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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精典书店换老板了呀？”“是的。”“但精典的名字肯定不会变吧？”“放心吧，不会。”
8月4日，精典书店文学区，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正小声询问书店店员。她的神情略显局促，听到店员给

出了满意的答复，方才释然。“我昨晚刚结束暑期社会实践回重庆，就听说了精典书店交接的消息，有些担心，今
天专程来看看。毕竟从解放碑到南滨路，精典陪伴了我十几年。”她说，“精典还是精典，我也放心了……”

就在前一天，已有26年历史、被视为重庆文化地标的精典书店，于8月3日完成了交接。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以1
元钱的象征性价格，将精典书店品牌正式转让给新山书屋创始人李晖，让老字号书店得以传承。这一事件，令爱书人再
一次关心起了实体书店。在传统阅读遭遇重重挑战、实体书店普遍不景气的今天，并非所有书店都能像精典一样幸运。

实体书店如何探索突围之路？连日来，记者进行了采访。

1元易主之后，精典还是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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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实体书店份额进一步收缩

为什么易主？杨一这样解释：“一方面是
年龄的原因。另一方面，我确实跟现在的年轻
读者有代沟了，时代发展很快，年轻人的阅读、
购书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还没有完全
了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和购书方式，不知道怎
么面向他们做阅读推广，这是一个大问题。”传
承者李晖则通过调研发现，精典书店品牌的年
轻人认知度不容乐观，他直言：“书店的可持续
发展出了问题，接手后首先要解决怎么才能活
下去。”

精典书店的生存困境，折射着当下整个实
体书店行业的普遍尴尬。本质上说，阅读习惯
和购书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源自线上购书
带来的冲击。“就市场表现来看，实体书店的份
额在进一步收缩。”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7月，北京开卷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短视频电商已经
成为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
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进一步下降至11.93%，仅
占一成多。并且，线上图书价格通常比线下平
均低20%，尤其是近两年兴起的直播间超低价
售书，更是进一步冲击着实体书店的销售。

有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整体图书零售
市场依然负增长，码洋同比下降6.20%。“尽管
喜欢逛书店的读者依然不少，因为他们可以真
实地触摸、翻阅书籍，但愈发昂贵的定价，却

‘劝退’了越来越多爱书人。”九龙书城一名工
作人员坦言，实体书店要依靠线下服务“说服”
读者买单很难，“他们要么转向电商，要么只看
不买，在这种情形下，书店要维持就更难了。”

改变
从卖书到“卖生活方式”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必须
看到的是，当今时代，虽然书依然是书店的根
本，但书店早已不能仅依靠卖书生存。

接手精典书店的李晖，旗下的新山书屋在
成都和贵阳都取得了较好发展。在他看来，书
店的功能已经远不止于卖书了，“书店愈发倾
向于是一种文化分享的公共空间。我们需要
思考一个问题，在获取知识渠道多元，而且网
上买书更优惠的今天，读者为啥还要进书店？
新山给我的经验是，强化书店的社交功能，从
卖书转向销售一种生活方式，吸引更多人走进
书店，把逛书店作为打发时间的一种生活方
式，或许是突破口。”

作为集书籍、文创、生活零售、咖啡轻食等
多元业态于一体的新型城市文

化空间，新山书屋吸引了所在城市的众多年轻
人。但李晖表示不会简单地复制新山经验，首
先要通过吸引更多年轻人，解决精典的客流问
题，“要建立年轻人对精典的认知，就要策划更
多面向年轻人的活动，跟真正有文化同时也有
趣的年轻社群合作，将精典打造为一个重庆的
青年社区，跟年轻人建立深度链接，而且活动
面向要打开，不局限于图书话题。”

旨在为读者“带来更多美好生活的可能
性”的茑屋书店，让读者更充分地感受到了实
体书店从卖书到“卖生活方式”所做出的努
力。8月4日中午，记者在重庆茑屋书店随机采
访了10位读者，仅有2人买了书，但10人都表
示，喜欢茑屋书店的氛围，“就算不买书，也喜
欢来挑选文创，有时也点杯咖啡，在书店看书、
处理工作。”“我们非常欢迎读者来书店逛逛，
翻阅样书，或是打卡。”重庆茑屋书店工作人员
说，大众对书店的第一印象是书，但作为一家
实体书店，茑屋除了提供线下选书、购书体验
外，还致力于提供丰富的多元的文化消费选
择。

2023年2月诞生于上海陆家嘴的混知书
店，在书店业态上也尝试着新变。这是一家特
别的书店，店主是创作出现象级畅销书“半小
时漫画”系列、全网坐拥6000多万粉丝的混知
团队。设计师出身的混知文化联合创始人罗
润洲亲自主导了店面设计，“图书经营面积约
占一半，剩余空间包括小剧场、咖啡、餐饮等区
域。在店里走走，就像逛一个知识展，能轻松
学到很多好玩的知识。好的书店一定要满足
了人们需求才能活下来。”他说。

探索
让“书店+”创造更多可能

“实体书店的所有转变，我想都是带着一
种期待，在探索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李
晖表示，书店人所有努力其实都围绕着同一件
事：联结书和人。实体书店不仅彰显着一座城
市的气质，也塑造着城市的人文风格，书店也
因此成为充满故事的地方，甚至成为一个城市

的文化窗口，天然具有了与人亲近的基因。
“如果给现在的实体书店找一个主题词，

我认为是‘创新’。”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程
三国常年关注实体书店行业发展，他认为，中
国实体书店在经历了只卖书的1.0时代和融入
咖啡、文创、文化沙龙等不同业态的“书店+”2.0
时代之后，正在迈进探索“书店+”的更多可能
性、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的3.0时代。在他看来，
除了提供阅读服务，以及部分餐饮服务外，越
来越多实体书店还融合了博物馆、美术馆、剧
场、音乐厅等功能，实体书店为公共文化服务
做了很多实质性工作，事实上，这样会更灵活
地填补着很多公共文化方面的空缺。

重庆时光里书店主理人李柯成则提到，书
店+地域文化，或许也是实体书店在破局转型
困境面前可以尝试的路径。“时光里就是一家
立体的重庆主题书店。不光有专属于重庆记
忆的书，而且要有吃的、闻的、听的，有关于重
庆的所有味道，从而让进店的读者能立体阅读
重庆这座城市。”小而美的时光里书店里，书的
品种不过百余种，丰富的具有重庆标识度的小
面、酸辣粉、沱茶、老荫茶等文创产品，让读者
记住了这家特别的书店。

成都的熊猫主题书店更是将书店+地域文
化发挥到了极致。书店所属的新华文轩阅读
服务事业部总经理杨柳青介绍，自7月21日熊
猫书店亮相至今，店内日均千余人到店打卡，
不仅深受本地读者的喜爱，而且吸引了众多外
省、甚至韩国等海外游客到访。杨柳青认为，
实体书店破局，激活跨界能力很重要，“我们正
在尝试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地挖掘IP价值：
一方面展开合作跨界、推出联名产品；一方面
进行主题书店的探索、城市之间更多联动形
式，实现品牌输出，持
续丰富书店带给读者
的文化体验。”

8月3日下午，走过26年的重庆精典书店，迎来了
一个重要的时刻：以1元钱的象征性价格，创始人杨一
将精典书店品牌正式转让给新山书屋创始人李晖。

作为重庆文化地标，曾获评“全国最美书店”的精
典书店，被视为重庆读书人的“乡愁”。从1998年解
放碑民权路的一个300平方米小店起步，到今天南滨
路上一家著名的地标性复合型书店，26年来，精典书
店已经成为无数重庆人精神世界里难以割舍的情怀。

今年4月，杨一决定以1元的价格把精典书店品牌
转让出去，传承下去。他给出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精

典书店不允许改名；第二，接手的主理人未来如果不想
继续经营，同样只能以1元的价格转让书店品牌。

比杨一年轻14岁的李晖最终成为传承的理想人
选。李晖表示：“以后的精典书店既不是杨老师的也
不是我的，而是属于重庆的。杨老师用26年时间跑
完了这场马拉松的第一棒，我跑第二棒，任务很明确，
就是要让精典书店具有‘自我造血’机能，未来实现可
持续发展。以后，我还要寻找合适人选跑第三棒，来
继续完成大家共同的希望和期待。”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齐岚森

26岁精典书店1元易主

创始人杨一（左）
与李晖进行交接

市民正在精
典书店内阅读、
选购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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