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乎在所有老长沙心里，黄泥街
都是当年买书的必去之处。20世纪70
年代末，黄泥街书市雏形初现。到了
上世纪80年代，则已位列全国四大书
市， 成为湖南省最大的图书集散地。
不夸张地说，因为黄泥街，为长沙成
为全国瞩目的文化枢纽加分不少。

直到1982年秋， 蔡锷中路黄泥
街口摆出一家报刊零售地摊， 随后
省文联创办《红娘报》在黄泥街总发
行，书商至此渐聚黄泥街。

至1983年底， 黄泥街共有20余

间书铺。1986年40多家书店领证挂
牌。1988年黄泥街聚集188家书店，
黄泥街已获全国“四大书市之首”美
誉。1990年黄泥街书市书店突破200
家，1996年为286家， 黄泥街成为全
国图书发行二渠道之首。

当年黄泥街书市涵括黄泥街、文
运街、邵阳坪、长康路、南阳路、双鸿里、
宝南街等街道。 全国各地书商住满黄
泥街附近的航空宾馆、蝴蝶宾馆、湘江
宾馆等，他们需要文化娱乐上的消遣，
长沙歌厅文化即由黄泥街书市催生。

任何一个定王台人，都
不愿看到它就这样在竞争
中默默地死去。无论是定王
台书市管理方还是小书商
们， 都在想方设法寻找出
路。

网上抱团自救无果

2010年，书市管理方提
出了搞一个“网上书市”，将
定王台所有的书都在网上
上架，期望以这种方式与当
当、 卓越一争高低。 于是，
“湖南长沙定王台网上书
市”正式上线。

当时负责书市上线工
作的湖南泗通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朱旭文介绍，
定王台网上书市是长沙市
出版局酝酿已久的项目，意
在为定王台打造一个全新
的销售渠道，引领其从传统
销售模式向网络销售转型，
最终实现进一步打造定王
台这个图书销售品牌，并向
全国推广。

做网销，定王台能否在
当时已由“当当”、“亚马逊”
二分天下的网上书市后来
者居上？今天看来，这可能
只是个美好的愿景。

说到搞自己的网上书
市，定王台二楼某家文化类
书店店主认为“不太行”，他
直言不讳地说“这个网站没

给生意带来多大改善，因为
网站没什么名气，根本无法
与全国知名的实力电商抗
衡。”

“实体书店不可能拼得
过电商，因为有时候它们的
卖价甚至比我们的进价更
便宜。” 某考试辅导类图书
店主认为，“我们是找经销
商拿货，而网商则直接与出
版社对接，大公司能够亏本
做口碑，实体书店亏不起。”
自家书商直接向“网上商
城”进行供货的“定王台网
上书市”自然也逃不开名气
比不过、流动资金困难等诸
多发展难题。

在运营了3年多时间以
后，“定王台网上书市”在互联
网上销声匿迹了。10月20日，
记者以“定王台网上书市”
进行了检索，已经找不到任
何相关信息。

小书商纷纷自谋出路

不能等靠大树， 自然得
自谋生路。 生存压力重重的
小书商， 都走上了自己的网
上卖书之路， 依靠的大多是
淘宝网免费的个人店铺平
台。85后店主李茹就是其中
一员，她的书铺不足10平方
米，经营教辅类图书已经11
年。

2012年下半年，1天只

有2位数的零售额逼得她走
上了淘宝这条路。“以前创业
就能赚钱， 现在创业了也赚
不了钱，”这位年轻的老板娘
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必须寻
求改变。”就这样，她在自己的
门面里装了电脑， 牵了网线，
实体店清淡的生意也让她有
大量的时间与买家进行沟通。
每天接单、出货、售后服务，忙
到凌晨一两点成了常态。她
说，“自从做了网店，2岁大的
孩子都没时间照顾。”

据李茹介绍， 早在2011
年，定王台的不少商家便开始
做起了网售，她已经算是慢了
半拍。“有时都是亏本在卖，只
能在运费上赚一点差价，靠这
个差价来挣钱。” 另一家店主
如此说道。他说，与相对固定
的快递员达成定点派送协议
后，便能以低于零单揽件的价
格接单，中间有个几块钱的差
价吧。

据记者粗略统计， 在定
王台书市一、二楼，包括星城
书局、 湘岳书社等大大小小
近10家书摊在进行网络销
售。10月20日上午，同享书社
的老板娘与伙计共3人正忙
着打包订单， 对店内偶尔询
问的客人有点“无暇顾及”。
记者在淘宝网上进行检索后
发现， 这家看起来不太起眼
的店在网络上已经是一家四
皇冠的老资格。

2012年， 是我国电商能量爆
发，竞争异常激烈的一年。阿里巴巴
集团首席执行官马云曾表示， 传统
零售业与互联网竞争，“说难听点，
就像在机枪面前，太极拳、少林拳是
没有区别的，一枪把你崩了。”

毫不过分地说， 在电商们刀光
剑影的火拼中， 图书销售还只是他
们扩张版图里的小小一角。 就是这
小小一角， 已经让曾称雄一方的定
王台书市在竞争中溃不成军： 小书
商纷纷关门歇业， 留下来的也另谋
出路。这个“卖书为生”的集市里，越

来越多地出现贩卖模拼图、模型等多
种经营内容，甚至有人把茶壶、茶叶
以及笔墨纸砚一同放在书店中进行
展示，再配合售卖些茶道、佛学和字
帖类型的书。

未来，定王台书市路在何方？
或许可以借鉴阅读花园，做成综

合性经营的阅读场所，在拓宽盈利点
的基础上不丢了“图书”的根；或许，
可以做成不再单卖图书， 而是做集
CD、 创意文具等集合的文化商店；或
许可以与艺术画廊、文化沙龙、名人
讲座等多种经营模式杂糅。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定王台书
市的地位已牢固不可撼动之时，
网络信息时代不约而至， 图书逐
渐淡出了市民生活的主交流圈，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将获取文
化信息的途径转向互联网。2006
年起， 定王台开始逐渐尝到了一
丝异样的滋味。 有书市经营者回
忆起那时的情景，“原本‘一店难
求’的铺面开始不那么抢手了。”

何云也回忆道，“原来自己每
到定王台书市必去一楼一家专
营三联出版社书籍的店铺，这种
习惯持续了好几年。但是从2008
年开始， 这家店铺先是缩小了营
业面积，不久又换了老板，现在这
家店干脆消失了。”

这种变化的背后， 是网络书
商的兴起。随着当当、亚马逊为代

表的B2C电商网站迅速崛起，淘
宝C2C里也开始出现个人网上书
商。2011年11月， 主营电子产品
的京东商城也开通了自己的图书
频道。

不用出门便可随意挑选图
书，快递员送货上门，相较实体书
店更多的折扣， 种种因素都在吸
引着消费者转向网上商城。 电子
商务对实体书店的各种冲击，戴
乐可以说是感受最深的人之一。
据她回忆，每到学生开学的日子，
书市的旺季也就到来了。 在开学
前后的两个星期里， 总会有大量
的学生顾客涌入书市挑选新学期
的教辅，“那个时候， 人都可以堵
个水泄不通。”

戴乐说，2007年左右的销售
旺季，日销售额超过4000元也是

十分轻松的事情， 就算在销售淡
季也能基本保证千元的销售。 而
现在，“如果每天能卖到300元，
我就谢天谢地了。”戴乐略带戏谑
地说，“过去最多8折的售价现在
已经降到7折，有时依旧一本都卖
不出去。”

据记者粗略统计， 定王台书
市二楼共有门面150家， 已经有
将近十分之一关门歇业， 还有不
少正在营业的铺子贴出了门面出
租的广告。 一名不愿具名的店主
透露， 仍在营业的门面在签约时
间到期后， 还会有更多的门面关
门。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从
曾经客商摩肩接踵到如今的门可
罗雀， 让人唏嘘： 待到书页翻尽
时，是否还有定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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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王台，西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因思母所筑的高台，两千多年来，它一直
弦歌不辍，是风雅萃集之所。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定王台成了全国闻名的书市。

繁华

电商冲击下，定王台书市繁华褪去，近一成门面关门歇业，还
在营业的书摊也是惨淡经营，一店主称5天仅卖了10本书。

衰落

管理方曾求变自救，开通“定王台网上书市”，但运营3年
后销声匿迹。抱团自救无果，小书商们纷纷自开网店卖书。

求变 方向

未来，定王台书市路在何方？业内建言献策：奢侈品化经
营、做“不太像书店的书店”、向“文化百货”方向发展等等。

消防整改启动一个月，来逛定王台的人更少了，书市加速转型

定王台怕起火，书商们叹“火”不起来
新学期开始一个多月， 定王

台书市内一些主营教辅类图书的
摊位有三三两两问价、 挑选的客
人； 而经营文艺类图书的摊位乏
人问津， 不少店主只要有人路过
便会热情招呼。

“开学不久， 生意还算不错
吧？”10月20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询问一名在二楼经营图书文具的
女店主。

“马马虎虎，勉强维持生计。”
女店主显然不太愿意聊生意。

下午3点，定王台天和书店的
戴乐终于做成了当天的第一笔生
意， 卖掉一本余秋雨的《何为文
化》。此书的定价，38元。“5天10本
书，” 她一边翻看自己的销售记
录， 一边无奈地摇头，“真是今时
不同往日，生意大不如前了。”

遥想当年车流云集， 节假日
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全国都
能叫得上名号的定王台书市，现
如今它门可罗雀的模样让人不禁
有些扼腕。

1994年进入中南工业大学就
读的何云，现在长沙某媒体任职，
回忆起当年在定王台淘书的经
历， 他如数家珍，“刚来长沙上学
的时候还没有定王台书市， 那时
候长沙的书市在黄泥街。”

据书市一些老店家回忆，黄
泥街书市最初是由部分书商自发
形成的版权交易市场。 由于当时
国内出版发行行业几乎处于政府
垄断，而改革开放初期，国民对文
化精神产品的需求又十分强烈，
种种原因杂糅在一起促进了黄泥
街书市的迅猛发展。

不过黄泥街书市在早期由于
种种不规范，问题多多。湖南省委
宣传部原副部长郑佳明， 在长沙
市委宣传部任职期间， 主导了黄
泥街书市的搬迁。 在郑佳明发表
的一篇博客中， 他回忆起当时的
情况，“因为黄泥街的问题， 时任
副省长唐之享带我们相关人员到
北京去，被中央领导谈话，其实是
挨一顿臭骂， 十几个人灰头土脸
地回到长沙。怎么办？”

为了避免长沙书市重蹈当时
武汉武圣路书市关门大吉的命
运，郑佳明颇费苦心，把书市从繁
杂简陋的黄泥街迁到了当时设施
较为完善的定王台。

1997年11月7日， 在地方政
府主导下， 黄泥街书市整体迁往
定王台。经过8天的试营业，当年
11月16日， 定王台书市正式开门
迎客。 从临街而市到搬进高楼，
“新妆”的定王台书市较之从前更
加规范了， 无论是规模或者经营
范围都较从前有了提高。

定王台书市开张后的十年时
间，可说是它的黄金时代。那时长
沙人、来长沙的外地人，都爱到定
王台逛逛。何云回忆，有一次在书
市内还见到了央视NBA特约评
论员张卫平； 有书店老板还在书
市内见过汪涵。

“当时无论是学生教辅、考
试用书，或者是各类文化、科技
书籍， 你需要的书几乎都能在
这找到。”何云表示，每逢休息
日， 到定王台购书已经成了很
多年轻人的“固定节目”。而学
生们更是遍布书市， 成为定王
台书市的一个最大客户群体。

“在定王台买书，不但可选

品类繁多，更重要的是当时买书
能够打折，对我们这些‘穷学生’
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何云
回忆道。作为一直习惯在新华书
店内“按定价付款”的消费者来
说，能在书本定价上有折扣是不
小的吸引力。靠着品种齐全和打
折这两个优势，鼎盛时期的定王
台， 年发货总额超过十亿元，这
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长沙法律书店老板吴女士
告诉记者， 当初在黄泥街的时
候，她经营的是文艺类书籍，生
意特别好，每天毛利都能达到3
万-5万元。1997年从黄泥街集
体大搬迁来这后， 生意也未受

到太多影响，定王台其特有的历史
背景与浓郁的文化氛围，像一个强
烈的磁场把顾客都吸了过来。

很多从黄泥街搬迁过来的书商
都和她一样， 为了能在定王台长久
发展下去，在定王台买了店铺。

定王台书市的不少老板告诉
记者，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书商，
即使是那些只有几平方米的店子，
一年也能赚个几十万元，大店就更
不用说了。

虽然这里空气污浊， 过道窄
小，每个在定王台有过购书经历的
人，都有逛得头晕脑胀、呼吸困难
的经历，但从周一到周日，这里总
是人满为患。

黄金年代 辉煌十年定王台渐成绝唱

风云突变 没能抵挡住电商的“机关枪”

书市整体触网失利
小书商自开网店

互联网时代
书市路在何方

继承黄泥街书市而来的定王台
书市，也继承了前身的重重毛病。

最大的问题是盗版，盗版书籍、
盗版光碟堂而皇之地上架销售。更
要命的是， 市场自开业以来一直是
长沙市消防隐患重点整治单位，曾
连续三年接到消防隐患黄牌警告。

这个堆满易燃品的四层楼面， 已经成
为了周边居民时时担忧的生活隐患。

而书市也被称为中南地区最大
的“五无”出版物批发市场———无行
政主管单位、 无市场经营许可证、无
消防许可证、无营业执照、无市场房
屋产权主体。

顽疾 消防隐患“与生俱来”

催生长沙歌厅文化衍生

10月20日，
定王台书市大楼
门口， 抬头即可
看见“全民参与，
根治火患” 的大
标语。走进去，一
份“关于对重大
火灾隐患实施挂
牌督办的通知”
被 贴 在 公 告 栏
里， 在整改名单
上， 第一位便是
长 沙 市 文 化 广
场———也就是定
王台书市。上月，
长沙芙蓉区政府
宣布，将补助500
万元帮助其实现
消防改造。

其实， 这个
昔日享有“全国
四大书市”盛誉、
曾经号称中南地
区最大的“五无”
出 版 物 批 发 市
场， 自开业以来
就一直是长沙市
消防隐患重点整
治单位。 不同的
是， 昔日繁华已
褪去， 它就像已
过花期的中年妇
人， 无论如何也
掩饰不住衰老的
迹象。

为何定王台
书 市 会 由 盛 转
衰？未来，定王台
书市究竟路在何
方？

■记者 朱蓉 李庆钢

向奢侈品化经营

湖南资深媒体人士龚先生认为，
根据今后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书店还
是出版业， 走向奢侈品化经营或许是
一条出路。经营礼品书、线装书等高档
图书可能是实体书店的优势。 此类图
书大多讲究感觉， 消费者能将书拿在
手中把玩， 才能最终促使他花高价钱
买下。这一点，电商是很难做到的。

另外， 在实体书店与电商的较
量中，服务是谁能取胜的关键要素。
将自身经营图书的范围专门化、特
色化，锁定某一类的特定圈子读者，
用特定范围内尽可能齐全的图书吸
引到某一类特定的消费者。

做不太像书店的书店

湖南竞网科技有限公司高级人
力资源总监、720网络营销专家、 湖南
商学院教授熊苹指出，实体书店在未
来可能成为一个弥漫着文化气息的
休闲场所，往“文化百货”方向发展，而
不是传统集市般的“书菜”市场。

定王台书城“放养”式的经营模
式显然已经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需
要。未来的书店将是“不太像书店的
书店”，营造家一样自然的氛围，可以
坐在木地板上看书， 可以喝咖啡、吃
茶点， 甚至是组织主题交流活动。需
要开发多个盈利点，卖书不会是唯一
的盈利点。

声音

野蛮生长
从黄泥街到定王台
曾无限风光

尴尬现状
5天只卖了10本书

▲10月20日，长沙市定王台书市很冷清。 记者 李健 摄

▲去定王台买书曾是很多长沙人的“固定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