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房咖啡，让更多人重拾图书”
菏泽小伙打造“赠书送咖啡”经营模式，突围当下传统阅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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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0岁冒头的菏泽青年高原，
从小痴迷读书，原本有个记者梦，后来
阴差阳错当了兵，退伍后干过销售等工
作，却发现这些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到
上海等大城市出差的机会，发现这些都
市街角的咖啡店挺有风情品位，机缘巧
合，其将阅读与咖啡文化结合，在菏泽
城区开了一家阅读主题咖啡馆。后来，
其想出赠书送咖啡成为会员，永久免费
借阅图书模式，倡导“轮换”分享阅读。
今年底，他将开家“书房咖啡”，并希望
这种模式能得到复制，“传统阅读方式
将在书房咖啡得到复活，让更多人重拾
读书习惯。”高原憧憬。

分享让书产生最大价值

21日午后，记者来到菏
泽城解放街高原开的阅读主
题咖啡馆。

咖啡馆外装修古朴典
雅，进入馆内，一个设计别致
的书架上，摆着许多书籍，一
眼扫过，村上春树的《挪威的
森林》、阿尔伯特哈伯德的

《致加西亚的信》、《梁实秋作
品欣赏》等书籍映入眼帘，文
化小资气息扑面而来。

“这些书都是会员捐赠
的。”高原向记者介绍，每个
桌子上也放着书，人们在这
里可以边读书边品尝咖啡，
享受阅读、休闲时光。

馆内的书多是社科、文
学类书籍。用高原的话说，

“多是贴近内心、慰藉心灵的
作品。”目前，他提出赠书送
咖啡想法并实践以来，已拥
有赠书500余册，赠书会员
300余人。

高原说，他受到能书会
画的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喜

欢读书，遇到好书就会买下
收藏，阅读后会借给同学看，

“有人说书非借不能读，我认
为把书分享给他人看更有价
值。”

“从小就这样做，大了认
识到轮换阅读才能产生最大
价值。”高原说，后来，其就开
了家阅读主题咖啡馆，再后
来又想出“赠书送咖啡”模
式，赠书会员可以永久免费
借阅书籍，并可以带回家阅
读。

“这种模式受到老主顾
们的欢迎，他们口碑相传参
与到分享阅读活动中来。”
高原介绍，咖啡馆还不定期
搞鉴书会，“大家带来各自
认为的好书，向大家推荐分
享。”

记者与高原交谈时，一
对青年男女来到店内，径直
走到一僻静处坐下，翻起桌
上的一本书，两人交流起来，
看来是这儿的熟客了。

从小痴迷阅读的高原，
本有个记者梦，看了不少书，
也尝试着写些东西并投稿，
也有一些作品见诸报端。“无
论是上学时，还是后来去当
兵，都没有放弃写作。”他说，
其一些作品在《读者》、《女
友》杂志及部队所在军区的
报纸发表。当兵期间，部队领
导发现其喜欢读书，还让他
当了部队阅览室管理员。

“现实并不如人所愿。”
2000年退伍后，高原的记者

梦并未实现，他回乡干起销
售，成为一名业务员，但这种
奔波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
跑业务期间出差北京、上海
等城市，这些都市街角的咖
啡店吸引了高原，“当时菏泽
还没有，开咖啡馆的念头开
始萌生。”高原说，但他考察
发现这些咖啡店商业气息太
浓，欠缺文化气息。

机缘巧合。2003年菏泽
新华书店招商，他立即决定
在书店旁开家咖啡馆，“东借

为他人坚持是一种美德

西凑资金，咖啡店于2004年营业。”
高原说，当时他就把图书与咖啡结
合，由新华书店提供图书供顾客阅
读。后来，书店搬走，他想出了“赠
书送咖啡”模式。

高原介绍，当初菏泽市民并
没有饮咖啡习惯，直到2008年，咖
啡馆一直亏损。“2008年奥运会后，
到咖啡馆的市民才渐多起来，尽管
如此，咖啡馆至今仍处在不亏不盈

状态。”
高原说，咖啡馆不盈利，他

也想过闭门歇业，但这些年来，
有了一批忠实顾客，“有些老主
顾出差归来，总会到店里看看书
喝杯咖啡。”他说，咖啡馆刚开
时，一对青年男女就到咖啡馆
来，如今这对青年男女结婚生子
了，还经常带着孩子来，“如果我
关门了，这些人就失去了一个去

处。”。
“为他人坚持也是一种美德。”

高原说，尽管这些年来咖啡馆盈利
甚微，但他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
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才是人生
一大乐事。”他说，人生的快乐不在
于挣了多少钱，而在于能将兴趣和
所从事的行业结合，追寻心灵的舒
适和自由，“为他人坚持，也是为自
我坚持。”

如今时代阅读危机，知识贫
乏，高原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身边
的朋友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在床
头、车内、办公室内都放着书，一有
空闲就会拿起书翻上几页。有次，
他到一个朋友家做客，发现朋友家
里一本书都没有，这让他很吃惊，
他便苦口婆心地跟朋友说读书的
好处，后来他还买书送给这个朋
友。

“遇到好书就会买下，有时还
会多买几本送给朋友。”高原打趣
道，如今他送礼就送书，他觉得书
是最贵重的东西，能让朋友在累
时、迷茫时，从书中得到慰藉和启
发。

面对电影、电视、网络和电子

阅读的冲击，实体书店纷纷关门，
传统阅读习惯也正被不少人抛弃，
这让高原很忧心。他说，不能想象
一个不读书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子。不过，他似乎找到了解决的方
法。

高原认为，他的书房咖啡模
式能缓解传统阅读危机。“现代
都市人工作、家庭压力大，势必
要找个宣泄口，而书房咖啡就提
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可以在店内
边品咖啡边读书，也可以借走书
回家阅读，现代人物质满足了，
精 神 上 肯 定 会 有 这 方 面 的 追
求。”高原自信地说。

他认为，咖啡店应该是富有文
化内涵的，应成为城市的灵魂所

在。高原说，他会将“你赠一本书我
送一杯咖啡”的书房咖啡模式坚持
下去，“今年底，就会开家书房咖啡
店，位置都物色好了。” 咖啡店的
名字，高原也想好了，“就叫‘老伙
计.书房咖啡’。”他将店定位为半
公益半商业性质，“类似国外的社
会企业吧。”高原说。

“坚持自己的想法，走在奔向
梦想的路上就是幸福。”高原说，他
相信传统的阅读方式将在与咖啡
店的结合后得以复活，“我希望这
种模式能得到复制。”走“赠书送咖
啡”成为会员共享阅读模式，以书
房咖啡店为平台，他相信传统阅读
方式能得到回归，更多的人会重拾
起读书的习惯。

传统阅读将在书房咖啡复活

▲高原说，赠书人可以在所捐书籍上签名并
写上美好的祝福语或哲理性句子。

高原在整理其咖啡馆内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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