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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期间，巴黎塞纳河畔的莎士比亚书店比往

常更热闹了一些。疫情防控期间，进店需遵循严格

的防疫要求，但门外仍有许多人排队等待进入。有

书迷在门口合影留念，有人前来为家人朋友挑选节

日礼物，还有人来取已在书店官网上购买的书籍。

在电子书籍飞速发展的当下，这家百年书店始终坚

持品质和情怀并重，积极探索复合型经营模式，继续

滋养着无数文学爱好者。

莎士比亚书店开设于 1919年，以出售英文书籍为

主，二战期间曾被迫关闭。1951 年，美国人乔治·惠

特曼在巴黎圣母院对面重新开设了莎士比亚书店。

和一些大型书店相比，这家书店门面看上去不甚起

眼，门口悬挂的一幅莎士比亚肖像画透出不凡的气

质。走进书店，顶高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老

人与海》《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等经典作品摆放

在入门左侧醒目位置。沿着木质楼梯走上二层，目

之所及是密密麻麻的硬皮旧书，历史感扑面而来。

书店现任经营者西尔维娅·惠特曼是乔治的女

儿。她认为，莎士比亚书店能“存活至今并经营得还

不错”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学情怀的“加持”效应。

自开业以来，书店接待和收留了多位当时还未成名

的作家，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爱尔兰作家

詹姆斯·乔伊斯等，都曾是这家书店的“座上宾”。在

《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描述这里是一个“温暖、愉

快的地方”。这家书店渐渐成为法国的文化地标之

一，也是游客打卡的重要旅游景点。

书籍的高品质和多样性是莎士比亚书店吸引读

者的另一重要原因。西尔维娅表示，对于一些经典

书籍，书店坚持选择最好的印刷版本，力图带给读者

最佳阅读体验。在图书引进方面，书店不仅会与大

型出版商保持良好合作，同时也会与一些独立出版

商合作，引进许多小众且各具特色的书籍。这使得

莎士比亚书店不仅成为巴黎最大的英文书店之一，

也是“书虫们”淘书的好去处。

书店定期举行的英语作家读书会、读者见面会

和小型音乐会等活动，也为书店聚揽了人气。自

2003 年以来，书店每两年便会举办莎士比亚书店文

化节活动，将音乐、戏剧等与文学结合起来，并邀请

作者现场朗读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使书籍

与读者之间建立永久的连接。”西尔维娅说。

疫情防控期间，像许多实体书店一样，莎士比亚

书店也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营收下降 80%，还拖

欠了租金。”去年 10 月 28 日，书店在网络上向读者发

求助信寻求支援。求助信发出后，世界各地读者纷

纷通过网络购书予以支持，书店每天在线订单较疫

情前增长数十倍。人们生活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也促

使这家百年书店加快了线上转型的步伐。除进一步

完善网站购书服务外，书店也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与

读者保持互动、宣传新书。

在书店二楼留言墙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留

下了五彩缤纷的留言条，用不同语言写下对书籍和

人生的思考。“线上销售不能完全替代实体书店的存

在。”西尔维娅说，莎士比亚书店在岁月和文化的浸

润下形成了“自己的魔力”，等待读者在书店中亲自

体会和感受。

（本报巴黎电）

法国莎士比亚书店

保留文学情怀的“加持”效应
本报驻法国记者 刘玲玲

“尽管书店的面积不大，

但我们想成为每位顾客的心

安之处。”这是日本有邻堂书

店的经营理念。记者每周都

要去这家书店一次，翻阅最

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不知

不觉就会在里面待上一个多

小 时 。 不 管 是 周 末 还 是 平

日，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顾

客在挑选书籍或商品。

有邻堂书店创办于 1909
年 ，如 今 在 东 京 都 、神 奈 川

县、千叶县等地经营有 40 多

家书店。记者常去的这家有

邻堂书店位于东京都涩谷区

惠比寿车站大楼五层。从惠

比寿车站检票口出站，不到

一分钟就可到达书店。除了

书籍、杂志之外，这里还销售

各种办公用品及其他杂货。

2014 年，书店又辟出空间引

进了咖啡店，读者可以一边

品尝咖啡，一边享受阅读的

快乐。

在有邻堂书店，人们可

以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变化。

元旦之前，书店会开设专区

销售新年贺卡；夏天，柜台又

会摆上折扇等消暑用品。不

同 季 节 的 应 季 杂 货 各 具 特

色，令人印象深刻。

在有邻堂书店会长松信裕看来，书店要长久发

展，必须要保有个性和特点。对这家有着百年历史

的书店来说，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服务正是其重要

特点之一。自创业以来，有邻堂书店一直秉承为顾

客提供多元化体验的理念。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位

于横滨的首家门店就设有咖啡厅，店内还有个小舞

台用来举办各类活动。1959 年，这家门店在改建翻

新后增设了餐厅和画廊，以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

求。纵览有邻堂书店的发展历程，除了书籍以外，公

司销售的商品覆盖体育用品、文化用品、家居用品等

众多品类。

有邻堂书店也在探索打造新型门店。2018 年 3
月，书店在东京日比谷地区开设了一家面积近 800
平方米的概念店——日比谷中央市场。店内聚合了

图书、服饰、生活杂货、餐饮、美发等多种业态，除了

书店空间之外，还包含居酒屋、理发店、眼镜店等不

同空间。走进书店，像是走进一个琳琅满目的集市，

顾客除了阅读购买书籍，还能享受多种购物体验。

日本图书销售在 1996 年达到高点，此后，受经

济低迷、出生率降低、电子书籍销量上涨以及国民阅

读量减少等诸多因素影响，实体书店的销售额一直

在减少。有邻堂书店也面临着销量下降等挑战。为

此，书店在坚持把图书销售作为本业的同时，通过与

大型网购平台合作销售办公用品，成功拓宽了销

路。如今，办公用品销售收入已成为该书店的重要

收入来源。

在不断拓展书店经营领域的同时，有邻堂书店

始终重视图书销售。“在书架上寻找书籍时，可以看

到书架上摆放的各类书目，能够发现以前从未了解

过的新世界。我想这是在书店选书购书的一大魅

力。”松信裕说。 （本报东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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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曾获评 2011 年“世

界图书之都”称号，这里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文化传统

和文化气息。人们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需要寻

找书籍，因为书籍在这里无处不在。阿维拉书店坐

落于布市老城区一个繁华的街角。两块玻璃橱窗

间有一扇木制小门，木门上方是“阿维拉书店”的招

牌，其上更显眼的位置还写有另外一个名字“学院书

店”。这所看起来并不显眼的书店，始建于 1785 年，

是阿根廷历史最悠久的书店。

书店建立之时，因紧邻皇家圣卡洛斯学院，被称

为“学院书店”。19 世纪 60 年代，皇家圣卡洛斯学院

更名为国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学院，是拉丁美洲极负

盛名的学校之一。或许因为紧邻这座著名学府，书

店有不少文人政客光顾，包括阿根廷文学巨匠博尔

赫斯等。20 世纪 80 年代，书店经营出现困境，一度

面临歇业风险。1994 年，阿根廷书商米格尔·阿维

拉收购了书店，保留了传统的建筑风格，同时以自己

的姓氏将其命名为“阿维拉书店”。

如今，这所书店已成为国家历史遗迹。书店空

间不大，几张旧式书架上是满满的旧书。在阿维拉

看来，历史赋予的文化基因是书店生命得以延续的

根本。“学院书店”出售过阿根廷第一份报纸，现在店

内还陈列着大量历史、哲学、文学、戏剧类书籍，其中

有许多为首刊和绝版。此外，书店还拥有诸多大学

和研究协会出版物的专营权。

在电商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阿维拉坦言实体

书店确实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我们有悠久的历

史、丰富的书籍和忠实的客户”。阿维拉解释道，在

历史文学领域，书店有众多独家资料，许多专业读者

对这里颇为偏爱，周边大学的师生也是这里的常客。

疫情防控期间，书店曾关门歇业，但保留了电话

订购业务并开启了送货服务。阿维拉介绍，书店与

读者的关系十分紧密。这段时间，周边社区的读者

阅读量大幅增加，虽然书店总营业额有所下降，但仍

能够维持运转。现在书店已重新开门营业，通过加

大促销力度，推出预购卡等活动，书店营业额正在逐

渐增加。

悠久的历史传承和过硬的自身实力让阿维拉书

店存续至今。它的价值已不仅是售卖图书，也在于

留存历史和文化。在这座世界图书之都，前往书店

购书的人，也在体会城市的格调，感悟历史的沉淀。

正如阿维拉书店的一份介绍中所说，这是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繁华街头的一个安静去处，让读者可以沉

醉在书籍之中。 （本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阿根廷阿维拉书店

众多独家资料吸引大量专业读者
本报驻阿根廷记者 姚明峰

造型别致的螺旋木质台阶、绚丽夺目的彩绘玻

璃天花板、高耸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位于葡

萄牙波尔图的莱罗书店，将文学与艺术融为一体，多

次被媒体评为“全球最美书店”之一。

莱罗书店于 1906 年 1 月正式开业，是波尔图历

史最悠久的书店之一。自建成之日起，就因其独特

的设计成为波尔图市民的骄傲，也成为当地的文化

地标。不断提升的知名度，也给书店经营带来新的

问题。许多到店游客只为打卡及拍照留念，而非购

书消费。同时，店内人流量过大也严重影响购书体

验，导致顾客逐渐流失，书店经营渐渐陷入颓势。

为了摆脱经营困境，自 2015 年 7 月起，莱罗书店

开始向游客征收门票。游客入内参观需要花费 5 欧

元购买门票，如果在书店内购书，门票可以抵扣书

款。书店经营者认为，该措施可以有效地将游客数

量保持在合理范围内，门票收入也可用于书店的日

常维护及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等。同时，门票抵扣购

书款等举措也有助于将游客转化为顾客，带动书籍

销售量的增长。书店还推出了会员卡活动，30 欧元

的年费同样可以抵扣书款。会员可随时免费入店及

参加店内举办的各类活动。门票政策实施 5 年多

来，店内书籍年销售量从 6 万册增长至 70 万册，平均

每天卖出 1900 册图书。

形 式 多 样 的 文 化 活 动 是 莱 罗 书 店 的 一 大 特

点。书店有专门空间用来举办小型展览、新书发布

会 、读 者 见 面 会 和 文 学 研 讨 会 等 文 化 活 动 ，为 作

者、艺术家和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平台。 2017
年和 2018 年，莱罗书店连续两年举办“中国日”活

动，向读者重点推荐有关中国的书籍，包括莫言、

余华等中国作家作品的葡语译著，还有志愿者在现

场向参与者发放介绍中国的小册子。活动期间，书

店特别邀请旅葡华人音乐家演奏中国经典传统民

乐，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2020 年 6 月，莱罗书店

收购了当地一家剧院，计划未来以此为依托举办更

多、更丰富的文化活动。

去 年 4 月 ，莱 罗 书 店 专 门 开 设 了 驾 车 购 书 服

务。每天，书店会精心挑选一本书在社交网络上公

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发邮件登记，并在隔天上午

10 时至 12 时开车前往书店取书，工作人员会通过窗

口将书籍递交给读者。

如今，文学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等新一轮文化

活动已经排上书店日程。疫情防控期间，尽管大部

分活动改为线上举行，但仍吸引了众多读者参加。

作为波尔图的文化名片，莱罗书店将继续为这座城

市的文旅发展注入活力。

（本报马德里电）

葡萄牙莱罗书店

门票抵扣购书款带动销量增长
本报驻西班牙记者 姜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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