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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书店方希：打掉文化人的自恋和傲慢，让书店回归本源

做书店开卷文摘 2019 / 1

文│方希

二、“新零售”“大数据”这些时髦的概念，几乎与

书店无关

2016 年 10 月 13 日分别在上午和下午，一个马云，

一个雷军，共同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新零售”。讲新零

售的人非常多，刘润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新零售》做了

非常精准的阐释——新零售的本质是追求更高的效率，它

会达到什么？达到一个更低的价格，以更低的价格追求更

高的效率，但是它的驱动是什么？它的驱动是数据赋能。

数据赋能首先你得有一个非常优质的数据搜集系统，

然后你得有一个很好的数据分析系统，再有一个很好的数

据使用系统。因为数据赋能的进入，产生新型的交易结构。

而现在在书店，根据数据赋能造成的新型交易结构我们现

在好像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最新的听起来对零售非常刺激

的概念，似乎跟现在的书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书店它不是一个时髦的事，其实应当回到一个本真，

尤其在今天有线上和线下的价差的时候，人们总觉得书店

到底为什么存在？线下书店在今天，所做的一切可能为的

只是两个东西，第一是你的信用，第二是你的识别度，信

用和识别度这两个东西都有非常漫长的建设过程。

什么是信用？也许它来自你从来不卖一本盗版书，也

许它来自你从来不卖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书，你不会给你的

孩子读的书。也许它来自于你从来不允许水平和质量低劣

的产品进入到你的书店。

什么是识别度？也许它来自于你的装修的算料，也许

它来自于你选书的选品，也许来自于你对书的摆放。村上

春树的书是和麦克尤恩的放在一起？还是跟东野圭吾放

在一起？这会是两家不同的书店。你所想要传递的所有的

东西，你的用户都能跟你心领神会，大家可以拈花一笑，

这是实体书店在内容场上特别大的魅力。

我们讲到书店是一个内容场，什么是内容？我觉得桌

一、发现了吗？“美”正从书店竞争力，逐渐变成入

门门槛

在两年前我到中信书店任职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

说现在书店是一个特别时髦的事，我说怎么时髦？他跟我

讲了三个特点：

1、书店其实是具备社会性传播价值的。比如说在哪

开了一家非常有特色的书店，会刷爆朋友圈，可能会把它

的特点做各种放大，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书店好像跟自己有

关系。但是你在哪开一个有特色的什么奢侈品店、潮牌店

其实没什么感觉，它会在圈里人当中感知，但是不大有社

会性的传播。

2、因为存在旧的业态升级问题，房地产商，尤其是

商业房地产本身会对书店这样一种新的、有包容性的、有

想象空间的业态表示欢迎，这是商业上的支撑。

3、政府的支持，比如说对于公共阅读和全民阅读的

推广，书店是里面非常有机的部分。但是你想一下，有任

何一种文化商业业态具备这三种共同的特点吗？所以它

是不是一个既实惠又会时髦的空间？

但是时间到今天，它今天还是一个时髦的空间吗？现

在我们最美书店都审美疲劳了，没什么可美的，美已经从

一种所谓的竞争力变成你的入门门槛。

我们说书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征是因为它是个内容

场，每一本书其实它都有非常强大的内容能量，你会在一

个书架前面呆两个小时，一个书店整个能量传递实际上有

很大的密度，会给人以压力，很大的压力，对于普通人来

说进去最大的特点是蒙圈，所以书店实际上是能够给你提

供一个更好的选择与你匹配图书的方式，这个可能是它的

核心竞争力。

所以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时髦的概念，什么主题式、

一站式等等，但是到今天你会感觉这些概念略有点过时。

摘要：在全民阅读持续推动下，越来越多读者走进实体书店，享受实体书店带来的丰富体验。信息时代

大趋势下，共享经济、新零售、人工智能等概念席卷了所有行业，深深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实体书店

也在不断自我升级，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共享书店、无人书店、智能售书机器人、多业态跨界新型阅

读空间等新出不穷。伴随北京实体书店扶持政策的出台，更多书店或特色阅读空间的经营者们更加坚定了信

心，相互共生，不断创新，开启新征程，迎接阅读新时代的到来。

12月7日，2018阅读盛典“阅读+空间”对话举行，本文整理自中信书店总编辑方希的主题演讲，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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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板凳、咖啡文创、分类标记无一不是内容，所有的东西

都是内容。我们在写字楼店会有一些橱窗，大概每两个星

期会换一下这个橱窗的主题，为了配合这个橱窗的主题，

我们的同事会从淘宝上买个什么 70 年代款的鞋，我们坚

信我们的读者，或者我们欢迎我们的读者能理解这一切。

一个书店怎么少得了气味？所以你去中信书店会闻

到很特别的香水的味道，它的名字叫毛姆，因为我们正在

推《月亮与六便士》，难道我们只能用视觉去推广一本书

吗？当然不是，我们会有其他的方式，因为它同样是内容

本身。

一个书店怎么能少得了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跟一家

背景音乐制作公司商量，他们来自六个国家的艺术工作者

正在帮中信书店去设计符合书店和符合中信书店调性的

音乐，分早上、中午、晚上，分雨天、晴天、下雪天，因

为音乐同样也是这个书店非常有机的构成部分。

三、茑屋书店公开的秘密武器

很多同行都以各种方式学习茑屋书店，学灯、灯光、

道具等等，甚至分类的方式，但是直到去年和今年我们真

正出版了茑屋书店创始人的两本书，然后再加上我个人非

常深入的一个思考，我自己觉得其实茑屋书店的秘密武器

完全是公开的，它没有那么神秘，它是什么呢？有两个：

一是它做的东西只有一件事，就是需要具备想象令人怦然

心动的美好生活的能力；二是它有巨大的供应链动员能

力，这是它非常核心的两点。

茑屋书店做的是公共生活空间，只是里面带有了书，

它具备这种能力：想象美好生活的能力。我们很多人都生

活的不怎么样，怎么去有一个想象美好生活的能力？这个

能力是永远无法复制的。这个能力只能长到你身上，跟你

血脉相连，你不可能拿别人的一个东西长到你身上，你的

身体也不可能装着别人的灵魂。

四、案例：以前定制书单，现在定制书店

当一些公共空间已然存在的时候，书店在这里面能做

什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我们要做一个公共空间，就是以前

书店最大的特点是能定制书单，现在我们在定制书店。

比如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的在鸟巢的“House 

Vision”未来生活大展，里面包含了建筑、艺术、制造，

还有其它种种跨界的东西，这个大的艺术展有它自己完整

的艺术风格。中信书店在里面开了一家小店，这个小店做

了六个主题的深入分析，了解这个展以及什么样的人会看

展，然后把这个店完美的融入到这个展当中，这是其中非

常有意思的东西。

这两年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文旅小镇，在三亚有一个文

旅小镇，我们充分分析了这个文旅小镇的定位，包括它的

基因、它的特点、来的人，以及整个布局。我们为它做了

一个定制性的东西叫“爱上读书馆”，这个“爱上读书馆”

基本上是文旅小镇的聚集中心。

然后还有比如说大家去宝格丽，我们在 27 个房间和

3 个公共空间专门为它的主题做了设计，实际上就是我们

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以 30 个公共区域的方式把它渗透进

一家艺术书店，而这个艺术书店是完全根据它的主题和特

点做的设想。

五、回归本源——书店是内容场，书店人是编织者

回过头来看我们做的这些分析和分享，我们感觉回到

本源，书店是非常完整的内容场，而我们做书店的人是编

织者，把所有的要素以一种非常好的、非常美妙的贴近用

户的逻辑，把这些要素编织在一起，一定要打掉文化人身

上的自恋和傲慢，真正的把空间做到让别人觉得你有留存

的价值。所以对于内容的编织本身要求你有极其坚定的价

值主张，所有的核心能力是围绕这个价值主张去生长的。

如果书店是做内容的话，它要做到“随物赋形”，如

水般渗透到各个层面，去做各个环节，去做我们心中所锁

定的那个人群的不同书店的变形。书店本身是一样的，但

是根据它们去定制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就是努力和尝

试，而这些努力和尝试也许会形成我们做书店、做公共阅

读空间的一个基本共识。哪怕有一些、有一点东西做对了，

也许对这个行业就有很重要的价值，

内容本身是永生不灭的，不管它是互联网上的音频内

容还是其他的内容，都可以以某种形式走入书店。为什么

要在书店要死守着书呢？我想大家已经脱离了这个想法。

我们现在需要有最长的板、最短的光，而书店本身没有什

么拘束，没有什么想象，当我们把它拘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们贫瘠的想象力限制了它发展的可能。

摘自：北京阅读季 2018.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