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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笑說，整理香港書店地圖，是一件不設實際的事，

因為可能在你還未整理出頭緒時，就有書店宣佈關門大

吉。書店除了租金等成本因素逐年遞增而導致空間壓縮外，互

聯網的擴張，也使其經營的難度越來越大。書店稍縱即逝的速

度，倒堪比互聯網。

網絡猶如洪水猛獸，摧毀著人們的閱讀習慣，它的影響毋

庸多言，翻找一下自身日常，或者到地鐵，巴士上望上眾「低

頭族」一眼，便知其威猛。曾幾何時，閱讀與讀書同義——閱

讀就是手捧書籍目不轉睛，而網絡讓不少人不再看書，又或者

說不再看傳統意義上的書了。書店作為精神家園的寄寓，影響

必是首當其衝的。租金昂貴，於是小本經營的書店選擇搬至樓

上鋪。而要想在這場閱讀空間博弈戰中生存，書店則需要做到

「唯獨你不可取締」。

筆者在這次香港書店的採訪中，除去幾所大型連鎖書店，

發現有兩類書店，還在閱讀夾縫中生存著。

一類是傳統書店，這裡所謂傳統，其實也是相對另一類的

劃分而言，不過也帶有部分歷史較悠久的意思。熟客自然懂書

香，網絡衝擊，始終不會改變部分人的習慣，傳統書店就是要

守著老顧客。掌握好他們的口味，在選書上多花心思，多走一

步，做出互聯網所沒有的人性化。

另一類則可

稱 為 「 概 念 書

店」，它們有著

別具一格的理念，為閱讀帶來新鮮

體驗。比如以電影，設計書籍作為賣點的書店，在香港陸續登

場，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和愛好者，成為了他們穩定的捧場

客。此外，書店還在想辦法擴張閱讀的空間，比如將閱讀與喝

咖啡，手工藝品製作聯繫起來，將閱讀的定義擴展為不單單是

讀「書」，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在這場博弈中，書店與互聯網也不是完全的衝突，書店可

以利用互聯網作為宣傳工具，借用其空間達至雙贏。像不少二

手書店紛紛經營起Facebook專頁，這是一個成本低廉的宣傳

渠道，也讓更多人有認識和走近它的機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電視漸漸成為寵兒走進千家萬

戶，有不少人預言，電視將在20年後取代電影和戲劇等娛樂方

式，結果直至今天它們仍共存著，並且聯手對付新的敵人——

互聯網。書籍和互聯網的這場博弈，愛書之人也不用過分悲

觀，既然針對閱讀而起，那麼最好的解決方式便是在閱讀中尋

求共贏。

下文將採訪的具體例子，讓大家更近距離地觀察書店與互

聯網之間的博弈。

香港書店 
與互聯網的空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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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書店林立的香港下，森記圖書公司默默地隱身於商

場地庫一角，一次偷貓事件卻頓令這間別具價值的小品

書店重見天日，廣受關注。這種始料不及的熱潮，經過互聯網

的發酵，讓森記成為愛貓人士樂於潮聖的本土書店。有貓伴讀

的背後，其實細訴著其對閱讀的執著。

對好書的執著

書是森記圖書公司的藝術城堡，書架上一本本書分類整

齊，部分更貼有好著的評價，地上椅子上還有堆積成山的佳作

等待上架，讓有心人捧回家拜讀。放眼書架，為可以展示更多

的圖書給讀者挑選，每本圖書只有寥寥幾本的復本，這也是店

主選書的堅持。

森記選書的最大原則是收納大型書店沒有的著作。因此，

走進森記圖書公司細細尋覓，總會遇到不少驚喜。不論是坊間

書店遍尋不獲的傳統古籍、字典，整套絕版的經典小說，或是

比較偏門的圖書分類，均有涉獵。書是幻想與夢想的載體，故

要有衝擊思想的能力，非主流的書籍在這裏有了一席之地，為

的是把被埋沒於出版氾濫時代的佳作介紹給讀者。

互聯網與閱讀

從人手一書轉變為人手一機，森記店員陳小姐見證了香

港新生代的閱讀習慣改變。在這個互聯網資料爆炸的年代，每

人平均花費兩三小時瀏覽網頁信息，然而，這種知識並未能填

補心靈上的空虛。在森記圖書公司的閱讀哲學中，閱讀是需要

咀嚼的，「比起電子書，紙本書帶來更多的感官刺激，書的氣

味、翻書時的觸感都為閱讀增添趣味和氣氛。」一本實質的書

比起不停碌動電子版面來得生動，從書中尋覓問題、思考、發

想。故此小店每本書都經店主挑選，除了需要用手，更需要用

腦及心。早前陳小姐便堅持不將一本經撰改扭曲的歷史傳記上

架，並強調要找原著對質，她的行為就是要將正確的知識、真

相留給下一代。

被問及網上書店的方便及多元化會否扼殺了本土書店的

生存空間，陳小姐坦言雙方本來走的路線不同，故無懼扼殺。

然而，來買書的人明顯減少了，熟客年齡層老化的問題的確開

始浮現。書店經互聯網廣泛傳播後，書店確實增加人流，不少

年輕人也為了支持本土獨立書店而特意光顧，也有一些愛貓人

士前來探貓，雖然造成部分騷擾，可是在選書時，也嘗試增添

某些類別的書籍，目的希望開啟新顧客主動閱讀的興趣，做到

「十個起碼有三個留得住做熟客」的效果。

「做好自己要做的位置，如果這本書可以幫到人是最好

的」，為讀者找一本好書，引發閱讀與思考，反映歷史的真

像，為未來一輩選擇保留最完整的歷史回顧，森記圖書公司就

如其名一般，廣納百川，為讀者提供一個洗滌心靈的森林，保

持最清泉的地方，不被世俗的「調味」所沾污。

森記的喵星人密語

流浪是我的天賦，我曾傲視世界，也曾淪落天涯，驕傲過，
潦倒過。在這書店裡，請讓我默默在你腳邊走過，留下我與
你獨特的記憶。

做為一隻書店裡的喵，我最喜歡跟貓朋友開個讀書會，如果
你在尋寶時發現我們睡了， 請不要大驚小怪， 休息是為了
看更多的書嘛，請別偷偷摸我們，我們
真的會嚇到的。

書店裡書才是主角，比起摸我
捉我，我更喜歡陪你一齊尋寶
閱讀。我們是動物，不是寵物，
相互尊重， 體會店家的用心，
分享你找到心頭好的喜悅，這
樣子不好嗎？

濁世清泉 —
森記的閱讀哲學

安虹 鄧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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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賢之地 –
序言書店
旺角西洋菜南街是樓上書店的集中地，而序言書室絕對是當

中別樹一格的一間。小小的店舖，幾張木桌沙發，微黃的

燈光，兩把懷舊的吊扇，舊式的綠色細瓷磚鋪成的地板，已是

不少知識分子最好的聚腳地。這裡充斥著濃厚的學術氛圍及人

文氣息，所有書藉都可以盡情翻閱，讓人在輕聲的西洋老歌，

和撲鼻的咖啡香當中，毫無壓力的沉溺在書本和知識的海洋當

中。

位於七樓的序言書室，幾乎是芸芸樓上書店的「最高層」，

給人一種曲高和寡的感覺。皆因它所售賣的都是偏門的學

術、政治和社會書藉，一般流行讀物都不會在這裡找到。因此

這裡人流並不算多，會在這裡逗留的都對同一範疇類型書藉感

興趣的知音人。哲學系出身的老闆，希望能夠在這裡建立一個

閱讀、交流和討論的空間，推廣文化和學術的交流。因此，經

常舉辦講座、演講，藉由這些活動讓作者面向讀者，深入不同

層面和更寬闊的群眾。本港書店面對的經營壓力主要是租金，

互聯網的衝擊反而是次要，原因在於香港的郵政費用相對昂

貴，令讀者卻步。雖然互聯網對香港書店不是有很大影響，但

要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當中，不追隨市場大眾的品味，而選擇

堅持自已的初衷理想，並不容易。幸好，序言的三位老闆還有

這份堅持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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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銅鑼灣的「書得起書店」，是一家風

格另類的設計書店，售賣各類設計叢書

及期刊，包括建築設計、室內設計、平面設

計、廣告設計、時裝、繪畫、攝影、動畫、

電影及藝術教育等。其母公司在新加坡經營

已有超過20年歷史，最初是看中香港綜合

類書店較多，缺乏諸如設計類書籍的專門書

店，而決定來香港開拓市場。

書店的顧客以設計師，建築師，學校

相關科系學生為主，書店的負責人表示，由

於有較穩定的客源，互聯網縱然對書店的生

意也有衝擊，但是仍可維繫著這批顧客。另

外，他們每逢港大和中大開學，都會到校內

做宣傳，吸引建築和設計系的學生。

放眼望去，店內書籍以英文書為主，

亦見不少日文書籍，負責人介紹，因為日本

的設計往往符合香港人需要，銷路較佳。而

且，日本書籍不但製作精美，書籍版權都保

護得很好，在網絡上基本無法找到，因此想

要參考書中內容，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書籍買

回家中。

設計書籍，正因為其獨有的設計和視覺

效果，所以網路並無法取締其閱讀空間，書

店負責人承認，互聯網的確讓來看書的人少

了，但這畢竟大勢所趨，不過也有顧客是由

於看到網上的介紹，而專程過來尋找某本書

籍的。與其想著互聯網帶來的消極影響而悶

悶不樂，不如思考如何開拓網絡為書店帶來

更寬闊的空間。

設計閱讀 –
書得起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