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最现场
42024.9.19 星期四 责任编辑：何晟 版式设计：管继承 责任检校：姚清

早上的杭州，已有了一丝酷热，半山腰的书吧倒是多了些凉

意。

店里的顾客只有三两个，从纯真年代的牌匾下远眺，西湖尽收

眼底。

“在景区的书店，我们主要是‘卖座位’，就是店里餐饮带来的

消费。”盛厦直言，卖书几乎只占到店里收益的 10%-20%，“我们

准备新推出一款苹果味的咖啡。”

书吧正门口还挂着 9 月 15 日文学沙龙的横幅。“现在我们基

本上可以做到平均每天 2 场读书分享会。”各种各样的活动，是带

来客流的主要途径。

每年西湖的春秋旅游旺季，也是书吧的旺季，但今年从3月底，

盛厦明显感觉到人来得少了，尤其是活动上的新面孔越来越少。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今年 4 月起西湖景区调整了交通组织措

施，“网约车和出租车都要去固定的下客点，原本只要从山脚走到

半山腰，现在却多了20分钟的路。”

一开始，盛厦没有在意。但是一次活动中受邀来到书吧的数

位知名作家拖着行李箱的狼狈，让他感觉到了这段路的不易，“原

本的好风景，却成了负担。”

这个夏天持续的高温，也降低了游客出行的欲望，“四月份以

来，营收下降了三成左右。原本收支就勉强平衡，现在肯定是亏

的。”这个中秋本想着有一波客流，又遇上了台风。秋天是杭州最

美的时节，眼瞅着过了国庆，就过了秋，“这一年也就望到了头。”

联系吴晓波，也是盛厦寻求自救的方式。

“和晓波老师认识很多年了，这次想着他能否帮忙找找合作

方。”盛厦有想过把店盘了或者换个联名，过程中“纯真年代·结缘

之夜”应运而生，“起初我有些顾虑，但晓波老师说，他很愿意拯救

一家书店。”后来联系了几位作家，他们的慷慨献字，让盛厦多了一

些信心。

除了直播外，盛厦也学习了很多当下流行的网络形式，比如小

红书、B站的知识付费等。他说自己网感不好，但现在也要努力试

试，“这些年真的有些过于乐观了，后面要逼着自己拼一下。”

万一有一天，书吧真的开不下去了怎么办？盛厦没有多想：如

果真这样，那就让它简简单单地消失吧。

收起过于乐观的心态，从网络寻找突破收起过于乐观的心态，从网络寻找突破

宝石山上、保俶塔下，十多年来，纯真年代书吧本身就已经是西湖边的一处地标。

2021年11月30日，一篇由主理人盛厦写的《杨柳郡店歇业公告》，引发了全杭州的关注。当年12月2日，《钱江晚

报》头版刊登《留住一家书店，更是留住我们的“纯真年代”》一文：“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也是城市人文风景的

窗口⋯⋯能不能留住这一家书店，留住我们心中的‘纯真年代’。”在多方努力下，纯真年代（杨柳郡店）“活”了下来。

就这样，在纯真年代书吧最困难的时候，钱江晚报和它结下了不解的缘分。而这一次，杭州人极为熟悉的纯真

年代宝石山店也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9 月18 日上午，著名财经作者吴晓波发文《吴晓波：锦绣姐的“纯真年代”》，提到想在国庆节前为书店举办一场

“纯真年代·结缘之夜”的线上直播活动，“要让纯真年代活下去，必须为它‘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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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吧里有一幅对联，“看山揽锦绣，望湖问子潮”，莫言写的，讲的是书

店创始人、也是盛厦的父母盛子潮和朱锦绣的爱情。

这段故事，也让应爱而生的书吧在杭城别有佳话。

联系上朱锦绣的时候，她还在重庆。“上午看到晓波的文章，我本来想跟

他说的，话到嘴边又憋回去了。”朱锦绣说，他们不想做悲情母子，开书店这

些年已经非常圆满，“如果盛厦没有这样的情怀，书吧关了，我们也不会过上

负债的生活。但是，确实是舍不得。”

在朱锦绣看来，盛厦就是做书吧的料，“他有一份文化使命感，放弃了太

可惜了。”

前不久盛厦找她商量，要保书吧，想把房子卖了，问她舍不舍得？他说

他可以去开滴滴，想把读书会一直办下去。

朱锦绣的回答是：“孩子提什么要求，我无条件答应。必须舍得，房子卖

了没事的。”

眼下的难，房租是最大的压力，母子俩还在为此奔走。

朱锦绣期盼着，未来政策会有所放宽，客人可以少走点路，清清爽爽上

书吧坐坐、喝喝茶，也希望山路上允许放一块不违和的指引牌，照顾方向感

不那么好的书客。

“越艰难的时候，人越需要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只希望为读书人留下一

方空间，让人在高兴的时候懂得分享，在颓丧的时候能获得力量，感受人世

间的美好。”

儿子做什么决定都支持，卖房子也没关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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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吴晓波频道的后台源源不断地收到读者们对“纯真年代”的鼓励和

祝福。截至18日晚，这篇文章在其公众号阅读量已经逾3.3万，留言50+。

留言基本分为几类：给书店经营出主意的；想直接给书店打钱或者通过

买书来援助的；杭州本地人或者生活在杭州的人，对纯真年代的记忆；种草

了，表示想去书店看看的。

有一些网友捐出了他们的东西，希望可以义卖，目前收到价值最高的是

一套4万元的威士忌。

吴晓波频道主编告诉记者，网友的留言和建议，团队都在及时刷新，认

真回复，“近期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好这次募捐以及在直播中进行销售。”

助理说：“吴老师是个行动派。他 9 月 6 日和我们说纯真年代的故事，

文章在9月11日就写好了，中间修改了好几次。”

其实，吴晓波不仅亲自写了长文，还录了一期音频节目《一位文学才子

为给妻子留个念想，花光积蓄办了间书店》。

这样的速度，朱锦绣也被感动到，“我和晓波讲了顾虑。他劝慰我，你不

要焦虑，总有办法的。”

吴晓波对纯真年代书吧如此惺惺相惜，如此热忱、积极地帮助盛厦母

子，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也一样有个书店梦——“面向西湖春暖花开”。他也

曾为之努力，并付诸现实，在解放路元华商厦二楼办起了属于自己的蓝狮子

书店。亲历过书店经营者的吴晓波很实诚地自问自答——

这人世间缺一间书店吗？不缺。

没有了“纯真年代”，杭州就成文化沙漠了？应该也不会。

不过，缠绕在这家书店的那份情愫，却比全世界所有的黄金都珍贵。

惺惺相惜，缘于曾有过的书店梦惺惺相惜，缘于曾有过的书店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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