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体书店产业升级，
为城市生活创新美学体验

沪上一批新开书店嵌入社区生活肌理，培育新场景、新体验、新空间

你理想中的实体书店是怎样的模

样？ 昨天世界读书日上海新开的多家

书店至少给出了三种“提案”———率先

开启“无人”智能设计的志达书店升级

版 ，直接刷脸的 “新零售+”模式未来

感十足，走的是酷炫科技路线；精心上

架众多限量版 中 外 古 董 书 的 思 南 书

局， 历史建筑外壳里包裹着诚挚温暖

的人文情怀； 坐拥得天独厚上海作家

协会资源的作家书店， 是众多文学爱

好者的“打卡”圣地，当你摩挲着心仪

作家签名本和系列周边设计， 与文学名

家面对面时， 书店深耕原创纯文学细分

领域的辨识度令人过目不忘……
如果说， 过去几年不少话题的讨论

停留在书店里要不要加入咖啡、 文创产

品等， 如今人们已经不讶异于餐饮咖啡

等商业业态入驻书店， 而是更期待实体

书店培育出新场景、 新体验、 新空间，
升级为多元文化方式体验场所， 借助品

牌内在的积累， 予人眼前一亮、 心跳加

速的感觉。 继去年新开 20 余家各具特

色的实体书店后， 上海今年内又将推出

十余家蕴含创新因子的实体书 店 。 其

中， 不少书店引入了新零售和消费升级

概念， 让众多喜爱阅读、 希冀提升未来

生活品质的市民拥有了更多自由选项，
也为城市文化综合体持久赋能， 为当地

街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来到新书店， 读者找寻或邂逅的不

单是图书或产品， 更是书店的品牌和服

务所营造的 “综合人格” ———这家书店

是充满智慧的渊博老者， 还是走在时尚

前沿的潮流人士？ 是沉静内敛的小家碧

玉， 还是光芒四射的社交明星？ 学者顾

晓鸣说， 眼下评估一家实体书店的综合

魅力值 ， 书店力 、 设计力 、 场 景 营 造

力、 街区导流力， 都是关键维度， 换句

话说， 好的书店就像 “定海神针”， 加

重了所在街区的分量， 成为思想火花迸

发的城市文化聚合地。
如今， 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等

技术的智能互动 ， 让书店通过 技 术 升

级、 营销升级、 服务升级， 完成了从购

物空间到文化空间， 再到生活美学的转

变。 上海这批新出现的实体书店为城市

增添新型阅读文化品牌、 文化样本、 文

化地标的同时， 将培育孵化出可持续发

展的文化新生态， 给生活带来更多全新

美好体验。

■世界读书日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李思文

■本报记者 许旸

又到一期一会朗读时
央视《朗读者》第二季播出在即，朗读亭昨重回上海

上一个春天在上海排队排成 “网

红” 的朗读亭又来了， 一年前点燃朗

读热潮的 《朗读者》 也回归在即。 新

一季 《朗读者》 暂定于 4 月 28 日起每

周六晚在央视一套播出。 朗读亭则先

行一步， 于昨天世界读书日重启。 包

括复旦大学在内， 全国共有七所高校

联动， 举行了朗读亭特别活动。
据悉， 新一季节目自今年春节后

开始录制。 目前已确定的嘉宾包括姚

明、 胡歌、 潘建伟、 薛其坤、 李彦宏、
王石、 宗庆后、 罗大佑、 余华、 阿来、
袁泉、 朱德庸等， 照例是文化、 体育、
科技、 商业等各界名人汇聚。 表现形

式也仍是文学与人生、 朗读与访谈的

结合。
《朗读者》 的回归备受瞩目， 这

毋庸置疑， 只要看看多少人在春天带

着心仪的书走进朗读亭便知。 昨天午

前的上海， 天气闷热异常， 但位于复

旦大学的朗读亭外还是排起了 队 伍 。
除了在校生， 还有专程从外地赶来参

加活动的有心人。
来自安徽淮南的语文老师郑小妹

成为了复旦朗读亭的第一位朗 读 者 。
踏入心心念念的小亭子那刻， 距离她

抵达上海还不到 16 小时。 “我一直很

热爱朗读， 去年在上海凑巧参加了朗

读亭活动， 觉得很有意义， 得知活动

又要举行， 特意请了假过来。” 郑小妹

朗读的是父亲在她上大学那年给她写

下的信， 读到动情处， 潸然泪下。 之

后，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方

娟在亭内读完了诗人江河的 《母亲和

我》。 她告诉记者： “当我决定要来朗

读时，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平日里对

父母当面说不出来的感谢和爱表达出

来。 亭子里安静和专业的氛围让我内

心也觉得很平静。”
对于这些普通朗读者而言， 或了

却一桩心愿， 或达成某种内心的平和，
都 是 可 贵 的 朗 读 所 获 。 因 此 ， 哪 怕

“路上数小时， 朗读几分钟”， 他们都

说 “值”。 这一切能用一段获奖感言做

注脚。
不久前的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

奖典礼上， 《朗读者》 第一季摘得电

视 栏 目 文 艺 大 奖 ， 董 卿 感 慨 万 千 ：
“我做了 《朗读者》 后， 很多作家遇见

我会说， 董卿， 谢谢你， 你在电视屏

幕上为文学留出了一片天地。 但其实

他们不知道， 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过程

中， 我无数次在心里说， 谢谢你们所

有用命在写字的人， 这些文字给世界

带来了光， 而如何让这道光照亮在更

多人的头顶， 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经典文学的力量， 是任时间长河如何

奔腾， 都能沉淀在人们的心灵河床上，
只待一个契机， 就能被唤醒。 《朗读

者》 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契机。
硬币的另一面是， “续集” 难做，

这在业界公认； 文化类节目创新， 更

是难题一道。 尤其是第一季节目走红

后， 仿佛一夜之间， 电视节目、 线下

活动、 微信公众号， 到处都有与朗读

相关的内容。 各方共同营造热烈氛围

的同时， 也在短时间内折损了朗读的

新鲜感、 仪式感， 缩减了文本的选择

面。 对此， 身兼制片人、 总导演、 主

持人三职的董卿坦言： “目前的综艺

生态其实并不好， 有些平台迫于生存

压力， 会很简单粗暴地复刻， 由此确

实会出现同质化的节目形态。 但对我

们而言， 标准就是自己。”
虽然从外界看， 是观众趣味的提

升 、 节 目 生 态 的 变 化 ， 在 “ 倒 逼 ”
《朗读者》 进步。 但是董卿很清楚， 也

很坚定： “我们一直想要超越的， 就

是自己 。” 她告诉记者 ， 嘉宾 人 选 和

读 本 呈 现 ， 是 他 们 节 目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最大的魅力， 因为这其中蕴涵着

节目想表达的思想与价值观， 值得思

量再三。
“观众觉得最好看的地方， 往往

就是我们最难的地方。” 节目录制仍在

推进中， 董卿常与团队一起工作到晨

光熹微时： “做好节目， 我们不惜时

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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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田壮壮：
拍电影是为了生命和爱的意义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盛典，第五代电影人获特别表彰

前晚， 《影耀东方·第九届中国电

影导演协会 2017 年度表彰盛典》 在东

方卫视播出。 张艺谋、 李少红、 冯小

刚 、 张建亚 、 杨凤良 、 章明 、 陆 川 、
程耳等业内顶尖影人盛装出席， 共同

见证不断壮大的中国电影导演力量和

始 终 坚 守 的 电 影 品 质 。 盛 典 揭 晓 了

2017 年度导演等九项大奖。 终评委主

席张艺谋表示， 今年评选的感触之一

是好电影很多， 让人们对中国电影未

来充满希望。
恰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 盛典特将

年度特别表彰授予中国电影第 五 代 ，
褒奖他们用一部部经典的银幕作品记

录了国家的跨越式发展， 在类型化创

作、 市场化转型和工业化升级上不断

取得进步， 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

成果。
2017 年 全 国 一 共 上 映 397 部 电

影， 电影总票房达到 559.11 亿元， 其

中国产电影 307 部， 电影票房 301.04
亿元， 占票房总额的 53.84%。 今年 2
月起， 陆川等五位初评委从中选出了

25 部入围影片， 导协 370 多位成员公

投出 15 部提名影片， 张艺谋等九位终

评委评选出年度导演等九项大奖与第

三届 “青葱计划” 的五强学员。
本届获奖作品风格非常多元， 不

少年轻影人脱颖而出。 《老兽》 中陌

路癫狂的沉浸式表演， 让涂们获得年

度男演员， 该片也让周子阳成为年度

青年导演。 周冬雨用 “甜而不腻的少

女情怀”， “逆袭” 了资深演员周迅、
张艾嘉等， 获得年度女演员。 游晓颖

和张艾嘉凭 《相爱相亲》 分获年度编

剧和年度港台导演。 郑大圣的 《村戏》
则得到了年度特别表彰。 初评主席陆

川曾透露， 初评时为了力争不留遗珠，
评委争论得很激烈。 陆川还表示， 青

年人是每个行业的希望， 全力支持他

们是应该做的， 每年都能看到很多青

年导演拍出优秀的作品。
“在 20 世 纪 承 上 启 下 的 历 史 节

点， 第五代电影人从题材和样式到主

题和意义， 从电影的造型语言、 叙事

构成直到美学本体， 全方位地将中国

电影带入现代， 并走向世界。” 谢飞等

北电 78 班的老师揭晓了该奖项， 张艺

谋、 李少红、 田壮壮等上台领奖时都

非常激动。 田壮壮表示： “社会让我

们知道什么是爱和责任， 我们是用命

在做电影。” 张艺谋补充： “我们现在

还能拍电影， 已经不是为名为利， 而

是爱这个事业。”
导演是电影制作的核心力量， 导

协也在新人培养中有团体使命。 打通

电影发展脉络为目标的 “青葱计划”，
因此也成为 “第五代” 导演们颇为重

视的一个环节。
张艺谋表示， 扶持青年导演是很

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电影行业需要年

轻人带来创作活力。 第三届 “青葱计

划” 自 2017 年 11 月启程以来， 集结

了 47 位业内知名影人为青年导演传授

经验。 高临阳的 《团圆》、 梁鸣的 《对
岸是否艳阳》、 毛泽翔 （团队） 的 《野
马》、 王猛的 《春心荡漾》 以及姚文逸

的 《野摩托》 为本届青葱五强， 将获

得国家电影局颁发的一百万元扶持金，
并开启院线电影之路。

此前的 “青葱项目” 中， 王强导

演的 《被阳光移动的山脉》 已斩获上

海电影节新锐制片人奖等众多 奖 项 。
“青葱计划” 将第五代电影人对艺术的

追求传承下来， 聚集更多优质创作资

源、 推进了全产业链的配合发展。

梧桐树下，思南书局营造暖心书房
专业选书团队跟踪中外出版动态，为上海文旅商生态注入全新书香元素

“这扇门通往了更广阔幽深的精

神世界， 让复兴中路 517 号这栋历史

保护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以后爱书的

人听完思南读书会， 再到思南书局里

逛逛， 不晓得多惬意。” 当 84 岁法语

翻译家、 思南读书会年度荣誉读者之

一马振骋接过钥匙， 与退休工程师许

树建、 思南书集营业员代表包之梦一

起， 开启思南书局的大门时， 许多前

来探店的作家、 读者纷纷举起手机记

录下书店面世迎客的瞬间。 昨天下午

忽然来到的急雨滂沱， 丝毫没有影响

读者的热情。
正式 揭 牌 的 思 南 书 局 ， 是 一 家

365 天在线、 为上海文旅商生态注入

全新书香元素 的 新 型 书 店 ， 与 思 南

街区文 化 氛 围 相 得 益 彰 。 “思南书

局不仅仅是单一的书店， 它从上海书

展 、 国际文学 周 、 读 书 会 、 选 刊 而

来， 是思南精神的延续。” 作家孙甘

露这样说。
四年来， 从一周一次的思南读书

会， 到连续 60 天的快闪书店， 再到

每天开放 10 小时的思南书局实体店，
思南文化品牌 IP 效应惊人， 见证了

上海出版文化界探索新型阅读文化空

间的足迹。 思南书局这座掩映在梧桐

树下的摩登城市书房， 成为向海内外

作家、 学者、 市民敞开怀抱的常态化

城市文化客厅。
砖红墨绿相间的撞色设计， 镂空

书架与沙发桌椅交错， 转角遇见小而

美的交流空间， 顺着螺旋扶梯往上，
四层楼的思南书局就像迷人的书香宝

矿。 抬头看见书店设计的 logo， 正是

一只知识之鸟栖息在看书、 看世界的

观点之上。
“以前在查令十字街和神保町西

文书店里， 楼上楼下找书的那种乐趣

在思南书局重现了。” 出版人、 翻译

家黄昱宁探店 后 的 感 叹 ， 引 发 了 许

多 共 鸣 。 在 极 富 历 史 感 的 环 境 里 ，

思南书局配置了近万种中外文 的 人 文

学术图书及一系列阅读文化单 元 ： 一

楼选配近 2500 种 历 史 、 哲 学 类 图 书 ，
设 有 读 者 专 属 书 房 ； 二 楼 是 主 入 口 ，
内设书局推荐榜单 、 伦敦书评 书 店 新

书榜单， 精选近 2000 种中外文学图书

及品牌杂志 ； 三楼主打中外文 艺 术 类

图书等 。 近 200 个 版 本 的 西 文 古 董 书

与旧版书 ， 为喜爱外文哲学 、 文 学 珍

稀版本的收藏者提供了机会 ， 一 版 一

印 的 1886 年 30 卷 《 狄 更 斯 全 集 》 、
1670 年 第 一 版 斯 宾 诺 莎 的 荷 兰 文 版

《神学政治论 》、 乔伊斯 《芬尼根的守

灵夜 》 1935 年第一个英文版本……这

些令资深书虫两眼放光的珍藏 限 量 版

图书， 都在书架上静候知音。
有人说， 书店的灵魂在于选书。 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专门组建的选书专家团

队， 长期跟踪、 捕捉和遴选当下最新优

质的中外文版图书品种。 这正是 “书店

力” 的直观体现———把好书和阅读放在

重要的位置， 重构陈列和编辑的方式，
不再按照传统的图书馆分类法， 更多按

照兴趣以及推荐的内在逻辑， 与文创产

生更多链接。
年度读者之一许树建参加了整整四

年的思南读书会活动， “打卡地图” 上

又多了思南书局这一城市文化地标。 他

说： “读书沙龙的交流碰撞让我看到世

界丰富的宽度和无限的深度。” 让他欣

喜的是， 接下来思南书局还将举办一系

列 阅 读 文 化 活 动 ， “思 南 下 午 茶 ” 、
“一 个 人 ” 系 列 文 化 活 动 、 “二 人 书

房”， 还有美食日、 时尚日等和生活密

切相关的活动， 给读者提供更多独特的

文化体验。

“刷脸”进店，即拿即走，14年老店焕然一新

全国首家智慧无人书店落地上海

树荫浓密的国权路上， 咖啡屋、
便利店一早开始忙碌。 普通又熟悉的

城市日常， 在昨天一早有了变化。 随

着一扇蝴蝶翅 膀 似 的 连 体 门 朝 外 打

开， 志达书店门口， 一方电子屏幕亮

起荧光。
走进书店，站在感应区，拿起手机

“刷脸”，店内“二重门”便自动打开。接
下来的选书、支付全程无人干扰，即拿

即走。 开了 14 年的志达书店，携手天

猫率先开启书店的“无人时代”，成为

全国第一家智慧未来书店。

“新零售+”让实体书店
更开放、更智能

“进门之后， 有摄像头对着我扫

描， 手机绑定支付宝之后就能进来买

书了。” 一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

学 的 女 孩 惊 讶 于 志 达 书 店 的 变 化 。
她说 ， 志达书 店 是 自 己 小 时 候 常 来

看书 的 地 方 ， 以 前 书 店 旧旧的 ， 现

在看起来明亮 大 方 。 “书 店 全 程 自

助， 这下一定能吸引很多学生群体来

‘打卡’ 发朋友圈。”
无人书店的诞生， 是传统实体书

店转型升级的一条创新之路。 志达书

店是入住淘宝的第一批书店之一， 如今

又将天猫 “新零售+” 无人店技术的创

新体验注入了书店。 店内无人值守， 每

本书下方均贴了价签和 RFID 识别码 ，
结账时只需要站到出口再次让摄像头核

对一次， 不用扫码， 系统便会自动为书

籍结算付款。
网络书店的经营经验给志达书店创

始人邹斌带来不少启发。 “书店寻求创

新发展已成必然， 传统实体书店可以依

靠创新体验重新焕发活力。 线上和线下

都有合适它的商品和服务， 可以通过整

合， 有针对性地满足那些真正的顾客。”
邹斌希望通过新零售的实践， 革新经营

模式， 提供全新的购书和阅读体验。
网联网技术赋能下， 零售店铺走向

智能化将是发展趋势 。 对实体 书 店 而

言， 从图书选品到货架摆放、 定位读者

喜好， 这一过程将贯穿着革新与再造。
未来书店就像一个智能盒子， 它知道什

么人打开了盒子， 也知道什么东西被带

走。 随着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和提取特征

技术进一步发展， 无人模式的书店无疑

充满想象空间。

引领文化和精神生活 ，
不止步于“新奇特”

国权路曾经以聚集众多文史类实体

书店而出名， 散发浓浓人文气息的书店

里 ， 常常能遇见附近大学的学者和 学

生。 升级改造后的志达书店， 没有改变

作为一家单纯书店的本质———让好书和

读者邂逅， 找到彼此。
书店 94 平方米空间里， 打通了两

个功能和调性完全不同的书区。 清新白

色调的通识书区域空间布置具有开 放

性， 适合举办文化活动； 书籍主要针对

较年轻的读者和家庭消费者， 曾经引以

为傲的超全图书种类也没丢。 拾阶而上

来到文史哲区， 机械手工味的吊灯下一

条窄长书巷， 一套套学术书陈列得密密

麻麻。 一方屋檐下两种嵌套， 这是对不

同深度的阅读者的同等尊重， 为彼此交

流架设了桥梁。
上海实体书店持续 回 暖 ， 功 能 和

细节上各具特 色的书店成为这座城市

迟迟不熄灭的明灯， 无论在设计专业领

域还是大众消费领域都引 起 了 广 泛 的

关注 。 不过在 “拼新奇争网红 ” 的 背

后 ， 图书和阅读仍应成为实体书店 的

核心。
远离城市喧嚣， 提供文化滋养， 服

务爱书之人。 未来， 这样单纯的书店，
不仅需要出现在高档商业综合体或 历

史文化风貌区改造的精品商业区 ， 也

需要出现在 极其普通的街区 、 中小学

周边， 浸润莘莘学子和普通读者。

作家书店重新开业
本报讯 （记者卫中） 4 月 23 日世

界读书日， 修葺一新的作家书店选在

昨天重新开业。 在巨鹿路 677 号的作

家书店内，一位年轻读者告诉记者，他
曾经在作家书店买过作家签名书，很

喜欢这家书店，得知书店重新开业，他
立即决定来店里“打卡”。

此前，作家书店受条件所限，主要

为作家服务，也会有读者慕名而来。虽

然作家书店的知名度不高， 但在许多

文 学 爱 好 者 心 目 中 却 是 文 学 创 作 的

“娘家”。
昨天下午，孙甘露、程永新、吴亮、

黄德海等知名作家和出版人陆续来到

书店。经过半年多装修，现在的作家书

店已经焕然一新，经营条件大为改善，
独占了一幢沿街小楼的上下两层，楼

上是咖啡厅，楼下作为书店营业场所。
作为上海作协创办的主题书店，

在挑选书籍品种上自然秉持了高品位

和高水准。“作家书店选择的是文学爱

好者应读和必读的书。”上海作协党组

书记王伟谈到店内陈列图书品种时非

常自信地说。记者看到，书店推荐作品

中，《回望》《仙缘与尘缘》《缥缈的峰》
《巴金日记》《蹉跎岁月》等多部优秀作

品在列。
书店负责人介绍， 作家书店内现

有图书近三千种， 八成以上是文学类

著作。今后作家书店将继续出售莫言、
余华、毕飞宇、刘醒龙、周大新等著名

作家的图书签名本， 并且会为作家和

文学爱好者定期组织活动。

从红色文化街区到书香雅集， 思南书局为城市文化空间赋予活力。 （书局供图）

复旦大学昨天举行朗读亭特别活动。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