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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书都是一座宝藏，书店，则
是通往这些宝藏的桥梁。在大学校
园，这个阅读浓度甚高的地方，实体书
店的存在早已不仅仅是一家书店那么
简单，而是成为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精
神地标。

2019 年，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
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
见》，明确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校园实
体书店，进一步深化和明确对于高校校
园书店建设与发展的方向。

在阅读习惯、购买习惯都发生改变
的当下，校园书店如何成为指引学生探
寻真理的微光？记者近日走访了省内
多家校园实体书店，与多位相关领域负
责人深入交流，看到了校园“书店+”的
多种可能性。

浙大再添“网红”书店

一个普通的周末下午，在浙江大学
紫金港校区的中西书屋，休闲区早已座
无虚席，挤满了自习和阅读的读者。这
家刚刚开业没多久的校园书店，已经成
为浙大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吸引了在校
学生和周边市民的光顾。

5 月 9 日，“中西书屋·大众书局”浙
江大学校园书店在浙大成均苑正式启
幕，成为浙大文化新地标。据不完全统
计，“五一”假期试运营期间，到店读者
就有6000余人次。

占地 500 平方米的中西书屋是由
浙江大学中西书院与大众书局合作开
办的校园书店，“中西”二字，蕴含着“学
究中西，思通今古”的学术愿景，将中国
传统学术置于国际背景之下，同时建立
与世界的对话性。

这种融通中西的愿景也体现在书
店的图书选品中。进入中西书屋，记者
第一眼就看到重点新书、人文精选的两
个独立展台，陈列了《登春台》《中国中
古社会史论》《弗吉尼亚·伍尔夫传》等
作品。

书店现有在架图书 3 万册，图书分
类极为详细，例如“中西交流”“海外汉
学”“甲骨文丛书”，涵盖文学、史学、哲
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门类，
人文社科各领域图书应有尽有。

中西书屋里，布满了浙大元素。大
门两侧挂着一副木质对联，出自浙大校
歌“惟学无际，际于天地”一句。直抵屋
顶的书架，展示着 80 位浙大名师们的
奋进故事。书架一旁，还设有浙大文创
专区⋯⋯

“书特别多，而且从门口的校歌歌
词到书店随处可见的‘书缘’作家笔迹，
让我觉得特别有读书的氛围。”这是浙
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本科生叶
同学对中西书屋的第一印象，她也期待
书店能够举办更多围绕书的对话活动，
面向师生也面向公众，让一方书屋能有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纯粹和
丰厚。

作为校园文化的补充，校园书店在
省内各高校并不罕见。浙江财经大学
的时光无眠书店，集书店、二手书交易、
自营活动等业态于一体，打造 24 小时
文化综合体；浙江工业大学的晓风书
屋，装修设计上颜艺俱佳，图书选品及
活动设置彰显校园独特的人文气息；杭
州师范大学的 Little Tree 书店位于学
校图书馆一楼，店名寓意是在校园里种

下了一棵“树”，播撒阅读的种子⋯⋯
“我觉得书店更像是学校的一个文

化地标，承载了我们关于校园的一部分
记忆，也体现了一所学校的气质。”杭州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朱同
学说。

校园书店先“养活”自己

近年来，线下书店纷纷遭遇困境，
高校的书店也不能独善其身。

受到网络购书和电子阅读的冲击，
以及不断上涨的房租与人工成本，不少
校园书店面临“退学”的境遇——浙江
科技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传媒学
院此前的校园书店，因为种种原因，或
撤出，或改为其它用途。

“校园书店为师生创造了这么好
的土壤，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让
它活下去。”为了让中西书屋在校园里
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浙江大学中西
书院院长、敦和讲席教授刘东做了一些
尝试——第一步，便是打造以学术为导
向的专业书店。

当中西书屋还只是刘东脑海中
的一个构想，“学术性”就已经是它的
标志。

如今，在书屋内，刘东专门打造了
一个讲演厅，用于开展学术活动和剧场
展映活动，闲暇时，还是面向大众开放
的诚信书店和24小时自习空间。

刘东还邀请了十二位读书导师，与
师生共同开展经典研读和学术探讨，其
中包括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敦和讲
席教授等知名学者。十二位读书导师，
十二个月，读者几乎每月都能在这里听
到学界泰斗们的精彩讲演，拓展知识
边界。

“校园书店是一个公益事业，是为
整个学校的教育服务，而不仅仅以创收
为目的，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为校园培养
一批读书的种子。”只问耕耘，不问收
获，这是刘东的初心。

距中西书屋不到 300 米处，记者
见到了另一家校园网红书店——晓风
书屋。作为杭州老牌书店，从 2006 年
开始，晓风书屋开始布局高校书店，
至 今 已 经 在 浙 江 大 学 、浙 江 工 业 大
学、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开
设了 8 家分店，光是浙大紫金港校区
就有 3 家。

“校园书店是晓风各类型书店中最
微利的分店，书店这些年依靠日常经营
很难做到真正盈利。”晓风书屋创始人
朱钰芳坦言。

对从业三十余年的朱钰芳来说，在
实体书店日渐式微的当下，开校园书店
更是一种情怀。为了“养活”书店，她开
始探索实体书店模式的另一种可能，推
动实体书店从单一的阅读空间向复合
型空间不断转型，让图书与学术活动、
文创相互导流，以“书店+”模式打造出

更加多元的消费场景。
“我们在校园书店的销售比重中做

了调整，除了书以外，文创产品、咖啡茶
饮及校园礼品，也都是书店经营不可缺
少的，但核心不变的是有好书。”朱钰芳
表示，校园书店只有做好 IP，融合好多
元经营方式，读者和学校多方爱护支
持，才能不断焕发活力与生机。

校园书店是场双向奔赴

在高校开设一家实体书店，并不是
书店经营团队的独角戏，而是高校与书
店的双向奔赴，离不开高校的资源支持
和文化润养。

朱钰芳表示，学校管理层对校园书
店的需求和书店经营的支持与帮助，对
书店发展很重要，比如学校对校园安全
的管理规定对校内商业体是关乎生存
的重要问题。

宁波诺丁汉大学后勤事务中心总
经理助理魏超也认为，校方的支持对高
校书店发展至关重要。2023年9月，宁
波诺丁汉引入校内民营书店“慢渡时
光·小石光”，由后勤事务中心直接管
理。开业后校方发现书店书籍销售盈
利较为有限，便开始补强和提升书店文
化建设，一边与新华书店、宁波图书馆
交流探讨，寻找专业力量支持校内书店
发展，另一方面优化书店内部布局和陈
设打造，突出和展现文化氛围，此外还
根据本校特色，加大进口外文书籍的引
进比例和质量，提升外文书的销售，形
成自身风格。

“学校给了书店很大一部分房租
优 惠 ，同 时 也 支 持 书 店 办 一 些 的 活
动。”时光书店负责人赵锦飞表示，因为
有了学校的支持，书店才能更好地发展
下去。

2019 年，时光书店在浙江财经大
学开设了第一家 24 小时书店——浙财
时光无眠书店，“因为大部分高校的图
书馆都有门禁时间，但是很多学生有延
长学习时间的需求，所以我们打造了24
小时书店，为学生创造学习场景。”赵锦
飞说，“我们希望书店可以和高校图书
馆形成互补，为在校学生打造一个文化
综合体”。截至今年，时光书店已经在
省内高校开设了16家分店。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需求分为
从低到高的五个层次。赵锦飞认为，马
斯洛需求理论同样可以解释校园书店
在大学存在的意义。首先，满足学生吃
喝玩乐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怡情悦性的
空间，打造文化消费场景，从而为书店
带来源源不断的流量，这是书店“活下
来”的根本。然后，满足学生精神文化
需求，通过文化赋能文化综合体的运
作，让学生在书店收获精神的成长，这
也是校园书店的愿景。

为学生提供通识教育，让书店成为
学校教学、学生智慧成长的一部分，这
也是刘东对校园书店的期待。“做出一
个还不错的学问和一个伟大的学问，两
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受教育者在早年受
到的通识教育程度。学生求学时期接
受的通识教育越好，他们自我的概念就
越丰富，最后做出的学问也越漂亮。”刘
东表示，他希望学生们以读书为乐，能
在校园书店里感受人类知识的广阔维
度，在知识的融通中得到淬炼和提升，
如“金之在熔”。

校园书店，你还好吗
本报记者 朱 平 实习生 牟书瑶 通讯员 车 鹏

宁波籍作家天涯的长篇小说《半夏
引》通过晚清民国时期宁波慈城药商世
家冯氏家族“乱世求生”的坎坷经历，再
次打开江南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记忆，
用令人荡气回肠的情节，满含情感的笔
墨，塑造了一群坚韧不屈的中国药商形
象，于江南小镇叙事和家族叙事的文学
传统中，显现鲜明的时代标识性。

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小镇成为连接
现代化都市、城市和传统乡村的桥梁和
纽带，形成了观照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
演变的特殊观测点。在中国新文学发
展历史上，浙江作家为江南小镇叙事传
统的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

天涯的《半夏引》站在“今天的立
场”，重新审视晚清民国时的江南小
镇。《半夏引》中的慈城社会和谐，药商
世家悬壶济世，各路商人相互扶持，人
们过着平静、安详的日子。日本间谍林
长谷到来，让小镇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冯氏家族一次一次遭遇暗算，慈城、宁
波商界从此没了安宁。

书中，慈城冯家大院构成核心空
间，宁波商号和上海商号构成生意内圈
空间，长江沿线城市汉口、宜昌、重庆、
江宁等药品采购地构成盗贼横生、动荡
不安的外圈空间，日本尽管没有直接登
场，却成为《半夏引》最具有历史内涵的
辐射空间。把晚清民国时期的日本间
谍引入江南小镇叙事，是作家天涯对晚
清民国江南小镇的一次新发现，深化了
小说的历史内蕴，扩展了江南小镇的叙
事视阈，因此，《半夏引》是一部有鲜明

时代标识的江南小镇叙事。
《半夏引》集中书写慈城冯氏家族三

代人经营药材的坎坷历程，相比于中国
传统“家族小说”，也有新变化。中国传
统家族小说有一个模式：“爷爷”辈人物
往往贪图荣华，腐朽衰败，保守自负，“中
生代”人物往往道貌岸然、利欲熏心、勾
心斗角，第三代人物生出“叛逆”的力量，
反映大家族崩溃的历史和“人”的觉醒。

与传统家族小说“代际”人物迥然不
同的“道德”“人格”分野不同，《半夏引》
书写的冯氏家族父慈子孝、兄弟和谐、妯
娌融洽，各司其职承担家族发展重任，塑
造了一群“站着生、立着死”，将民族大义
与家族命运融为一体的“真汉子”。

慈城药香中
南志刚

慈城药香中
南志刚

《山这边，山那边》作为长篇报告文
学，是一部难得的时代精品。之所以说
难得，是因为作品除了兼顾文学和新闻
特点外，还蔓延着纵横交错的线索脉
络，进而构成一幅立体的画、有声的诗、
贴地的音符，成为苏皖大地上一个独特
的文学坐标。

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清晰勾勒出
时代变迁的轨迹。这部作品通篇贯穿
着漫长的时间线，作者团队从 1995 年
开始跟着这个题材长达 30 年，这 30 年
是伴随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的 30
年，充分见证了中国乡村由贫到富、由
富向兴的历史过程。

通读这本书，仿佛穿越历史，随着作
者雄健的笔触一起见证山乡巨变的奇
迹。作者以新闻特写的笔法，辅以细致
观察、冷静思考和客观的评价，体现出报
告文学鲜明的时代主题和时代方向。

诚然，这部书也示范了文学要向新
闻学习什么。首先，应当学习职业记者
的信息敏锐。恰如批评家贺绍俊所说，
这部作品的作者能从海量的新闻事件中
发现最有价值的东西，提出有观点、有价
值的对策建议，再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
来，为当下社会提供借鉴。其次，应当学
习记录时代的史观视角，作者在成书过
程中用了很多史实史料，记录了历史片
段、事件进程，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
历史细节，进而反映漫长岁月中社会进
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鉴往知来、向
史而新、砺行至远。最后，应当学习作者
深扎蹲守的艺术耐心，28年长期扎根在
乡村调研，深度了解两个省的社情民情，
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中去，无疑是最值得
敬佩的职业素养。这也是我们提倡的老
一辈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他
们进入角色生活、潜心埋头创作，脚下沾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激情。

在空间建构上，作品定位于苏皖交
界、一山之隔的两个村庄，而两个村庄
又恰巧分属江苏省和安徽省。这座交
界上的山，既是两个村庄彼此联通的桥
梁，也是两个村庄泾渭分明的界线，同
时也将作品聚焦的苏皖大地划分为两
个独立的空间，从而天然地形成一种

“同”与“不同”的对比。
“同”是因为这两个村庄有着相同的

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人文习俗，我们理
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发展模式、建设程
度、治理水平等，应该大致相似或者相差
无几；而“不同”却是作品为我们带来的
意外之喜，因为有不同的地方政府、不同
的政策支持、不同的产业类型，更主要的
是有不同的“人”主导不同的发展。

因此，无论是洑家村的温泉养殖、开
办民宿，还是下吴村的承包到户、养蚕致
富，都伴随着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历史
进程，经历了发展之困、之变、之新，最后
实现了各自成功转型和跃升。这就为读
者呈现出以山为隔，分处两个空间的人，
如何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历经共同的
岁月，走过不同的路径，走向共同的未
来。这种巧妙而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能
够很快引人入胜，可以顺理成章、层层递
进地推演出一地、一域、一城、一省在时
代的大背景下，交织出怎样的纠葛、羁

绊、冷暖、悲欢，进而让人心生联想，在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他们又会如
何继续走好“同”与“不同”的发展之路。

这部作品显然没有在空间上“封
顶”，根据文中铺垫的两村关系，我们不
难发现，他们既是百舸争流的竞争对
手，更是团结协作的兄弟伙伴，在发展
中形成了一种毗邻携手、互学互鉴、比
超追赶的良性竞争，这种协同式、差异
化、互补性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推动彼
此唇齿相依共同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品人物的塑造可谓是关乎成败
的关键。这部作品敏锐捕捉到了“人”
之于时代和乡村的作用，进而塑造出很
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能找到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不易
的，这里面除了作者长年累月、坚持不
懈的坚守之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人”的
眼光，能够看到这个人身上有故事。

比如新农村的能人王海清和向领
兵是当地发展的领头人，他们有着劳动
人民最朴素的思想和勤劳的本质，心怀
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努力学习先进经
验，回村带领村民致富。作者将个人的
故事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故事结合在
一起，以一条条人物线刻画出大时代下
中国农村建设发展的全景图，以个人跌
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折射出社会曲折式
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轨迹。

“人”已经成为时代的缩影，“人”的
身上藏匿着解读时代的密钥。正如柳
青、周立波的作品中，能够经常生动刻
画农村能人一般，这部作品也有着类似
效果，作者以近似写实的手法，塑造了
一批这样的人物，让他们在时代的照耀
下，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筋骨，鲜活地从
书中走向人们的视野。这样的人物既
有新闻性，又有文学性，更有象征性，顺
着人物线的延展交织，我们可以想象广
袤的中国大地，到处都有这样能够撬动
一方产业、带动一方发展的人，他们作
为普通劳动人民的代表，甚至遍布各行
各业，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人民幸福、
国家富强的不竭动力。我想，这也是这
部作品想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涵义。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
中心主任）

读懂山重水复路
方见柳暗花明村

李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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