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联读者俱乐部
地址：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三联书店后院
电话：010-64034650

●人文社北新桥特价部
地址：交道口东大街4号
电话：010-64017928

●北大周末文化超市
地址：北大西南门
每周六日开张，主要针对学生

●畅畅书店
地址：北大资源宾馆院内 5 号
车库

●中国书店古籍书店
地址：西城区琉璃厂西街34号
电话：010-63032104

●中国书店报刊资料部
地址：西城区西单横二条2号
电话：010-66054303

●中国书店北京新街口书店
地址：西城区西内大街28号
电话：010-66182295

●北外后街二手书店
地址：海淀区民族大学西路(北
外小东门对面)

●中国书店中关村书店
地址：海淀区海淀西大街21号
电话：010-82675772

●中国书店前门书店
地址：东城区前门大街80号
电话：010-67020783

【同类书店】

前不久，地坛公园的北京图书
节上，我曾和博通书店的老板晓韩
交流。他告诉我，自己有一个固定
的经营店面，每周末会去潘家园出
摊。他在北京图书节租下的摊位，
租金是6000元。摊位中所摆放的，
都是平时经营所积压下来的旧
书。“北京图书节和地坛书市的一
个好处，是来的人很多。只要把价
格降低一点，这些积压的书都可以
卖出去。”晓韩说，经营旧书
已经是一个夕阳行业，自
己也没指望做这个挣多少
钱。这些年来，这个行业
已经一年不如一年。

北京的旧书市场，有
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及其他
任何城市无与伦比的优势。北京
的历史悠久，加上几代首都，聚集
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名人的字画、文
物及收藏的图书。以琉璃厂为例，
清初顺治年间，在京城实行“满汉
分城居住”。而琉璃厂恰恰是在外
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都
住在附近，后来全国各地的会馆，
包括现存的湖广会馆等，也都建在
附近。官员、赶考的举子也常聚集
于此逛书市，使明朝时红火的前门、
灯市口和西城的城隍庙书市都逐渐
转移到琉璃厂。于是，这里形成了

“京都雅游之所”，琉璃厂逐渐发展
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形成了人文
荟萃的文化街市。

时至今日，琉璃厂的中国书
店，潘家园的旧书市场，报国寺旧
书市场等地，依然是一些淘书者的
流连之地。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
几乎每次来京，都要去中国书店和
潘家园，期待发现一些可以用于做
研究的史料或旧书。家住杭州的
学者傅国涌，每次来京同样如此。
去年，他在潘家园旧书市场，以 25
元的价格购得一本关于民国期间
香山慈幼院的台版书，事后开心不
已。显然，这本书与他所做的研究
有关，如果卖家开价200元，他可能
也会买下。爱书人杨小洲，大约 9
年前从外地移居北京，几年潘家园
泡下来，耗资买书达数十万，至今
连房子都没买。

如果对北京的旧书市场进行
客观观察，前景正如博通书店的老
板晓韩所说，不会特别乐观。这些
年，很多旧书经营机构开始萎缩，
网点也逐渐减少；从购书者的角度
来说，找到自己中意图书的几率，
远远低于上世纪80年代。如果说，
经营的萎缩和购书者的热情降低，
会让旧书市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数字阅读的逐渐兴起，则可
能使这种萎缩进一步加剧。

但是，旧书自有其强大的生命
力，它始终会给淘书者带来意外的
惊喜，而且始终会有囊中羞涩的爱
书者加入。无论数字阅读如何廉
价，拿到手的实物都具有不可替代
性。如果数字阅读打败了纸质阅
读，那么旧书则可能变成文物收
藏。因为这样的缘故，潘家园、中
国书店、报国寺等地方的生意不会
轻易终结，胡同的布衣书局，也将
在网上顽强地生存下去。

王四营批发市场 图书“奥特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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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产品都有尾货，
只是尾货处理的方式各不
相同。东南五环边上的王
四营图书批发市场，便是
图书尾货的去处。

这个地方不好找，倒了
几趟车，最后坐 455 路在南
花园站下车，虽然有些疲
惫，但抵挡不住淘书的兴
奋。是的，到王四营买书
的，除了书店的采购员，剩
下 的 都 是 铁 杆 的 淘 书 客
——作为北京最神秘的购
书场所之一，王四营市场
在全国都赫赫有名，因为
这里可以以 1 折、2 折的价
格买到正版好书。当然，
大部分是几年前出版的，
尾货嘛。

走进市场，放眼望去，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仓库，数
以百计的商户把仓库分成
一个个小格子，读书人的目

标，就是从这些小格子里面
把最好的书挑出来。

这样的市场，到底能买
到 些 什 么 书 呢 ？ 这 么 说
吧，像上海译文、译林、中
国社科这样的大出版社，
每隔一段时间都是要清理
库存的，几年前舍不得下
手的很多好书，在这里基
本都在 3 折以下了——比
如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集，
苏珊·桑塔格的小说。甚
至，有些地方出版社库存
太久的大部头名著，最终
也有可能流入这个市场，
定价将近 2000 元的《傅雷
全集》，在这里 500 元就可
以买到——于是一下子就
被一抢而空。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一
要有懂得挑书的眼光，第
二，记得要节制，买那么多
书回家，最终是为了读的。

■ 记者体验

淘书之乐

潘家园旧书市场 人·书·缘
在北京买旧书，中国

书店最方便，但是贵；孔夫
子网和布衣书局等网店书
多，更新也快，但还是贵。
从亲民的角度来看，潘家
园的旧书市场还是淘书的
不二选择，虽说比起多年
前，潘家园已经变得越来
越不传奇了。

挑一个周末赶到潘家
园，传说中早上三四点就
开始的“鬼市”，早就成了
旧书业者的采购渠道，一
般 读 者 是 很 难 抢 过 他 们
的，不赶这个早也罢。上
午十点来钟赶到，旧书区
早已经人头攒动。

在潘家园，经常看到
有些读者带着纸条一个个
摊子问，有没有这本书，有
没有那本书，其实在一个
流动性极大的旧书市场，
专门找一本书的难度是很

大的。而且最近几年，堪
称精品的旧书越来越少，
倒是一些出版社的特价新
书和外文新书多了起来。

因为正在修地铁，潘
家园的旧书区现在分成了
两个部分，一在东南的旧
书区，一在西门边上，书摊
加在一起，也有两三百个
了。普通旧书不贵，三五
元就能成交，专业性强的，
比 如 早 期 的 曲 艺 读 本 之
类，就需要很强的还价功
夫了。不过无论如何，在
这里买书，总比上网便宜
得多。最重要的，因为一
开 始 完 全 没 有 特 别 的 期
待，所以意外遇到一本心
仪好书时，那种惊喜就成
了最美好的享受——特别
这本好书还是在一大堆 2
元一本的破烂里面淘出来
的话。这，也就是缘分了。

■ 记者体验

旧书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它始终会给淘书者带
来意外的惊喜，而且始终会有囊中羞涩的爱书者加
入。无论数字阅读如何廉价，拿到手的实物都具有不
可替代性。 （下转C03版）

七楼书店
地址：海淀区成府路 17 号
学院路邮局七层
电话：010-82376728

王四营图书批发市场
地址：朝阳区观音堂文化大道
一期（王四营文化街）

潘家园旧书市场
地址：朝阳区潘家园路
华威里18号
电话：010-67741869

报国寺旧书市场
地址：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电话：010-63173169

中国书店海淀书店
地址：海淀区海淀西大街39号
电话：010-62552592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
地址：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电话：010-63031602

中国书店隆福寺书店
地址：东城区隆福寺街28-30号
电话：010-64042205

中国书店灯市口书店
地址：东 城 区 东 四 南 大 街
120-122号
电话：010-65257562

西南物流批发市场
地址：丰台区洪泰庄23号
电话：010-52219140

豆瓣书店
地址：海淀区成府路262号
电话：010-82626408

王四营图书批发市场简直就是一个大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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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的旧书摊很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