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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书店”模式不是缩小图书的经营，而是图

书经营与其他文化产品经营同频共振，相互依存，相互借力，

相互壮大。具体来说，还是以书店为轴心，让书店成为无界融

合的文化空间，跨文化、跨商业、跨业态。

近年来，对于实体书店生存与发展的
探索一直没有停步。当众多的实体书店都
普遍接受了“书店+”的经营模式后，生
存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并没有出现大
的逆转。相当多的实体书店，还在为更好
地生存而不遗余力地拼搏。不过，当笔者
看到近日一则来自上海的新闻，报道上海
大隐书局近年来开一家火一家，这不由得
引发了笔者的浓厚兴趣。该书店负责人坦
言，他们的生存之道是“+书店”。

这不仅仅是“书店”与符号的顺序颠
倒，其实还是书店背后的生存与发展的神
奇密码。据悉，新近开业的美兰湖畔·大
隐书局，主打家庭式阅读生活方式，营造
集“图书阅读+音乐教育+生活美学+主题
餐饮”于一体的复合业态，全年将举办音
乐教育、儿童阅读、艺术普及、亲子活
动、主题展览等百余场文化活动。

如果仔细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大隐
书局的这家新店早已颠覆了人们对实体书
店的普遍认知：即书店以书为主，其他诸
如咖啡、培训、演讲会、分享会、展览等
都是+的产物，这正是目前各个书店普遍
采用的“书店+”模式。

而大隐书局目前的运作，显然是领先
于业内一步：从“书店+”，一跃成为“+
书店”。如新开业的美兰湖畔·大隐书局，
就包含“一店一馆一中心”的创新业态。

“店”即书店，除了约2万种图书，还优
选全球 30 多家品牌，包括迪士尼、华
纳、宝可梦、小王子、彼得兔、万代等
3000多种全球知名IP周边产品；“馆”即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馆，读者支付100元
押金便可办理借阅卡，每次可借阅3本图
书，日均入馆约2500人次；“中心”则为
大隐书局携手雅马哈钢琴打造的“大隐音
乐中心”，既有钢琴、架子鼓、吉他等乐
器售卖，也有共享琴房、音乐教室，为周
边家庭、往来读者提供更多元的文化体验
和更多样的消费可能。

那么，“+书店”的核心为何呢？从
大隐书局近年来开办的 10 多家书店来
看，无不体现这一崭新超前的经营理念。
该店总经理认为，要让书香持续，书店经
营必须是可持续的，书店的阅读氛围不止

于图书本身，而是要营造一种生态，集合
更多文化内容、商业资源，让更多人愿意
在这个空间停留更多时间，就会自然而然
接触更多阅读资源。

换言之，大隐书局吹响的是以图书为
载体，以书店为场域的“文化+商业”的
扩圈集合号。因为多年前笔者到访过大隐
书局在上海的第一家书店武康路店，所以
一直关注该店的每一次华丽转身。应当
说，这家书店的每一家新店都不是老店的
简单复制，而是结合更多在地域文化特
色，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书店文化。该店致
力于打造“都市化的学习中心、多元化的
文化体验、互动式的交流空间”，建设融
阅读分享、文化体验、文艺演出、艺术展
览、创意手作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跨界、
融合、多元的文化空间。

可见，大隐书局的经营版图，早已突
破了围着图书转的“图书+”模式，而是
一种围绕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文
化做足、做精、做深。笔者注意到，由于
大隐书局的影响力，共有200多个全球文
化、演艺名人到访。

这能让书店的经营视野更加宽广，
扩大书店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从而
改善所在地的文化氛围，提升人们的精
神面貌。

笔者以为，“+书店”模式不是缩小
图书的经营，而是图书经营与其他文化
产品经营同频共振，相互依存，相互借
力，相互壮大。具体来说，还是以书店
为轴心，让书店成为无界融合的文化空
间，跨文化、跨商业、跨业态。这从北
京众多实体书店的经营格局——三分
之一来源于阅读空间，三分之二来源
于其他文化空间，也可以说明这一书
店经营模式的发展趋势。

“+书店”模式的成功探索说明，实
体书店只有自觉地充当公共文化服务商的
角色，才会有效地融入所在地的公共文化
活动，利用实体书店的文化空间优势，可
以和更多的商业业态融合，共同发展。

可以说，实体书店打造多元化的文化
空间，是实体书店突破生存窘境的有效路
径之一。

“+书店”：让实体书店生存空间更加宽阔
□赵强

明 代 寓 言 小 品
《雪涛小说》中有一则
故事，是讲某位居于
北方并不认识南方菱
角的人，在与别人神
聊时强不知以为知，
信口乱说菱角“前山
后山，何地不有”。
奇了，水田作物何时

变成山上之果实？一时为人哂笑。
类似这种北人食菱的故事，现在天天发

生在互联网上。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发言的
成本极低，而一旦有人发言成癖好，不说不
过瘾时，就变成了有几分强不知以为知的味
道，直至把一点点话题放大到一大篇，加入
许多连自己也并不了解的知识内容，大大地
发挥一番，甚至成串成链，无怪人们讥诮此
类人“真不知其口水话有几多”。

由于当代人普遍具有路径依赖的弱点，
特别是对至为便利的移动互联网的依赖，
很多人的必须有的辨别能力不知不觉消
解，以至于当有北人食菱这样的胡诌充斥
于屏幕时，也会误以为是真知。如果一般
人聚集侃大山时，这样还无所谓，姑妄说
之姑妄听之。但是一旦进入大雅之堂，或
事关严肃之境时，如果引用北人食菱的说
法作为证据，那就滑稽了。所以，不仅学
术论文不能将普通网文作为证据，而且连
世界各国高校用以检验学生知识水平的毕
业论文，所引用的论点和论据，也都不允
许运用从非专业的搜索引擎上下载的材
料，因为商业化的搜索引擎内容具有开放
式的修改功能，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
进行修改，并不需要提供真正可靠的数
据，或者经多方核实。

口水话多还不是危害的全部。当下出现
的一些信息或话语，还具有指鹿为马的故
意。赵高欲为乱，故意谓鹿为马，居然也就
有人顺承，言马以阿顺赵，形成扭曲的舆论
场。在国际舆论场，这种情况尤为严重。不
是吗，明明是核污染水，却强说为处理水；
明明是别国的内政问题，非要说你家内部的
事也是属他管的事。这就不是北人食菱性质
的话语了，而是强词夺理，强权为霸。

偏偏总有一帮恶势力相附，“某岛有事
就是本国有事”这样的牵强说辞居然也可以
成为其国策。这就必须让善良的人们不得不
清醒对待，在这个芜杂信息充斥的环球舆论
场中，既不要信北人食菱式的愚人之说，也
不能被恶人控制的指鹿为马氛围所左右。

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苏
轼当年引用此语是想强调，耕种的事情种庄
稼的农民有真知，织布的事情纺纱的婢女知
详情。那些不知就里盲目信奉“知名大师”
从而犯低级错误的人，还不如掌握了常识的
牧童。今人要想不被互联网上的大V名嘴带
节奏，必须要记得：牛在打架时尾巴是夹在
两股之间的。如果名人硬要说成或画成掉尾
而斗，会被牧童哂为——谬矣！

强不知以为知
与扭曲的舆论场
□江作苏

短视频时代，许多人的读书生活正
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这从新近发布的两
个报告中可窥一斑——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抖音
平台上的读书类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
65.17%、收藏量同比增长276.14%，直播
观看人次则同比增长近一倍。其中，文
学类读书视频最受关注。

还有就是上海理工大学发布的《短
视频时代的阅读研究》，报告公布了两组
数字：81.40%的受访者认为短视频已经
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便捷方式，
79.65%的受访者认为“短视频声文图兼
具的形式，能够帮助我更快、更好地理
解看到的知识和内容”。

从当初只能逼迫自己静坐下来，独
对一行行文字潜心细读，到如今“不用
扬鞭自奋蹄”，与天南地北的同好者一道
沉浸于屏幕书香乐此不疲；从曾经的一
拿起手机就读不进书去，到现在拿起手
机即开始阅读，凡此改变，体现出的
是短视频传播对于大众阅读不容忽视
的影响力。

视频，尤其是短视频成为了时下许
多人读书的重要入口，这可以说是时
代发展的一种必然。对此，尽管有的
读书人不以为然，表示出了一定程度
的忧虑，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依然对
之持包容、欢迎态度。大众的这种态

度有其一定道理，应该说，短视频形
式的阅读和传统阅读，不见得就是非
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两者很可能融合
并存、互相促进。

的确，短视频内容丰富、互动性
强、观看效率高的特点，符合当代年轻
人的阅读习惯。当不少人将短视频作为
自己读书的入口，读书即由“自己读”
变为了“听人讲”，抑或是“自己读”与

“听人讲”有机融合，这么一来，岂非更
容易摆脱由传统阅读导致的沉闷、枯燥
状态？不仅如此，借助于短视频开启读
书之旅，读者更容易找到契合个人口味
的好书，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领路人，
也更容易因与他人的随时交流、观点碰
撞产生新的想法，激发出自身的“输
出”欲望，而这对于提升其读书成效无
疑大有裨益。

客观来讲，短视频有助于改善大众
阅读，可它有个前提，那就是短视频内
容要优质。当前，在一大批学者、作家
及高度负责的专业领读人的积极参与
下，这样的优质短视频内容确实很多，
比如，学者止庵自2019年以来，持续介
绍卡夫卡、海明威等世界文学大师，相
关视频合计阅读量超过了 456 万；再比
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在B站
上讲解古代文学经典，其“说红楼”系
列精读原著，每集时长10分钟左右，目

前已上线20集，总播放量近90万，受到
网友热捧。另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
1500 位图书作者在抖音分享读书心得，
包括莫言以及 10 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凡此情形令人欣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仍有一些
阅读短视频内容粗制滥造，内容同质
化。像有些短视频以“三分钟读完名
著”为标签，主播往往将经典名著的讲
解时长压缩至三五分钟，简单涉及一些
作家背景、文本含义与时代意义的梗概
知识，以致不少网友留言吐槽：“本以为
看完速读短视频可以缓解我的‘名著恐
惧症’，结果好像只欣赏了书皮和腰
封。”除此之外，还有些阅读短视频主播
剑走偏锋，“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此短
视频内容，极易误人子弟。

为了更好地展现短视频阅读功效，
借之进一步拓展阅读人群、助力知识传
播，亟须多措并举，激浊扬清。比如，
短视频平台对于读书内容应加强管理，
对于那些存在明显知识疏漏甚或宣扬错
误价值观的短视频，要及时发现、及早
下架。在此基础上，各地政府相关部
门、出版营销机构等亦可创造条件，多
组织开展一些贴近现实需求的阅读文化
活动，借之多培养一些会读书、善“输
出”的阅读领路人，多推出一批高品质
的读书视频内容。

人类学著作《末日松茸》中，提到
有一类松茸具备特异功能，它能够使土
壤由无机变为有机，从而可供其他植物
吸收。但愿，通过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短视频也能成为读书领域中的“松茸”，
以其之力更好地改善社会阅读生态，创
造人类愈益美好的未来。

当短视频成为读书入口
□周慧虹

9 月 10 日 17 时，国家图书馆总馆北
区中文图书区灯火通明，座无虚席。据报
道，自9月9日起，该区域开放晚馆，在
3 月至 10 月期间延时开放至 21 时，以更
好地满足读者的借阅和学习需求。（9月
12日《北京晚报》）

文化场馆开启“夜读模式”，不少地
方已在积极行动。以宁波图书馆为例，开
启“夜读模式”一周之后，其单日图书借
还册次比暑假期间的最高峰值增长了近
1000 册次。事实证明，在公共文化服务
领域，只要公共文化机构愿意根据大众文
化发展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及时
扩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有效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的内涵，老百姓“有点疲软”的
文化热情，是能够得到“点燃”的。过
去，面对“国民阅读率普遍不高”等文化
发展瓶颈，我们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国民
自身，但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
就是：很多上班族在8小时工作时间里，
根本无法抽出时间去图书馆借阅，而自己
下班后，图书馆通常也已关门闭馆。这种
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阅读需求之间的脱
节，使得借阅图书的机会受限，削弱了公
众的阅读热情。因此，可以说，国民阅读
率普遍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图书
馆开放时间有限”的影响。

诸多文化发展瓶颈未能及时解决，文
化场馆也是有“担当不足”的嫌疑的。这
就为文化场馆提出了新的服务要求。这些
年，口袋富起来的国人对文化发展和文化
服务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多元化、个性化和
高水准的新要求。图书馆、美术馆、博物
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思想、开放时
间、开放模式，显然不能“一用就是几十
年”，而是应该根据公众和时代要求，进
行适时调整和改革：强化为民服务的职业
内涵，始终坚守为公众提供精美精神食粮
的初心使命，及时破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

“预约难”“开放时间有限”等发展难题，
满足群众的新需求。

当然，“夜读模式”可能会影响文化
场馆工作人员的休息时间。但是，图书
馆、博物馆、美术馆均属于公共文化机
构，公益性和反哺性本就是它应该承担的
服务职能。从权责对等的原则来看，老百
姓需要什么，公共文化机构就应该提供什
么。通过公共文化机构和公众需要的协同
共振，栽培更多书香公民，打造优雅的精
神地标，助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

愿更多文化场馆
开启“夜读模式”
□耿银平

近日，由苏州市总工会和苏州市双塔街
道等建设的“职工24小时读书站”亮相苏
州街头。该读书站是一处无人值守、24 小
时开放的城市文化阅读空间，配有多种类型
图书，还与图书馆联网，具有自助借书等功
能，为市民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9月8日
《工人日报》）

一般来说，职工读书站都设在一些建筑
物内，有人值守，也有固定的开放阅读和借
阅的时间。“职工24小时读书站”的最大亮
点是单独设在人流量大的临街位置，无人值
守，职工可以在站内阅读或通过网络与图书
馆联网自助借书。给人的感觉是，职工读书
站现在越来越现代化了，职工阅读也越来越
便捷了。

毋庸讳言，政府办的公共图书馆拥有海
量的优质阅读资源，阅读的环境和设施也是
很好的。但由于受到距离和开放时间等影
响，前去阅读和借书的人数毕竟会受到一定
影响。街头的“职工24小时读书站”就很
好弥补了这一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读者不
用关心其几点开门，几点关门，无论是深夜
12 点，还是凌晨 3 点，“职工 24 小时读书
站”都敞开着门欢迎你来阅读和借书，让许
多读者不进图书馆就能享受全天候免费借阅
服务。

笔者以为，阅读不仅关系着个人成长，
也关系着社会进步和国家的未来。“职工24
小时读书站”是工会组织和地方政府有关
部门联手合作，将公共图书馆的优质图书
资源通过网络“流动”到了职工身边，让
其更好地发挥了社会化服务功能。可以
说，此举是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方法上的一
种创新，有利于更好地引导职工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全力营造全民阅读的良
好社会氛围。

为“职工24小时
读书站”点赞
□周家和

■有话直说

征 稿 启 事
《双周评论》专版关注近期新闻出

版广电行业的热点问题和新闻事件，
也关注宣传思想战线重大问题和文化
宏观政策。本版开设有《时评》《灼见》

《来论》《观察》《杂谈》《有话直说》
《一家之言》《争鸣》等栏目，单篇一
般在600至1500字之间，特别优秀稿
件可以适当放宽。欢迎行业人士及广
大作者赐稿。

投稿邮箱：xwcbbpl@163.com

据央视新闻报道，日前，一
段“女外卖员深夜送餐回来车子
被偷”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
湖南怀化警方介入此事，展开调
查后发现，该视频为自导自演的
虚假视频。经警方调查确认，自
今年4月起，周某、其丈夫杨某
以及自媒体工作者李某三人为吸
引流量、赚取经济利益，在多个
视频平台上发布多条自导自演的
虚假视频，恶意散布谣言、混淆视
听。三人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有媒体评论认为，虚构、造
谣式的短视频其患无穷，不仅是
在挑动社会情绪，甚至可能引发
群众惶恐不安。此类短视频是短
视频中的“吸血虫”，侵蚀着人
心之善，挑动着人性之恶，断不
能纵其自由发展。 视觉中国

造谣短视频
侵蚀人心之善

短视频形式的阅读和传统阅读，不见得就是非此即彼的

替代关系，两者很可能融合并存、互相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