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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几年，受阻于店租、水电等成本的上涨以及网络

书店及电子阅读的冲击，传统书店每况愈下，随着科技日新月

异，“ 纸质要消亡”的燎原之火已经烧到了实体书店。坐以待

毙？跨界翻新？延时拼服务？面对生存考验，实体书店的经营

者们或保持观望或重新整顿，筹谋逆袭。

尽管各种困难依旧清晰可见，但台湾诚品书店、北京三联

韬奋 24 小时书店、“老书虫”等的成功也昭示实体书店未必只

有衰亡的结局。诚然，适应时代才能求得生存。一如当年的

电报、BP 机，无论如何凭吊，终会慢慢消亡，可作为一个城市

文 化 和 文 明 的 象 征，传 统 书 店 亦 还 有 机 会、空 间 寻 得 自 我 救

赎。因为，无论如何，对于一个需要文化积淀和冷静思考的民

族而言，拥有更多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文化底蕴的传统书店

的意义远大于只留下很多以卖教材为主的书店或售卖便宜书

的网上商城。

只为一缕书香
实体书店逆袭

在京城文化名人张立宪主编的《读库》里，一篇关于三联书

店的描写和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主人翁对着这个书店，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工作了十余年，从归类书籍到隔着时空同大师对

话，在文字笔墨的浸染中，从身到心都有了变化。

现如今，人们的阅读、休闲方式已极大丰富，互联网时代确

实让传统书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衰亡危机。未来，传统书店能

否生存下去，我们尚无法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坚守对

于个人的改变，是数字网络这些新技术无法企及的。

“对于书店，我的记忆是每到放暑假、寒假，父母都会带着

我到新华书店买各种练习册，还有我最喜欢的课外书。”在“80

后”青年化文哲的记忆里，书店里很静，柜台很高，有种莫名的

庄严感。虽然彼时需要自己扛着厚厚的《十万个为什么》回家，

但那种满足感是现在快递送书上门根本无法给予的。

而对于年龄更大一些的人，在他们那个年代，书店，就是文

艺青年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瓦西里耶夫、高尔基等名作家的约

会地。这些书店承载了他们对于青春的热血渴望、理想的无限

追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记 忆 里 的 新 华 书 店、三 联 书 店 总 是 带 着 挥 毫 而 就 的 大

LOGO 矗立在城市的繁华巷口。时过境迁，彼时的辉煌现在

已成了街角的寂寥。

的确，对于善用现代智能工具的很多人来讲，在百度上搜

索需要的图书，下载电子版或在网上书城购置折扣书更加便

捷，这也使得很多实体书店陷入尴尬境地。传统书店，似乎已

变成了强弩之末，成了“旧商业”的代名词。马未都先生也在博

客上说传统书籍在未来会成为文化奢侈品，更何况是作为“池

鱼”的书店。

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一项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7 本，与数

量 为 64 本 的 以 色 列 相 差 13 倍 之 多 。 这 个 国 土 面 积 接 近 北

京、人口只有北京 1/3 的亚洲国家，多年来一直稳坐各类阅

读量排行榜的头把交椅——无论是从报刊浏览量还是人均

图书馆拥有量来看，以色列都被公认为是最有阅读传统的

国家。

在中国工作、来自以色列的希米（音译）表示，阅读，本来就

是犹太民族深入骨血的习惯——大家或许也都听说过，犹太民

族的母亲将蜂蜜沾到书上，告诉孩子书本是甜的这个故事。与

中国相同，以色列的网络和新媒体一样发达——但这并没有抹

去犹太民族喜爱阅读纸质书籍的习惯。“每周五晚到周六是安

息日，在这天，我们不能碰任何带有火和电的东西，商店、饭店

也大多关门，唯有书店能迎来络绎不绝的顾客。”希米说，“通过

阅读度过安息日，是保留纸质阅读习惯的重要条件。”

如此差距怎样补足？可以预见，科技越发达，我们越难

抵挡手机、电视、网络的诱惑，更何况当下国内陈旧的书本

售卖形态，低质量、枯燥的图书还在拖行业后腿，如何回归

阅读本身，让未来的小朋友也能有更多关于读书的美好记

忆，甚至形成受益终身的习惯，这些都将是传统图书行业需

要思考的命题。

曾经坐落在北京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店名噪一时。在光

合作用未倒闭之前，在书店中增设咖啡馆、倡导“悦读”概念的

创新模式，让光合作用和其创始人孙池名声大振。光合作用很

快成为民营书店中的佼佼者。

“我有一个梦想，书店不仅仅卖书，还能创造一个阅读空

间……我有一个梦想，希望书店如寒夜里一盏温暖的灯，安静

地守候读书的人……”孙池在创办光合作用的时候用这样的

诗句形容其初衷。

从事出版业多年的李先生对于光合作用的倒闭表示遗

憾，但他也认为，光合作用已被图书供应商逼债多次，加之近

年来房租、水电等成本急剧上涨，使得其资金问题雪上加霜。

而且，它选取了文艺范儿较浓的学生作为主要客户群，这些人

的消费易受价格因素影响，这也是导致光合作用走向末路的

原因之一。

一厢是，各大电商图书频道今天打出“0 元售书”的促销活

动，明天又迎周年庆疯狂让利。为招揽顾客，一批批新的图书

网商相继推出以网店价、免运费、快速到货为特点的服务，获得

了不少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而另一厢，传统书店仍在为各种费用苦苦挣扎。据一家规

模较大的民营书店经营者反映，其 2013 年书籍销售额约占全

年营业额的 50%，图书销售利润只能与开销基本持平，得依靠

培训和其他销售利润支撑书店的正常运作。

因此，光合作用的遭遇并不是特例。不久前，民营书店万

有引力倒闭的消息也在微博里炸开了锅。经营者在投入 200

万元后 8 年也没有回本，终“累觉不爱”。

而对于“新华”系的书店来说，经营者坦言，单纯的图书零

售份额已经很少，大部分的利润来源于教科书和教辅书销售，

经营压力日益增加。另外，无法染指教材等高利润图书的大部

分中小书店经营者也表示营业利润日见微薄。

书店与书店之间更大的差距还体现在税收方面。

据李先生介绍，目前，只有国营图书企业才能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新华书店可享受县级及县级以下书店免收增值税的

优惠，同时，作为国家文化改制试点单位，免征企业所得税、营

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房产税六大税种。而民营书店每年

需要缴纳的税种有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在图书业的利

润不断受到挤压时，有没有税收优惠的区别会更加明显地体

现出来。

经历了初时的彷徨，在日渐衰落的现实面前，很多书店开

启了探索模式，希望可以通过努力，适应数字信息时代的需

要，找到并留住自己的顾客。

今年 5 月初，第一家以书店+影院为经营模式的汾阳新华

书店开始试营业。根据山西新华书店集团与保利影业签订的

院线合作项目，5 年内，双方将在山西的新华书店内建立 28 家

电影院。此前，就有很多书店+咖啡馆的转型形态，尽管细节

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到，新华书店走的是和北京的单向街空

间、中信书店、字里行间等知名实体书店类似的路数。如今，

跨界和混搭都是流行热词，虽然书店和影院的碰撞看着并不

新鲜，其匹配可行性也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毕竟已经走在了行

进的路上。

除了跨界，不少实体书店也在美观上下足了功夫。上海

的松江泰晤士小镇上开设的钟书阁就是这样一家书店。在这

里，各式书籍被巧妙地安放在形态各异的建筑设计中，浑然天

成。在这里买书，还能额外得到一枚纪念印章，别有一番情

致。这种融合了美学元素和人文景观的书店与阿姆斯特丹的

美国图书中心、阿伦维克镇的巴特书店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走在求索路上的还有北京的三联韬奋书店、博书屋，

它们选择的是延时策略，开足 24 小时。自今年 4 月开张后，坐

落在北京东城区崔府夹道胡同口的三联韬奋每晚都灯火通

明，人来人往。先不追究“夜读”是否符合生活规律，但它的出

现，为“夜北京”平添了一缕“书香”。据了解，这种 24 小时书店

模式近日也已在广州、郑州、安徽等地开启。至于博书屋，预

计会在今年 6 月底正式亮相。博书屋总经理陈黎明介绍说，24

小时博书屋将提供 8 小时以外的、家里不能提供的文化空间，

包括纸质阅读空间、旅游艺术衍生品及咖啡设施区等，周末还

有文化沙龙、名家讲座。

与前面提到的实体书店不同，武汉海豚儿童书店正在进

行的是打造文化综合体的尝试。它经营模式的核心是强调

“体验”，无论是精选的图书，还是特色活动和课程，都让这里

不只是一个书店，更像是一个成长乐园。

此外，一些独具特色的专业书店如鹿鸣书店等、小众书店

如桃花岛等也在进行尝试。以桃花岛为例，它以线上“桃花岛

新媒体”及线下实体店为载体，为其严格筛选的会员提供专门

的阅读定制及社交聚会等服务。在桃花岛的创始人庄婧看

来，互联网和传统书店并不存在冲突。通过网站用户的数据

挖掘，能够更了解读者的年龄、兴趣、阅读习惯等等，发现潜在

的会员，进而将其带入实体书店之中。据悉，它的客户主要是

女性用户，线上部分“桃花岛新媒体”更是秉承“只为 29+女性

用心呈现”的理念，堪称“温柔逆袭”。

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电子阅读的普及，一股席卷图

书行业的寒流吹过全球，尤其是过去几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

在美国、英国、西班牙，大批书店经营惨淡，境况堪忧。

据统计，在过去 10 年中，中国已有超过 5 成的民营书店陆

续倒闭。几年前红极一时的北京第三级书店也没有逃过亏损

关张的结局。同样“倒霉”的还有上海的席殊书屋、思考乐书局

等等，亦是或关门或被收购。

而就算是国营书店，也无法独善其身，早不复当年的繁

荣景象。记者曾试图到一家国营图书大厦买书，但终没有带

走一本。因为，那里的书没料、亦无趣，而且折扣没有吸引

力、衍生服务有限、环境更是一般，简言之，在书店里待不久，

也不想买书。

好在，问题虽然存在，但各界已在努力。近年来，为扶持实

体书店，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2013 年，财

政部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首次对北京、上海、南京、杭州

等 12 个城市的 56 家实体书店给予奖励资金 9000 万元；图书批

发和零售环节享受为期 5 年的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而上海、

浙江、天津等 5 个省市也已落实相关扶持资金 5640 万元。此

外，扶持实体书店已经被继续列入 2014 年中央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重大项目，并且覆盖范围由 2013 年的首批 12 个试点

城市扩展到 12 个省区。

与此同时，不少学校、名人都在积极倡导养成良好的读书

习惯。而且，一些实体书店也纷纷求变，无论是新华书店的跨

界发展、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的不打烊尝试，还是枫林晚、海豚儿

童书店的文化服务延展，都表明它们正在思考如何取悦读者。

但在这个时代，有人气不一定就会挣钱，它们的投入究竟何时

才能收获真金白银尚未可知。

“台湾的诚品做得好，但它也是在亏了 15 年以后才开始盈

利的。”在中央财经大学出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莫林虎看

来，当下，传统书店只靠卖书是没有出路的，不调整整个商业模

式绝对不行；仅仅强调“书香”是没用的，还得看内容。而书店

经营模式的调整得从用户入手，要明确受众，并满足读者其他

需求，久而久之，便能形成稳定客源。

另外，在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拥有高质量的图书

极为关键。当下，实体书店之所以无法与网上商城抗衡，最核

心的原因是，很多书店正越来越沦为“考试书店”。教辅类书籍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销量，但只依靠它们，实体书店是

无法与网上商城比拼的，毕竟，这类书籍不具有不可替代性。

如今，能够被人消遣的高质量的历史、文化、科学、文学类图书

太少了，努力补足这部分图书可以吸引到更多消费者，也与中

国这个拥有 5000 年历史，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编写了四库

全书的文明古国的身份相符。而也只有拥有更多消费者心甘

情愿为之掏钱的独特商品或服务，实体书店才可能寻得自己在

市场中的一席之地，也才更有机会走进春天。

书店的记忆

书店的遭遇

书店的逆转

书店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