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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房门口

▲尚书房临湖而
居，推窗见景

▼尚书房里充满
了咖啡的香气

普禾书吧旧照

告别普禾

4月5日，清明假期。淅沥了大半天
的雨傍晚停后，却又有了夕阳。来到开
发区普禾书吧时，恰有一道光照在这间
玻璃房上，招牌旁边的一行字好像给这
个画面配了旁白“一束光照亮”。

这是这家书吧发出搬迁通知的第二
天，不少会员接到退款通知后，趁着假期
赶来了。从门外看过去，店内选书的人
很多，吧台等着结账的读者排起了长队。
和上次来这里时，“纵然门外车水马龙，屋
内时光依然细水长流”的印象大相径庭。
同事笑称：“终于看见书店热闹一回。”

书店店主王占民，网名“王老五”，在
个人公众号“致远悦读公社”中这样介绍
自己：“一名退伍老兵，一个书吧老板，一
位文字爱好者。”这个公众号几乎每天都
更新，说是文章，其实更像一本“书店日
记”。

记者在这本“日记”中了解到，2021
年4月23日，王占民在东昌东路老转盘
东北角的顺德广场开了间普禾书吧，面
积 300 平方米，存书 15000 册，会员千余
人，对医护工作者、消防员、交警提供免
费借阅服务。这里每周都会举办几次读
书会，周五晚上重点讲解历史人物；周六
晚上由聊城名人讲解专业知识或奋斗历
程，像白云、念以新，作家鬼金、赵月斌，
教授陈德正、赵勇豪、刘广涛等都曾来书
店举办讲座。这里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安
静的读书学习环境，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了城市的文化氛围。

因为普禾书吧所租房屋属性问题，
书店需要搬迁。4月5日，王占民在公众
号上发表告别文章《她还是要走了》，他写
道：“开店时有多狂喜，闭店时就有多悲
伤，开店与闭店之间是最温暖的时光，
感谢一路有您的陪伴……从今以后，我
在尚书房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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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爱书的人，应该都做过开间书店的梦。理想的情境大概是：
一年四季，四周环绕书籍，手中一杯咖啡，忙的时候给人选书
找书，不忙的时候就自己坐在书店里看书。但如果
你看过那本火爆全球的《书店日记》就会明白，书店
这活儿呀，可真是不好干。

城区一家书店的负责人王占民，每天
也在写“书店日记”，两年多的时间，他用
1000余篇文章记录了开书店的日常。在
这本日记里，我们见证了一位民营书店从
业者的坚守与转变。

迎接尚书房

王占民的新店尚书房，开在东昌湖
畔，北关桥向西 100 米的财信时代广场
内。白色的大楼静静地伫立在蓝天碧水
前，书店临湖而居，推窗见景。

4月8日傍晚，在另一个完美的夕阳
中，记者走进这家尚未开业的尚书房，深
色调的装修与安静温柔的白色大楼形成
反差。店内天花板全部用镜面装饰，视
觉效果敞亮、别致，层高增加了一倍，空
间变得高挑，犹如视觉迷宫。胡桃木色
家具、舒适的沙发、正对湖面的落地窗，
还有咖啡的香气……让人沉浸在慢生活
氛围中。正如美国书商罗森巴哈所说的
那样：“佳本汇集之处，自会透出一股神
秘气息与难以捉摸的美感，让整个空间
染上异色。”

借聊城大学教授赵勇豪的话说，“弄
书店这事儿，‘王老五’不但情怀满，做起
来还充分发挥了军人的狠劲儿，一开始
就是奔着聊城最美书店去的”。

与普禾书吧不同，尚书房有了黑胶
唱片和咖啡，这些都是网红打卡地的重
要配置。至于成为网红后，会不会有人
只是来打卡，却不“刷卡”，王占民说：“打
卡也算是给我们做宣传。”

光靠卖书，肯定活不下去，这早已成
为书店业内的共识。在电商冲击、电子
书流行的大环境下，“网红化”实际上是
实体书店的自救之路。“书店+文化活动”

“书店+咖啡”“书店+零售”……这几年，
王占民不断尝试新的模式，他的书店也
慢慢发展为综合性的文化场所，成了年
轻人热衷的社交场所，焕发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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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开书店，“情怀”俩字绕不过

许多爱书人都有着开书店的梦
想。朝阳初上时，沐着晨光来到书店，
看书、品茶，和有同样爱好的朋友相
聚，实现梦想的同时又能安身立命。
虽然开书店付出的心血、面临的压力
与其带来的回报相比，可能会让人失
望，但依然有人心系于此，将开书店视
为人生的梦想。

采访中，记者问王占民：“开书店，
‘情怀’俩字绕不过，是吧？”

王占民答：“绕不过。”
说完，他把自己的“日记”《我为什

么开书店》转发给记者。
“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认知范围

内寻找生命的意义，就像年轻的时候
我想去当兵，人至中年又想开书店一
样。或许是小时候渴望看书的愿望总
是不能实现，心底一直有一个时隐时
现的梦想，那就是今生一定要开一家
书店，实现‘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的愿望。”这是王占民开书店的初心。

2021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那

天，普禾书吧正式开业；2023年4月22
日，尚书房即将开业。

“开书店真的不是一个买卖，真的
只是一种情怀。曾有朋友明贬实褒地
说让我将书店更名为‘情怀博物馆’。
人这一生，终归是要做点儿事的，做点
儿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事，不让自己
白活一回。对于我个人来讲，上半辈
子在消防待了 24 年，是拯救人命；下
半辈子把自己交给书店事业，算是帮
扶人心，亦让自己的人生不再有遗
憾。”这是王占民依然在坚持的理由。

尚书房的面积不算小，咖啡区、文
创区占了一半左右。记者在书架前环
绕一周，发现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以
及《长安十二时辰》《平凡的世界》等畅
销书占据了书架中不小的面积。18本
并排放着的《活着》似乎在提醒，书店
是这个市场中一粒很小的沙砾，不论
它包裹着怎样的情怀，它首先是一个
商业体，就像一个人不论有多么伟大
的理想，首先得“活着”。

“王老五”和
他的“书店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