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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一走进晓风书屋总店一走进晓风书屋总店，，座座

位区的桌椅就让人联想到那些位区的桌椅就让人联想到那些

历经岁月的书房历经岁月的书房。。

这家书店经营这家书店经营2424年了年了，，像像

杭州人集体的书房杭州人集体的书房，，陪伴着很陪伴着很

多人从多人从 19901990 年代走到年代走到 20202020

年代年代。。一代读者在这里看着书一代读者在这里看着书

长大长大，，又带着下一代来这里逛又带着下一代来这里逛，，

这是让书店老板朱钰芳特别欣这是让书店老板朱钰芳特别欣

慰的事。

经历长达一个多月的闭店

期，2 月底 3 月初，晓风书屋陆

续复工营业了。3 月 9 日，晓

风掌门人朱钰芳在体育场路总

店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一旁店员忙个不停，布置着晚

上直播的背景，讨论着劳伦斯

和金斯堡的作品。

当晚，朱钰芳参加了许知

远主持的“保卫书店”的淘宝直

播，20 分钟内，300 份“企鹅文

化”定制盲袋售完，马上又追加

了200份。

她说，晓风书店也是我们

的女儿，为这座城市而养。这

段特殊的时期，这个“女儿”

与她一起经历的，让她生出很

多 想 说 的 话 ，来 听 听她的自

述吧——

闭店一个多月，24岁的晓风书店首试直播“自救”，一小时收入5000元

掌门人朱钰芳说，被需要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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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门人朱钰芳说，被需要的感觉真好

朱钰芳在国丝馆店直播朱钰芳在国丝馆店直播。。

3 月 9 日晚，

朱钰芳（左）

与 许 知 远 直

播连线。

开一天就亏一天
但还是要乐观

晓风书屋诞生于 1996 年，20 多年来也经历

过一些困难。比如2003年非典时期，以及非典之

后电商的兴起。当时电商拿卖百货、电子产品的

钱来补贴卖书，折扣定得很低，导致很多读者说书

店卖书是暴利。

这对我们打击非常大。书店不是生产商，书

店只是销售，上游是出版印刷，书的定价是控死

的。书店打九折，毛利就很低了。

2004 年，对晓风来说是转折之年——那一

年，书店咖啡做起来了。

2011 年，晓风 15 周年店庆，我在浙江图书馆

广场上搭建了一个 200 多平方米的 72 小时书

店。3 天里有 6000 人来打卡，这也是让我们重拾

信心的一件事。

但今年1月中旬以来，真的很特殊，晓风一直

在吃老本。面对当下的疫情，我们也在想办法求

生存。好在国家出台了优惠政策，租借国有房产

的，可以减免2个月的房租，部分分店的房租拿回

来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些帮助的。

目前最大的支出还是人力成本，2 个月要 70

万。现在，我们还能撑。如果疫情再拉长一个月，

我们可能也要借钱了。

以体育场路总店为例，正常情况下，每天顾客

有 300 人，现在只有以前的 1/5~1/6。销售起不

来，开一天就是亏一天，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

不过，我自己首先要有朝气，大姐（书店同事

称呼朱钰芳为大姐）乐观了，其他人才能乐观。

20多年，我们的生活、我们孩子的成长，都在

书店里。书店就像我们的孩子，带给我们太多。

两家医院里的分店最先开门
读者让我们觉得被需要

晓风书屋有15家分店，我们每家分店都有微

信群，过完春节，群里老顾客就不断来问，书店什

么时候能开，其中最心急的就是两家医院分店的

读者。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一直坚守岗位，顾不上家

里，想买点书给孩子看，所以特别希望书店能早点

开。

3月2日，浙江省疫情防控应急响应从一级降

为二级，体育场路总店和两家医院分店（浙江省人

民医院店、浙大一院店）同时复工了，是晓风里面

最先开门的。

三八节，我们还特意做了香囊、红木书签送给

女医生，书签上刻的是“勇者无畏”。

翻一翻我们医院店的留言本就会发现，上面

有很多感人故事——医院有不少双职工，小孩过

暑假跟着来医院，常常在我们书店度过，放学也在

这里等下班的父母接回家，我们希望给他们提供

更多的文化服务。

其实，这个特殊时期，在医院店工作，是有心

理压力的，但能跟医务工作者一起工作，也很有意

义。

这才是我理想中的书店，不是赚钱的营生，是

生活的营生。

像体育场路总店，是全年无休的，大年三十还

上班。过年了，附近居民会来店里拿福字，这也是

我们的传统。复工之后，店里很多口罩、消毒水等

物资，也是周围的读者送来的。晓风的读者，很有

凝聚力。

我希望书店融入社区，让别人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家旁边有家晓风，我们孩子天天在这。”

第一次做直播
1小时收入5000元

等待复工期间，我们也没停着。2 月下旬，晓

风就开了视频直播。

虽然我们店开了20多年，也曾有很多机会尝

试一些年轻的玩法，但我一直有点排斥线上直

播。我是个比较传统的人，喜欢看纸质书，对直播

卖书还是有点抵触。

但这几年慢慢感觉到，你不能排斥（网络直

播），它发展得很快，不是你忽视它就不存在了。

2 月 25 日，我尝试了人生第一次直播。那天

在国丝馆分店，什么也不懂，就用镜头带着读者去

看我们书店里好玩的东西。让我没想到的是，1

个小时的直播赚了5000元，有500个人观看。

那天，我推荐了店里的一本书《西湖民间故

事》，杭州人几乎都知道。但直播间里有很多杭州

以外的人，我说，这本书是我带着孩子逛西湖的必

备书，把西湖故事和景点相结合，可以人手一本，

带着来杭州打卡。这本书卖出了20多本。

第一次做下来，我觉得，直播就是态度问题，

我只想把店里最好的推荐给读者，抱着这样的心

思，真诚地去交流，大家真的会听进去。

互联网带来很多新玩法，我们还是应该想办

法去融合。以后我们会根据书店的特色，继续把

直播做下去。开书店就像种树，在博物馆、高校、

医院、报社⋯⋯让书店在不同的土壤中，找到适合

的养分，扎根、开花、结果，和读者一起成长。

我们尝试着做了几场直播之后，发现同行之

间也有很多共鸣。3 月 9 日，我们和单向空间、南

京先锋等来自全国的 6 家书店一起，通过视频连

线，互相声援。希望更多行业内外的人能关注到

实体书店的困境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浩宋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