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多元业态的新文化空间

书墙高耸，展架错落，色调柔和的灯光在空间中交
织，与书海相伴的是香浓的咖啡、可爱的文创产品……
这是如今市区新华书店里的场景。

“多少人小时候的书，是坐在新华书店的地上看完
的。”网友的这句感慨，道出了新华书店对于一座城市的
特殊意义。

然而，随着电商的崛起和数字阅读的普及，实体书
店的销量逐渐停滞、下滑，新华书店也未能幸免。面对
困境，它以一场“空间革命”破局，走出了一条从“图书卖
场”到“文化综合体”的创新之路。

2016 年的升级改造无疑成为这一转型的分水岭。
书店不再单纯依赖图书销售，而是通过改变布局，结束
了传统“图书超市”的高密度陈列模式，同时大刀阔斧缩
减 30%的图书区域，腾出空间打造环形书籍岛、儿童绘
本专区和多功能活动区。原本堆满书籍的楼层，如今成
为充满艺术氛围与互动体验的文化迷宫：一楼环绕书籍
岛的文创产品与文具吸引读者驻足，二楼研学路线串联
起知识探索的趣味。这场“以空间换体验”的变革，让书
店与读者实现了空间共生，读者平均停留时间从 15分钟
延长至 2小时，客流量较改造前提升 56.5%。

改造后的书店还引入“租赁+合作”模式，带动了本
土文化与商业的多元共生。教育培训机构、文创品牌及
餐饮企业的入驻，不仅解决了运营成本的问题，还创造
了以书为核心的文化生态圈。书店不仅是阅读的场所，
还成为文化交流与社交的中心。咖啡水吧的打造，更是
将休闲与阅读巧妙结合，打破了传统书店的单一形态，
使其变得更加生活化。

更重要的是，书店在这些经营模式背后挖掘本土文
化的独特价值。一楼的展柜镶嵌着龙泉青瓷碎片，楼梯
墙面上陈列着丽水籍作家的作品，“丽水山风”等文创系
列的出现，不仅强化了地域文化的认同，也让这些文化
产品成为读者记忆中的触摸点。文化的根植与精神的
传承在这里得到了有机融合，书店不再只是商业体，更
像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符号。

通过“空间价值+文化体验+社群黏性”，新华书店建
立起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正如书店负责人所言：

“我们卖的不是书，而是以书为媒介的生活方式。”当书
店成为城市文化的枢纽，流量便能转化为“留量”，曾经
的困境也能化作新的机遇。

在这个数字化、碎片化的时代，新华书店的转型不
是一次偶然的选择，而是对时代变迁的正面回应。如
今，书店变成了流动的文化节点，唤醒更多人对知识、对

美好生活的渴望。

独立书店的差异化生存策略

和新华书店一样，不少独立书店也在以新的理念重
新定义运营边界，探索着差异化生存之道。

距新华书店直线距离不过 200米的读风书社，是一
家小型文艺书店，店主朱淑莲作为丽水最早一批独立书
店经营者，见证了这座城市文化生态的深刻变化。

“我开书店 30年了，主要经营辅导和文学这两大类
目。”朱淑莲告诉记者，早年她凭借渠道资源和产品稀缺
性占得先机，但现在，她的成功更多依赖于深厚的顾客
关系和情感连接，“过去市场竞争小，和现在线上线下激
烈角逐的行业环境完全不一样。”

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朱淑莲不定期在店里举办各
种文化交流活动，也会在个人社交账号、视频号上进行
阅读分享，向读者推荐好书，进一步增加与读者之间的
沟通交流。这种线上与线下的即时互动，成为维系长期
经营的关键。

相较于读风书社的文艺范，市区大洋路上的缙图书
店则展现了另一种更务实的生存智慧。

作为丽水教辅与工具书领域的“隐形冠军”，这家老
店经过 20余载风雨，面对电商的低价冲击时选择了“守
正创新”：保留核心教辅专区的同时，将部分空间改造为
学生自习室与家长阅读区，免费提供错题打印机、历年
真题速查服务。此外，书店还建起了多个家长教师微信
群，每周在群内推送新上市的教辅书籍。如今，教辅销
售仍占店铺营收的 80%以上，也使这家老店成为家长口
中的“校外第二课堂”。

致力于强化交流互动的崇德书店，也在转型中找到
了自己的定位。店主刘军通过推出会员卡制度，将书店
打造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不少学生周日才有时间
来读书，我们会自动为他们延期会员卡，确保他们充分
享受阅读时光。”这种人性化的服务，使独立书店与读者
之间形成了稳固的情感纽带。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正在选择
复合型经营路径。从“书店+餐饮”“书店+文创”“书店+
教育”到“书店+社区”，这些创新尝试让书店从单一的书
籍销售转变为文化体验的综合体，赋予了城市更多的文
化气息，也吸引了人气。

“实体书店是传播文化的主阵地之一，书店的转型升
级是挑战，也是机遇。”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从国家到地方相继出台扶持政策，旨在推动全民阅
读，扶持实体书店发展。在此背景下，复合型经营成为书
店转型的趋势，书香文化逐渐蔓延到酒店、民宿、景区，成

为引导思考、激发创造力和情感交流的新空间。

在绿水青山间筑起精神原乡

在“秘境松阳”的连绵山峦间，有一座有着 600多年
历史的古村——陈家铺。当电商平台以低价与便捷吞
噬实体书店生存空间时，位于陈家铺的先锋书店却以

“悬崖上的文化灯塔”之姿逆势生长，成为长三角地区文
艺爱好者的“朝圣之地”。

先锋书店的突围之路，揭示了实体书店在数字时代
的另一种可能——从单一商品销售到深层次的文化创
造与社群连接。

7年前，当南京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首次来到陈
家铺时，面对的是一座正在凋敝的山村。但在这座跻身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古村里，钱小华发现了黄泥墙与
木梁结构中沉淀的时光。经过 2年修缮，坍塌的礼堂重
生为阶梯式书廊，裸露的房梁、粗糙的夯土墙与 2.5万册
书籍形成了奇异的时空对话。这种“修旧如旧”的空间
叙事，使书店本身成为一部立体的地方志，吸引着追寻
精神原乡的都市人。

陈家铺先锋书店的转型之路，蕴含着对“文化场域”
深度开发的智慧。在这里，书籍销售仅占营收的 40%。
其突破传统书店经营模式的关键，是将空间、阅读、美学
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书店二层的玻璃观景台将浙南
的山水景色引入阅读空间，咖啡区以松阳本土老茶树的
枝叶装饰，茶香与书香交织出浓厚的地域氛围；文创区
则展示着松阳高腔戏服剪纸、古法造纸笔记本，每件产
品都链接着非遗的故事。

这种跨越书籍的文化体验，让书店的非书业态贡献
了超过 60%的利润，且客单价达到了传统书店的 3 倍。
书店的运营不再依赖低价促销，而是在丰富的文化体验
中创造了独特的价值。

陈家铺先锋书店的故事，体现了实体书店转型的核
心：创造一种无法被算法复制的“在地在场”体验。美术
学院的学生在露台上临摹古建筑，作家在书墙下举行新
书分享会，本地村民带着孙辈一起来阅读绘本……这座
占地仅 338平方米的书店，成就了一条跨越地域与代际
的文化纽带。它不仅为城市读者提供了乡愁的寄托，也
让乡村居民通过书店重新发现了乡土文化价值。

今天的实体书店，已经不再是与电商竞争低价和效
率的场所，而是一个文化的栖息地。正如钱小华所言：

“书店不是卖书的商铺，而是安顿心灵的庙宇。”当越来
越多的“先锋书店”在山水间生长，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
场静悄悄的文化复兴——在这里，书籍依然是照亮世界
的明灯，而书店已成为人间烟火的诗意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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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实体书店面对便捷廉价的电商和电子书一度陷入沉寂，甚至被视为“时代的遗孤”。
转型，成为困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数年间，丽水的新华书店化身城市文化客厅，乡村书屋在夯土墙间点亮精

神灯塔，教辅老店蜕变为“校外课堂”……它们不再固守“图书卖场”的单一身份，而是以空间为纸、体验为墨，重构人
与书的关系。

这场突围中，实体书店不再迎合商业化的效率与算法竞争，而是通过“在场性”“沉浸感”“情感共鸣”重新激活文
化的力量，打造难以复制的生活场域。

于是，书店不再是孤立的商业空间，而是连接记忆与未来、城市与乡村、个体与社群的叙事平台。
置身其中，“阅读”正被重新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