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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书店 70家，实体书店最新生存状况调
查》报道，表明书店业者继续开店一往向前鼓

舞人心的意志。与此同时，书店的开张与歇业
似乎走入了一种“常态偏执”的怪圈。个中原

因，业界人士条分缕析切中肯綮的见解，大多
聚焦经营模式与当下商业环境以及纸质书受

困的大背景之类云云。

在笔者看来，阅读人群的多寡才是决定
书业盛衰的关键。按理说，中国有庞大的人口

基数，阅读人群并不该少。然而人均阅读数仍
在个位数徘徊。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为 4.70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
为 3.29本，与世界人均阅读量高企前三的以

色列、日本、法国不可相提并论。与每年 40余
万种的出版体量相比，疲软不振的书店业态

显得并不匹配对位。尽管各种独立书店、品牌
连锁和冠以“最美书店”的书肆此起彼伏，你

方唱罢我登场，各种书店+的招数套路层出
不穷，其生存状况一仍堪忧。

其实，读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
之一。读书不分尊卑不分贫富，是真正众人之

事。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说：闭门即是
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自古以来书店书肆也是

给读书人买书的地方，在商业大潮中偏安一
隅也是自然。曾几何时，当诚品包裹着生活美

学的面目进入内地，各种书店+的样态风生
水起，蔚为大观。书店里的咖啡席也成了新开

书店的标配。笔者无意贬低书店时尚的与时
俱进，这诚然也是打造人文城市生活美学普

泛化的一种策略。然而，越来越奢侈的空间设
计则令人咋舌，动辄十数米挑空的大尺度空

间里码起高不可攀的书架和假书，吸引眼球

却大而无当。由此我想起多年前去往马斯特
里赫特那家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教堂书

店”，偌大的正殿内分作两层的书架很有亲和
力，读者可以自由地在书架前翻书选书，整个

大厅安安静静，连自己移步的摩挲声都显得
会惊扰他人。而教堂后殿的下方是一处咖啡

厅，多是捧书而读的人，而非手机低头族。这
家教堂被国际媒体评为“最美书店”，真的名

实相副。而环顾时下国内不少书店只是成了
打卡地标，不少红男绿女趋之若鹜，到此一游

摆个 pose了事，与读书买书并不相干。尽管
书业业者做了不少活动，诸如读书分享会之

类多多，不过营造书香社会亦非一日之功。由

是而观各种时髦的书店走入周期循环的开开
关关就不足为奇了。

时髦与浮夸是一对孪生儿，或者说是消
费主义的一体两面。消费主义一百多年来一

直没有消停。它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
的价值观念。在消费主义时代下，人们的消

费行为向着物质化、享乐化方向蔓延，带有

膨化的拜金主义色彩。我曾见到一个伪巴洛
克风宏伟的购物中心的建筑立面上赫然书

写着“狂吃、狂喝、狂买、狂欢”的夸张标语。
当对知识的精神欲求成了附丽的摆设，打卡

文化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消费社会价值观浅
碟化庸俗化的符号标识，这样的“到此一游”

与书店文雅的空间营造有着反讽和冲突的
违和感。书店的设计者越是将书店“景点

化”，就越是招来更多时髦的打卡者附庸风
雅，而与真正读者越是间离和疏远，读书的

真义也在这种时髦追逐的游戏和悖论中被
消解了。

在我看来，遁入书店奢侈风迷思的设计风
潮并非是解救书业回暖的一帖良药，而或是一

个死胡同。我并不反对将书店作为一种生活美
学空间的设计表达，关键是不能舍本求末。今

天我们更应该固本培元，回归读书本来素朴的
面目，厚植于心。就这一点而言，我更喜欢那些

不事张扬，专业而质朴的独立书店。
不无残酷地说，买书无论线上还是线下，

只是渠道的转移。传统渠道已大幅萎缩，电商
平台也在衰退，新的渠道尚未出现。直面这

种现实，书店+加的不只是咖啡或文创，更应
该是读者人群的再认识，数字化浪潮下人文

理想的重建。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探求知识的

一个驿站，抑或将来的书店里数字读物占据
主导，纸质图书像胶木唱片一样弥足珍贵。

但是书作为知识的载体本质不变，阅读是人
生重要的维生素的价值观不变，书店+加什

么都可以。令人鼓舞的是，在不断细分市场
的背景下，诸如旧书市场“多抓鱼”作为新兴

消费业态受到年青人的喜爱，还有各种围绕
着图书分众的读者分享会和讲座此伏彼起，

不少活动网上报名都是秒杀爆满，这些读书
活动不止于向读者传播知识，而且建构起一

种营造书香社会的人文气象人文景观。诚
然，这股正能量不啻是我们抑制和消弭消费

主义戾气的一帖良方。书香社会才是城市有
温度的一种形象注脚，更是城市软实力的体

现。
如果哪一天逛书店不再是一种时髦，消

费主义的夸饰虚荣不再是某些年轻族群的凡
尔赛，而变成一种生活日常，如同国人喝茶西

人喝咖啡，那书店的春天才真正到来。

    近些年来，文娱领域出

现的不良现象和问题，败坏
了行业形象，损害了社会风

气，社会对此反映强烈。中宣部最

近印发的《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
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剑指当下文

娱领域乱象，直击天价片酬、流量
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

改”之风、违法失德等突出问题，
重拳整治，激浊扬清，还一个风清

气正的文化环境。这里，强化评论

担当，直击文娱乱象，是构建健康
文化生态的重要一环。

应该说，文娱领域不良风气
已危害多年。早在 10年前，文化

娱乐界开展了“反三俗”，即坚决
抵制庸俗、低俗和媚俗之风，文

化评论就发挥过积极的舆论引
领作用。

以男性歌手为参赛对象的

“快男”海选舞台上，曾出现过一
群男扮女装的“美少女”，他们擦

着口红、留着长发、穿着短裙、踩
着高跟鞋、头戴蝴蝶结……这些

“美少女”被人们称之为“伪娘”。
一个唱歌节目不比歌唱水平，竟

在比谁更能以“伪娘”形象来博眼
球，岂不是咄咄怪事？！

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也曾

出现一些“拜金女、炫富男”，一些
男女在价值观上“博出位”，炫耀

自己的名车豪宅、百万收入。女嘉
宾一句“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

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名言，风
靡一时。

更有甚者，综艺节目《一站到

底》中，女嘉宾求美大多都穿花裙
登台，但答错题时人会坠落，底下

有摄像机偷拍，坠落裙子被风掀
起，就露出女嘉宾内裤，让“走光”

的不雅镜头直露在荧屏之上。
实际上，“伪娘”也好、“拜金”

也好、“走光”也好，其背后都是金
钱在作怪。电视台需要收视率来

拉动广告，广告商需要收视率来
提高知晓度，节目需要靠炒作低
俗话题来博取眼球，年轻选手们

为求继续留在荧屏上，无所不用其极，底线
由此突破。至于他们是否能唱歌，是否来相

亲，镜头是否会不雅，都不重要了。针对这种

现象，新民晚报当年就发表了《荧屏选秀莫
把肉麻当有趣》《来找配偶还是来找金钱？》

等文化评论，对这种庸俗、低俗、媚俗现象予
以迎头痛击。

尤其是对各地恶性竞争的“相亲节目”
三俗风，我一连发表了《荧屏“炫富男”“拜金

女”冲向何方？》等 12篇文章，对那些肆意玩
弄低俗话题、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节目严厉

批评。记得还引用了时任上海世博会开幕式
总导演滕俊杰的一句话：“一场经济危机，会

影响三五年；而一场文化危机，会影响三五
代人！如此博得的高收视率对社会有害无

益。”

文化批评产生的社会影响

是有目共睹的，它和观众呼声
一起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不久，广电总局就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
管理通知》，严厉整治相亲节目

“三俗”现象，使荧屏不正之风骤
然降温。

可见，文化批评对于营造一
个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舆论环

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一个健康

有序的文化生态，更期待文化批
评的常态化、规范化。

文化成长需要文化批评。但
种种原因，开展积极健康的文化

批评并不容易。如“捧杀与棒杀”
之说就是证明。有人无原则吹捧

以谋取利益；有人无根据棒打以
博眼球。背后，往往都是金钱在幕

后起作用。红包评论就是其中一
个。它让文化评论失去了应有的

客观公正。一些平庸之作、低俗之
作包括没有演技的流量明星，竟

然也能赢得一些公开的赞美之
词，其背后就是红包在悄悄推动。

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文化评论
变得少了。换句话说，评论某种程

度上也在趋向庸俗、低俗、媚俗，
不仅不能起到引领作用，相反，混

淆了观众视听，扰乱了文化生态，
暗中在为文娱乱象推波助澜。

近年来，“饭圈”乱象更让文
化批评迷失了方向。有部电视剧

开拍在即，突遭一个流量明星毁
约，致使剧组陷于瘫痪。流量明星

毁约是因为见利忘义，有更高片

酬让他变卦了。此事的是非十分
清楚，剧组也出于义愤，启动了打

官司、开发布会等程序。但突然
间，一切戛然而止。原因是剧组知

道这流量明星拥有上千万的粉丝
量，无脑粉丝们只要你敢碰一下

他们迷恋的明星，就会疯狂地骂
你撕你，施展网络暴力围攻，把你

一直撕得头破血流，永无休止。既
影响剧组，也影响公司，作品也会
被网络水军所“黑”。剧组由此望

而生畏，被迫暗暗私了。媒体也不敢贸然去

捅这个“马蜂窝”。
流量明星、饭圈乱象是互联网经济的产

物，众多粉丝拥戴，谁也不敢得罪，正不压
邪，让流量明星也变得有恃无恐，也不知何

谓道德底线。这是年轻的流量明星为何问题
频发的根源。

这些年来，文娱领域不良风气的屡禁不
止、死灰复燃有多种原

因，其中就与文化批评的

缺位、扭曲有关。这亟待
我们加以改进和重视。文

化评论的风清气正，驱邪
扶正，清污去垢，正确引

领，这直接关系到文化生
态的健康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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