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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小书店的沉浮
本报记者 张 丹 摄影报道

从顾客盈门到门可罗雀，代云双和他的青藤书店正体验着“市场炎凉”。
虽然已不能指望着它生存，但是爱和情怀依旧——

代云双爱读书，从小爱到现
在，书就是他的“一抹暖色”。

因为爱读书，他上初中时就
发表了作品；因为爱读书，他渴
望开一家书店。可是这个“书店
梦”一直做到现在，代云双发现，
他所热爱的书店，已经支撑不起
他的生活。

尽管这样，他还是想一直坚
持下去。

从爱书到卖书

10月 28日上午，代云双在
他的书店里翻书查资料，店内一
片清寂。

阳光透过门玻璃照进屋子
里，照在书架上，也照在代云双
的身上，带来一片暖色。

屋外是小喇叭里传出来的
嘈杂的牛羊肉叫卖声。

代云双的书店位于市区民
族路，与这条路上清一色的烧
烤、牛羊肉门市相比，代云双的
书店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一上午的时间，只有一个妈
妈带着孩子进来选了两本书。

代云双说，时至今日，他的
书店已经不足以维持生计，尽管
这样，他还是想一直坚守下去。

49 岁的代云双，在沧县一
个村子里长大。因为家里兄弟比
较多，所以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
困难。

代云双从小爱读书，小的时
候他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到一
毛二，就去乡里的供销社买上一
本小人书。

同桌家经济条件好，课外书
多，他经常被课外书里的内容吸
引。

为了看到这本书，他会放下
孩子所谓的“自尊”，跟同桌借
书。

被借到的书里的内容吸引，
怕过目就忘，他一宿没睡，将书
里的内容抄下来。

那时候他发过誓，长大要开
家书店。因为读书多，看得多、记
得多，他的作文屡屡受到老师表
扬。

初中时，他写的文章在《中
国少年报》上发表，这件事在上
世纪 80年代的农村，成了一件
轰动全村的大事。

代云双在当时成了村里、学
校里的名人。他享受着读书给他
带来的幸福、荣誉和满足。

可说到卖书，代云双说，那
还真的是个偶然。

2000年，代云双结婚了。
代云双虽然是个爱看书的

人，可他的爱人跟他不一样，“她
几乎不读书，平时有空就是看看
电视剧、综艺节目。”

2001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
代云双的爱人在家看电视，代云
双嫌吵得慌，带着几本书出了
门。

那时候的他住在新华区民
族小区附近。他把书放在路边，
在路灯下读了起来。

“您好，您的书卖吗？”代云
双看得正入神时，突然听到这样
的声音。

原来路人看代云双身旁有
几本书，把他当成摆摊卖书的

了。
代云双一想，那几本书自己

多数已经看过一遍了，卖了也无
妨。“5元钱一本，那天晚上就卖
了四五本。”

摆摊卖书，两年
买了一套房

那天晚上的事，让代云双发
现了“人生新的希望”。

第二天，他拿了个书包，带
着自己看过的一书包书，又去路
边了，“那一晚上，卖了45元。”

再往后，两书包、三书包，他
卖出的书越来越多。

在那个月平均工资三四百
元的年代，代云双四五个月的时
间，卖了六七千元。他觉得这样
的收入太可观了。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代云
双把他的书卖到了南湖夜市上，
他的书摊也成为夜市上最大的
一个书摊。

“我看的书多，路过的顾客
拿起一本书，我就能给他讲得头
头是道。”因为代云双的专业推
介，很多顾客都是十几本十几本
地买。

代云双记得，在夜市上，曾
经一个晚上，他卖书卖了将近
2000 元，这是一个最高峰，“少
的时候也能卖上200多元。”

靠着夜市上卖书的收入，再
加上夫妻二人曾经攒下的一点
钱，两年时间，代云双全款十万
元左右买了一套房。

“当时也跟家里人借了点，
但第二年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
靠卖书把这钱还上了。”说到这
时，代云双脸上全是自豪。

在他看来，那是他这个爱书
人、卖书人最辉煌的时候。

到了 2005 年，代云双已经
不满足于仅仅在夜市上卖书。他
在南湖公园附近的一个门市里
开了个书店：卖书、租书。

“10多平方米的书店里，一
到下班、放学的时间，屋子里人
挤人。”代云双清楚地记得，一个
朋友到书店里找他聊天，“来一
个顾客，他就站得靠外点，再来
一个，他就站得再靠外点，几分

钟的时间，他就被挤出了门外。”
最后朋友只好留下一句“改天再
聊吧”就走了。

在书店里，代云双经常忙得
顾不上喝水，有一次快到下午五
点半了，他锁上门，回家倒了杯
水回来，前后也就 10分钟的时
间，书店门口就围满了人。代云
双说，他数了数，一共 42个，“租
书的、借书的、买书的都有。”

说到这些，代云双有种老英
雄细数当年自己征战沙场的满
足感。

代云双还做过一些统计，那
几年，在他店里租书的人也很
多，办年租卡的，每年就有300到
500人，还有很多办月租卡的人。

“年租卡一年60元钱，500人
你想想有多少钱。”代云双说，那
会儿电视节目相对来说少，手机
还没有完全智能化，很多人有闲
暇的时候，还是愿意读一读书的。

代云双很享受那几年，他享
受读书给他带来的快乐，也享受
读书给他带来的收入，更享受读
书给他带来的改变。

他觉得，书改变了自己的命
运。

买书人越来越少

没有人可以永远处于巅峰，
代云双的书店也是。

过了最辉煌的那几年，慢慢
地，代云双觉得生意不是那么好
做了。

他真正感觉到生意难做，是
在2009年。

2009年开始，智能手机开始
普及。起初，代云双最直观的感
受就是来店里买书的人少了。

慢慢地，来店里租书的人少
了。有老顾客告诉他，从手机上
稍微花点钱，就能读一本书了，
便宜还不用随时随地带着一本
书。

代云双记得，那一年，在书
店里办年租卡的顾客不到 300
人，再往后的一两年里，减少到
200人、100人。

等到 2012 年的时候，办年
租卡的人只剩下二三十人，办月
租卡的人基本上就没有了。

与看书人减少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那几年时间，代云双租
的门市房租却一直在涨。

收入越来越少，房租越来越
高，无奈之下，代云双搬了两次
店，最后搬到现在的位置。

好在那时候夜市还在，每天
晚上，代云双依靠地摊，还能有
几百元的收入。

跟以往一晚夜市收入将近
2000元比起来，代云双笑着说，
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了。

尽管这样，那段时间的收入
也还能维持生活。

2017年，南湖夜市消失，代
云双说，这对他的书市可以算得
上是“釜底抽薪”了。

没了夜市的收入，书店里的
生意大不如前。代云双开玩笑
说，那时候守着自己的书店，想
着曾经的辉煌，“有种没落的感
觉。”

曾经忙到回家打杯水就得
回来，书店门口都挤满人的景
象，再也没有出现过。

“尽管还有看书的人，但智
能手机已经占据了大部分人的
休闲时光。”代云双说，他忽然觉
得，这个世界有些东西令人难以
置信地改变了。

“过去书店养
着我，今后我来养
书店”

如今，为了吸引顾客进店，
代云双有时候会在门口的架子
上放几本儿童画报。

顾客寥寥，有时半天只有一
两个顾客进店。代云双 30平方
米左右的小店里，藏着 1万多本
书，有新书、旧书，也有一些孤本
书。

他喜欢收藏旧书和孤本书，
他觉得那是爱书之人寻求的安
静之处。

代云双说，曾经有一个顾客
来店里，翻到了带有他父亲签名
的一本旧书，而他的父亲已经去
世多年。

这位顾客非常想买回这本
书，问代云双卖多少钱。代云双
直接把这本书送给了这位顾客。

代云双说，这也是作为读书
人开书店的快乐吧。

如今的书店，已经不足以维
持生计，但代云双说，他从没想
过会关店，因为书店对他来说，
不仅仅是谋生的意义。

因为爱看书，从初中开始，
代云双就往各种报刊、杂志上投
稿，也曾经获得了不少的稿费。

几十年来，不管生活怎么变
化、书市如何变化，代云双手中
的笔一直没有停下来。

如今，他会写微电影以及一
些视频段子的文案，这些都能给
他带来一些收入。”

代云双现在还干着另外一
件事，他在书店的楼上办了个免
费的读书会。

读书会里的孩子，基本上都
是老顾客的孩子。这些老顾客看
着代云双文笔好，想让他在有空
的时候给孩子们熏陶熏陶。

代云双也乐在其中，他享受
过读书带来的乐趣和改变，他希
望孩子们也能通过读书丰盈自
己。

代云双有的时候也在想，会
不会有一天，他的书店连房租也
赚不上来了。

即使有这么一天，代云双
说，他也会用他写作的收入，让
这个书店一直开下去。“过去书
店养着我，以后我愿用写作的收
入养着书店。”代云双说，不为别
的，只为坚守住这个小小书店，
就感觉心灵有了可以“暂避风
雨”的地方。

代云双的书店仍在坚持代云双的书店仍在坚持

免费的读书会免费的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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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市政府东300米繁华门市 90平方米，
（邮电小区）纯一楼招合租，办公最好，非餐饮。

联系人：马女士 16630784477
招合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