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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字给了生活温暖的理由， 那么一个舒适、 安静的阅读场所， 就是一个个 “心灵驿站”。 过

去， 这个驿站在上海的各大图书馆， 在洒满阳光的街角书店。 但如今， 时空无限延长， 在夜深人静的

上海， 深夜书房的灯火一盏盏点亮， 张开臂弯， 用浓浓的书卷香填满城市长夜。

夜上海， 谁会轻叩深夜书房的大门？ 为何会选择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驻足？ 本报记者追随城市变化

的脚步， 探寻其中的温馨故事。

深夜书房

温暖的灯光照亮城市长夜

政企合作
为“夜路”点“心灯”

深夜图书馆创新运作模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图书馆是个朝

九晚五的场景，开设深夜图书馆，是件不

可想象的事。
但如今在上海， 就有不少图书馆走

上了“夜路”，这其中的一些图书馆是设

在社区、商圈的无人借书柜，也有的图书

馆通过政企合作的方式 ，探索出 “24 小

时 15 分钟文化圈”的新模式。

无人科技改造传统图书馆

凌晨 1 点， 在创智天地某 500 强企

业工作的白领徐晓辉结束加班后， 并没

有径直离开公司，而是在大堂稍作停留。
他用手机在无人借书柜的屏幕上扫了扫

二维码，一个空书柜应声打开。他将一本

书还了进去，紧接着又扫了一次二维码，
这一次则是取出了一本书，“这是我昨天

晚上线上借的， 中午就提示已经送到借

书柜了。 ”
一来一去，不过两分钟时间，但徐晓

辉已经完成了还书和借书的工作。 他觉

得很方便，“我来上海不到三年， 平均每

年换一次工作，租的房子不固定，工作也

忙， 到图书馆借书的方式不适合我，但

24 小时借书柜就很方便。 ”
无人科技是项新技术，除了灌溉商

业 ， 它与图书馆的结合也正在 改 变 生

活。 “这些智能书柜的出现，能够让阅读

服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上海市

杨浦区图书馆馆长潘立敏告诉记者，长

期以来，杨浦区北部区域文化资源及设

施比较缺乏，而南部区域的文化资源和

设施虽相对较多， 但布局不够合理，这

种 24 小时借书柜的出现， 能充分解决

文化设施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象，
也能让脚步匆匆的白领同样享 受 阅 读

的乐趣。
记者采访发现， 无人借书柜去年 9

月在杨浦区率先现身之后， 已经迅速在

上海各个区“扎根”，如今在静安大悦城

等商圈都能见到。在运作上，无人借书柜

主要采用“区图书馆+技术企业+信用机

构” 的政企合作模式。 政府贡献图书资

源，开放一定的数据库，企业则提供技术

支撑和信用数据， 运用科技的力量推进

城市的文化与信用建设。

找到共赢点
图书馆也是个“香饽饽”

再过几天， 江川街道城市书房的第

三家门店沧源店就将开门迎客。 有了城

市书房碧江店、 凤凰店持续高人气的底

气，这一次，江川图书馆副馆长金蝉的心

很定，“实践证明，24 小时无人值守的图

书馆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
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来自无人值守的

便利。 在这里，门禁是刷卡进出的；一叠

10 本书放到自助借书柜上，可实现无缝

借阅；室内六个探头直连派出所，保证了

读者的安全……这些日常工作交给了机

器，人们就可以 24 小时随时推开图书馆

的大门。
近些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

市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增长， 公共文化如

何才能在纷繁、复杂、多元的现代生活中

跟上时代发展脉搏， 新技术支撑能带来

运营的新思维。金蝉告诉记者，城市书房

是沪上首家以政企合作模式运行的无盈

利纯公益图书馆，“图书由区和街道图书

馆提供，技术选择购买第三方服务，场地

则由街道、社区、企业拿出场地。 ”
小小的思维转换， 激发了市场的大

热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商铺、房产开

发商、小区物业都相当愿意提供场地，甚
至无偿赠送精品装修“筑巢引凤”，从他

们的角度出发，这是打造文化商圈、提高

社区品位的直接表现， 政企合作带来的

是共赢。

深夜书店
如何优雅地生存

民营书店探索“夜间商机”

对于自力更生的民营书店来说，开

一家深夜书屋是需要勇气的。
今年 1 月 6 日， 大隐书局在创智天

地开出了多年探索后的首家深夜书店。
深夜里探访，它就像是一个静谧的美人，
充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情怀。
但情怀归情怀，经营归经营，如何拥抱情

怀而不失理性？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次

来到了大隐书局。

情怀可坚守，现实需摸索

大隐书局终于开出了第一家深夜书

店，但去过的消费者都知道，深夜书店只

开放了局部区域———位于一楼的小部分

空间会在晚上 10 点之后照常营业，但楼

梯以下最深广的书店“腹地”，依然会随

着商场的关闭一同熄灯。
为何只是局部开放？ 大隐书局总经

理何旋的回答很直接———成本。“深夜书

店的成本是要翻倍的， 我们必须计算得

失，要量力而为。”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正常关门的书店，员工做一休一，也就是

说，一个岗位需要配备两个人，但在深夜

书店，一个岗位就需要三个人，每个人的

综合成本是 1 万元/月， 如果 1300 平方

米的面积全部开放“深夜时间”，每个月

的成本起码需要多支出 10 多万 元 ，对

于利润微薄的书店来说 ，是 “不可承受

之重”。
如今，在一楼的空间里，每个夜晚有

两名员工驻守，负责整理书柜，为夜读者

提供些咖啡饮品和饼干小食， 也在悄悄

试探着深夜的商机。
何旋告诉记者，过去一个多月，深夜

10 点至凌晨 2 点 ， 平均每天会迎来约

100 位“夜访者”，到了周末，客流量会更

大一些。这个数字已经出乎了他的预期，
“深夜阅读并非刚性需求，达到这个数量

级， 与附近有十余所知名高校和百余家

科研院所息息相关， 也给了我们继续尝

试的信心。 ”

小心地试探，大胆地畅想

一年半前， 大隐书局在淮海路武康

大楼开出了上海第一家店。 正式营业那

天， 大隐书局创始人刘军曾写过一篇文

章———《为守望者暖茶，为夜行人燃灯》，
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大隐书局的宗旨。

虽然目前大隐书局的深夜书房只开

放了部分空间，只营业到凌晨两点，但这

显然只是一个开始。刘军坦言，书店正在

进行压力测试，在书品选择、营业时间、
开放空间之中， 寻找最契合读者需要的

状态。
需求决定供给关系， 从买书这种刚

性需求来看，书店或许达不到 24 小时经

营的能力，何旋琢磨着，未来是否能引入

更多的“深夜文化包”，比如做一些“大隐

夜话” 的文化类访谈， 或是与一些深夜

FM 做互动节目等， 根据读者的需求做

空间的延伸和时间的延长。
前不久，申城另一家“深夜书房”刚

刚谢幕，在外人看来，有些可惜；但在何

旋看来， 却对这份事业多了一份敬重：
“这不是一种结束， 而是一个时代的开

始， 说明书店从 1.0 时代迈向 2.0 时代

的途中，大家都在前赴后继地尝试。 我

相信 ，我们最后会找到一种方式 ，为夜

行 人 点 燃 漫 漫 长 夜 里 的 一 盏 阅 读 之

光。 ”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子夜拼图：深夜书房里的那些访客
“董大姐， 今天是我考前最后一

天来看书啦， 周末就要去考试了， 祝
我好运哦！”

这是深夜 10 点 ， 闵行区江川碧
江生活广场城市书房里的一幕。 说话
人是医院的一位护士， 说话对象是 24
小时城市书房的志愿者董文美。

若不是做这份志愿者工作， 董文
美从来没有想到深夜的阅读大军竟也
是那么可观， 那么缤纷多彩， “我原
以为晚上不会有人踏入图书馆， 但事
实远超想象。”

白 天 有 白 天 的 繁 华 ， 深 夜 有 深
夜的 温 柔 。 当 深 夜 的 城 市 书 房 灯 光
亮起 ， 我 们 从 值 班 者 和 来 访 者 的 口
述中 ， 拼 出 了 一 幅 深 夜 访 客 的 全 景
画面 。

考试大军是常客

与董文美打招呼的小护士， 董文

美从来没有问过名字， 但来的次数多

了， 便也知道些底细。
“她是我们对面医院放射科的护

士 ， 最近有个考试 ， 不上班的 时 候 ，
就在这里复习备考， 最近连续来了两

个月了， 有时候从早上 7 点一直待到

深 夜 12 点 才 走 。 ” 董 文 美 说 ， 小 护

士 喜 欢 坐 在 二 楼 走 廊 边 的 位 置 上 ，
旁 边 的 书 架 上 堆 满 了 急 救 和 护 理 的

专业书籍 。
董文美也曾好奇地问过： “这里

可 以 借 书 ， 你 为 什 么 不 把 书 借 回 去

看 ？” 那位护士回答 ： “因为 这 里 环

境好。 住的房子是两个人合租的， 回

家看书会分心， 影响学习效率。”
环境是一个 很 诱 人 的 场 景 氛 围 。

碧江生活广场的这个城市书房， 早已

褪去了昔日街道图书馆的那种刻板模

样 ， 变 身 成 为 高 颜 值 的 文 化 休 闲 场

所 ： 排列有序的书架 、 舒适的 沙 发 、
宽大的书桌、 时尚的高脚凳， 兼具图

书馆的功能， 又多了家的温暖。
深夜书店也是如此。 大隐书局创

智天地店是一家开到凌晨两点的深夜

书店， 在这里， 你能明显感受到一些

为深夜所特别安排的格局。 比如， 书

和灯的交相辉映， 一盏盏射灯恰好投

射 在 书 桌 上 形 成 温 暖 的 光 圈 ， 看 起

来， 像是可以缩短夜的漫长。
事实上， 选择在闹中取静的杨浦

区创智天地开店， 大隐书局看中的就

是这里的人流特色。 “创智天地附近

是沪上几所知名高校的聚集地， 也是

白领和创业者的夜生活汇聚地， 有客

观存在的独特环境 。” 大隐书 局 总 经

理何旋透露 ， 这也是 “一店一 特 色 ”
的大隐书局决定尝试深夜书店的重要

原因 。 事实证 明 ， 从 深 夜 10 点 到 凌

晨两点光顾这里的人， 大部分都是考

试人群———许多莘莘学子将这里当成

了自修教室。
“不 同 的 时 间 段 ， 有 不 同 的 人

群 。” 做了大半年志愿者服务 ， 董 文

美总结出了自己的心得： 晚上 8 点到

10 点 ， 做 功 课 的 学 生 族 、 饭 后 散 步

的 中 年 人 会 填 满 图 书 馆 ； 但 到 了 10
点之后 ， 中老年人出没的痕迹 变 少 ，
大部分是白领和通宵熬夜的考 试 族 。
一位 20 多岁的 实 习 生 ， 下 班 后 喜 欢

来 24 小时城市 书 房 看 书 ， 每 天 都 要

过了深夜 12 点 才 走 。 有 一 次 ， 她 对

董女士说， 深夜书房的灯半夜开得太

亮了， 浪费电， “以后如果我是最后

一个走的读者， 我就随手关掉几盏灯

吧。”
在此后的深夜里， 这个深夜书房

总是有人会在出门前关掉几盏灯， 但

也总会为后来者留几盏灯。

不归家有各自的理由

时 针 走 向 深 夜 10 点 ， 小 伙 子 董

方走进大隐书局， 从书架上找了一本

《局外人》， 坐下来一页页翻看。 他是

路过这里的———早上从浦东到浦西来

开 会 ， 晚 上 与 朋 友 一 起 吃 饭 ， 晚 饭

后， 朋友们去酒吧了， 他想出来寻个

地方坐坐， 便误打误撞走进了书店。

晚 上 10 点 多 ， 有 员 工 端 来 一 盘

小点心， 悄悄放在一隅。 “这些都是

免费的， 饿了随便拿， 自助茶水也有

的 。” 员工轻声提醒着仍在书 店 读 书

学习的夜访者。 董方略有些吃惊， 不

禁问了句， “免费的？ 那书店会不会

亏本 ？” 员工回了个笑容 ： “就 是 点

小饼干 ， 亏不到哪里去 。” 董 方 的 心

头立时变得暖融融的。
“之所以称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

为深夜书房、 城市书房， 是希望这里

成为家庭书房的延伸处， 成为城市灵

魂的栖息地， 为莘莘学子、 城市夜归

人保留一盏心灵的明灯 。” 大 隐 书 局

创办人刘军这样形容 “深夜书房” 的

内涵。
在深夜书房， 不归家有各自的理

由 。 28 岁 的 史 江 华 是 住 在 闵 行 区 碧

江生活广场附近的一位安防工 程 师 。
自从去年四月 24 小 时 城 市 书 房 开 张

之后， 他便成为了图书馆的常客。 常

来， 是因为方便， “从我家到图书馆

只 有 一 个 饭 后 散 步 的 距 离 ， 十 分 方

便 ， 现 在 我 晚 上 只 要 有 空 就 会 来 坐

坐， 翻翻书， 比家中更有阅读气氛。”
史江华说。

“这里没有门槛， 只要你愿意看

书 ， 书房就为你敞开怀抱 。” 董 文 美

告 诉 记 者 。 城 市 书 房 刚 刚 开 张 的 时

候 ， 并没有设计亲子阅读区 。 后 来 ，
来的读者多了， 许多人提出了开辟亲

子阅读区的建议。 于是， 城市书房立

刻 在 二 楼 专 门 辟 出 了 一 块 亲 子 阅 览

室 ， 购置了可随意堆放的懒人 沙 发 ，
并添置了大量亲子阅读书籍 。 渐 渐 ，
这里成为书房里最热闹的地方， 几乎

每个晚上都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这里

读上几页书。 周末的晚上， 二楼亲子

阅读区更是人满为患， 经常要持续到

深夜 11 点才慢慢散场。

每个人都是深夜书房的主人

闵 行 区 目 前 有 三 个 不 打 烊 的 城

市 书 房 ， 在 这 里 值 班 的 是 一 套 自 助

系 统 ， 人 们 只 需 要 刷 身 份 证 或 者 借

书 证 就 能 进 入 书 房 并 借 还 书 籍 。 平

时 会 有 志 愿 者 轮 流 值 班 ， 做 一 些 打

扫 卫 生 、 为 图 书 分 类 、 读 书 活 动 筹

备等工作 。
硬件问题解决了， 但软环境如何

营造？ 在去年四月城市书房刚刚开张

时， 江川图书馆副馆长金蝉是有些担

心的： 图书馆的设施会被损坏吗？ 如

果碰到极端恶劣天气会怎样？
恶劣天气真的出现了， 但事情的

发展却超乎她的想象。 金蝉清晰地记

得 ， 去 年 夏 天 上 海 下 了 一 场 特 大 暴

雨， 到深夜依旧大雨倾盆， “我当时

接到电话， 说雨水来不及排， 都倒灌

到 城 市 书 房 碧 江 馆 里 ， 十 分 担 心 。 ”
但当她赶过去的时候却看到深夜里所

有的读者都在一起帮忙堵水、 往外舀

水， 并把书本都搬到安全的地方。
同 样 的 事 也 发 生 在 几 公 里 之 外

的 凤 凰 馆 。 有 一 次 ， 金 蝉 深 夜 接 到

电 话 ， 说 凤 凰 馆 里 的 空 调 漏 水 ， 而

地 上 有 插 座 ， 有 巨 大 的 安 全 隐 患 。
但 当 她 赶 到 图 书 馆 ， 却 发 现 漏 水 处

的 书 籍 都 搬 走 了 ， 有 人 用 桌 椅 围 住

了 隐 患 处 ， 还 写 了 贴 士 。 金 蝉 至 今

不知道 ， 那个好心的读者是谁 。
金蝉被儿子吐槽有“两个娃”———

白天忙着街道图书馆的工作 ，晚 上 和

其 他 同 事 轮 流 照 顾 “24 小 时 书 房 ”。
有 时 候 碰 到 刮 风 下 雨 ， 金 蝉 放 心 不

下 ， 晚上 10 点 多 还 要 让 老 公 开 车 送

她去书房看看 。
环 境 会 塑 造 人 ， 当 一 个 美 好 的

阅 读 空 间 使 人 产 生 家 的 感 觉 ， 每 一

个 人 都 会 有 想 要 保 护 它 的 意 愿 。 陆

晓 燕 是 附 近 的 居 民 ， 前 段 时 间 一 直

琢 磨 着 为 图 书 馆 换 上 节 能 灯 ， 因 为

24 小 时 开 放 的 书 房 耗 电 太 厉 害 ； 史

江 华 的 职 业 是 安 防 工 程 师 ， 有 一 次

大 风 把 门 禁 弄 坏 了 ， 他 主 动 连 夜 修

理 ， 如 今 的 门 禁 2.0 版 本 甚 至 还 优

于原始设计……
“深夜书房是一 个 城 市 居 民 身 边

温暖的文化符号 ， 而来这里的 人 们 ，
本身就是一道文化风景。” 金蝉说 。

■本报记者 徐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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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4 小时的城市书房成

为了暗夜里明亮的一颗 “星”。
图 2： 营业到半夜的大隐

书局， 已成五角场创智天地的

新地标。
摄影 本报记者叶辰亮
图 3： 寒冷的冬夜， 温馨

的书房让都市人放慢脚步。
图片 视觉中国

图 4： 闵行城市书房二楼

设 有 独 立 的 休 闲 空 间 ， 半 夜

里 ， 在里面可以轻松地躺着 、
甚至还能做瑜伽。

图 5： 读者只需身份证或

读者证就可以进行 24 小时自

助书籍借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本

报记者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