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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小朱”
和他的书店

一件旧旧的黑夹克，一副格子粗
布的袖套，店里没人时便埋着头整
理、修补手上的二手书，有人来又立
刻前来迎接，脸上是他标志性的笑
容。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满满当当
30万册的旧书，都是他的“宝藏”。
虽然已经年过六旬、头发花白，熟客
却还是亲切地叫他“小朱”——他就
是上海最大的民营旧书店“小朱书
店”的店主朱凤涛。

从上海旧书店四川北路分店的
店员，到自己开店做店主，过去的40多
年，朱凤涛身边总是萦绕着浓浓的书
香。他将书看作无价的瑰宝、灵魂的
伙伴，更看作毕生的事业、人生的意
义。去年当浦东新区塘桥街道的小朱
书店使用到期，面临关闭时，他心急如
焚四处发布“江湖告急”；如今在松江
区云堡未来市安了新家，他仿佛重获
新生，每天干劲满满地规划着未来。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一 小小店铺，多年坚守
朱凤涛摊开双手，两个手掌满满都是粗糙的

老茧。这些老茧他在上海旧书店当店员时就有，
退休后当了“老板”，更是越长越厚。来到小朱书
店的读者总是感慨：这是多么庞大的一座书山，
却不知道这几十万本书都是朱凤涛一本一本收
集、清理、修补、上架的。
从2010年开店，到去年塘桥街道的旧店面

关闭，十多年里，书店所有的事务几乎都是朱凤
涛一手操办。他常常风里来雨里去，到各个书友
家里收购二手书籍，自己打包、运送，有时来回搬
运好几趟也不在话下，手指被锋利的书页划破却
“轻伤不下火线”，也是常有的事。

书搬到仓库，朱凤涛还要修补破损、整理归
类、标价上架，十多年磨炼下来，早已成了“万能
手”。单就捆扎书籍，他就积累了许多的门道。
如果是大量运送书籍，就要用“井字法”捆，这是
他之前从杂货店学到的捆货物的方法，结实牢
靠，不伤书本，绳子解开之后还能二次利用，十分
环保。要是给顾客捆一两本书，就用点心铺扎礼
盒丝带的那种“斜扎法”，方便手提还美观。
也有朱凤涛研究不透的技术，比如修书。他

说：“古籍修复是一门大学问，不仅高校有这个专
业，还有博物馆的很多专家学者都在研究。我只
能把破损得不太厉害的书粘一粘、补一补，希望
为留住文化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
留住文化，就是朱凤涛坚守这间小店的初

衷。他有一句口头禅：“书和人在一起才是书，人
和书在一起才是人。”前半句的意思是没有人读
的书就成了一叠废纸，朱凤涛每每看见人们将旧
书当作废品论斤卖掉就会心疼不已，因为真正可
惜的不是纸张，而是纸张上文字承载的思想内
涵，朱凤涛想做的，就是把这些思想内涵留住，并
找到新的读者。朱凤涛回收书籍时总让人觉得
价格很公道，有些书友甚至担心他赚不到钱经营
不下去，对此他表示：“很多书都是‘宝贝’，我只是
看见了它们的价值。”
口头禅的后半句则是说，读书让人汲取知

识、拥有灵魂，因书而结的缘分更加纯粹和干
净。面对慕名而来的书友，朱凤涛总是非常友
好。如果是一下子买上好几本书的，他就主动抹
个零；要是带着旧书来回收的，他有时还直接让
他们“以旧换旧”，换几本想看的书带回去。
还有读者拜托“小朱”替自己找书，朱凤涛都

不嫌繁琐一一记下。曾经有一位90多岁的大学
教授，拜托他帮忙寻找一本高中数学教材，作为
对青春时代的纪念。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凤涛在
去书友家里收书时，一眼看见书柜上摆着这本教
材，他当即说清缘由，请求书友将书让给他。朱
凤涛回忆：“得知找到这本教材的那晚，90多岁的
老教授高兴得像个老小孩。我感觉这就是开旧
书店的意义，这就是我为书找到的最大价值、最
佳归宿。”

二 几番辗转，落户云堡
可是，仅凭着一腔热爱，很难将一家书店长

期支撑下去。小朱书店一路走来，几经坎坷，离
不开上海各级政府、媒体、企业以及书友的支持。
最早的小朱书店开在塘桥地铁站里，这间店

面也是朱凤涛自己找到租下来的，也是在这里，
朱凤涛积攒下了最早的一批老顾客。然而刚开
了一年，店面就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续租，已经小
有名气的小朱书店面临了开店以来的第一次危
机。一位书友得知这个情况，就将“小朱书店即
将倒闭”的消息发在了微博上，一下子引来上百
家媒体的关注。媒体的帮忙求助，很快就得到了
塘桥社区的援手，塘桥社区文化中心免费为小朱
书店提供了110多平方米的空间，为上海读者留
住了小朱书店。
有求必应、来者不拒的“小朱”，2020年又遭

遇了一次危机。受疫情影响，来买书的读者骤
减，但收购旧书的业务依旧十分繁忙，资金周转
就成了摆在朱凤涛面前最大的问题。“小朱”只好
选择“打白条”的方式收书，好在书友们纷纷表示
理解，他也承诺：“小朱书店的每一张白条，都一
定会兑现。”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书店平安度过了
又一次危机。
去年，塘桥社区文化中心的空间使用到期，

小朱书店再次“江湖告急”，不仅开店成了问题，
仓库里的几十万册图书库存也无处可去。这一

次，政府、企业和书友都伸出了援手，甚至有一位
老读者表示家里80多平方米的地方，可以借给小
朱书店存放书本，还有湖南岳阳远道而来的志愿
者，帮助小朱书店将部分图书捐去了湖南。
松江区副区长陈容得知小朱书店面临的困

境后，大力支持并引荐小朱书店“安家”云堡未来
市艺术文创园区。云堡未来市艺术文创园区集
美术馆、阅读、餐饮、潮玩、艺术众创等业态于一
体。园区当家人方彬表示：“当今旧书店的生存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在困境之中，小
朱书店从未放弃过对文化的执着追求与坚守，这
种精神打动了我们。云堡未来市承担着社会责
任，为打造人文松江的书香之域贡献力量。引进
小朱书店，也是园区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积极探
索与实践，我们期待它能成为连接读者与知识、
文化与艺术的重要桥梁。”
“小朱”接过了橄榄枝，不仅30万册图书有了

去处，而且从今年3月起就在云堡未来市办起了快
闪书集。目前，占据一整层楼500平方米的新店正
在设计装修当中，计划于7月正式对外营业。

三 三代“小朱”，一脉相承
在朱凤涛心里，“小朱”这个名字意义

非凡。
21岁之前，朱凤涛还是一名在扬州老家务农

的青年，上海就已经有一批爱书人认识了“小
朱”——此小朱非彼小朱，而是朱凤涛的父亲。
很多年前，朱凤涛的父亲在上海做着卖书的小生
意，每天推车到弄堂口售卖小人书，久而久之，周
边的街坊邻居以及常来的书友都知道有个“卖书
的小朱”。公私合营之后，朱凤涛的父亲被分配
到上海旧书店工作。直到1980年，朱凤涛被父
亲叫来上海顶替这份工作，“小朱”的称呼也自然
而然地传给了他。
朱凤涛与书的故事，就是从“小朱”这个名字

开始的。所以2010年，退休的他决定重操旧业
开起属于自己的旧书店时，“小朱书店”这个店
名仍旧是不二的选择。

5月11日，朱凤涛刚刚度过了自己的66岁生
日，他笑称“其实已经是老朱，还不服老要自称小
朱”。但当他从书架上寻觅到某位读者拜托他留
意的书目、当他为许久无人翻阅的旧书找到新的
主人时，他眼里闪烁的光又让人仿佛看见了40年
前那个20多岁的小伙子。
在搬来松江之前，朱凤涛正着手将这份“家

族产业”交到儿子手上。不过，经历了搬家之后，
他有了新的想法。新的小朱书店是在松江区政
府以及云堡未来市艺术文创园区的支持下才开
起来的，朱凤涛也觉得书店应当服务于更多市民
游客。所以，第三代“小朱”将不再是一个人，而
是曾帮助小朱书店渡过难关的园区、政府部门工
作人员，愿意为小朱书店出力的民间团体、志愿
者，以及所有爱书、惜书的伙伴和朋友。

四 旧雨新知，书香不绝
正在举办的小朱书店快闪书集上，朱凤涛

每天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新老读者，仿佛流动
着的血液，让这间已经十几岁的旧书店重新焕
发生机。

78岁的刘兆荣是小朱书店十多年的老朋

友，上个周末，他专程坐了两小时地铁来看看
“小朱”。今年年初，他照例去小朱书店淘书，
才得知书店搬到了松江，“虽然比以前离我远
了些，但我还是会来的，这是我不可或缺的精
神家园”。
也有很多松江居民，成了小朱书店的新读

者。邬佳文、邬妙聆父女散步时偶然看到书店正
在招募“一日店长”，邬佳文便鼓励刚满10岁的小
女儿趁着五一假期来报名。邬妙聆不仅体验了
旧书店的工作，还听到了朱凤涛和许多读者分享
的阅读故事，和“小朱老师”成了忘年交。短短半
个月，邬妙聆一家已经成了店里的常客，她说：
“我也想帮人找回与书之间的情感。”

来当“一日店长”的不仅有小朋友，还有学
者、大咖。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聂峰
不仅来体验店长工作，还向小朱书店赠送了自
己的两本有关上海金融发展历史的学术著
作。他说起自己在日本游学时的经历：“旧书
承载的不仅仅是文化思想，还记录着一个地方
的历史文脉。国外很多地方都有著名的旧书
店，许多国内学者会专程去淘书。像上海这样
的文化大都市，也一定要保护好民营旧书店，
盘活旧的书籍，让这座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得以
传承发展。”
朱凤涛的书友遍天下。上世纪80年代，

他还在上海旧书店工作时，就和一位法国读者
小麦姐结下跨国友谊。这位姑娘长相有些偏
亚裔，穿着朴素，也会说中文，但细心的朱凤涛
还是在接待过程中发现她“口音不太地道”，询
问之下果然是一位来上海求学的法国留学生。
小麦姐每隔一两周就要来店里淘书，聊天中

朱凤涛了解到她在寻找一本《辞海》，用来学习中
文，于是帮她留意，找到了这本当时十分紧俏的
《辞海》。后来，小麦姐假期回国，开学回上海给
朱凤涛带来一瓶法国香水当作谢礼。小麦姐毕
业要回法国了，朱凤涛送给她一副对联，让她“带
点中国的文化回去”。几十年过去了，二人偶尔
通信，现在仍有联络，成为了跨越国界的好朋
友。朱凤涛说：“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小小
的一本旧书，就是人的灵魂和思想的载体。我这
个小小的旧书店员，也为中法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法文化的交流作过一点小小的贡献。”
在新的空间，朱凤涛有许多新的想法。他

说：“除了售卖旧书，以后我还想多举办一些活
动，除了‘一日店长’，还可以办读书会、作家见
面会等，把小朱书店变成真正的公共文化服务
空间。”他还有把线下书店发展到线上的想
法。最初，在许多社交平台都有一帮“自来水”
书友口口相传，推荐小朱书店。随后在园区工
作人员和一些书友的帮助下，小朱书店开起了
视频号。朱凤涛还对近些年流行的“直播带
货”跃跃欲试，不过他也表示：“如果我做直播，
就不能只是卖书，更重要的是带大家了解书店
的氛围，帮大家淘好书，与同样热爱阅读的朋
友交流。”
这些想法，朱凤涛有信心未来都能够实

现。他说：“上海是一个充满书香的城市，是一
个文化氛围浓厚、拥有无限可能的地方。正因
为开在上海，小朱书店才能开到现在，以后也
一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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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凤涛（右）教“一日店长”打“井”字结

■ 搬家多次，“小朱书店”是不变的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