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說繁華絢麗是北京城的A面，寧靜質樸的三聯韜奮書店則可以代表它的B面。

去歲末，這家老店在經歷了近兩年的改造後重新開業。
今年四月，三聯韜奮書店將再度恢復二十四時營業模式。

這次改造之後，書店有哪些變與不變？

實體書店漸入寒冬的背景下，三聯韜奮書店又將如何突圍？

帶着這些問題，大公報近日對三聯韜奮書店總經理郝大超進行專訪。

郝大超表示，儘管時代變遷，業態更迭，

但三聯韜奮書店更多的是保持不變，始終用最好的書款待每一位讀者。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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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子時，似乎被書籍施了 「定身法」 的小劉
終於展了展雙臂，右手用力捋了捋頭髮，旋又埋頭
於書卷文字之中。此時，北京東城美術館東街早已
人靜燈熄，整條大路都已沉沉睡去，只有距離街角
不遠的三聯韜奮書店尚為讀者亮着盞盞明燈……這
是二○一四年四月媒體報道中的一個場景，彼時三
聯韜奮書店剛剛開啟二十四小時營業模式，並成為
北京第一家 「敢向時間叫板」 的文化企業。

從一九九六年擁有第一處獨立店面算起，北京
三聯韜奮書店扎根京城已經二十三年。二○一四年
首開二十四小時營業模式，更將三聯韜奮書店的聲
望推向了一個高峰。而始自二○一八年初、歷時近
兩年的這次大修，無疑是北京三聯歷史上的第三次
重大紀年。諸多的變與不變，亦都在己亥和庚子的
交替之中徐徐展開。

光華流轉 自如清風不變
舒適的環境、圖書的海洋、有序的陳列……走

進重裝開業的三聯韜奮書店，很多讀者都有一種同
感──還是原來的味道，還是親切的感覺。 「在去
年一場有關實體書店發展的討論會上，我們內部就
有過共識，儘管時代變遷，業態更迭，但三聯韜奮
書店更多的依然是保持不變。」 郝大超說，堅持以
圖書為根本，堅持學術文化特色，堅持親切樸實風
格，堅持竭誠為讀者服務，對韜奮書店而言非常重
要。

事實上，這次近兩年的大修，更像是三聯韜奮
書店對自己個性的延伸和拓展：原來位於書店二層
的雕刻時光咖啡館，被改成了營業區，擺滿了三聯
本版圖書和藝術類書籍，另外還新設了文創品專區
；地下一層另闢一處活動空間，可以舉辦講座、沙
龍等文化活動；二樓走廊變為開放，為三聯書店店
史陳列館。

「重裝開業的三聯韜奮書店新增營業面積四百
多平方米，總面積達一千八百平方米，陳列圖書近
十萬種、逾三十萬冊。」 郝大超說，在動線設計上
，黑色大理石通道形成的硬動線與書櫃書台形成的
軟動線相結合，提升了讀者的購書體驗；在圖書分
類陳列上力求為讀者構建完整的知識體系。

據郝大超回憶，這次重裝開業當天，門前早早
就聚集了大批的 「三聯粉」 。 「其中不乏六七十歲
的老人。還有一位八十七歲的老人，自己一個人坐
地鐵，特地從距離書店二十公里開外的清河趕來。
老人當時說，是從新聞上看到書店重新開張的消息
，於是立即趕過來看看。」

得文人垂青 定文化錨點
三聯創始於一九三二年，因為辦店有格、書品

上佳，三聯書店很快便成為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家
園。著名學者李零在重張慶典上說： 「我是三聯的
讀者，也是三聯的作者，作者的本色是讀者。我給
三聯寫過九本書，《波斯筆記》是最近一本。二○
二○年是我的本命年，我想把我的第十本書獻給三
聯。」

有媒體曾找到一份不完全統計的中外作者名單
，他們都曾在三聯韜奮書店與讀者展開交流，或在
這裏完成過學術交流，這份名單幾乎涵蓋了中國學
界、文化界重量級的作者。這些發生在三聯韜奮
書店的文化對談，也成為了中國當代時代文化的錨
點。

楊絳先生曾回憶過，自己有一次將圍巾遺落在
生活書店（後與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合併為三聯
），回家不多久就接到書店的電話： 「你落了一條
圍巾。恰好傅雷先生來，他給帶走了，讓我通知你
一聲。」

近年來，伴隨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傳統書店受
到了空前衝擊。二○一九年堪稱實體書店的 「徹骨
冬夜」 。先是單向街書店愛琴海店宣布進入撤店倒
計時，隨後讀庫貼出緊急甩賣通知，老書蟲北京三

里屯店宣布關門後不久，台北誠品敦南店也宣布將
於今年五月關門……來自中國書店業的統計數據顯
示，二○一九年中國關閉書店總數達五百多家。這
些消息令讀者痛心並為之唏噓。

實體店寒流無礙三聯堅守
今年一月八日，二○二○中國書店大會在北京

舉行，會上發布的《二○一九至二○二○中國實體
書店產業報告》指出，當前圖書出版發行業的整體
趨勢是：閱讀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重視，消費者購
書總量持續增加，但圖書消費的增長，網上書店佔
據大半，而餘下的份額並不足以惠及整個實體書店
行業。在此背景之下，圖書零售渠道的變遷已經不
可逆轉。報告直言，與網上書店相比，實體書店在
為消費者提供購買便利上具有天然劣勢。

對於實體書店面臨的嚴峻形勢，郝大超有着清
醒的認知，但他的內心依然十分淡定： 「互聯網無
疑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但實體書店從來就不
是一個好幹的行當，辛苦而利薄。但因為它獨特的

精神文化屬性具有極大的挖掘弘揚空間，所以又特
別值得堅守。」 郝大超的自信還源於實體店與網店
在供需兩方面的不同， 「實體書店擁有自己的購買
群體，他們跟網購者只有很小的交叉。此外，網上
書店的寵兒是暢銷書，而我們的主體則是長銷書
，甚至包括冷門書，只要它們具有一流的文化價
值。」

走進任何一家三聯韜奮書店，讀者都能在顯眼
的位置看到國務院原副總理鄒家華（鄒韜奮之子）
手書的店訓──竭誠為讀者服務。對於這一點，郝
大超深以為然： 「我們所講的以圖書為根本，在更
深層次上，最終都可以歸結為以讀者為本、為大眾
服務。」 這一點，也實實在在地體現在三聯韜奮書
店的每一個細節之中。

「以圖書的陳列為例，我們有一個基本的規則
，就是讀者夠不到的地方，一律不能擺書。」 郝大
超說， 「那些高處，可以放置書影或盆栽，但絕不
會給讀者出難題。」 相比之下，如今不少網紅書店
豪華的裝修、 「頂天立地」 的書架，雖然看上去十

分震撼，但卻失掉了那份最寶貴的人性關懷。
類似這種對讀者的細微關切，在三聯裏面可謂

俯拾即是：2.1米的高架、1.47米的矮架和書台的
組合使得各種書籍可以方便取得，可以調節的書架
層高、最底層帶有坡度的書架讓人低頭就可以看見
底層圖書，深具匠心的圖書分類與銜接使讀者憑感
覺就可以找到想要的書…… 「我喜歡借用吳清友老
先生的一句話──知識被尊重，讀者被款待。我相
信，每一位進到三聯韜奮書店裏的讀者，都能真切
感受到這一點。」

三聯與香港淵源深厚
三聯與香港有着深厚的淵源。一九四五年，因

避戰亂，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紛紛遷
到香港。因為三家高度相合的理念與氣質，加之都
想將圖書產業做大做強，於是當年就決定合而為一
， 「三聯」 品牌自此正式誕生。

到了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北京三聯韜奮書店剛
剛有了自家落腳地的時候，也是首先邀請香港三聯
書店的同仁赴京指導店面設計、圖書分類、排擺銜
接等，於是才有了中國內地第一家 「賣場式」 書店
，並吹動了內地書店邁向2.0時代的先風。

二○一二年適逢三聯創建八十周年。北京三聯
、上海三聯、香港三聯，也第一次聚到了一起。三
方負責人共同提出攜手打造 「大三聯」 的口號和願
景。自此，三子再度聯宗。那之後每一年，三家都
會召開聯合年會，深入交流圖書市場的動態，探討
彼此合作的方向，擘劃三聯書店的未來。

從二○○五年進入三聯算起，郝大超早已是一
個 「老三聯人」 。對於三聯書店的感情和書店未來
的發展，郝大超也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迥異於其他
人的情結， 「我的老家在蘇北，記得小時候，我家
邊上不遠處就有一家特別小的書店。每次遇到什麼
煩心事，比如受委屈了，被批評了，我做的第一件
事一定是去那家小書舖待一會，逛一逛，彷彿自己
就有了鎧甲。」

三聯韜奮書店這次重新開張的日子選在二○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官方記錄當日最高氣溫只有零
下四度，也是二○一九年北京最冷的一天。當時空
氣中的陣陣寒意，與整個實體書店界面臨的大環境
頗為相似，而選擇這一天重新開張，也頗有些逆勢
突圍的味道。其實，對於三聯韜奮書店的明天，郝
大超的想法非常實在： 「我就想，當有人疲憊或失
意，求索或困惑，首先能想到來韜奮書店逛一逛，
待一會兒，那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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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
，瀏覽更多讀書資訊

◀郝大超（左）與重
裝開業後第一位入店
購書的讀者合影

受訪者供圖

▲書店內的文化活動區正在舉辦講座

▲書店內的文創區 ▲三聯韜奮書店是北京的文化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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