
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尝试更加精准的
选品，加快出版物的流转，促进传统
书店大量名义为“长尾”实为“不动销
品种”的占比大幅下降，进而节约货

架成本、物流成本、资金成本。
对于这一点，上海大众书局总经

理助理朱兵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告
诉青年报记者，现在实体书店的格局
是这样的，图书和非图书品种（咖啡、
文创产品）分别占到了书店总面积的
60%和40%，销售额也差不多是这个
比例，但是从利润来说，非图书品种
要占到60%，而图书只有40%。而促
进非图书品种的销售，客流量是一个
关键。而开展共享书店，对于提高书
店的客流量有非常大的好处。

“在网络书店的冲击下，人们都
不到实体书店买书了，书店变得冷
清。共享书店可以被看作是实体书
店对于读者的一次争取。人气上来
了，很多事情就好办。比如可以增加
咖啡的销售。这也是现在中央强调
提高书店社会功能的一个具体体
现。”朱兵同时强调，事实上，借书的
人和买书的人一般都是两拨人，真正
想买一本书的人，他是万万不肯借阅
的，即便借阅完全免费。当然也有另
外一种可能，就如合肥共享书店所期
待的那样，有人因为借阅了图书而想
拥有这本书，最终买下，促进了图书
的销售。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前些时候青年报报道了
上海爱乐乐团提升职业化水平的种
种努力，昨天，该乐团正式公布了
2017-2018音乐季的内容，常务副团
长孙红表示，乐团的业务能力也将在
新音乐季得到展现：“这是乐团从
2004年开始实行国际通行的音乐季
制作以来，曲目难度最高的一季，灯
塔式作品涌现，多部作品是中国乐团
中国首演或者上海首演。”

乐团方面透露，在第14个音乐
季演出，他们仍将坚持“爱上海，爱音
乐”的城市古典音乐传播和普及路
线，推出大师与经典、音乐多棱镜、节
庆、走近爱乐及室内乐等五大系列近
40台音乐会，将以风格迥异、主题新
颖的音乐会来吸引和满足不同文化
需求的观众，充分发挥一个交响乐团
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

的积极作用，也显示了乐团的职业化
发展不断趋于成熟完善。

一个乐团的职业化程度，最直观
的当然是专业水平。孙红所说的灯
塔式作品，即乐团将集中上演的一
批重量级堪称文献的经典作品。像
在“大师与经典”系列音乐会中，贝
多芬的第一到第九交响曲集中于四
场音乐会，按作品顺序以全套整体
呈现给观众，方便观众全面了解和
熟悉乐圣的创作风格及其发展轨
迹；此外，乐团将完成马勒的《第三、
第四交响乐》，布鲁克纳的《第七交
响乐》以及布鲁克纳的《第六交响乐》
的中国首演；在音乐多棱镜系列，瓦
格纳的歌剧名作《纽伦堡的名歌手》
的音乐会版（无词版）等都将是上海
首次上演。

乐团的“朋友圈”，也能体现一个
乐团的号召力。在新音乐季，乐团邀
请了众多国内外艺术家加盟。孙红

表示：“名家将不再局限于演奏一台
音乐会，他们还将深入乐队里面，以
提高乐队的写作能力为目的，带领每
个声部去深入理解演奏，例如柏林爱
乐乐团圆号首席史蒂芬·道尔、费城
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倪海叶都将作
为乐团的客座首席。”

爱乐乐团最大的特色，还是力推
“华人作曲家、华人指挥家以及华人
演奏家”。10月20日，著名指挥家汤
沐海将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男
高音歌唱家韩蓬、女高音歌唱家许蕾
共同献演第19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
幕音乐会——交响合唱《启航》，这也
是乐团驻团作曲家龚天鹏的又一部
交响作品。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如今
非常高产，备受业界关注。

当然，作为一座城市的艺术文化
机构，乐团在艺术普及、艺术惠民方
面，也将继续加大力度，50和100的
低价票将占到总票房的一半以上。

上海爱乐乐团发布新音乐季

团方：曲目难度最高的一季

《上海文学》奖揭晓
名家新秀各领风骚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第十一届
《上海文学》奖日前揭晓。此次获奖
作品呈现出百花齐发的态势，无论是
文学名家还是新人，都有崭露头角的
作品获奖，这也体现了现在文学创作
的一种态势。

《上海文学》奖，由上海旗下著名
的《上海文学》杂志主办。该奖创立
于20世纪80年代，旨在鼓励优秀中
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文
学评论的创作，在文学界和读者心目
中颇有影响。也有一批文学青年，因
为获奖而走了文学之路。

本届获奖的优秀作品从近三年
间在《上海文学》刊登的作品中遴选
而出，获奖作者中有著名作家，也有
文坛新秀。本届获奖作家共计 30
人。名家方面，张抗抗的《把灯光调
亮》和孙颙的《哲学的瞌睡》等获得中
篇 小 说 奖 。 而 白 先 勇 的《Silent
Night》、蔡骏《北京一夜》等获得短篇
小说奖。专栏奖则有梁鸿《云下吴
镇》、陈文芬和马悦然《斯德哥尔摩笔
记》等。新人方面，李月峰《离你有多
远》、常小琥《收山》等获得中篇小说
奖，文珍《夜车》、王甜《雾天的行军》
等获得短篇小说奖。完整的获奖名
单将在9月期的《上海文学》上公布。

作为在全国文坛有影响力的纯
文学期刊，《上海文学》多以发表中短
篇作品为主。此次评奖，作品如此丰
富多彩，也反映出在过去几年之内，
中短篇文学创作的繁荣。过去的那
种长篇一家独大的局面正在改变，很
多名家开始回归中短篇的创作，比如
最近莫言、苏童等名家都相继推出了
中短篇作品。当然，也只有各种文体
各种篇幅的文学作品齐头并进，文学
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

威尼斯电影节开幕

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30日在意
大利水城威尼斯拉开帷幕。美国导演
亚历山大·佩恩的新片《缩身》作为开
幕影片，在隆重的红毯仪式后放映。

虽然开幕式下午6时许才开始，
但电影节主会场所在地利多岛当天
上午就已人潮涌动。来自世界各地
的媒体人、游客和影迷早早来到开幕
式红毯附近抢占最佳位置，以便能与
亮相红毯的嘉宾拉近距离。

据威尼斯电影节早前公布的片
单，今年共有21部电影入围主竞赛
单元，参与角逐最高奖项“金狮奖”。
《嘉年华》成为入围该单元的唯一华
语片。

作为创新措施之一，威尼斯电影
节今年首次设立VR（虚拟现实）电影
竞赛单元。中国台湾导演蔡明亮执
导的首部VR电影《家在兰若寺》入围
该单元。

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
主席由美国女演员安妮特·贝宁担
任，中国香港导演杨凡也是该单元的
评委之一。

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于1932年，
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影节，通常于每年
8月底至9月上旬在利多岛举行，为
期约两周。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将
于9月9日闭幕。 据新华社电

非图书类销售额占书店利润六成

以借阅促消费 共享书店意在书外
前一阵很火爆的“共享

书店”又有了新发展。在合
肥三胥口新华书店推出共
享服务之后，又有9家书店
加入共享的行列，并且推出
了一些新功能。共享书店
推出之后，十分受到读者欢
迎，不过据青年报记者的观
察，共享书店的盈利模式依
然有点模糊，因此有人依然
对共享书店的未来保持怀
疑。最近，共享书店的核心
人士向青年报记者解释了
相关疑惑。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文化动态

市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借阅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