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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精选专注力培养大书 智力开发

我们的身体 科普/百科

猜猜我有多爱你 儿童绘本

美国国家地理儿童小百科 科普/百科

米小圈上学记一年级 儿童文学

小鸡球球成长绘本系列 幼儿启蒙

1 《三体》 小说和文学类

《平凡的世界》 小说和文学类

《人生海海》 小说和文学类

《断舍离》 励志类

《非暴力沟通》 心理学类

《自卑与超越》 心理学类

16-25岁
偏好外语学习、励志与

成功、考试类书籍

26-35岁
偏好管理、考试、励

志与成功类图书

36-45岁
偏好小说、文

学、外语学习

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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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72 . 8%的家庭没有书房
人均书房面积仅0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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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宇新成员郎茂山店、伟东新都店

明码实价，为您创造价值

秉承“正宗良品、平价精神”，天宇茶

叶泉城新添两个成员：伟东新都已开门

纳客，郎茂山店将于4月28日开业！

香绿新茶30元/斤、38元/斤；茉莉

花茶23元/斤、39元/斤、58元/斤；铁

观音35元/斤、45元/斤、55元/斤……

全部茶品平价销售，明码实价，并标注

原产地，售价仅仅在原产地进价基础上

加8%-10%！

天宇茶叶平价超市成立于2006年，

有连锁门店多家，荣获“山东省茶文化

优秀企业”“山东省第七届消费者满意

单位”等多项荣誉。

为回馈泉城厚爱，郎茂山店、伟

东新都店开业期间 ( 4月 2 0日— 5月 2 0

日)到店赠送体验装，欢迎品鉴！

凭此报广到郎茂山、伟东新都店即

可领取鸡蛋一份，活动仅限3天

郎茂山店：0531-82729418 泉景天沅鑫园4-102(郎茂山农产品市场对过)

伟东新都店：0531-67810656 舜耕路91-3号(伟东新都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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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一个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书店开张

从大明湖正门出发，顺着曲水亭街弯弯绕
绕的石板路向巷子更深处走，就能看到不贵书
店原木色的招牌。虽然环境好，但这实在不是一
个开店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临街，不热闹，背靠
着济南的老城保护区，年轻人不多，来的生面孔
都是游客。游客把书店当成景点看，门口探头看
一圈，全是书——— 抽身就走了。

书店的老板是王树增，32岁，和想象中儒雅
的书店老板并不沾边：套头衫、运动服裤子，衣
服前胸沾着一两滴油渍，头发也毫无造型可言。

在开实体店之前，王树增曾在一家民营医
院做文案，用他的话说，是“白天‘摸鱼’，晚上卖
书”：下了班就骑着三轮车出去摆书摊。

王树增选书有自己的坚持，很多书摊都在
卖的一些热门杂志，在他这里都找不到影子。相
反，一些相对小众的书，他总摆在显眼的位置，而
且全是正版书。来的顾客聊聊书，加个好友，一来
二去的，一群聊得来的书友就聚在了书摊旁。

摆摊的四年时间里，王树增四处打游击，终
于，在又一次被驱赶后，王树增想辞职开实体书
店了。了解王树增的朋友都劝他：别辞职，别开
实体书店。原因是明摆着的，玩手机的越来越
多，看纸质书的越来越少。开书店，靠的不是情
怀，房租、水电、人工……样样都要钱，而王树增
没有钱。

农村出来的苦孩子，不是名校毕业，也从来没
进过高收入的大公司，哪里来的钱去“做情怀”？

王树增还是想开书店。他觉得自己有这个
底气：摆摊的这些年，他加了很多顾客，顾客发
展成朋友，朋友都支持他的卖书事业。为了让这
些朋友继续支持他的想法，他每天都在朋友圈
里“碎碎念”：“我想开书店，我正在为开书店做
准备。”“开了书店，就能把书卖得更好玩。”

王树增在朋友圈里问朋友，你们有没有想
开的店？朋友回答：羊汤店。

给书店起名字也费了很大工夫。王树增又
开始在朋友圈碎碎念：名字都寄托了当事者的
一些愿望，比如说自己的名字“王树增”，就寄托
了父母希望他长大能当上副镇长的愿望，因为
他们镇的副镇长就叫这个名。

王树增说，自己想了好几个名字，但总觉得
缺点什么，“文雅的不够响亮，响亮的不够文
雅”，因为爱听周杰伦的歌，王树增就想，干脆用
周杰伦的专辑来命名：范特西书店。

王树增在朋友圈问：这个名怎么样？有朋友
回答：像理发店，而且是杀马特的那种。

日复一日地在朋友圈碎碎念，在所有朋友

都知道王树增要开书店后，书店的地址定下来
了，名字也定下来了。地址，就选在大明湖百花
洲附近；名字，就叫不贵书店。

选址原因很简单，房东人好，房租要价低；
书店名字起得也很随意，好而不贵的书，才是书
店最大的竞争力。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看书是个好事，但开书
店，却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即便是朋友们都
默认了王树增要开书店，在装修时，也有不止一
拨热心市民过来劝王树增不要开书店：在这么
个偏僻的位置，开一个没啥顾客的书店，你这不
等着赔本关门吗？

但谁都劝不动王树增。2017年五一过后，一
个绿树阴浓的好日子里，王树增的不贵书店正
式开业。

书店的姿态

书店开了，也活下来了，还是不停地有人问
王树增：为什么要开书店？

问的人多了，王树增就找人写了张告示贴
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开书店是为了挣钱。

有客人来了，看见告示后问王树增：那你挣
到钱了吗？

王树增就回答：靠着这个书店，我买了房，
找到了媳妇，你说挣不挣钱？

王树增着重强调，“我靠着开书店，还买了
车位，虽然没买车，但车位都十多万元。”

书店挣钱，也不挣钱。虽然能让王树增安身立
命，但书店多次都游离在撑不住的边缘，最近的一
次撑不住，是要进30万元的图书，王树增实在不知
道从哪里找这么多钱，觉得要撑不住的时候，朋友
支招，店里搞了一波充值优惠，才凑齐了这笔钱。

一直到现在，王树增外面还是欠着一些
钱，但也不算有亏空：毕竟钱都变成了书，躺
在仓库里。

不贵书店面积不大，扩张过一次，从45平米
扩张到了96平米，但还是几乎没有能坐下的地
方，到处都放着满满当当的书。

邀请记者坐下，王树增从柜台后摸摸索索
地拿出俩马扎，绳子都磨得毛边了：坐这，这行。

为了解决朋友来了没地方坐的问题，王树
增在门口放了一把躺椅，一把木椅。但这把躺椅
基本上也没人坐，一方面是因为朋友们都习惯
了站着看书、挑书；另一方面是因为椅子被占
了：一只肥猫，长期以肚皮朝上的姿态盘踞在椅
子上睡觉。王树增一边埋怨着这只肥猫长期混
吃混喝的霸道，一边拿出一个小毯子，想要给肥
猫盖上——— 当天有点下雨，担心猫着凉。

但王树增可不是个暖男，甚至都算不上好
脾气的人。认识他十来年的顾客小墨说，王树增
是被朋友当成“怪人”推荐给自己的，因为自己
的脾气就挺怪。

“朋友说我的脾气挺怪，泉城路有个摆摊卖
书的脾气也挺怪，你们俩肯定能聊得上来。”果
然，小墨跟王树增从卖家和顾客的关系发展成
了线下朋友。小墨说，王树增有点旧时掌柜的拧
劲和傲劲，有顾客来买书，想要还价，王树增摆
出一张臭脸，宁肯几百块钱的生意不做，也不给
人便宜一块钱。不为啥，就是觉得顾客还价“不
尊重书，也不尊重自己。”

但王树增也并不真的那么在乎钱。收银台后面
书架是显眼的“黄金位置”，王树增全放着小众书，
经常是好久都没人买，但王树增就是不换。

问他为啥，他张口就是“我就愿意这样摆”；
卖文创、玩具、教辅的利润高，也畅销，王树增就
是不卖，问他为啥，张口就是“我不想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京东研究院
联合京东图书发布《2021京东阅读数据
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人们阅
读的书籍类型发生了极大变化，2020年
以来，小说、文学、励志与心理学类书籍
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读者群中都
更受欢迎。

基于京东图书公布的榜单，2020小说和
文学类畅销书有《三体》《平凡的世界》《人生
海海》《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晚熟的人》《云
边有个小卖部》等；励志类书籍有《断舍离》、

《终身成长》等；心理学畅销书有《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非暴力沟通》《自卑与超越》等。

2020年许多人寻求安慰的五大类型书
籍是：“寻找答案”“与童年及故乡和解”“拒
绝成熟”“温暖的现实主义”“自我疗伤”。

除了文字的鼓舞力量之外，法律类、童
书教辅、科学与自然、历史政治、理财投资
等“功能型”或“学习型”书籍也在不同人群

中各有增长，而且集中度更高。男性更偏好
小说、励志与成功、文学类图书；女性偏好
小说、文学、考试类书籍。

16-25岁年轻人偏好外语学习、励志与
成功、考试类书籍；26-35岁年轻人偏好管
理、考试、励志与成功类图书；36-45岁读者
偏好小说、文学、外语学习类书籍……

2020年的女性读者，已不再是学外语、
看爱情小说、买育儿图书的形象。甚至很多
女性关注起“硬核”书籍，《液态火箭发动机
推力室设计》《电工从入门到精通》《机器学
习公式详解》等专业书，成为35岁以下女性
在相关领域中的最畅销书籍。

年轻人爱读哪些红色经典？数据显示，
85年前出生的读者对保尔·柯察金、江姐、林
道静等人物印象深刻，但现在的年轻人更喜
欢读一些不同角度的书籍，比如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
行漫记》)，全景式揭示和剖析中国革命历程
的《苦难中国》。值得注意的是，85年以后出生
的读者越来越愿意读《毛泽东选集》等著作。

阅读报告之一：

85后年轻人越来越爱读红色经典

连媳妇都是书店给“找到的”

王树增说，自己并不爱看书，也没这个
时间看书，时间都用来挣钱了。但看记者挑
了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王树增立刻转身
去拿了一套《金枝》，语气诚恳地让人觉得
这书绝对值得一读：“我没看过，但这本书
绝对好。”记者看了一下，《金枝》作者是詹
姆斯·乔治·弗雷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
也是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的先驱。

小墨觉得，王树增是“有文化、有情怀
的人”，他选的书有品位，而且还很懂。他
在朋友圈里推荐的书经常大获好评。“王
树增是很有品位的。”

然而，在王树增那里，意义再次被消
解。选择哪些书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便宜”。书不仅要好，还得便宜。不贵书
店所售图书，价格一般非常低，有时甚至
会接近正常书店的进货折扣，也就是定
价的六折左右。

想要拿到低折扣，得靠多跑跑、加大
进货量来打动出版商。“我这里是全济
南、全山东、全国最便宜的书店。”王树增
有点得意，“好而不贵，这是不贵书店的
核心竞争力。”

不过，书店的意义可不仅这些：媳妇
李永华曾是王树增的顾客，俩人是在他
骑着三轮车摆书摊的时候认识的，以店
主和顾客的身份处了两年后，两人走到
了一起。王树增有些得意地说：你看，我
和书就是有缘，连媳妇都是书店给“找到
的”。

3万个顾客，3万个好友

记者问，书店的支出有多少？成本有多
少？利润有多少？王树增通通答不上来，但
他说自己学过“经济统计学”。

记者问，你看过经济学的书吗？答：“没
有。”记者又问，你卖过经济学的书吗？又
答：“没有。”

记者再问，王树增有点急眼，“没看过
但我懂，因为我是从实践里得出来的经
验。”王树增的实践，就是他的微信。

他有7部手机，3万多个微信好友，每天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手机接单、回复顾
客咨询。手机24小时待机，消息永远不停。
为了能带好这些手机，王树增专门找了个
电脑包装手机，平时7部手机一字排开。这
让王树增看着不像书店老板，倒是很像修
手机的店主。

“手机少了，消息会爆，顾客的信息回
复不过来。”王树增说，之前因为信息回复
慢曾引发顾客不满，因此自己只好拿着一
堆手机，分不同的微信群，让自己尽可能多
地看到顾客发来的信息。

“现在收入主要靠网店。”王树增说，线
下实体店的收入还是不能支撑支出，但自己
绝对不会关掉实体书店，大道理自己也说不
清楚，但“我就不关，不挣钱我也不关”。

在王树增3万多个好友中，很多都是
陪着王树增一路走过来的朋友。小墨说，
自己还记得不贵书店刚开业时的模样，

“跟我们想象的书店不一样，挺破的，跟
个书摊一样。”书架从地顶到天也装不
下，书像要溢出来似的，狭窄的过道里堆
着成捆成箱的书，一抬脚就可能踩到。有
的地方干脆胡乱堆积成一座小书山，一
旦碰倒，整个书店就乱套了。

到后来，书店扩建、收拾，有了一些
名人过来题字，书店慢慢就像一个“想象
中书店”的样子了。

不贵书店发展到现在，依然是个小
书店，但是成了大家伙一起买书、聚会的
地方。与其说是书店，不如说是个寄托，“因
为喜欢同一本书，我认识了好多朋友，我们
线下也会一起聚会。能够因为喜欢而聚在一
起，觉得这种感情很珍贵。”

读者龙哥是王树增的读者，也是他
的朋友。龙哥是德州人，只要有空，就跟媳
妇一起买16 . 5元的火车票，聊着天到济
南玩。不贵书店是俩人必去的地方，即使
再忙也要去站一站。

“我现在都对人说王树增是我表弟，
但其实他不是，我跟他是县西巷南头海
底捞的柳树下认识的，当时他在那里摆
摊，我去旁边媳妇公司接她时买了本书，后
来我们就互相看着顺眼，他找我做设计、画
画。”龙哥说，俩人成了朋友后，就经常互相
搭把手，王树增骑着电动三轮带他去站点运
书，俩人当苦力一点点把书搬回来。

当时王树增租的房子里全都是书，
没处下脚，晚上就在书的海洋里睡觉。看
着王树增从摆地摊到开书店，再到扩大
书店、开网店，走上正轨，这个过程赋予
了不贵书店很多超乎卖书的意义，“书店
不卖咖啡、饮品，不卖周边文创还能赚
钱，能做到这样，在济南也算独一份。”

因为只卖书的这分纯粹，一些作家、
文化名人、报社编辑、大学教授都成了不
贵书店的常客、朋友。也因为这些一起走
过来的日子，不贵书店在很多顾客心里，
是“大家的书店”。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扪心自
问，你有多久没逛过书店、看过书了？

在济南百花洲附近，有家“不贵
书店”，2017年夏天开业，营业的这几
年，没咖啡、没文创，也没有陈列精致
的小点心，除了卖书，啥都不卖。

在营业的这几年，书店曾接待过
不少记者，还有一些来拍视频的自媒
体人探店。对于一个既不算大也不算
美，也没啥“明星”的普通书店来说，
能吸引人的，就是它还“活着”——— 这
本身就是个挺值得探究的事。

阅读报告之二：

我国人均书房面积仅0 . 65平米

相
关
新
闻

王树增在书店里整理图书。 顾客淘到便宜好书，心满意足。 王树增开书店前曾摆过书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当当发布的
《2021中国书房与阅读现状洞察》报告显
示，中国72 . 8%的家庭没有书房，人均书
房面积仅0 . 65㎡。一线城市近9成家庭
没有书房，人均书房面积仅0 . 26㎡；新
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人均书房面
积依次为0 . 53㎡、0 . 62㎡、0 . 80㎡、0 . 93
㎡；只有五线城市达到1 . 01㎡。

有书房家庭的平均书房面积为8 . 6
㎡，一线、新一线城市的家庭书房平均面
积在8㎡以下，二、三线城市在8-9㎡之
间，而四、五线城市则接近10㎡。

大城市“书房难求”。上海、北京、深圳、
广州、南京是全国人均书房面积排名垫底
的五大城市：上海人均书房面积最低，仅
0.23㎡；而沈阳、西安等城市人均书房面积
达到上海近三倍，分别为0.68㎡和0.64㎡。

报告显示，全国实现“书房自由”的
平均成本为29万元。深圳、上海、北京的
书房成本位列前三，分别高达近110万
元、78万元、75万元。

书房的功能和价值也越发多样化。
高达52 . 9%的人把书房作为加班工作的
场所，50 . 9%的人更愿在书房想“静静”。

人文社科类图书是书房中收藏占比
最高的图书，高达53 . 9%；经管/考试/工
具/教辅/专业书籍/亲子教育类等实用
性书籍阅读量最高，合计占比为68%。

中国家庭平均存书量为264本，其中
三、四线存书最高，分别为308本及298本。从
城市看，上海、成都、南京、天津和郑州位
居家庭存书量城市TOP5。报告显示，
73 . 5%的人书房里一半以上的书都没读
过，仅0 .7%的人基本读过家中藏书，大多
数人书房藏书阅读占比为30%—60%。

数据显示，通勤、马桶、睡前、午休、
早起和就餐时正在成为人们的“第二书
房”，其中，63 .6%的人在通勤路上看书，
39.5%的人在马桶上看书，35.4%的人在睡
前看书。书房与卧室仍是人们在家中看书
的首选阅读空间，阅读率分别达到82.5%、
38.5%，卫生间以32%的比率紧随其后。在外
面，咖啡厅与书店成为人们最心仪的阅读
场所，阅读率分别达到41.8%和33 . 3%。

自称“第六好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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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房”兴起

以上数据来自京东、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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