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书买家的那些事儿：

这些青年人为一本旧书辗转反侧
【文、图/青年报记者 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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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寻旧书店故事的过程

中，一个更令人好奇的问题悄然

浮现：在如今纸质书备受冷落的

时代，究竟是谁在购买旧书？答

案出人意料——是一群青年

人。他们怀揣着各自的目的，穿

梭于旧书店的书架间。有的寻

觅着优质译本，手指轻轻滑过书

脊，只为找到那精准传达原作灵

魂的文字；有的则醉心于古籍修

复，目光专注地审视泛黄书页上

的细微破损，仿佛在与古老的时

光对话。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

为了满足内心的“情绪价值”。

这些青年旧书消费者的故事，让

人不禁感慨：在这座城市里，阅

读依然充满希望。

网店还是实体店？

购买旧书与购买新书一样，读者都面临一个抉择：

是去网店下单，还是前往实体书店选购？购买新书的

网店，诸如当当网、京东图书等，已将实体书店逼至绝

境。自网店兴起，大量书店纷纷倒闭。

而购买旧书，孔夫子旧书网是个热门选择，其品类

极为丰富，上至明清时期的古籍善本，下至现当代作家

的签名本，都能在上面找到。记者浏览孔夫子旧书网

时，甚至发现了鲁迅的签名本，只是难以辨别其真伪。

那么，问题来了：一边是空间狭小、略显局促的旧书店，

另一边是犹如浩瀚海洋般的“孔网”，究竟去哪里购买

旧书更为合适呢？

朱女士家中藏有上千册旧书，是位资深的旧书藏

家。她向记者透露，自己还是喜欢去旧书店淘书。原

因也是十分简单。一方面，旧书与新书不同。新书无

论是在实体书店，还是网络书店，性质都一样，消费者

自然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便宜的渠道购买。然而旧书讲

究品相与版次，只有亲手触摸、翻看，才能有更为深切

的体会，因此去旧书店无疑是最佳选择。另一方面，逛

旧书店最大的乐趣，在于与一本好书的不期而遇。虽

说在网上旧书店也可能邂逅好书，但隔着屏幕，那种惊

喜感与冲击力便会大打折扣，而且还会让人对书籍的

真实情况心生疑虑。

“岁月书屋”的小汤并不避讳网络书店对于他们造

成的冲击。他反倒觉得这是件好事，能“倒逼”他们把

业务做得更精细、更出色。就拿定价来说，如今给旧书

估价，他和老牛都会对标“孔网”。不仅要参考“孔网”

上的“已售”价格，还要关注“在售”价格。了解“孔网”

价格后，再依据自己店内旧书的品相和版次来定价。

他们力求让自家旧书品相更佳、价格更为适中，如此一

来，自然能够吸引读者前来旧书店买书。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旧书商是既有实体店，也有网

店。读者可以线上发现好书，再到线下买书，也可以线

上直接下单，但可能要支付一定的快递费用。

“岁月书屋”“牛肉汤”的直播间一般会在每周四开

启，他们目前还在进行网上售书，但读者可以“线上互

动，线下售卖”，这也算是线上对线下的一种引流，老牛

和小汤做得很用心，效果还不错。

青年人渐成旧书消费主力

有关旧书买家的故事，上海书城·岁月书屋的小汤

向记者讲起一则。有一日，正好是小汤在店里当班。

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走进店门。小孩子逛旧书店，

这在小汤眼里本就有些稀奇，所以起初并未太在意她。

“有旧版的儿童文学书卖吗？”女孩子开口了。小

汤心中一动，这孩子不仅逛旧书店，还明确提出需求，

他开始留意起这个女孩。儿童文学类旧书并非“岁月

书屋”的主营方向，当时店里仅有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出版的三卷本《一千零一夜》，小汤便向她推

荐。没想到，小姑娘语气平淡地说：“这版《一千零一

夜》我已经有了。”小汤瞬间觉得，这个十几岁的女孩或

许是旧书圈里的“老玩家”。

后来，女孩挑了一册康德作品的旧译本——旧书

爱好者逛书店通常不会空手而归，这一点小汤也懂。

临走时，小汤问女孩，现在儿童文学作品新书那么多，

为什么还要来买旧书。小姑娘还是一副淡然的样子：

“现在的很多作品如果没有插图，我是无论如何都读不

下去的。”小姑娘的潜台词很明显了，过去慢工出细活

的旧版本的质量，要比现在一时图快的新版本高。

不知出于何种缘由，当下购买旧书的青年人日益

增多，且大有成为购买主力的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

犀牛书店的小庄印证了记者的这一观察，他说现在旧

书店的主顾就是“两头热”——65后和95后。

记者在犀牛书店探访时偶遇读者小金，金同学还

在读大二，一脸稚气的样子，可挑选的却是书店里最为

老旧、书页破损的书籍。记者不禁发问：“这书买回去，

你真打算读吗？”小金坦言：“读是肯定要读的，不过得

等修复好了才行。”原来，小金近来痴迷于古籍修复，已

参加了诸多修复体验课程，正寻觅一部残破的旧书回

去“上手”。旧书店的旧书价格不高，破损程度也不算

严重，对于小金这样初涉古籍修复的新人而言，无疑是

绝佳的练手选择。

小金告诉记者，古籍修复很能让人沉下心来，磨炼

自己的耐心与专注力。现在身边很多同龄人都在“玩”

这个。他因修复古籍而留意旧书，又从关注发展为喜

爱。“你想想看，以后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古籍来，和别

人说，这是我修复的，并且读了很多遍，这是多么有面

子的事。”小金笑着憧憬。

对于青年人成为旧书市场新主力这件事，上海图

书公司总经理石洪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自己

的见解。她认为，文化传承离不开图书，旧书承载着特

定时期的历史文化，是时代的微缩景观，更是连接古今

的纽带。青年人钟情旧书，很大程度上缘于传统文化

的复兴浪潮。此外，当下不少青年人秉持低碳环保理

念，在他们眼中，旧书可循环利用，既延续了文化脉络，

又践行了环保行动，这也促使他们热情拥抱旧书。

旧书让青年人为“情绪价值”买单

如今，青年人颇为崇尚为“情绪价值”买单。像前

文提到的女初中生，是为了阅读更好的译本；金同学则

是为了在古籍修复方面练练手。这些行为多少都带有

一些专业诉求。与之不同，韦小姐的经历，无疑完美契

合“情绪价值”这一概念。

85后韦小姐是一个日本文学迷，她曾给自己取了

个笔名——“川鲁”。其中，“鲁”代表鲁迅，“川”指的便

是川端康成，这两位文学巨匠对她的创作影响极为深

远。为了收入一本1966年日本集英社出版的《川端康

成自选集》限定签名本，韦小姐与旧书商展开了长达一

年的“极限拉扯”，而这场拉扯的核心，自然是价格。

这部《川端康成自选集》限量印制1000本，每一本

上都有川端康成用毛笔亲笔签下的名字。在售的这一

册，编号为1000本中的第730号。川端康成已离世50

余年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签名本素来稀缺，

而这样高品相的签名自选集更是难得一见。韦小姐自

然不想错过。只是，旧书商狮子大开口，叫价1万元。

1万元，对于一个签名本来说，无疑是天价了。韦

小姐就此开启了与旧书商的软磨硬泡之旅。起初价格

是1万元，她费尽唇舌，将其砍到8000元；接着又从

8000元一路砍到6000元，最终砍至4000元。“其实，整

个过程我很紧张，生怕某一天被人‘截胡’了，这就实在

是太可惜了。一想到这件事，觉都睡不好了，辗转反

侧。”好在，一整年过去，那本书竟一直都在旧书商手

中。韦小姐也慢慢意识到，或许在一定范围内，像她这

般执着于川端康成签名本的人，独她一份。于是，她心

一横，再次砍价，最终以3000元成功拿下。

在这场“极限拉扯”中，旧书商显然也被韦小姐磨

得精疲力竭，最终以3000元出售，与其说是让步，不如

说是一种自我救赎。货款两清后，书商问韦小姐：“这

书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韦小姐说，“对别人也许不

是，但对我来说，的确如此。”

所谓“情绪价值”，就是一样东西可以让自己愉悦，

而因此愿意为这份愉悦买单。韦小姐与《川端康成自

选集》之间的缘分，或许正是这一概念的生动注脚。

范小姐在巨鹿路的一条弄堂里，开了一家“范小

姐书店”，这也是一家旧书店。范小姐平日里另有工

作，开这家旧书店，纯粹是为了追寻“情绪价值”。她

向记者透露，一本旧书是否值得购入，全然取决于买

家的喜好。倘若不喜欢，哪怕版本珍稀、品相上佳，对

买家而言也毫无价值。可要是碰上心仪的书，即便破

旧不堪，在买家眼中也是如获至宝。这，便是“情绪价

值”的体现。

范小姐十分理解韦小姐耗时一年的“极限拉扯”。

那本书开价着实高昂，可书确实好，韦小姐无论如何都

割舍不下。如此一来，唯有通过反复砍价，才有可能将

书收入囊中。

当下，“情绪价值”成了众多青年人购买旧书的出

发点。虽说他们也会考量售价，但一旦真正钟情于某

本书，便会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诚心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