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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久， 长沙 魅 力

四射酒吧解放路店装修，

网上却突然风传“魅力

四 射 ” 要 关 门的 消息，

几乎是一夜之间，长沙

网民们的激动表情就霸

屏了，接下来就是众多

媒体出来澄清……不用

说，我们清楚地看到了

一家夜店在长沙人心中

的影响力。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

题，偏于一隅的成都为

何被称为“中国的书房”？

早在 2017 年，成都就荣

获“2017 中国书店之都”

称号，当年成都书店数

量就已达到 3463 家，继

北 京后位 居 全国 第二。

其 中， 全 国 十 家“2017

最美书店”成都就有两

家。 单 从 这一 数 据 看，

我们也不得不服吧？

显然，城市建 设 发

展到今天，书店已不再

是个人的精神驿站，更

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和精神气质的体现。越

是知名的城市，实体书

店和城市文化互动融合

就越是密切。阅读，尤

其是夜间阅读能不能成

为市民生活的一个部分，

彰显着一个城市的品味

与格调。让人欣喜的是，

我们看到了长沙乃至整

个湖南正在逐渐营造最

好的阅读氛围，地方政

府和各级主管单位都在

不遗余力地开展硬件建

设，有情怀的企业家也

在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

到了市民在阅读兴趣和

阅读习惯上的滞后，书

店跟其他夜店相比影响

力相去甚远，甚至没有

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换句 话 说， 长沙从

来不缺“魅力四射”一

样的娱乐地标，但是我

们似乎找不出几个有阅

读标签的文化地标。而

细探原因，我们好像又

不缺有规模的阅读场所，

缺的还是四个字——阅

读习惯。看到这儿，也

许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

们在第 25 个“世界读书

日”里提出这样一个看

似口号般的主张：把书

店当成你的“夜店”。你

品，你细品……

让书店成为你的“夜店”
声音 

运营“24 小时书店”不为赚钱

吴思倩是“长沙乐之 24 小时

书店”的店长。她坦言，要维持

24 小时营业并不容易。“夜间营

业基本创造不了效益，但却要付

出比白天多一倍的人力、水电、

安保成本。”吴思倩坦率地说，

一年下来，光晚上被偷走的书都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业内基本都清楚，书店是

不赚钱的，更不用说 24 小时书

店。我们作为新华书店旗下的

独立品牌书店，经营压力相对

小一些，我们更看重社会效益。”

吴思倩将 24 小时书店比喻成一

个港湾：“失恋了或者周末一个

人很孤独，有一个可以让心灵

栖息的地方。”

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野心，

那就是将“乐之”打造成长沙的

另一个“网红打卡地标”。

“说实话，有些人来书店基

本就是拍照、打卡，不怎么看书，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至

少这里面也有一种‘读书’正能

量的传播。”吴思倩希望借此将

自家书店打造成一个与文和友、

茶颜悦色、解放西等地标一样的

夜生活打卡圣地，“鼓励大家来

逛，来拍照。玩着玩着，说不定

你就会成为爱书的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正如吴

思倩所言，相比乐之书店这样的

国营单位，一些率先尝试 24 小

时开放的民营独立书店感受到了

更大的成本压力。坐落于长沙太

平街的“九木书店”，前两年依

靠“民宿 + 书店”的模式 24 小

时经营，吸引了不少文艺青年来

打卡。但挺到去年，“九木书店”

还是因成本过高退出了长沙。据

书店创始人介绍，目前，“九木

书店”已转战凤 凰古城，正在

尝试午夜无人自助的形式，实现

24 小时开放。

德思勤集团董事长龙固新

曾说过一句话：“晚八点以后的

相比 24 小时营业的实体书

店，以自助模式出现的 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在运作机制和服务

方式上要灵活得多。傍晚时分，

如果你在长沙街头走一走，一

间间灯光明亮、摆满书架的玻

璃房或许会引起你的注意。“我

们希望这是一个个温暖的所在，

是一个个充满文化气息的阅读

基地。”长沙市图书馆馆长王自

洋在描述这些玻璃房子——“城

市街区二十四小时自助图书馆”

时深情说道。

近年，先后共有 40 座由长

沙市图书馆牵头建设的自助图书

馆（点）在街头巷尾落地，任何

人只需轻刷身份证就可进到馆

内，享受海量图书和空调恒温的

阅读环境。

王自洋坦言，很久以前读者

就有呼声，希望建立一个能自由

借还图书的渠道。“只是那时候

人员、技术水平还达不到。”她

说，直到近几年，互联网技术和

远程控制技术的完善，让自助图

书阅读成为了现实。

 2016 年，王自洋发现，已经

服务市民多年的“地铁自助图书

机”在功能上还是很有局限。于

是，她向开福区政府提议，选择

在一个人流量大，离现有的图书

馆距离大于 800 米的地方建小型

自助图书馆，方便读者随时读书

和借阅书籍。

“协调了好几个部门，园林、

城管、文化部门，最 后 终于在

长沙烈士公园门口规划出了一块

地。”王自洋说，该图书馆由开

福区财政出资建设，长沙市图书

负责书籍采购，并于当年 6

月 3 日建成开放。“从

这 家自助图书 馆

的 运 营 来 看，

图书的利用率

很 高， 所 以

我 们 很 快 就

在 全 市 复 制

推广。”

“一间约为

10 平 米 小 房 子，

拥有 3000 余册图书、

若干桌椅沙发和自助设备及

门禁系统的图书馆，建设难度不

比建一个银行小。”王自洋认真

地说。

首先，选址就有严格规定，

必须离已有的图书借阅机构 800

米以上，人流量大，最好靠近公

园、商场，学校，周围居民须超

过 5000 人。

为方便残障人士，自助图书

馆只建一层，所在的交通位置得

相当好，并且必须醒目。“这样

图书馆的利用率才会高，才能坚

持下去。如果读者连图书馆都发

现不了，那开门第一天就等于关

门了。”王自洋打趣道。

装修也是门学问。本来，全

玻璃式结构是采光效果最好也

最醒目的一种，但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王自洋和工作人员发现它

并不适用于湖南。“湖南夏天太

生活方式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文

化底蕴。”这句话也许成了很多

有情怀的湖南人的共识。因此，

尽管 24 小时书店运营起来相当

困难，但从全省范围来看，这

几年，选择深夜不打烊模式的

书店数量一直在增加。如 2018

年，益阳桃江县新华书店和县

政务中心联合打造了该县首家

24 小时无人自助书店，宁乡县

成立了首家民营 24 小时书店。

两 年 间， 岳 阳、 娄 底、 衡 阳、

邵阳等地也都相继出现了多种

出资方式建成的 24 小时书店。

对话 

 40 家自助图书馆已覆盖全长沙

阳 大， 冬 天 湿 冷，

全玻璃房的隔热、保

温 效 果 太 差。” 王 自 洋 说，

他们因此改用了半玻璃形式，

既让市民看得出这是个自助图

书馆，又能保证屋内温度适宜。

“馆内尽量多安排座位，重

点在于书籍的流通频次，对于

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你这个

图书馆有多少书，而是多少书

对他有用。”王自洋说，针对全

市不同图书馆数据所反映的阅

读偏好，长沙市图书馆有一支

专门的 8 人配送团队，不断更

换全市 40 家自助图书馆（点）

的书籍类型，仅去年就配送了

10 万册图书。“比如，这家图书

馆显示周国平著作的借阅量最

高，那么我们就会多向它补充

这一类型的书籍。”目前，市内

地铁自助图书机一周更换两次，

自助图书馆半个月更换一次，

区县分馆一个月更换一次。

王自洋介绍，目前，长沙市

40 个自助图书馆（点）分布比较

合理，长沙县 5 个、浏阳市 7 个、

雨花区 3 个、长沙总馆 8 个、芙

蓉区 1 个、岳麓区 1 个，天心区

2 个，开福区 7 个，宁乡县 2 个，

望城区 4 个。 其中秀峰山公园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借阅量最高，

一年共借阅 6 万多册。晚 5 点到

9点为自助图书馆夜间到馆高峰。

“我们提倡让阅读成为夜生

活的主要内容，但如果盲目建

设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对行政

资源也是一种浪费。”王自洋毫

不讳言，从图书馆的后台数据

可以看到，过了 12 点，自助图

书馆的到馆人数极少，偶尔会

有 1~2 人，但耗费的电力资源

却长达四五个小时，“目前我们

的做法是，根据每个馆的流量

数据和借阅量，灵活判断每一

个馆的开关闭时间，最大限度

的节约行政资源”。

编后

乐之书店成不少文艺青年的打卡地。

在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内，读者可以自由享受阅读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