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京城的爱书人来说，每年

四五月本是个炽热的季节。按照

惯例，人们会在此时涌向绿荫红墙

的 地 坛 公 园 ，去 接 受 书 香 的 洗

礼 。 在 北 京 人 眼 中 ，“地 坛 书 市 ”

这 个 名 字 早 已 成 为 一 个 文 化 象

征 ，逛 摊 位 、淘 珍 本 ，徜 徉 书 海 之

间，在浮华的都市中无异于是难得

的奢侈。若想怀恋一把文化人的

古朴与恬然，是无论如何也要去书

市走走的。

然而今年，一则令人失落的消

息浇熄了书迷们的热情：由于主办

方经营上的困境，2013 春季地坛书

市正式宣告停办，未来书市能否举

办也还是未知数。延续 20 多年的

回忆就这样戛然而止，给无处觅书

的 人 们 留 下 一 片 茫 然 。 5 月 的 京

城，虽然已迎来了迟到的暑热，但

不再书墨飘香的地坛公园里，却分

明多了几分冷清与寂寥。

主办方：
书市因资金瓶颈难以为继

“以今年的状况计算，办
一届书市的总运营成本接近
400 万 元 ，亏 损 在 30% 到
40%，也就是150万元左右。”

“今年书市停办有两大原因，

一是运营资金比较困难，第二是参

展单位逐年减少。”面对众多粉丝

的疑问，地坛书市组委会负责人、

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大型活动

部活动一处处长李进考直言不讳。

地坛书市原名“特价书市”，始

办于 1990 年，场地先后位于劳动人

民文化宫、国家图书馆和首都体育

馆，1997 年迁至地坛公园并固定下

来。地坛书市一般每年举办两至三

届，最多时一年举办 4 届，至今已有

50 多届。近几年，另一项大型图书

主题活动“北京国际图书节”也进驻

地坛公园，其后地坛书市开始和“北

京国际图书节”交错分期举办。

事实上，地坛书市最后一次正式

举办是在2011年冬季。2012年由于

两会等原因，地坛公园只在春季举办

了“北京国际图书节”，下半年并未举

办图书类活动。因此，尽管地坛书市

停办已一年有余，但其经营上的问题

直至日前才引发关注。

李进考认为，成本增加是造成

资金困难的首要原因：“首先是安

全成本。上世纪 90 年代保安费每

人每天才 30 多元，现在涨到了 300

多元。人数从最开始的不用保安，

逐渐增加到 100 多人，现在是 300

人。另外一个是租赁成本。九几

年的时候，一个展位三四十元，现

在要四五百元。场地费用开始时

是 十 几 万 元 ，最 后 将 近 50 万 元 。

但是，我们展位费不能涨，门票也

不能涨，因为这些费用不能摊到出

展单位和读者头上。这就造成了

亏损。”

“以今年的状况计算，办一届

书市的总运营成本接近 400 万元，

亏损在 30%到 40%，也就是 150 万元

左右。”李进考向记者展示了详细

的数据。

出版社：
特价书市时代落幕

“书相对不便宜了，那就
没人来了。读者少了，卖得书
少了，出版社不挣钱了，也就
不来了。”

地坛书市的创办源于特殊的

历史背景。书市承办方北京市青

少年服务中心成立于 1987 年，成立

之初，为了摸清工作方向，中心成

员去大学里调查走访，结果发现学

生 群 体 对 特 价 书 的 需 求 非 常 大 ，

“特价书市”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

组织起来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

总公司是从第一届起就参加书市

的老牌出版单位，其图书销售部门

负责人杨春宝作为书市 22 年历程

的见证者，向记者回忆起了创办初

期的情形：“特价书市在 1990年创办

时抓住了一个特点，就是当时出版

业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定

价放开了，书价提升了，读者对书的

定价感觉到高了，这样一来，对便宜

书的需求自然也就大了。”

杨春宝告诉记者，特价书市之

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是迎

合了当时消费者的心理和社会潮

流。“刚开始办书市的时候，不只是

读者在买，很多图书馆、单位也来

买书。那时甚至有过一张支票押

在书市组委会，开出分割单来，到

各处去采购的。”

李进考将地坛书市的发展大

致分为了 3 个阶段：1990 年至 1995

年是动员期，出版社还没有习惯降

价售书的形式，举办规模较小；1995

年到 2005 年是火爆期，出版社市场

化和图书公司的兴起推动书市规

模逐年扩大，展位最多时达到 1000

多个；2005 年以后是下降期，书市

从盈利逐步走向平衡，2008 年以后

实际已陷入亏损局面。

“一是受网店冲击，二是受电

子书冲击 ，三 是 库 存 书 少 了 。 我

们 最 初 起 名 叫 特 价 书 市 ，主 旨 就

是 便 宜 卖 书 。 现 在 ，书 相 对 不 便

宜了，也就没人来了。读者少了，

卖得书少了，出版社不挣钱了，也

就不来了。”

爱书人：
盼政府扶持书市转型

“书市其实已经成为北京
人的一种特色文化活动，政府
应该考虑投资扶持一下。”

“办了 20 多年的书市没有了，

我们心里都很不好受。”北京一恒

盛辉图书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女士

从 1995 年开始参加书市，是书市里

的老商户，谈及此次的停办，王女

士难掩惋惜之情，“书市其实已经

成为北京人的一种特色文化活动，

政府应该考虑投资扶持一下。”

近期，网上一些关于地坛书市

的议论中使用了“停摆”的说法，但

李进考认为，地坛书市现在并不是

单纯“停摆”，他们也在思考如何重

新打造书市，使其实现功能转型。

但是，为了解决经营成本等现实问

题，他们也希望政府能给予一定的

资金扶持。

“实际上，从 2008 年以后，我们

在书市里特意设了‘孔夫子淘宝一

条街’，专门做旧书。那条街非常

受欢迎，人都挤不动。如果政府可

以给予一些资金扶持，这条街可以

成为我们发展的方向，强化‘淘书’

的功能，满足读书人想摸书、想收

藏书的愿望。”

在李进考的设想中，如果能设

法解决资金难题，他们会首先提升

书市的质量，低价甚至免费请大型

出 版 社 进 来 ，让 大 家 消 除 成 本 顾

虑，带更好的书来卖。同时，准入

标准的提升也能遏制盗版及劣质

书的影响。此外，书市现场还可以

设置专门区域，让读者一边喝着茶

水、咖啡一边挑选和阅读，发挥书

市作为文化休闲场所的功能。

“ 办 第 一 届 书 市 的 时 候 我 31

岁，今年 54 岁了。一年一年看着书

市长大，现在真是感到恋恋不舍。

书市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品牌，北京

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在全国也是响

当当的。我觉得，这个书市怎么也

应当继续办下去。”在采访的最后，

李进考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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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书市停办，对于每一个

爱书的北京人来说，都是件无比

遗憾的事。然而传统书市遭遇经

营困境，并不仅仅是主办方自身

的问题，还有社会转型带来的冲

击等因素。

在曾经作为文化地标的书店

纷纷退出城市舞台，文化空间日

益受到商业挤占的大背景下，地

坛书市的“陨落”不应再被视作一

个单一事件，无论政府还是社会，

或许都应抱着唇亡齿寒的心态去

深思，传统书市有没有可能在文

化生活多元化、购书方式日益多

样的今天重焕生机？因为，这关

系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书市的存在

与否，可能更多的是，在纷繁的城

市森林中，如何为人们保留一片

理想与精神的净土。

危机：传统书市功能日益弱化

作 为 大 众 参 与 的 文 化 类 展

会，书市想重新焕发生机，发掘文

化功能潜质，强化运营管理模式

当是必经之路。

“这些年的书市，我们出版社

参加得越来越少了。现在推销的

渠道比原来广了，出版社参加这

种书市是不挣钱的，也就是销些

库存，宣传一下自己。对于大多

数出版社来说，干一线工作确实

很累、很辛苦，所以很多出版社就

回避了。”对于参加书市的出版单

位逐渐减少的情况，中国出版对

外贸易总公司的杨春宝做出了这

样的解释。

关于地坛书市的传统功能正

被逐渐弱化的情况，主办方、出版

社和读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在销

售渠道相对闭塞的时代，出版社

可以把积压的库存和处理品拿出

来流通，读者可以用便宜的价钱

买到书，书市的运营模式符合供

求需要，因此得以迅速发展。“我

等穷酸爱书人留恋的不是书市的

繁华，是廉价”，网友在微博上的

这句留言道出了书市的本质。

但如今，图书出版业的市场

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除了网店

等新兴事物造成的冲击外，很多

影响甚至来自行业内部。“最近几

年，对于出版社来说，书市销售库

存和处理品的功能已经不是那么

明显了。民营书商会主动找到出

版社，直接把处理书包下。民营

书商很精明，他们之中很多都是

从出版社下海的，懂经营，又对行

业非常了解。”杨春宝说。

在这种情况下，“廉价”反倒

成了制约书市发展的瓶颈。由于

读者追求廉价，出版社和书商只

能在书市上卖便宜书，但随着展

会成本的上升，利润空间越来越

小，为了不赔本，卖方只能带畅销

书和一些质次的书到现场去卖，

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生机：“淘”书的乐趣无可替代

不过，尽管对现状感到不满，

接受采访的出版社和书店负责人

还是一致认为，地坛书市应该继

续办下去。各方不约而同提到的

一点是，书市应当充分发挥其公

共文化功能。

“都在说网络的冲击，其实网

络还不能完全代替书市。”北京一

恒 盛 辉 图 书 有 限 公 司 的 王 女 士

说，“网上买书要过几天才能到

货，是一种冷漠的交易，但书市有

直接面对书的魅力，有当面讨价

还价的乐趣，这些都是文化。”

事实上，从前几年的状况看，

地坛书市作为公共文化活动的特

征已经相当明显。书市提供了一

个文化氛围，让读者可以自由自

在地面对书籍，和卖书的人当面

交流。逛书市的人脸上很少有购

物时的匆忙，神色大多悠闲而惬

意；书商和老读者早已熟识，每次

书市上都要老友重逢般地攀谈一

番。这些情景都展现了书市的文

化价值。

“书市这么多年，培养了很多

‘淘书’读者。他们去书市之前就

知道‘我去买书’，买什么书并不

固定。他可能突然发现有一本好

书，发现了以后把它买下，就像探

险一样，觉得很快乐。或者一本

书，网上卖六七折，在书市上突然

发现卖 3折，他也会觉得快乐。这

种乐趣不是网上或者正规书店能

代 替 的 。 这 也 是 为 什 么 书 市 不

搞，读者感到很遗憾的原因。”杨

春宝分析道。

中华书局同样是从第一届起

就参加了书市的老牌出版社。其

直销部主任谢俊峰表示，地坛书

市的文化功能应当得到政府和社

会的重视：“地坛书市发展了 22

年，已经成了品牌，成了北京的文

化 名 片 ，在 全 国 的 影 响 力 都 很

大。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出版中

心，不应忽视这种影响力，应当予

以扶持。”

转机：现代商业模式
替代“庙会式经营”

做文化工作，最重要的是把

工作落到实处。地坛书市要发展

文化功能，除了落实经费外，实现

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转型同样是

当务之急。要解决书市当前存在

的盗版、劣质书问题，必须依靠包

括政府、社会和相关人员的共同

努力。

据一位出版界人士透露，现

在很多出现在书市上、让读者“闹

心”的劣质书籍并不是盗版，而是

一些出版社或书商在外面买书号

后私印的东西，其内容都是些没

有版权的名著，文字和装订非常

粗糙。这种书在正经书店里买不

到，因为价格极低，专门拿到书市

上甩卖，目标就是那些“淘廉价

书”的人。“书市等于把出版行业

一些灰色的东西集中暴露了，这

不是书市的罪过，而是出版界整

体，包括主管部门在内都应该承

担的责任。”

同时，在经营方面，书市的主

办 方 也 应 当 多 动 脑 筋 。 模 式 简

单、格局低端的“庙会式经营”是

读者们反映的另一大问题，这也

是目前书市文化气息被冲淡的主

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组织

者和参展单位必须多做工作，加

强沟通。北京的出版社数量差不

多占全国的一半，在沟通洽谈上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能引入

现代商务模式，让书市和出版社

形成有机联合体，不仅能自然提

升书市的准入标准，也能使其中

的商业运营环境变得更加良好。

“在这一点上，只要主办方和

展商相互理解，我相信一定有办

法解决。”谢俊峰说。

延续 了 22 年 的 老 书 市 面 临

存 亡 危 机 ，组 织 者 期 盼 资 金 支

持 ，读 者 渴 望 政 府 作 为 ，这 些 都

可以理解。然而，对于书市这样

一 项 集 合 了 商 业 与 文 化 双 重 属

性的综合性活动而言，从什么角

度、以什么样的方式扶持则是值

得探讨的问题。

据了解，为了让地坛书市获

得外部支持，主办方曾经做过各

种各样的努力。从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地坛书市就先后和北京

市 多 个 政 府 部 门 及 机 构 联 合 举

办过“双休日”系列活动、“拯救

工程”捐赠活动和“公益行”系列

活动等，都取得了一定的反响和

实效，也确实在延续书市的生命

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这些活动也仅只停

留在合作层面，并未发掘书市的

文化内涵，和“读书”这个最本质

的文化要素关联尚浅。例如，近

期有网上的声音指出，4 月 23 日

是世界读书及版权日，但北京并

未举办与读书有关的主题活动，

书 市 也 未 利 用 这 个 时 机 进 行 宣

传或者举办活动。

在近期的报道中，很多出版

社和书店也都公开表示，参加书

市并非为了挣钱，只是为了贴近

读者，以交流和宣传的形式让大

家 了 解 购 书 、读 书 的 渠 道 ，从 长

远角度为自身谋利益。只不过，

参 加 书 市 毕 竟 是 付 出 成 本 的 行

为 ，如 果 难 以 收 到 宣 传 实 效 ，出

版社自然拿不出参加的动力。

书市是商业行为，其本质是促

成图书交易，这一点毋庸 置 疑 。

但 是 ，书 市 直 接 面 对 普 通 读 者 ，

以“便宜”为最大特点，目的是为

了让百姓买到书，带有浓厚的草

根意识，这一点又不能不说带有

公共文化的色彩。因此，政府在

考虑对书市的扶持时，或许可以

从发展公共文化的角度着眼。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构建覆

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

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倡

导 读 书 及 参 加 公 共 文 化 活 动 都

是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的 重 要 内

容。相关文件中还提出，可以采

取 政 府 采 购 、项 目 补 贴 、定 向 资

助 等 政 策 措 施 鼓 励 文 化 企 业 参

与公共文化服务，这完全可以成

为促进书市发展，推动相关公共

文化项目建设的切入点。

多 年 以 来 ，地 坛 书 市 的“ 淘

书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文 化 符 号 ，读

书人对古本、珍本的热情升华成

了 兴 趣 ，与 书 画 、古 玩 近 似 。 有

关 部 门 完 全 可 以 结 合 书 市 举 办

一 些 典 籍 阅 读 、古 本 鉴 定 、书 籍

收 藏 知 识 讲 座 等 文 化 类 活 动 。

让爱书人在活动中学习，在书市

里“练手”，让书市真正成为公共

文化生活的前沿阵地。

另 外 ，据 出 版 界 人 士 反 映 ，

地坛书市如今全国闻名，各省市

希 望 获 得 通 过 书 市 与 北 京 图 书

出 版 界 交 流 的 呼 声 非 常 强 烈 。

因 此 ，政 府 也 可 以 主 动 协 调 ，把

外省的出版单位请进来，在北京

举 办“ 地 方 特 色 书 市 ”。 这 不 仅

能为读者创造新的阅读机会，也

可 加 强 各 省 市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之

间的联系，为出版行业带来新的

商机。

地坛书市的变迁，从一个侧

面 显 示 了 时 代 的 发 展 。 它 的 出

现 曾 为 基 层 百 姓 创 造 了 难 得 的

读书条件，为北京的文化繁盛作

出了一定贡献。如今，书市的传

统功能虽已逐渐失色，但长年积

淀 形 成 的 文 化 品 牌 仍 具 有 巨 大

价 值 。 如 果 政 府 能 本 着 构 建 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的，利用这

个固有的品牌，举办切实针对百

姓文化需求的活动，或许真能为

遭 遇 困 境 的 地 坛 书 市 带 来 新 的

机遇。

传统书市传统书市，，前景何如前景何如？？
——地坛书市“停摆”引发的思考

本报记者 刘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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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市能否重焕生机

让书市成为新的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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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昔日书市销售的火爆场面，如今已不复存在。（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