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大学书店，大家总会怀念上世纪90年代那批独立书
店的浓浓书香，也难免惋惜近年来包括大学书店在内的实体书
店的纷纷凋亡。
1984年，新民晚报头版曾刊登了一则短消息《大学书店将

开业》：由7家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开办的书店，专
门发行上海高等院校出版物，河南中路159号的门店一度门庭
若市，学术氛围浓郁。
时光流转，近两三年间里，随着鼓励实体书店的相关政策出

台，上海的高校陆陆续续出现了一家家新书店，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沪上高校校园或周边开业的实体书店已有三十来家。
与大学校园一样，这些书店正静待疫情退却，等待师生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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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 大学书店接力开张
疫情影响下，大学的书店还未复店，这个

“寒假”有点长了。但是，组织线上讲座、新开微

店、直播荐书、培训员工，大家都没闲着。
上学期期末，上海交通大学的“文创·书

里”、华东师范大学的“知先堂”和上海体育学

院的绿瓦体育书店接连开张。

大学书店迎来春天？

近年来，《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

意见》《关于上海市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
意见》等中央、地方政策发布，明确对校园书

店给予场地和租金等方面的减免优惠，纳入
“文教结合”项目等支持。去年 7月，教育部再

次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
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

图书经营品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

园实体书店。
“我们一直关注社会实体书店，但原来高

校书店曾是‘空白’。相关政策推出后，一批高
校书店在‘文教结合’项目的支持下开业。”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说。
记者从市教委获得的上海高校实体书店建设

项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本市已落实两批 17

所高校实体书店的扶持，其中已开业的有 13

家，第三批的申报工作也正在开展。

为开业喝彩 更要为可持续喝彩
尽管政策扶持下，高校书店获得不小的

支持，但经营问题仍然是绕不过去的坎。“我

们应该始终追问，上世纪 80、90年代红火的
校园书店为什么都‘死’了，近几年我们曾支

持过的一些‘校门口’书店维持一段时间，为

什么最后也关了？”徐炯指出，在新书店开业
迎来阵阵喝彩的热闹中，不应该低估电商冲

击下，实体书店整体销售份额仍在下降的现
实困难。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钟书阁校园书店是首
批开业的高校校园实体书店之一。“营业以来，

校园实体书店读者以学生为主要群体，来店需

求主要是阅读与自习，对于购书或喝咖啡等消
费的意愿不高。”钟书阁校园书店负责人说，

“营业额少了，书店自然有经营压力。钟书阁是
连锁店，因此校园实体书店还是依靠公司在支

撑运营，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一家大学书店对

出版社来说就是千万家小型图书分销商之一，

图书进价空间极其有限，因此销售价格是扼住
所有实体书店经营咽喉的困难。“目前我们主

要靠学校教材销售和政府扶持勉强平衡收
支。”华东理工大学陇上书店店长徐风华坦言，

实体书店就算给予师生一定折扣也难以与网
店价格竞争。

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书店定位于高品质人

文社科书店，而且书店从不拒绝顾客的“拆书”
要求，只要想看就可以拆开，不买走也行。图书

选品获得师生认可，陈子善、毛尖等都是常客，
新品动销周转率达到了六成，这对实体书店来

说是很好的成绩。开业一年大夏营收不错，但
仍然是餐饮占大头。早晚客流小、寒暑假淡季

的“学校特征”也是困扰包括大夏在内的大学
书店的另一难题。

作为天猫“无人书店”，带着强烈的“未来
感”重新回归大学的志达书店，从另一个逻辑

坚持实体书店的价格。“区别于线上店讲究折
扣、促销的体验，实体书店就应该是另一种体

验。”创始人罗红有自己的坚持。尽管志达的背
后是线上图书销售头部公司上海悦悦图书，成

熟的电商物流、庞大的库存、丰富的出版社和
作者资源都为志达书店输送支持，但书店在财

务上仍独立核算。“大学和互联网是志达书店
的两种基因，缺一不可。我们用十多年互联网

电商经历积累的部分经验来运营书店，带来更
高的效率、可控的成本，以及对用户和市场的

敏锐度。”这是另一种经营形态。疫情下的“假

期”志达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本来罗红的工
作电脑里早已规划好 2020年整年活动安排，

突如其来的疫情加速了线上活动的策划，志达
邀请名师直播讲座，新开了微店配合社群营

销，还策划了“云游出版社”带大家去看关于书
的故事。

困局依旧 能否在大学被打破
上海理工大学青年教师李鑫十多年前选

择在复旦旁边安家，就是想和书店比邻而居，

却没想到见证了复旦步行街周边的十来家书
店的凋亡。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购买方式

都发生改变，转型是大势所趋，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副院长刘志阳说。其实上海相关政策已

有指引，建议打造“实体书店＋互联网”的 O2O

模式，探索优化出版物现代供应链系统等。

熟悉跨界营销方式的王宇，促成书店和华

师大出版社合作，将“薄荷实验”书系的封面印
在挂耳咖啡的包装上推出联名咖啡，最近在华

师大出版社的网店里卖得不错。陇上书店曾尝
试“一本起印”“网订店取”等业务，计划建设

会员体系，利用华理出版社的一些数字资源
作为福利，最近通过“书店直播”吸引更多人

关注和支持书店。“未来或许能够出现更多元

的合作模式，譬如出版社能够给我们提供样
书，让更多读者有机会打开它，对它感兴趣。”

徐风华说。
志达书店更因独特的“基因”而走在实践

前列。开业近两年，志达书店的社群已经积累
到过万粉丝，而且“黏度”很强。罗红非常重视

社群的运营，因为线下店要完成“纵深”耕耘，
就必须知道用户需求是什么；而另一方面，口

口相传带来的品牌认可和信任度除了带来用
户，也带来资源。“从营收、用户活跃度、线上活

动点击量等一切数据来看，目前，我们的经营
状况一年比一年好。”罗红说，“我们也希望，大

学书店能够形成一个联盟，交流经验、共享资
源、结伴发展。每家书店应该找到自己独有的

特色，差异化发展。”
专项支持下的高校书店更应强调公益属

性。“这使得学校能够借助社会力量更好地完
成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的使命。”工程大校长

夏建国告诉记者，学校希望以实体书店为载
体，加强文化育人阵地建设，提升以文育人、以

文化人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更令人欣喜的是复旦青书馆。在校方支持

下，这间书店以大学生创新创业＋勤工助学的
模式，实现了复旦学子的自主运营。学生团队

的活力是无穷的，自去年 4月开业以来，青书

馆已经举办了超过 100场大小文艺学术活动。
不同的方式，同样的努力，大学书店的复

兴让校园多了一群对书有热情、有情怀的经营
者。“或许正是这批具有创新力的新‘外行’加

入，能够打破框框条条，给传统的书业‘内行’
一些启示。”徐炯透露，未来将逐步为大学书店

建立交流和共享平台，总结案例经验分享，鼓
励对书店有积极性的有志、有情、有能力的人

加入进来。
冬去春会来。随着师生们重返校园，大学

书店能否如回暖的春意，缓缓润泽校园，慢慢
唤醒更多求知的生机？

    每天早上从苏州的家里出发，坐两三站公交

车就能到火车站，32分钟的高铁、4站轻轨再加
几分钟步行，大约 1个小时，苏州姑娘倪月婷已

经能推门走进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门口
的大夏书店。

“长三角通勤”是倪月婷的日常，她是大夏书

店的选品总监，曾经在诚品书店和中信出版社工
作。从一堆数据中逐层筛，一册一册精心挑，最终

九千多册各类人文社科书籍在开张后的大夏书
店和读者见面。“我们的选品是经得起考验的。”

倪月婷的信心来自这一年多以来“客户”们的检

验。华师大藏龙卧虎，校门口的大夏书店经常迎
来大教授们的光顾，图书的选品获得了肯定。

大夏书店一共有两层，一楼以生活休闲类、
科普类图书和新书为主。沿着楼梯拾级而上，一

抬头，哲学家、华师大教授冯契的“不论处境如

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印
入眼帘，以哲学、史学、文学评论等书籍为主的

“重阅读”区域由此进入。大夏书店为了让书与人
更贴近，倪月婷特地拆开部分书籍的塑料纸，用

定制好的书封包好，鼓励读者取出阅读。倪月婷
和店长王宇珍致力于图书精选、下层书架 3度倾

角等各种细节的极致追求，都是为了能够给读者

带来阅读愉悦感。 本报记者 易蓉

挑出你心头最爱的书 大夏书店的“选品人”跨城上班

    时迁物换，革故鼎新。时隔 12年重新回到国

权路的志达书店，和曾经的自己、和其他大学书
店，都太不一样了。

它很现代，甚至带着未来感；它又很传统，执
着要成为书与人的连结。

疫情来临前，校园周边的街道清静下来，可
志达书店里还热闹着，一群小学生正在接受培

训，他们来自复旦附小，也是志达书店“小小店长

体验日”招募的志愿者。在志达书店，活动从来不
停。特殊时期，书店用直播方式继续“整本读经

典”的公益直播课，还针对疫情策划“学习抗疫”

活动，邀请复旦大学教授分别从心理学、新闻传
播学、哲学、文学等角度讲解疫情。重新开业近两

年的时间里，每周 3-4场的读者见面、新书发布、

名师名作家沙龙等活动和大家“见面”，吸引了周

边社区、全市甚至长三角远道而来的大小读者，
以各种方式走进这间实体书店。

志达书店的沙龙空间像小型演播室，所有讲
座沙龙都会进行直播和录制，免费让无法来到现

场的读者观看。“几乎所有活动都是和书相关的，
我们希望利用书这个节点，在碎片化信息的时代

进行‘纵深’的尝试，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新学习

方式，慢慢营造一种文化生态。”创始人罗红说。
志达依然是书店。如同书店外观犹如一本打

开的书，书店大门隔开两个不同的空间———亲子
类、休闲类的通识书铺满四壁的白色书架，开放

而包容；另一边的书架，则在深色空间里曲径通
幽，引领大家在文史哲学书中探寻深深秘境。罗

红希望不同人群都能够在书店或书店的活动里

找到兴趣点，鼓励亲子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
间，甚至陌生人之间能够因为书，找到共同的话

题和心灵的共鸣。 本报记者 易蓉

执着于书与人的连结 未来书店或许是志达的样子

    春节过完从老家回沪，陇上书店店长徐风华

完成 14天隔离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回到书店。
处理完日常事务，她将《疾病的隐喻》《我们为什

么会生病》《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特别挑选出的 11

本书替换进临街的橱窗。这些小格窗口是陇上书
店和周边读者的交流之窗。

陇上书店原来是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办的

化工书店，店里为华理出版社出版的“传统”核心

专业化学化工类经典书和其他科学书保留了专
门的区域，也为各种人文类书籍、亲子阅读书籍

开辟空间。
书店所在的梅陇路四五个街口之内，就有华

东理工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华
理附小、梅园中学等学校和无数个新村小区。因

此，这家书店在开设伊始，就将自己的服务定位

于大学和社区。高校优质的资源也通过书店辐
射，有一次，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主席、意大

利米兰比可卡大学教授安娜玛丽亚的大师讲
堂就开在书店里，这位社工研究领域的国际大

咖和华政副教授杨旭的接力分享也同步在线
上直播，针对线下观众还进行了工作坊式的交

流。去年夏天，著名社会学家、华理社会与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曹锦清在陇上书店讲“如何阅读中

国”，人气爆棚。
去年，在出版社和学校的支持下，陇上书店

新增了 70平方米的独立文化空间，让书店和社
区有了更多连结。华东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党支部

和书店合作，把 10场“党员教师社区义务讲座”

开进书店。附小的老师们在这里给周边家长讲解
统编教材里新出现的变化、教语文写作技巧，英

语学科教研组讲幼小衔接中的英语学习。

本报记者 易蓉

走出书本的美妙相遇 被学校和小区围绕的陇上书店

冬去 会来 大学书店能够复苏吗？春

本报记者 易蓉 郜阳 实习生 顾悦宁

    “我们称它为一座岛，希望为阅读者提供不

灭灯塔。梅特林克将青鸟写成幸福的象征。登岛
者就是青鸟，收获丰盛的芽籽。”几个月前，就在

刚结束的这个学期伊始，青书馆以这样的开头向

复旦学子发布了馆员招募帖。

这是一家坐落在复旦大学北苑生活区的书
店，由复旦学子自主运营。除 5位团队核心运营成

员外，14位研究生以勤工助学的方式参与书店工
作。大家希望，青书馆能成为“青年阅读”的品牌。

去年 5月，复旦校庆时青书馆发起了难得的

“破产打折”活动———根据学号末尾两位数打折，
老师们因为“有收入”不享受折扣。新鲜有趣，当

天卖出了 1000本书。书店的“知名度”迅速在校
园里提升，一系列阅读活动接力。

青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也体现了团队的年
轻气息。“闻书抄”（取自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名）邀

请读者誊写图书，直接参与到阅读文本的创作

中。去年十月，诺贝尔文学奖刚刚公布，青书馆就

选择了新晋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和

其他的时间》（318页）。另一本普利策奖得主马
克·斯特兰德的诗歌选《我们生活的故事》，108首

诗歌接力带来了更完整的誊抄体验，400页早早
抄完，抄写本换了好几本。

“怎么让自己心静下来？”有一天，青书馆微
信公众号收到一条匿名求助。店员们突然感到一

种充实的、被信任的温暖。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讨

论，最终外语学院德语系研究生贺成伟、中文系

美学专业研究生沈天芃一起写了一篇推送，专门

为那位读者推荐了令人放松的音乐和电影“处
方”。这种似乎无形而又紧密的精神联系，也成为

青书馆和读者的默契。
团队希望倡导一种“青年阅读”———告别“掉

书袋”气十足、皓首穷经式的“学究阅读”，也拒绝

都市言情、网络爽文式的“快感阅读”，强调感悟
力与行动力结合的“实践阅读”体验。团队计划推

出一种建立在品牌信任上的订阅制、会员制的个
性化图书付费服务。青书馆负责人说，“也许实体

书店会逐渐式微，但作为一种实践的阅读必然会
复兴，并从复旦校园走向广大社会、从精神空间

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从一种阅读风潮转为一种

持之以恒的阅读习惯。” 本报记者 易蓉

一同“登岛”收获丰盛 复旦青书馆复旦学子来运营

■ 陇上书店的外墙也是与社区对话的“留言板”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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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书店在店面陈列、图书推荐、文创设计上凸显传统文化元素，吸引众

多爱书者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愿你生逢其时
硬支持下吸引来一群有情怀的经营者， 支撑了

新一波大学书店的诞生。

现实经历告诉我们，有情怀，真的是不够的。 如
今一场疫情，又是意外的打击。突如其来的疫情终会

结束，而那些根深蒂固的困境，恐怕真的需要一些甚
至“前卫”的智慧方式来实现“降维打击”，才会迎来

真正的重生。

同时，有一些坚守是始终不能动摇的。

我们之所以怀念那些逝去的书店，是因为它们确
实曾经成为精神家园。 这种无形的价值是每个书店执

着而有品的老板、求知若渴的教授学生通过书凝结的。

如果只有咖啡蛋糕，如果任书籍尘封在塑料皮里，我们

为何需要花那么多的资源为“自拍”打造昂贵背景？

所以，新的经营者们，你们比前辈有更好的“出

生条件”，却也有更沉甸甸的使命———让大家的视线

重回知识之光。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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