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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本报报道了

“纯真年代”书吧再次站到十字路

口的消息（详见昨日 4 版）。消息

一出，我们收到了许多读者的留

言与支招。有人建议可以众筹，

也有人认为可以多利用网络聚集

流量，还有人觉得可以通过联名

尝试破圈。

昨日凌晨，“纯真年代”书吧

创始人朱锦绣，在看完报道与网

友评论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在朋友圈转发并写道：“可能是我

的‘盲目乐观’。我和（儿子）盛厦

说，按理说，世事越艰难，人越需

要有一处提供情绪价值的地方。

我们纯真年代书吧二十几年辛勤

耕耘，是具备了这样的功能的，应

该是被社会需要的⋯⋯”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不少读

者。

读者陈倩前不久还向朋友推

荐过“纯真年代”。她觉得，“在这

个浮躁的时代，‘纯真年代’是一

片隐世桃源。”

后台数据显示，有一半的读

者觉得“纯真年代”书吧可以接受

网友捐赠与义卖，众筹也是一条

出路；16.67%的读者觉得“纯真

年代”书吧可以开展知识付费课

程或会员服务，跻身知识赛道；

16.67%的读者希望书吧聚流量，

通过线上直播增加曝光度；另

16.67%的网友思路更为开放，觉

得书吧可以联名，破圈。

有位读者在留言里分享了自

己在“纯真年代”复习备考的经

历。他记得，那天傍晚的西湖，淡

淡的云霞，微微的风，更是安静的

夏末秋初。

“别辜负了宝石山店的美景，

能不能开个慢直播？打赏就开着

呗，就算旅途有曲折，但通过镜

头，我们也不会错过‘纯真年代’

窗口的风景。”这条提议获得了不

少点赞。

但也有读者表示，“当下做书

店，注定是苦行僧的活。光靠悲

情，帮了初一，帮不了十五，难以

解决根本问题。”

眼下，“纯真年代”的困境，绝

不仅仅是一家老牌书店的个案。

今年 3 月，曾有“京城文化坐

标”之誉的风入松书店，在北京大

学“南门”外重新开业。风入松书

店的主理人丁永勋时常被同行

问，书店有未来吗？

对此，他有个观点：“书店”的

生命力在能否创造新价值。

看到报道，丁永勋也为“纯真

年代”这家他在杭州几乎每周末

都会去坐坐的书店送上祝福。

他认为，在今天开一个书店，

可能不是一个“好生意”，但绝对

是一个“好事业”。尤其是对于爱

读书、享受分享乐趣的人来说，可

以创造一个空间，让更多好书与

爱书的人相遇。

这也是朱锦绣与盛厦舍不得

说再见的点。

从 2000 年 9 月创立到今天，

“ 纯 真 年 代 ”在 杭 州 走 过 了 24

年。未来它会何去何从，本报也

将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 章卉 盛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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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读者向本报报料，在杭州滨江区的一个物

流园区里，有一家“仓库式”二手书店。

今年，店里添了一面旧物墙。除了张贴旧照片和

旧海报外，还展示了不少遗落在旧书里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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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来的旧书里
夹着泛黄的情书

穿过一间间物流仓库，七弯八绕，记者找到了这家

二手书店“爱读客”。

这里没有书店标配的咖啡香，也没有文艺的装

修。只有一排排摆满旧书的物流货架映入眼帘。

书架旁有处特别布置：暖黄色灯光，映照着墙上泛

黄的信纸。走近后你会发现，那是一些手写的情书——

“我对你的回忆都是亮亮的，没有瑕疵。”

“无所谓，我喜欢你，与你无关。”

“陪我一起走过的路，是你写的最好的情书。”

店主赵青盟告诉记者，这些情书都是他们从回收

的二手书里发现的。“我们每天都会检查回收来的二手

书，有不少书里夹着东西，比如照片、信、车票、剪报

等。有些顾客说不要了，在不涉及隐私的情况下，我们

放进一个专门的箱子里保存。”赵青盟说。

他觉得，每件旧物都承载着一份独特回忆。尤其

是那些流露出真挚情感的情书，如果丢掉就太可惜了。

随着回收的旧书越来越多，留存下来的旧物也越

来越多。于是，在今年上半年，他们特意挑选了部分挂

在墙上，慢慢就贴满了一面墙。

“对我们书店来说，书是内核，但新鲜的形式可以

吸引更多年轻顾客。”赵青盟说，最近他和一名顾客商

量，打算下个月在店里办一场“西洋镜市集”，摆出上百种

个人收藏的老物件，让顾客们感受一下美好的旧时光。

曾想靠送外卖维持书店
如今小程序已有100万用户

虽然这间书店“藏得很深”，但不缺来淘书的顾客。

记者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开了 40 多分钟的车来

的，淘到了 10 本东野圭吾的小说，每本价格差不多在

十几元到二十几元，很划算。”女生小王说，他们来过很

多次，很喜欢这种让书流动起来的感觉。

赵青盟告诉记者，自己因为爱看书而创业，“那时

我发现家里看完的书没有好去处，于是开始尝试交易

二手书的商业模式。”

2005 年，他注册了网站，做起了交易二手书的副

业。2019年，他辞职和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爱读客”

平台。顾客可通过小程序，线上出售和购买二手书。

“经营这家书店的前 3 年没任何收入。”赵青盟甚

至想过靠送外卖维持书店经营。直到2022年，经过一

位B站博主的推广，书店经营才渐有起色。

目前，“爱读客”的小程序注册用户已有近100万。

“现在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甚至略有盈利。”赵青盟

说，这一路不易，是热爱和读者的支持让他坚持了下来。

这些年，杭州的书店越开越多，赵青盟有时也会去

逛逛。他相信，即便是在短视频时代，人们对实体书还

是有需求的。

有一次，一名顾客偶然在书架上翻到了自己老师

的著作，还是签名版。顾客觉得很有意义，开心地将书

买走了。

“那天我也非常开心，我觉得既实现了书的价值，

又实现了我们做这件事的价值。”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