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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酸的书店门外，是城市的热闹繁

华，而门内则是静谧惬意，似乎时间都

凝固了。两三读者，静立于书架前，手捧

一册泛黄的旧书，沉迷于故纸堆里的旧

时光。在高楼大厦林立的水泥丛林中，

行走的过客很少会发现旧书店的身影。

位于合肥六安路的增知旧书店，对

于合肥爱淘旧书的人，恐怕无人不晓。

书店的主人大家都管他叫老朱，约摸四

五十岁的模样，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

金属细边的眼镜，爱看书、爱抽烟。老朱

的脾气有些怪，当我闻名赶来时，他正和

一群朋友打牌热火朝天，浑然乐在其中。

后来我才知道，对于第一次去他店

里的顾客，老朱不会特别殷勤地招呼。

他更希望读者静静地在书店里翻书，哪

怕不买也行。书店一般晚上7点前结束

营业，节假日经常不营业，但如果遇到

书虫打来电话，他会火急火燎地赶来开

门，颇有些书生意气。

记者在狭小的书店里转了转，书店

分上下两层，一层为中文类书籍，二层

为外文读物。走进局促不堪的书店，越

往里走越难转身，一不小心便碰到了书

架，散落几本旧书。老朱的爱人细心地

把书捡起来，放回去。我说想找历史传

记，她手指着里面靠右的一个书架，最

上面的一排书。“那里的历史书比较集

中，但也不全。书太多，有点乱，其他地

方可能也有，你找找。”她说。

在老朱打牌的间隙，老朱的爱人告

诉我，增知旧书店开业已有14年，是合肥

现存最老的旧书店，没有之一。“2005年

前的那十年，是旧书市场最繁荣的时

期。后来，光景一年不如一年，许多书店

货源不足、经营惨淡，一个个都关了张，

只有老朱自己坚持做了下来。”她说。

老朱打完牌了。他有点自嘲地说，

从高中就爱看“闲书”，14年前，老朱夫

妇俩都下了岗，商量着准备创业。2000

年，他在六安路盘下这家店，取名“増

知”，一为增长知识之意，二为增进爱书

人对彼此的了解。

淘旧书、卖旧书，老朱累并快乐

着。在他眼里，开书店更多的乐趣在于

以书会友。在这门面简陋、发着霉味的

增知旧书店里，每天不乏学者、作家、记

者、自由撰稿人的身影。

作为合肥目前仅存的一家文史哲

旧书店，很多人劝老朱开个微博或微

信，生意一定更加红火。但老朱不以为

然，不愿意折腾那些噱头，他更情愿花

时间为真正爱书的人找几本好书。

一本旧书就是一件宝贝，从一个人

的书架走向另一个人的书架。最后，所

有的宝贝汇聚于老朱家的旧书店，静待

着带它们回家的人。在茫茫城市中，这

样的文化丛林越来越稀少，坚守困境却

无力改变，有人不禁要问：旧书店还有

春天吗？

增知旧书店 故纸堆中追逐旧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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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重新定位：
互动、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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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

以铸之。”当前安徽深入开展的“书香安

徽”全民阅读活动，其中书店发挥的作用

不可忽视。政府要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加

大对实体书店的扶持力度。

在大数据时代，传统书店作为城市

的精神地标却在隐隐褪色，已经引发社

会的广泛关注。在我看来，在互联网阅

读的冲击下，传统书店逐渐走向没落是

不可回避的。

传统书店为了维系生存和发展，应

该怎么办？只有转型。必须延伸业务

触角，提高所提供产品的附加值，这是

一件极为紧迫的事情。在社会经济快

速发展的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市场空

间是巨大的。传统书店要重新定位，抢

占发展先机，变被动售卖为主动服务，

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多元化的、开放式的

文化服务空间。

互动、交流和分享，是今后书店发

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书店重新定位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可以预见的是，文

化和其他产业融合将为传统书店提供发

展契机，其中，科技提升和跨界融合至关

重要，应当引起书店经营者和政府管理

部门的重视。

4家书店里，3家店主是80后——

书店梦，年轻人的梦

爱知书店、保罗的口袋书店、卡夫卡

书店，3家店主都是80后。当书店梦想需

要传承的时候，一群80后勇敢地站了出

来，他们或继承父业、或独自创业，只为打

开一扇让人看见城市灵魂的窗户。

三家书店气韵相通地散落在城市里，

成了合肥的某种地理标识，也是合肥的一

块时尚腹地。爱知书店里，28岁的女店

主小崔打理父亲的书店，生活简单而充

实。每天早上8点多上班，打扫卫生、整

理书架，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帮书友找书。

在卡夫卡书店，80后作家许多余考虑到

经营面临的资金困境，决定将卡夫卡分散

股份，从此卡夫卡不再是一个人的书店，

成为国内首家“很多人的书店”。

还有“保罗的口袋”，网络作家“不流”

和两个创业小伙伴继续着追梦的脚步。

他们将书店经营当做一门艺术，追求着最

初的创业梦想。“我从农村来到城市，高中

以前没去过几次书店，阅读曾经是一种奢

求。”“不流”说，正因为如此，他要将“保罗

的口袋”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和人群，“这里

每天有读书会、电影展和文化沙龙，聚集

了不同地方、不同年龄的爱书人，是一个

相对开放的生活空间。”

独立书店，无论涅槃重生还是转身退

场，年轻人的梦依旧在延续。

冷乎？
独立书店，门庭冷落加速退场

眼下合肥虽已出伏多日，天气却出

奇闷热。入秋后的一个夜晚，合肥金寨

路和红星路交口的一排商铺，水果店和

服装店依旧灯火通明。在它们中间有

一家灯光昏暗的店铺安静地蜷缩着，路

灯的光芒远远地照过去，要仔细辨认才

看出“爱知书店”几个字。

爱知书店名声在外，是这一带文艺

青年的文化地标。曾经，在豆瓣上的合

肥书友会小组里，有人发牢骚说，合肥

没有一家像样的有品位的书店，更别提

人文学术气氛浓厚的书店了。但立即

有人跳出来反驳道：“谁说的，不知道爱

知书店吗？”

在嘈杂不堪的环境中，书店憋屈地

被挤在杂铺一隅，让人不由得心生悲

悯。不过，虽然从外表看上去书店门面

窄小，其貌不扬，书店内部也是局促不

堪，但每次逛爱知书店时，总有意想不

到的惊喜和收获。

在书店内，我遇到了年轻的店老板小

崔，一个留着利落短发的80后女孩，静静

地坐在办公室看书。小崔说，爱知书店创

于1997年，曾在科教书店对面的育才书

店旁边。当年的科教书店和育才书店如

今已物是人非，爱知书店也由于租金的原

因搬到了现址，和一家水果店挤在一起。

2009年，大学刚毕业的小崔继承父

业，接替父亲管理书店。当时，网店对

实体书店的影响还微乎其微，爱知书店

一度迎来发展的黄金期。光景最好的

那些年，书店面积扩张到300平方米。

“那些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进新书，得

用‘载重王’的三轮车去搬呢！”说这些

话时，小崔眼里发出异常的光彩，她用

手夸张地比划着，“最多的时候进10大

包新书，有400多斤重。”

然而，随着网购浪潮的迅猛兴起，

传统书店的经营市场一年不如一年。

现在，书店每两天进一次书，每次进货

数量也少得可怜。“一次通常只进2包新

书，骑个电动车就运回来了。”小崔说，

书店每经营面积也“瘦了一大圈”，只有

不到200平方米。

曾经，爱知书店是小崔夫妻俩生活的

全部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寄托在

书本上的信念，一次次地被上涨的租金

和人工成本冲击着。更让他们担忧的

是，常联系的书友QQ群冷清了许多，很

多光顾的老客户渐渐已没了声音。“书

价没有优势，转型缺乏资金，风险也大，

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小崔说，她父亲每

次来店里，只是不住地叹气。

晚上8点，在普通店员下班的2个

小时后，小崔和丈夫缓缓关上了爱知书

店的大门。旁边的服装店依旧热闹，店

主招揽着顾客。这一切，与他们无关。

爱知书店 日渐冷清的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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