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时代，在人们阅读习惯日渐改
变、网络电商抢占图书零售市场的双重背
景下，实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

一些书店坚守本色，也有书店悄然转
型。关闭与重张之间、变与不变之间，实体
书店的独立价值也被重新审视。

面临多重困境

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现，我
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倾向进一步增强，
手机移动阅读成为主要形式。“数读”比“纸
读”更受青睐的背景下，选择“拿一本纸质
图书阅读”的成年国民不足半数。

在某问答社区上，一则“为什么大家不
愿意选择读纸质书”的帖子下，有网友回
复：“坐地铁、挤公交，电子书可以随时读”，
也有网友坦言：“下班回家只想刷短视频，
根本想不起拿本书读读”。

除了阅读习惯的改变，实体书店的市
场销售也受到网络电商的巨大冲击。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短视频电商成为
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
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进一步降至11.93%，
仅占 1成多。资深业内人士三石认为，低
价直播模式对实体书店销售冲击巨大。有
业内人士表示，线上图书价格比线下平均
低20%左右。

此外，不容回避的是，一些书店从书籍
种类、服务质量到环境，都无法满足当下消
费者的需求。

天津市一位实体书店负责人说，实体
书店租金等运营成本较高，往往靠“图书+
X”的运营模式，引入咖啡、文创、轻餐饮等
才能勉强收支平衡，“多元经营下，一些书
店不重视图书质量，什么好卖摆什么。”

有读者告诉记者，带着孩子去书店选
书，发现书品“参差不齐”，甚至有不适宜儿
童阅读的图书摆放在少儿图书区。

转型之路怎样走？

近年来，实体书店正历经前所未有的
转变。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告
诉记者，目前实体书店转型呈现“四大转
变”——从单纯卖书向提供阅读服务的转
变、从卖场到阅读空间的转变、从线下到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转变、从单一经营到多
元化经营的转变。

全国实体书店联盟计划“书萌”发起人
孙谦说，实体书店可以帮读者更方便地找
到心仪的书，也能成为交友和思想交流的
平台，具备打造线下优质社交的优势。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学生沈含章
说，现在不少书店空间美、有个性，活动丰
富、体验超值。

近两年来，一些读者开始回归实体书店。“线下场景中，产品、
服务与消费者的接触是直接的。”三石说，实体书店是连接人与
人、人与书、人与作者、人与活动的阅读与社交空间，这是虚拟的
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

今年 1月举办的 2024 中国书店大会以“创新，重塑书店价
值”为主题，鼓励书店创新管理、创新服务、转变思路。孙谦说，书
店经营形态正在从“以货为本”向“以场为本”进而向“以人为本”
转变。

在上海文艺氛围浓郁的长乐路上，朵云书院·戏剧店成为戏
剧迷们的“天堂俱乐部”。他们不仅可定期获得戏剧大咖的推荐
书单，还能参加剧本朗读会，在书店里的“小剧场”参加演出。戏
剧店提出“创意共生”口号，孵化原创戏剧，与各类艺术院校携手
变身“产学研”基地，探索根据热门题材生成并反向输出戏剧
作品。

“每一间书店，都要让读者找到热爱的理由。”上海世纪朵云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凌云说，实体书店经营不易，一直在努
力创新。现在的书店更像书房、讲堂、展厅、剧场、会场、文苑、客
厅……书店运营者集图书发行商、文化服务商、空间运营商“三位
一体”。

留住读者最终靠什么？

数字化浪潮下，人们的阅读习惯悄然改变，读书的时间、空间
也不断压缩。那么，人们究竟为何要去书店？实体书店是否仍有
存在的意义？

同时，当书店凭借“高颜值”成为“网红店”，琳琅满目的文创
产品和咖啡甜点代替书籍成为“主角”，人们也在思考：书店的独
立价值与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刚刚过去的3月，北京海淀，被誉为“百万学子大书房”的中
关村图书大厦重张开业。相隔不远，北大老牌书店“风入松”归
来。被称为“爱书人的港湾”的万圣书园，也凭借深厚的学术背景
和丰富的图书资源，持续吸引大批读者。

业内人士认为，提升“选品特色”是书店的灵魂。实体书店可
以靠“颜值”吸引读者，但最终能留住读者的仍是“内涵”。天津市
河西区图书馆副馆长徐瑞琳表示，图书选品要经过调查、筛选等，
贴近读者需求，只有保持独有的“选品特色”，才能吸引更多读者。

近年来，一系列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2023
年发布的《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提出，
支持实体书店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引导实体书店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鼓励实体书店参与公共阅读资源
建设。

业内专家提出，实体书店要想更好活下去，还需更多打造数
字化阅读无法替代的线下沉浸阅读体验，让书店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瑞洁认为，“即使在互联
网时代，人们也不能把所有生活都留存于虚拟空间，依然需要与

‘附近’建立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店可带给读者更丰富的
‘在场’体验。”

在三石看来，当下大部分实体书店零售模式仍是传统的先开
店、后进货、再卖货的模式，即场、货、人模式，而新的商业模式是
先精准获客、其次留存、然后转化，即人、货、场模式。同时，实体
书店零售和销售方式要从“物以类聚”向“人以群分”转化。

不少受访专家认为，书店应进一步深入百姓生活场域，走入
街道社区、乡村农家，在进一步明确服务对象的基础上，降低运营
成本。“离开城市中心的商圈，走向更广阔的基层，或许可以赋予
书店新的发展契机和生命力。”马瑞洁说。

“书店是城市里的文化之光，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绿洲。对于
爱书人来说，书店是不灭的理想。”孙谦说。书店连接着文化空
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只有坚持以知识服务为宗旨，以大文化
为目标市场，才能成为读者心中永远温暖的那束光。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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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纸还是读屏，今天你读书
了吗？

清晨 7:08，上班族小齐准时踏上
开往宋家庄方向的北京地铁5号线，点
开阅读软件，沉入自己的精神世界。
通勤的近一小时中，她读完了《山河故
人》最后几章，随后走出地铁站，踏进
春光里。

今天，你还读书吗？第 20次全国
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我国
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4.78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3.33本，均较上
年有所提升。

纸张还是屏幕？数字时代的追
问，折射出当今人们阅读选择和生活
方式的多元。

最开始，小齐读的是纸质书，那给
她一种“物理上的成就感”。后来，因
为地铁上太拥挤，小齐购入轻薄的电
子阅读器。再后来，不爱背包的她选
择在手机上看电子书。

在北京大学从事基层传播和新闻
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张慧瑜，则至今保
留着逛书店、买纸质书的爱好。

走进他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
铺天盖地的书——从脚边“生根”，与
天花板“亲吻”。藤萝掩映之中，书橱
充当隔断，这里是学者阅读、研究的一
片天地。

“记得读博士时，我把书放在床的
靠墙一侧，让渡一部分床铺的位置，每
晚和书挤着睡。”张慧瑜说，回校任教
后，逛书店、捕捉新的学术动向更成为
他每周雷打不动的活动。

书卷多情似故人，当选择渐趋多
元，书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春日夜晚，山西太原的退休工程
师程爱琴的思绪，随有声书播讲者的
娓娓讲述，来到遥远的西部——“又记
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
……”程爱琴感觉，虽然是听书，但拓
宽了眼界，也获得一种日常的纾解和
陪伴。

一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博士生
说，他特别喜欢买旧书，“通过页边的
批注同几十年前的读者共读，这种跨
时空的共鸣让我心生感动。”

2020 年 9 月，硕士研究生秋鹏在
张慧瑜首次开设的传播理论课上接过
一本小说，作为课堂报告的奖励，“后
来每次上课我都充满期待，今天慧瑜
老师又带来什么书？”

在张慧瑜看来，书作为一种精神
联结和意义传承，魅力始终未减。“书
籍是对知识系统性的归纳收集。即便
向电子书、有声书不断衍生，这一集合
形式没有改变。”张慧瑜说。

重情怀还是要市场，实体书
店生存之道何在？

今年是复旦旧书店营业的第 24
年。店主张强介绍，店里平均每天能
卖出约三百本书。

一家体量不大的书店为什么能有
这样的销量？

张强分析，一个原因是价格。“我
们绝大部分书，无论放到哪个平台都
相对便宜。”而最体现店主能力的，是
收书时对价格的平衡把控，不能太贵，
也不能太便宜，这样才能让书店长期
运转。

尽管书卖得很好，张强依然觉得
开书店不是个好生意，房租太高，利润
太薄，但他坚决不在店里卖利润更高
的咖啡、文创，“我要让年轻人看到传
统的书店到底什么样”，说起开书店，
张强无奈又自豪。

2023 年，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在
图书销售中进一步降至 11.93%，但仍
有新书店不断开张，并找到了生存之
道。例如，2023年 2月，在上海陆家嘴
诞生的混知书店，店主是畅销书“半小
时漫画”系列的作者混知团队。

书店开业刚满一年，已经接近盈
亏平衡点。“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让顾
客进来逛两圈便能掌握知识。”混知文
化联合创始人罗润洲说。

混知书店有项独家活动备受好评
——由“半小时漫画”主创团队带领客
人们画知识，让大家学知识的同时，习
得知识可视化的方法。此外，书店还
在探索“混知+城市共创”，与地方合
作，用漫画讲述城市的知识，展示到书
店中。

今年3月底，北京中关村大街上，
风入松书店的重新开业吸引了众多爱
书人的视线。

1995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王
炜联合一批学者创办风入松书店，并
将其打造成“京城文化坐标”。2011
年，迫于经营情况，风入松停止营业。

13年过去，风入松因何“重生”？
书店主理人丁永勋告诉记者，风

入松的重启更多是出于情怀。一位受
益于老风入松的北大校友，创业成功
后，抱着感恩之心发起了书店的重启。

老店新开，传奇续写。风入松的
“重生”像一则寓言，告诉人们，美好之
物终有后续。

被唱衰了十多年，实体书店没被
电商打垮，也没被时代淘汰。“如果给
现在的实体书店找一个主题词，我认
为是‘创新’。”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
程三国说。他认为，中国实体书店经
历了只卖书的1.0时代和融入咖啡、文
创等业态的“书店+”2.0 时代，已经迈
进探索更多可能性的3.0时代。

打卡地标还是文化殿堂，图
书馆变了吗？

周六清晨，中国国家图书馆。家
住附近的刘先生带着电脑，早早加入
等待入馆的读者队伍。

在周末抽出半天时间来国家图书
馆阅读，是刘先生坚持多年的习惯：

“家里也挺安静，但我更愿意来国图。
这里有一种氛围，可以让我更好地沉
静下来。”

这里没有高墙、不设院门、无需预
约，只要你愿意来，随时都可以走进，
用最低的成本去接近“高尚的灵魂”。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
间，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
等书籍；年轻的沈从文曾在京师图书
馆刻苦自学，通过广泛阅读，不断汲取
文学养分；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曹禺
写出了经典剧作《雷雨》……

近代以来，图书馆作为知识启蒙、
传播思想、孕育文明的重要场所，从中
走出了一位位名人大家，传承着中华
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活跃在图书
馆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与图书馆相遇。这正是图书馆特有
的魅力——一方承载着“传承文明、服
务社会”初心和追求的空间。

这份发源于图书馆的美好，传递
到了祖国最南端的学校——海南省三
沙市永兴学校。

学校在学生上课、吃饭、活动的区
域沿线打造了“流动式图书馆”，在图
书角、图书吧、阅读小屋、儿童之家、亲
子阅读之家等阅读场所，放置了8000
多册图书和电子绘本，学校旁边的三
沙市图书馆也免费向学生开放，让孩
子们随时随地有书可读。

阅读，浸润幼小心灵，孩子们学到
知识，学会了思考与表达。“永兴岛不
大，但当孩子们走进图书馆，在书中能
看到比眼前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校
业务副校长郭兴说。

今天，图书馆早已突破了校园的
局限。数据显示，我国公共图书馆数
量从1949年的55个增加到2022年末
的3303个。

广内街道公共图书馆坐落在北京
胡同里一个宁静的角落。在这个占地
约 600 平方米的图书馆里，有各类图
书5万多册，是社区的文化空间。

“去年前10个月办了3800多张读

者卡，今年仅前3个月，就借出1.2万多
册图书。”图书馆馆长任艾介绍，图书
馆还定期举办科普讲座和非遗手工体
验课。未来，她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
大的空间、更智能的服务、更丰富的文
化活动，让图书馆触手可及。

我读还是读我，如何重新定
义阅读？

“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放过自己，这
是我从苏东坡身上得到的启发。”镜头
前的吴敏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苏
轼等历史人物娓娓道来。

从电台主持人转型自媒体博主，
她的个人IP“意公子”已在全网收获超
3000万粉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
极传播者。

数字化时代，阅读的定义也被泛
化。阅读对象不仅是印刷品，更是文
本、视频、音频等多种形态的集合。不
少人认为，刷知识性短视频也是一种
阅读。

“历史里藏着万事万物运转的规
律，要怎样读历史，才能为我所用呢
……”90后女生都靓在镜头前，向观众
介绍着“二十四史”。社交平台上，不
少人像都靓一样，通过短视频介绍书
籍，被网友称为“读书博主”。

他们的出现，一方面降低了知识
门槛，另一方面也适应现代人快捷生
活节奏，能用较短时间了解感兴趣的
领域。

机构调查发现，在 Z 世代读者眼
中，泛阅读和严肃阅读的边界已经消
解。00后喜爱的书籍中，网文小说位
列第一。

许多年轻人在阅读以后，产生了
写作的想法，甚至走上了全职创作网
络小说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报
告显示，截至 2023 年底，网络小说专
兼职作者规模达 2405 万，作品数量
3620万部。

网文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比如医
生、律师等，将职业内容带进作品；也
有外卖小哥、蓝领等，通过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和才华改变人生。

有学者指出，由浅阅读、泛阅读走
向深阅读，是培养年轻人阅读习惯的
重要议题。

“纸质阅读并没有被取代，抽象性
的文字阅读对于青少年的认知成长十
分重要。”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这样
认为。

“意公子”表示，尽管数字化阅读
已成趋势，但她还是更享受纸质书阅
读，包括纸张的翻阅感，以及随时用笔

记录感受。
都靓表示，深度阅读有时像一场

搏斗，开始并不愉悦，但最终会有
收获。

束之高阁到走向大众，古籍
何以“活”起来？

在某平台自营的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官方旗舰店上，王国维辑校《竹书纪
年》位居销量榜首，单价10元，好评如
潮。书友留言：“普通读者通过这种方
式直面古籍，获得启迪，是一件幸福的
事情。”

古籍数字化，让实体书爱好者获
得充足供给，也为线上阅读开启方便
之门。

《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
一辑）在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
正式上线，免费面向公众开放，曾囿于
深宫的厚重典籍，成为了百姓触手可
及的文化食粮。

从“一册在手”到“一屏万卷”，对
学者来说，缩短了学术成果的生产周
期，深刻改变了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
于读者而言，在翻越时光而来的智者
叮咛中，以更广阔视角，看待此身、此
生和世界。

康熙十六年，京师。“你”初入钦天
监天文科。观象台上，“你”站在南怀
仁身边，斗转星移间，你们共同将各星
图连接，四象圣兽依次浮现在眼前。

这是玩家能在线上超现实看展体
验项目《古籍寻游记》第二部《明清档
案：钦天监南怀仁题本》中体验到的

“穿越”。
虚拟现实、数字展厅、智慧讲解

……新技术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博物
馆，古籍“走进”人间，人们“步入”
古籍。

出门旅行，《黄山志》摇身一变成
为绝佳的旅行指南；《食医心鉴》等传
统食谱成为店家的特色宝典；《古今碑
帖集成》《芥子园画谱》中的审美元素，
融入文创纪念品而成为游客首选。

“传统古籍所表征的‘知识仓库’
正以各类‘金蝉脱壳’的方式进入现代
社会，实现新的扬弃。”故宫古籍保护
鉴定专家翁连溪表示，只有吸引更多
年轻人了解古籍、爱上古籍，才能让古
老的中国文化充满新的生命力。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华
典籍千年一脉，生生不息。

无论阅读形式如何更迭、无论阅
读时空怎样变幻，“开卷有益”永不过
时。（详版见2024年4月23日《新华每
日电讯》报）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图为4月23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玄坛庙农家书屋，龙山街道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体验电子有声阅读。
（新华社发）

读 书 五 问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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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
读书，是亘古不变又常谈

常新的话题。有人靠读书改变
了命运，有人因读书让生命变
得辽阔，有人由读书奔向“诗和
远方”，有人在书中获得了幸福
和力量……

今天，我们选择五个问题，
与你探讨关于读书的那些事。

图
为
4
月
23
日
，
一
名
大
学
生
在
甘
肃
河
西
学

院
校
园
看
书
。

（
新
华
社
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