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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市场淘二手书，是不少爱书人

的乐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淘书”被搬

到线上。 2017 年，线上二手书平台“多抓

鱼”应运而生，从最初的小程序到 APP，再

到去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落地实体店，如

今已经积累了约 500 万用户。

80 后 陈 拓 是“ 多 抓 鱼 ”的 创 始 人 之

一。“真正的好书值得读两次。”正是怀着这

个理念，他加入了创业团队。

不同二手书平台的交易模式各不相

同，有的专攻教辅、童书等特定种类，有的

在绝版书存量上具有优势。有传统的个人

对个人交易模式，也有寄售模式，“多抓鱼”

则属于后者。陈拓介绍，闲置书之所以能

再次流通，是因为每本都拥有唯一的 ISBN
（国际标准书号），信息很标准，循环流通很

方便。

每天，约 2 万册书在这里来来往往。读

者只要扫描封底的 ISBN，书籍的信息和收

购价就会显示出来，随后等待快递员上门

取书、书款到账。书从全国各地被运到位于

天津和江苏昆山的工厂，进行“仓库旅行”：

贴上专属身份码，通过高倍放大镜鉴别油

墨、封皮、纸张等，再打磨清洁和修复、臭氧

消毒，最后用环保材料重新塑封，再次上架。

“二手书店不能是盗版书的仓库。”陈

拓有些无奈，平台有严格规定，不收会影

响阅读的破损、脏污、老化、有异味的书，不

收盗版书、非卖品、非法出版物，然而全行

业要确保品质、提升读者信任度，还需要长

期积累。

令人欣喜的是，他观察到随着图书市场

的整体发展，线上二手书市场正趋于良性成

长。“怎么摆脱脏旧差的标签，让读者认可循

环流通的理念，是未来二手书店努力的方

向。”陈拓说。

流程定价、供需调节可以靠算法，但二

手书的世界，还涉及很多非标准答案。陈

拓想起一位特别的卖书人，每次收到系统

发送的通知，都会认真回复：今收到“多抓

鱼”转款一笔。团队通过私信得知，读者是

位 73 岁的老人，因为年纪大了视力不太

好，才把书卖给更需要的人。

这让他感慨至今。二手书不直接来自

工业生产的流水线，而是来自一个个人，一

本书和它夹带的书签、票据、笔记，都是岁

月的回忆。爱二手书的人，大概也有同感，

“这些温度会永远留在书页里，这就是二手

书的魅力。”陈拓说。

（本报记者 陈圆圆）

二手书流通创业者陈拓——

感受书页间的温度

书籍的生命，是被阅读唤醒的。当

下，围绕阅读，新业态层出不穷。

借助大数据，一本书从策划开始就

能更精准地定位读者，阅读规划师、数据

分析师等新岗位大显身手；听书成为新

风尚，有声书编辑、图书视频主播等渐趋

职业化；实体书店作为综合文化空间融

入日常，书店美陈师应运而生。

在阅读从生产到推广的各个环节

中，还有为书籍做整体设计的“美容师”、

为乡村孩子找到更多好书的阅读推广

人、让二手书流通更便捷的互联网创业

者等等。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因对阅读

的热爱而显得生动不凡。

4 月 23 日 是 第 二 十 六 个 世 界 读 书

日，我们走近阅读背后的从业者们，顺着

他们的目光，看向阅读的未来。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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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樑的工作室距离上海苏州河不

远，屋里书架和画板满满当当。学美术出

身的他已经做了 30 多年书籍设计，作品多

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美的书”评选。

在张国樑眼中，书籍设计“是用一双视

觉审美的眼睛，从装帧设计、纸张选择、内

容排版等环节参与编辑，用艺术方法加以

‘演绎’，创造出有个性的艺术世界”。

上世纪 80 年代，27 岁的张国樑毕业后

进入出版社当美编，工作是画封面。他还

记 得 画 的 第 一 本 封 面 是《ABC 英 语 练 习

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书籍设计有了巨

大进步。“我们以前去国外调研，常常是仰

视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在他看来，如今

中国书籍设计的水平、理念和操作方式都

已经有了国际范。

“书籍设计师，过去有点像美工，现在

更像导演。”张国樑介绍，出色的书籍设计，

早已不只是一张封面，而是整体概念，覆盖

内文、纸张、印刷、排版等环节，需要内容与

形式的完美契合。这也客观带动了书籍设

计整体水平的提升。

单张封面与整本书的设计费相差甚

远，有些书的设计要花足足一两年。张国

樑认为，书籍设计不一定就意味着重金堆

砌。他曾设计过一本书，用纸是最薄的新

闻纸，甚至添加了一些廉价的纸，做出了独

有的历史沧桑感。

“ 伴 随 着 出 版 模 式 的 逐 步 改 变 ，精

品 图 书 自 然会呼唤更专业的设计。”张国

樑发现，在线阅读的兴起，加速了这个进

程。“纸质书承担的信息传播功能，线上阅

读 也 可 以 实 现 ，人 们 为 什 么 还 爱 看 纸 质

书？因为书籍是一种有质感的媒介，设计

的 作 用 就 是 凸 显 质 感 ，将 其 变 成 书 的 显

性 特 征 。”为 了 确 认 工 艺 制 作 方案，张国

樑有时深夜还开车去印刷厂，“书一定要

拿 到 手 上 ，才 知 道 实 际 效 果 。 再 好 的 设

计，都得落在实处。”

提到未来，他觉得，以后人们更看重

的将是书与人之间的联结，“纸质书与互联

网信息的不同，就在于读者可以从视觉、嗅

觉、触觉、听觉等方面感受书籍本身。”未来

书籍设计的方向，也必然更注重内容与形

式的融合。“绝不是为设计而设计，而是要

为内容设计。”张国樑说：“形式可能穷尽，

但内容永远新鲜。”

（本报记者 曹玲娟）

书籍设计师张国樑——

过去像美工，现在更像导演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拉乌彝族

乡，是离县城最远的乡镇。山村一隅的乡

村儿童公益书屋内，拉乌完全小学校长谢

红芬正与孩子们围坐一圈读书。

谢红芬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来到拉

乌乡任教。师生间的课外交流，就是从一

本黑白连环画册开始的。田埂上，谢红芬

读着书，孩子们坐在一起，指认着画册上的

小松鼠。“阅读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也能提升学习能力。”谢红芬说。

山区的优质图书资源不多，怎么挑到

适合儿童阅读的书？每回去县城，谢红芬

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给孩子们买上一两本

书，“能够引发孩子们好奇心和探索欲的，

可以让他们与生活、与世界产生连接的，就

是好书。”

让谢红芬意外的是，推广乡村阅读，还

要转变家长的观念。“阅读与课本无关的书

籍，在很多家长看来是浪费时间。”为此，谢

红芬常在周末时背上书包，装满精心挑选

的书籍，到学生家中和孩子、家长一起读

书、讲故事。渐渐地，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也

开始分享这些故事。

每次读到动情处，谢红芬都和孩子们

一起流泪，一起大笑。不久前，学生推荐了

绘本《云朵面包》给她，她连夜读完和孩子

们交流感受，“老师及时的回应，能帮助孩

子们形成好的阅读习惯。”

2018 年 7 月，谢红芬在上海一家公益

服务中心的帮助下，利用自家院子建起乡

村儿童公益书屋，还在宿舍里开了个小小

换书站。

谢红芬说：“公益书屋的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山区孩子假期阅读的需求，

我也会陪着孩子们一起读书。”去年，谢红

芬获评了由中宣部、农业农村部主办评选

的“乡村阅读榜样”。

书屋的书桌上摆着一些充满童趣的绘

本，都是谢红芬与孩子们一起制作的。“有

时候我很疑惑鸟为什么会飞，它们看起来

那么弱小，但却很有力量。”翻开这些自画

自写的书，童稚的话语诉说着孩子们美好

的想象。

“阅读，是山里孩子的一扇窗，我希望

自己是为孩子们拉开窗帘的人。”谢红芬对

未来的想象也很美好，“要找来更多的优

质图书，带孩子们去感受不同的世界，也

希望有更多专业人士来指导和陪伴孩子们

读书。”

（本报记者 李茂颖）

乡村阅读推广人谢红芬——

阅读是扇窗，愿做拉开窗帘的人

方舱医院里手不释卷的年轻人，因为爱书不舍一座城

的打工者，图书馆里专注看书的老人……过去的一年，我们

目睹了太多令人动容的阅读身影。对阅读的专注和热爱，

陪伴许多人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今天，阅读意味着什么？一千个读者可能有一千个答

案：或许是追寻，或许是相遇，或许是体验。而一本书的旅

程，给了我们观察当下阅读生态的另一个视角。

从写作者画下句点的那一刻起，“书”就开始了一段漫

长旅程：编辑室里，编辑和设计师挑选纸张、内页排版、装帧

设计，为书籍找到适合的形态和样式；书店里，导读者、选书

师分门别类，精心陈列，为读者创造更美好的相遇；一本新

书面世，爱书人不辞辛苦地分享和推广。不止如此，移动互

联时代，阅读还生发出新的场景和表现形式。有声书融合

读与听的边界，随时随地都能聆听书籍；公众号和知识付费

课程推荐书单，“书越读越薄”成为一种可能……

当下，围绕阅读，新业态层出不穷，每个环节的热爱和

参与，共同营造出浓厚的阅读氛围。阅读其实无处不在，在

长辈们口口相传的故事里，也在典藏古籍泛黄的纸页中，更

在现代人时刻不离手的屏幕上。阅读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一本本书、一代代人，所思所想的涟漪荡漾开去，汇入更广

阔的世界，又极富生命力地回溯，汇聚成文化的共识，构成

了经典的谱系。经典著作穿越时空、经久不衰，吸引人们翻

开书页，探寻先辈们曾抵达的精神高度，滋养浩然之气。

凝望过去，当前人在简帛、莎草纸和羊皮纸上奋笔疾书

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被千百年后的人们品

读。我们在当下的写与读，或许也会成为未来人们阅读的

对象。在又一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不妨从手边的一本

书读起，留下自己的阅读印记，也汇入时代的精神海洋。

新业态，新阅读
管璇悦

在又一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不妨从手边的一本书读起，留下自己
的阅读印记，也汇入时代的精神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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