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守正创新
让苗绣传下去活起来

与苏绣、蜀绣等其他门类的刺绣相比，

苗绣拥有独特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创赋予

苗绣新的生命力，让年轻人关注它、愿意探

究它，发现它的好，加入传承队伍中。苗疆

故事是一个巨大的 IP素材库，其中的绣

片、蜡染等都可以作为再创造的元素，以不

同的物件为载体，融入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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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 凡

19年前，浙江杭州的朱锦绣想

开一家既能读书也能轻餐饮的书

吧，在当时，这类型的书吧还不多

见。去工商局咨询时，公司应该注

册为饭店还是书店，一时难住了

朱锦绣。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

朱锦绣注册了纯真年代书吧，而且

这一开就是19年，其坐落在西湖景

区的宝石山店已经营业18年，伴随

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纯真年

代”成为杭州当地有名的文化地标。

在距离杭州 300 多公里的温

州，“85后”张潇开发的以民间传统

手艺为主题的“民间”APP发展遇到

瓶颈。为打破瓶颈，两年前张潇从

线上转移到线下，开启了自己从来

没有接触过的书店生意。他的创业

团队里，有人曾是“金融男”，有人曾

是“建筑设计男”，却没有一个“书店

人”。但现在，他们创建的無料书铺

实现了3家直营店、4家合作店与4

家在建店的规模。

有书店选择离开，有书店选择

坚守，也有新的书店参与进来，但开

书店究竟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情怀“对决”盈利

从今年3月开始，全国中小实体

书店线上社群书萌开展了线下“约

会”书店人的活动，实地探访中小实

体书店的发展情况。在书店行的第

一季中，书萌创始人孙谦和3位书店

从业者辗转4个省18个市，拜访了

52家书店。正在进行的第二季中，

他们从安徽亳州出发，经过河南、湖

北、湖南、江西，最终到达广州。

书店行的一路上，孙谦问书店

从业者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她自认

为很俗的问题——“书店盈利吗？”

江苏省太仓市帆·布书店店主

告诉她：“盈利还可以，一家人的生活

就靠它。但咖啡饮品的收入较多。”

苏州雨果书店不卖书，只租书，

孙谦与负责人交流后粗略算了一

下，一年营收12万元。“这样来看，无

论如何也不会盈利。”孙谦说。

坐落在地铁站门口的苏州东大

书店，700平方米的面积每年零售额

能达到 800 万元，这让孙谦很吃

惊。“先让自己活下来，才能考虑怎

么能做出好书店。”店主告诉孙谦。

苏州观前街有家书店叫慢书

房，其创始人很直接地告诉孙谦：

“书店不盈利，书店人手不足，不是不

需要，而是雇不起。”在慢书房的活动

中，一位读者盛赞书店店主情怀至

上。孙谦不同意，“书店也是一种商

业，情怀是店主的情怀，顾客和读者

如果喜欢，也接受了店主的馈赠，那

请为自己的情怀埋单，回馈书店。”

孙谦说，“书店店主的情怀不应

该被绑架。”

《解放日报》记者张凌云一直关

注着书店行的活动，她在自己的文

章中写道：“书，关乎风花雪月，而书

店，更与柴米油盐相关。”

国家出台了各项扶持实体书店

的政策，曾经“奄奄一息”的实体书

店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书店究

竟是不是一门好生意？”从业者们用

行动投出了赞同票。

多元经营成常态

书店行中孙谦有很多收获。

她说：“此次实地探访，我们欣

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小书店探

索出与书相融的多元经营模式。”

如苏州止间书店将书店与电影结

合在一起；无锡百草园书店利用微

信公众号 350 余万的粉丝量开展

线上文化服务；厦门纸的时代书店

除销售图书、餐饮外，还将民宿融

入进来……

说到多元化经营，纯真年代书

吧便不得不提。“从2000年到工商

局注册时的无从归类，到现在书吧

已成为实体书店行业转型的方向，

‘图书+餐饮’成为越来越多实体书

店的常规模式。”朱锦绣说。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

朱锦绣开书店时最初的追求，曾在大

学教授英国古典文学的她，希望将书

店打造成以书为主题的阅读空间和

文化沙龙。也正是基于此，朱锦绣常

常会在书店里策划一些活动。纯真

年代举办的“纪念海子离世30周年

诞辰55周年诗歌朗诵会”吸引上百

人共聚一堂；举办郑愁予诗韵江南行

暨邮资诗歌明信片签售会时，读者甚

至一度排到了山脚下……

虽然书店内的文化活动会带动

图书的销售，但在多元化经营的模

式下，书作为书店的基本属性，其销

量在一些书店的占比也越来越低，

越来越“非主流”。

孙谦说：“一路走来，可以感受

到中小书店的图书销售占比不高，

营收大多来自咖啡和文创。”

“当下，在朋友圈发一张咖啡配

书的照片所获得的满足感要远高于

单独一杯咖啡。拍完照后，书可以

不买，咖啡一定得喝呀。”张潇表示。

线上和线下交融

无锡百草园书店已经开业20年

了，最落魄的时候甚至搬到了仓库

经营，但其微信公众号坐拥350余万

粉丝，是不折不扣的引流大号；十点

读书是基于微信公众号的读书分享

自媒体，拥有超过几千万的粉丝。

今年年初，十点读书实体书店在厦

门开门营业，该书店融合图书、咖

啡、活动和线下课堂等许多业态。

孙谦称它为：知识付费的线下空间，

新零售的实践者。

但无论是从线下走向线上，抑

或是从线上走到线下，不能忽略的

是，实体书店作为社交平台所具备

的天然优势成为书店经营者的

共识。

多元化经营之外，中小书店深

层次的社交属性也正链接着越来越

多的忠实客户。“小书店会带来更多

爱好集群的交集，更容易交友，也更

容易有思想的碰撞，会把从事不同

职业的读者通过兴趣爱好聚集到一

起。”张潇认为，中小实体书店更多

的是一个以书为媒介、以兴趣为纽

带的社交场所。

从2017年开始，無料书铺举办

了300余场活动，邀请了许多嘉宾

分享生活和工作的感悟，也聚拢了

一大批以兴趣为纽带的线下社群。

“没有比书店更好的现代社交场所

了。”张潇说。

“开放的态度，商业化的运营，

不纠结于品牌和情怀，将自身的流

量转化为商业的价值，这是目前很

多有文人情怀的书店所做不到

的。无论是我之前认识的书店，还

是一路走来看到的一些书店，大家

好像更坚持的是自己心中的那份

纯净，认为书店就应该是远离人间

烟火的清雅之地。但無料书铺这

一群年轻人一起做的书店，放低了

自己的身段，实现了一家书店发展

的第一步：活下去。”孙谦如是评价

無料书铺。

□ 余俊杰

山城吊脚楼造型，葱绿婆娑的

竹林，淡雅的咖啡香味，舒缓怡人的

轻音乐……走进“亚洲十大文化地

标书店”之一的重庆精典书店，一股

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指着错落布置的重庆文史资料

和图文诗集，重庆南岸区文旅委党

委书记林莉表示，这里既是对外营

业的书店，也是重庆市南岸区图书

馆分馆，现有藏书一万余册，读者在

此还可享受“你选书、我买单”读者

荐购服务。

书店图书馆合营，是重庆公共

文化创新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在

全国公共文化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指

导下，重庆优先保障基层文化服务

供给，提高服务效能，走出了一条政

府、社会单位、群众三方共赢的文化

改革创新之路。

据了解，从2013年推动公共文

化领域改革以来，重庆建立起文化

场所总分馆制体系：渝中区实行“直

管”模式，由区级文旅部门对文化馆

图书馆的机构、人员、经费等实行垂

直管理；大渡口区实施“托管”模式，

总馆和分馆签订双向委托协议，上

下联动运营；渝北区与社会力量合

建合办，建成3个24小时自助图书

馆和100个家庭图书馆……

“图书馆+实体书店”模式以外，

文化场所分馆还提供了多种公共文

化服务，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

需求——举办“图书馆+老街文化”

特色展；“图书馆+文化交流”，开展

诗歌分享、书法、国学讲堂等活动；

“图书馆+培训”，教授太极拳、古琴、

非遗等课程。

创新多元的服务模式不仅增强

了群众文化获得感，也带动了旅游收

入增长。以精典书店为例，自从纳入

公立图书馆体系，客流量上升

38.2%，营业销售增加23.6%，带动区

域旅游、娱乐休闲、周边产品消费，为

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文化内动力。

舞蹈、杂技、剪纸、书法……在

重庆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广场，一

场精彩的文艺汇演正在进行。

通过搭建平台、调动群众积极

性、引入数字化手段，文化志愿服务

得以广泛开展，基层文化凝聚力逐步

增强，南湖社区的做法为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除了居民自

发开展活动，社区还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邀请表演团队来到社区演

出，每年都要举办大大小小的文化活

动20余场，深受居民喜爱。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重庆基层模式创新对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很好的借鉴意

义，通过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标准化建设，补齐短板、兜好底线，

拓展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空间。

而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试点地区，重庆沙坪坝区

探索出了“1+2+3+X”模式，即“国

家指导标准+地方实施标准+行业规

范标准+政策文件”的标准体系建设

模式，其中“3”和“X”是沙坪坝区自

主创新标准。随着试点不断推进，

配套规范性文件会相应增加，有的

文件会上升为行业标准，也有部分

行业标准会上升为地方标准。

通过这一模式创新，沙坪坝区

形成了3种新机制：一是街镇文化专

职岗位购买机制；二是公共文化设

施免费开放日常监督机制；三是高

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联

动运营机制。

文化部门专家认为，沙坪坝区

此举落实了试点经费，实现了目标

责任考核，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真正落到了实处。

“不抄袭”应成
网络文学首戒

□ 张春贵

据报道，“小说《锦绣未央》（又名《庶女

有毒》，该小说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系列

抄袭案”继5月8日首案宣判原告胜诉后，

余下11案也已于近日宣判。法院认定小

说《锦绣未央》抄袭行为成立，判令被告周静

（笔名“秦简”）停止对该作品复制、发行及

网络传播，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60.4万元，并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该案堪称近年来抄袭比例和维权规模

最大的网络文学作品侵权案。维权者全案

胜诉，被业界视作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里

程碑。的确，这个结果来之不易。

首先，难在观念认识上。现在还有很

多人根本不认为网络抄袭是一件可耻的

事，很多粉丝支持抄袭者，甚至对维权者进

行网络围攻、侮辱谩骂。抄袭者的利益攸

关方也会动用机构的力量维护抄袭者。

其次，难在维权成本上。因为网络文

学版权保护法规还不够完善，如何判定侵

权等都需要探索。该案的维权行动始于

2016 年，正式诉讼进行了两年，各方都付

出巨大的精力。

此外，还难在处罚效果上。被侵权者

花费巨大成本进行维权诉讼，最后获得的

赔偿，看起来不少，但抄袭者通过IP 交易

以及影视改编等活动获取的利润更大。两

相对比，处罚对抄袭者构不成威慑，对被侵

权者也不足以补偿。

因为维权难度大，此前多起轰动一时

的网络文学版权纠纷，最后都不了了之。

当事人心力交瘁，有的作者甚至停止创作。

原创是文学的生命力之源，抄袭则是

阻滞文学发展的绊脚石。杜绝抄袭，需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用力：明确版权侵权的鉴别

细则，使鉴定不再繁琐；加大对抄袭者惩处

的力度，让抄袭者心有敬畏；网络平台负起

主体责任，加大原创保护，不仅对自己长远

发展有利，对于网络文学发展也是有功的。

近年来，人们对待网络文学的态度发

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前上不了台面的网络

文学越来越主流化，网络作家也被作家协

会、文联等主流机构接纳，人们开始把网络

文学看作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部分，影视

改编等一系列商业化运作也越来越成熟。

为规范网络文学的发展，顺应人们对

版权保护的重视，近几年我国多个部门组

织的“剑网行动”加大了对网络自媒体的抄

袭、洗稿等侵权行为的执法力度。各文学

网站、自媒体平台也加大了对原创的保护

力度，严格保护原创活动。现在，一个作者

要获得这些网站、平台的“原创”标签已经

不太容易，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验。

较大的网站、平台都有鉴别洗稿、抄袭功

能，以及举报投诉制度。

随着网络文学作者的版权意识增强，

对原创版权保护的需求也逐渐多了起来。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抄袭纠纷，往往是前几

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卿本佳人，奈何为贼！”看该案这位作者

后来的作品，没有涉及抄袭，也写得很不错。

希望所有作者都以本案为鉴，把“不抄袭”作

为文学创作活动的第一戒律，像鸟儿爱惜

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名誉，认真挥洒自己

才华，不辜负当代网络文学繁荣的大时代。

开实体书店究竟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越来越多的中小书店探索出与书相融的多元经营模式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拓展市民文化生活空间
近年来，在全国公共文化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指导下，重庆优先保障基层文化服务供给，

提高服务效能，走出了一条政府、社会单位、群众三方共赢的文化改革创新之路

““城市阅读城市阅读””打造文化地标打造文化地标
近日，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山东青岛

多处书店成为读者和游客“打卡”的新选

择。这些书店均围绕“城市阅读”这一核

心，注重读者的文化体验与互动，同时涵盖

文创、艺术空间等。浓郁的文艺气息使之

成为岛城文化旅游的新地标。图为读者在

青岛“我们书店”内查找书籍。这里能淘到

许多在大书店找不到的老书籍。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