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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书房，为夜行人燃灯

见惯了大隐书局、大隐精舍古色古香的中式风，冷不

丁来到位于淞沪路大学路上的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会颇

感意外。这家今年1月份开业的店被定义为“城市书房”，它

结合了当下主流的简约风，设计更具现代气质。这倒是更

加融入了大学路上的文化氛围，与整条街区互为呼应，无

缝对接。

2017年12月25日，当上海最后一家24小时书店退出市

场后，大隐书局的第一家深夜书房，选择营业到凌晨2点，它

在书店的营运成本和用户的阅读需求当中，找到了一个时间

上的有效平衡点。

据创办人刘军介绍，之所以把这家店称为深夜书房、

城市书房，是希望这里成为家庭书房的延伸处，成为城市

灵魂的栖息地。为莘莘学子、城市夜归人保留一盏心灵的

明灯。从书店到书房，一字之差，意味迥异：书店属于“他

者”，而“我”是顾客。书房则是属于“我”的，“我”才是书房

的主人，意在宾至如归。刘军认为，实体书店是经营空间，经

营文化，更要为读者提供不间断的服务和活动参与的可能

深夜,湖畔，书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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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深夜书房+城市书房”的模式探索，也在探索书店打开

方式的新可能。

“我们需要一家与众不同的书店。”这已不单是书局

创始人的需求，更接近于一个时代的需要。这家书店的主

设计师Adam lau，毕业于新加坡莱福士设计学院，参与设

计过世博会德国馆vip区、丁香花园5号楼、大悦城-iever、

思巷家、复兴中路老洋房珠宝会所等项目。他认为，新时代

的书店正在经历一连串的空间革命，书店的定义已经由简

单的书籍贩售延伸至社交需要及文化生活。作家不再待在

阁楼，年轻人也更心仪流光溢彩的生活。我们如何引导快

节奏生活的现代人，在藏书如山的书店随兴所至地信步漫

游，唯有恰到好处的空间融合，才能让人们从踏入书店的一

开始，就能身随书行，不经意间发现一本书或一段邂逅，那

是何等的浪漫。这便是Adam对“与众不同”的理解。

Adam将阅读作为核心功能，并为之补充一系列丰富

多样的活动空间，如茶空间、美学屋、大音坊，使顾客能够

就座、阅读、学习、参与工作以及现场活动。这些场景带来

了超越传统售书模式的全新体验，并使此处成为大学路及

其周边地区的全新生活目的地。

发现上海

“在我第一次踏入这个场地时，观察到一楼的场地

过小，地下一层占据整个商铺的较大面积。所以在做设计

时，我就准备引入一个与众不同的楼梯，这个楼梯不单单拥

有上下的功能，同时具备取书、阅读、拍照、休息的功能。最

后我们打造成了一个极具视觉冲击的‘深坑’楼梯，通过天

花板镜面的反射，地面景观的营造，及不同造型的做法，让

楼梯成为整个空间的主视觉。”

创智天地地处大学路，周边都是年轻人和学生。通过

运用金属和透明的元素，打造整个空间的时尚感和活力

感，让整个色系明亮轻快；运用浅木色的搭配，让室内舒适

而温馨。

在餐饮休闲区，更加考虑到互动和沟通的体验，运用面

对面长桌的方式，使整个空间感觉像个大学客席室，通过移

动的透明书架进行区隔，既满足各类活动及私密的用途，又

迎合空间视觉通透的效果。

“慢设计”的践行者

这 家书店的总面积 为1300平米，在 大 型阶梯的四

周分布着三分茶（TEA&COFFEE）、书籍（BOOKS）、一

人食（GOURMET）、大音坊（RECORDING）、美学屋

（LIFESTYLE）、绿雪芽（LETSHEER TEA）等功能区域。阶

梯一二层楼的空间区隔，运用木色和灰色的撞色，不仅减缓

了楼梯长度太长的视觉感受，同时区分了过道和造型的分

隔。这已然不是一个纯粹的上下通道，拾级而上，立式书柜

仿佛楼梯扶手，每一步都伴着书香。当你有所发现想仔细探

究，便可轻松拿取书籍。落座于任何一级台阶，身边有郁郁

葱葱的绿植，不远处还飘来咖啡香，这些体验都能帮你调慢

钟表，尽享与书共舞的片刻。

书店中随处可见的书柜展架及中岛的设计，不同于现

有书店的常规布置和陈列。运用不规则的高低陈列和方块

造型，进行错综交织的排列。在满足功能和数量布置的同

时，创造了最大的视觉冲击。中岛区的凹陷设计，搭配明亮的

灯光，除了能突显主打商品之外，更有藏匿式抽屉，简约简

单，增加了该区域的收纳功能。

在餐饮区，书柜运用吊架和半透的处理，设计成高低

的错觉，让人产生遐想空间。餐桌上采用移动型的半透

明书架，不仅增加了书和餐食的融合，同时在功能上能分

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留出最舒适的个人用餐及阅读空

间，在享受味蕾体验的同时，也为阅读者带来随意滑动书

柜的乐趣。

美 学 馆，一 个 开放 式的美 学空间小屋，有服饰、美

学 服 务。木 质 感 的 吊 顶 与 中岛 相 呼 应，设 计 出多层 次

的、简约纯 粹的造 型空间。灯光 形成明暗的交织，光 线

交 错，带 给人 遐 想，再 将灵动 的小空间中注 入书香，让

美学和书香舒适地融合在一起，让你的脚步停歇，久久

不舍得离去。

茶，在传统的记忆和理解中，一直有养生和保健的作

用，散发着浓浓的中式气息。设计师Adam说，“不如改变一

下茶饮氛围吧”，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茶空间。它的设计运用

了西式极简的线条风，模块方格的交错拼接，使空间灵动简

洁，不仅更突出产品的特质，也让年轻人更加融入环境，在

阅读的同时了解真正的茶饮文化。

滴水湖畔，悠然书香

在这样一个时代，经营一家书店，无理智地冒进或僵化

地守成，都是一件高风险的事。大隐并不想墨守成规，反而

结合书店选址的在地性，破局设计思维，带来更多空间探索

的可能性。从创智天地店，到湖畔书局，今年新落成的这两

家新店，都在探索大隐3.0的正确打开方式。

201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第七家书店——大隐湖

畔书局落地滴水湖畔，成为临港新城的首家书店。800平米

的书店空间在水光潋滟间盛开，这样一个亲近阅读、亲近

文化的人文美学空间，与自然相偎相融，幽蓝湖泊，沁人书

香，相看两不厌。

湖畔书局的设计师依然是Adam，他说：“当我第一次

踏入这个场地时，就被这个空间所震撼，从顶到地的落地玻

璃，6米的层高，拥有极宽阔的视野。当时就考虑到如果能

拥有一个2层露台，那是一番别样的感觉。”

设计师的主要设计元素来源于水的波浪及音乐的音

符，空间中运用白色、木色、透明色作为主色。在沿窗天花

板处，采用金属弧形造型勾勒出水波及音符效果，和空间内

钢琴及滴水湖的周边环境相融合。同时采用高层书架的设

计，运用不同层次和材质的结合，把空间视觉拉高，达到天

人合一的视角感受。

在整个空间的中心处有一个大立柱，部分采用2层结

构搭建的设计，既能合理运用空间，又能达到无柱化的处

理，使空间保持通畅及流动。空间内的二层楼梯和书架及空

间互相结合，沿楼梯拾阶而上时又能俯瞰一楼以及户外的

整个风景。

楼梯二楼阅读区和活动区提供了纵向连接。环顾四

周，墙壁上排列着通高的书架，犹如一条条在整体空间中

不间断循环的缎带，将不同的功能空间彼此区分或联系起

来，引导顾客完成一场充满变化的书店之旅。空间中除双层

高的中庭、活动空间和儿童区外，还包含果汁吧、咖啡厅以

及钢琴舞台。运用连贯性的设计及材质衔接，使建筑整体巧

妙地保持了连贯和统一。

在运营理念上，湖畔书局又一次突破常规，在上海首

推“共享图书”模式，开创上海实体书店“本本可读，本本

可借”新模式。读者不仅可以在书店里打开任何一本书籍

阅读，还可以把书带回家，只要交少量的押金，就可以免

费借阅。“把一个图书空间变成一个文化空间，把书店变

成公共文化消费的入口。”创办人 刘军提出了书局的未

来设想，“我认为3.0版的书店，在保留固有的图书销售

功能外，还应该有更多的叠 加功能，增加更多文化体 验

的可能，让读 者愿 意 走出家门，到这个 环 境 来感 受。我

们书局计划在每个周末举办亲子阅读、艺术沙龙、文艺

演出、创意手作 等文化活 动，努力把阅读空间转型 成文

化空间。不管书店如何升级，阅读始终是一 个核心的内

容，只 是随着书店运营模式的改变，阅读方式也在悄然

变化。”

不论是古色古香的大隐精舍，还是时髦现代的城市

书房，都在诉说着大隐书局的变与不变：进入3.0升级版以

后，从外在改变了书局藏于百年建筑里的古色古香，可内

在的理念却是一致的——与所在街区、人群融为一体，成

为独有的、可以令读者流连忘返的一家深耕文化领域的书

店。正如创办人刘军所说：“书店，就是要和所在的城市、

居民形成真挚而深切的互动，成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成为

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应该是有生命，能呼吸，有性格，知冷

暖的。”

“书店，就是要和所在的城市、居民形成真挚而深切的互动，
成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应该是有生
命，能呼吸，有性格，知冷暖的。”

通过运用金属和透明的元素，打造整个空间的时尚感和活力感，让整个色系明亮轻快；

运用浅木色的搭配，让室内舒适而温馨。

唯有恰到好处的空间融合，才能让人们从踏入书店的一开始，就能身随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