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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

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倾向进一步增强，在

“数读”比“纸读”更受青睐的背景下，实体书

店这一业态似乎也逐渐被“抛弃”。

2019年，西安就曾以2391家实体书店

位列全国书店数量排行第四位。尽管数量位

于前列，但实体书店难掩“悲哀”。

2024年10月8日，被誉为“最美书店”

的茑屋书店西安迈科中心店终止营业。

2024年9月30日，“网红书店”钟书阁西安

店宣布闭店。闭店的告别信，既是当下实体

书店面临生存挑战的缩影，也道出了传统出

版发行行业寻找经营转型之道的紧迫性和

重要性。

在某问答社区上，一则“为什么大家不

愿意选择读纸质书”的帖子下，有网友回复：

“坐地铁、挤公交，电子书可以随时读。”也有

网友坦言：“下班回家只想刷短视频，根本想

不起拿本书读读。”

除了阅读习惯的改变，实体书店的市场

销售也受到网络电商的巨大冲击。

数据显示，短视频电商成为仅次于平台

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实体书店的市

场份额进一步下降。资深出版人三石认为，

低价直播模式对实体书店销售冲击巨大。有

业内人士表示，线上图书价格比线下低20%

左右。

此外，不容回避的是，一些书店从书籍

种类、服务质量到购书环境，都无法满足当

下消费者的需求。

天津市一位实体书店负责人说，实体书

店租金等运营成本较高，往往靠“图书+X”

的运营模式，引入咖啡、文创、轻餐饮等才能

勉强收支平衡，“多元经营下，一些书店不重

视图书质量，什么好卖摆什么。”

而在一些网红书店，一些热衷于拍照的

读者也确实有可能给别人带来不好的阅读

体验。曾有人吐槽，求“放过”某个知名书店，

“拍几张得了，别占着走道拗造型。”此外，众

多商拍确实影响了书店的运行秩序以及读

者看书。

全国村舞落幕
舞出新时代农民新生活

7月6日晚，大地流彩·2025年全国和美

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宁夏银川灵武市落

幕并揭晓获奖名单。其中，“三农”情怀组中，吉

林队获得优秀创编奖，重庆队获得最佳表演

奖，天津队获得最具人气奖。“三农”风采组中，

新疆库车队获得优秀创编奖，陕西队获得最佳

表演奖，宁夏灵武队获得最具人气奖。

本次全国村舞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28个

省份、37个代表队的600多名“村舞”爱好者

参加。活动包括“舞出时代风”乡村舞蹈和“舞

出中国味”乡村传统体育两个比赛项目，涵盖

广场舞、武术套路、舞龙舞狮、花样跳绳、花毽、

空竹等形式，参赛队员以充满活力的律动舞

步，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乡村振兴活力。

据悉，活动分为线上交流和线下展演两个

阶段进行。5月至6月，活动进行了“舞动云端”

村舞线上交流活动。7月5日至6日，以“律动

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的大地流彩·

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村舞线下交流展示活动

在灵武市梧桐树乡杨洪桥村举行。

线下交流展示现场，还同期举办了村舞共

创营、非遗民族秀、乡土风物集、乡村振兴成果

摄影展、中国村舞图鉴科普互动等多元体验项

目，吸引上万人次参与。同时，汇聚宁夏农特产

品、非遗民俗手作、乡村特色美食等的市集，为

现场观众及各地参赛者带来了沉浸式乡土风

物体验。 （据中新网李佩珊）

《哪吒》扛旗领跑
上半年电影票房292.31亿元

国家电影局1日发布数据，2025年上半年电

影票房达292.31亿元，观影人次为6.41亿，同比

分别增长22.91%和16.89%，国产影片票房占比

为91.2%。

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4.46亿元的

票房成绩领跑，《唐探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

西岐》《熊出没·重启未来》《射雕英雄传：侠之

大者》位列票房榜2至5位。票房过亿元的影片

共25部，其中国产影片16部，外国影片9部。

（据新华社邢拓）

音乐类非遗
唱响中国原生民歌节

盛夏时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的敕勒川草原百草丰茂、微风习习。3日晚，由

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5年中国原生民歌节

在这里开幕。

民歌节在悠扬的牧歌声中拉开序幕。开幕

演出精心编排《敕勒长歌》《田野欢歌》《山河

放歌》《时代赞歌》等篇章，演唱者以歌声抒发

对生活、对家园、对祖国的热爱。现场观众也

在精彩的对歌合唱中深切感受各地原生民歌

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本次民歌节以“原生天籁韵 民歌

中华情”为主题，共有全国65支队伍近400人

参与展演，节目涵盖42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23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其中既有广

泛传唱的经典民歌，也有创新改编的特色曲

目，生动展现我国传统音乐类非遗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的保护成果。

中国原生民歌节每两年举办一届。本次活

动期间，各地展演队伍将与内蒙古当地乌兰牧

骑组建小分队，分赴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

鄂尔多斯市，走进当地广场、校园、牧区、景区、

街区等，开展6场集中展演、8场走基层惠民演

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场视听盛宴。闭幕演

出于7月6日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据新华社侯维轶）

近两年来，一些读者开始回归实体书

店。“线下场景中，产品、服务与消费者的接

触是直接的。”三石说，实体书店是连接人与

人、人与书、人与作者、人与活动的阅读与社

交空间，这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

同时，当书店凭借“高颜值”成为“网红

店”，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咖啡甜点代替

书籍成为“主角”，人们也在思考：书店的独

立价值与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业内人士认为，提升“选品特色”是书店

的灵魂。实体书店可以靠“颜值”吸引读者，

但最终能留住读者的仍是“内涵”。天津市河

西区图书馆副馆长徐瑞琳表示，图书选品要

经过调查、筛选等，贴近读者需求，只有保持

独有的“选品特色”，才能吸引更多读者。

2024年3月，北京海淀，被誉为“百万学

子大书房”的中关村图书大厦重新开业。相隔

不远，北大老牌书店“风入松”归来。被称为

“爱书人的港湾”的万圣书园，也凭借深厚的

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图书资源，持续吸引大批

读者。

在上海文艺氛围浓郁的长乐路上，朵云

书院·戏剧店成为戏剧迷们的“天堂俱乐

部”。他们不仅可定期获得戏剧大咖的推荐

书单，还能参加剧本朗读会，在书店里的“小

剧场”参加演出。戏剧店提出“创意共生”口

号，孵化原创戏剧，与各类艺术院校携手变

身“产学研”基地，探索根据热门题材生成并

反向输出戏剧作品。

“每一间书店，都要让读者找到热爱的理

由。”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凌云说，实体书店经营不易，一直在努力创

新。现在的书店更像书房、讲堂、展厅、剧场、

会场、文苑、客厅……书店运营者集图书发行

商、文化服务商、空间运营商“三位一体”。

近年来，一系列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

政策陆续出台。2023年发布的《关于推动

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提

出，支持实体书店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项目，引导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建设，鼓励实体书店参与公共阅读

资源建设。

业内专家提出，实体书店要想更好地活下

去，还需更多打造数字化阅读无法替代的线下

沉浸阅读体验，让书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瑞

洁认为，“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也不能把

所有生活都留存于虚拟空间，依然需要与

‘附近’建立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店可

带给读者更丰富的‘在场’体验。”

“书店是城市里的文化之光，是不可或

缺的精神绿洲。对于爱书人来说，书店是不

灭的理想。”全国实体书店联盟计划“书萌”

发起人孙谦说。书店连接着文化空间、社会

空间、精神空间，只有坚持以知识服务为宗

旨，以大文化为目标市场，才能成为读者心

中永远温暖的那束光。

（综合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光明日

报》、《三秦都市报》等）

在困境面前，关闭与重张是实体书店摸

索转型的必然之路。近年来，实体书店正经

历前所未有的转变，钟书阁、言几又、西西弗

书店等网红书店不断涌现，“图书+咖啡”

“图书+文创”“图书+旅游”“图书+餐饮”

“图书+社群”等“图书+”的多元化运营探

索，吸引众多消费者光顾打卡，取得了不错

效果。同时，书店风格的多元化丰富了中国

的读书文化，也促进了出版市场的繁荣。

还有书店尝试联合社区，实现融合发

展。作为全国首家将政府公共文化资源与民

间社会组织资源创新结合而组建的多功能、

高质量的阅读、创作公共文化空间，毛边书

局·桃蹊书院由成都市成华区桃蹊路街道文

化活动中心与古旧书籍老店毛边书局联合

创立。这个开在居民家门口的书院，逐渐成

为辖区居民想去、爱去的公共文化空间。

随着文旅消费崛起，还有人把书店搬进

乡村。

天光云影，古道白马。坐落于云南大理

剑川县沙溪古镇的先锋沙溪白族书局，在晨

光中迎来了新的一天。书局于2020年8月

正式营业，与一般“网红”书店开业一段时间

后客流量骤减不同，先锋书店，这家开在云

南大理的乡村书店，虽地处西南边陲，却获

得了持续的人气。近年来，沙溪专注打造白

族文化IP，深挖茶马古道资源，形成了文旅

消费“一体化”新格局。书局，也因此乘上了

文旅发展的“东风”。

与此同时，书店进驻乡村的步伐明显加

快。甲辰暮春，浙东会稽山水间，在一座延伸

至湖面、近万平方米的岛屿上，原取水厂的

空间被改造成图书区、鲁迅研究特展馆、文

创馆和咖啡馆，加上原有乔木，一个山水园

林式的文化空间浑然而成。在这个文化空间

周边，各类业态齐全——鲁镇街区、社戏剧

场、自然风光、特色餐饮、酒店，都在步行可

及范围内。最重要的是，这里离柯岩风景区

不足5公里，书店开设在此，便能从景区游

客中获得潜在客流。

当地文旅集团工作人员表示，浙江“千

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书店等文化

空间已经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面对“来势汹汹”的直播带货与短视

频销售，实体书店是参与还是不参与？

营业20余年，布衣书局在北京古旧书

行业颇有名气。“布衣书局接触直播较早，有

意识地将直播与销售联系起来是在2020年

春节之后。”书局创始人胡同告诉笔者，通过

直播达成的销售额已占布衣书局流水的一

半以上，直播成为不可或缺的销售模式。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表示，

目前实体书店转型呈现“四大转变”——从单

纯卖书向提供阅读服务的转变、从卖场到阅读

空间的转变、从线下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转

变、从单一经营到多元化经营的转变。

行 业 困 境
在多重挑战中如何向前？

全民数字化阅读率持续攀升，

纸质阅读时长与数字阅读时长相

比，差距明显；图书零售渠道继续分

化，电商的低价图书销售模式，挤占

实体书店生存空间；定位不清，差异

化发展道路不明，一些小书店难以

为继……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

线下实体书店面临严峻挑战。一些

书店坚守本色，也有书店悄然转型，

在关闭与重张之间、变与不变之间，

实体书店如何探索自身生存发展之

道？又应当如何在时代大潮中保持

长久而又旺盛的生命力呢？

“艺术城市建设创意与传播人
才培养”项目开班

7月7日，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艺术城市建设创意与传播人才培养”在北

京中国传媒大学开班，旨在推动新时代城市文

化建设，培养具备艺术创作与传播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

项目自启动以来共收到百余份报名材料，

最终遴选出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30名学员，

涵盖高校教师、文化机构人员和公共艺术实践

者。两个月的培训期内，项目将通过专家授课、

实地调研、案例分析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系统提升学员在艺术城市建设创

意与传播领域的理论素养与实战能

力，不断服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为推动艺术赋能城市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据《中国文化报》卢旭）

数字化时代，实体书店如何探步向前？

转 型 尝 试
摸着石头蹚过了几条河？

留 住 读 者
流量如何变“留量”？

轩客会轩客会··格调书店格调书店（（SMSM广场店广场店）。）。本报记者本报记者王露王露摄摄

知了知了··成都朗基湖畔时光店成都朗基湖畔时光店。。本报本报
记者记者王露王露摄摄

重重庆一家庆一家书店里书店里，，小朋友徜小朋友徜
徉书海徉书海。。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卢瑶卢瑶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