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书不知何处去
“贱卖价”不足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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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二手书价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自
然是供求关系。“东西越少，喜欢的人越
多，就能卖出价格，比如一些小人书，甚至
有人专门收集，反之则只能便宜卖了”，老
丁说，现在的新书发行量都比较大，基本
上不会出现买不到的情况。一些网络平
台常常做促销活动，买新书都很便宜，旧
书就更不用说了。

在老丁的摊位上，记者碰上了正在筹
备农家书屋的薛先生，当天他花了900多
元，买了70本左右的文学历史类旧书。“以
后还会再来”，薛先生说，计划在江阴马镇的
老宅里打造一个农家书屋，布置3000多本
书，“旧书市场的书挺好，好多都是原著”。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本书官方卖出的价
格中有各方面的成本，到了二手市场，“它就
没有价格标准了，大部分书商都不以原价作
为参照，能值多少钱还得看‘硬本事’”。这
一方面是书的内容，购买二手书的消费者
中，一部分人爱收一版一印的书；另一方面
是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
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都能
让收书人眼前一亮，开价会比较高，在交易
市场流通时价值空间也相对更大。

柳云飞经营旧书生意十来年，经手的
书有十余万册，其中也有不少是烂在手里
无人问津的，最终只能流向造纸厂。他在
和书友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到其中的门
道，从而在之后给收书设置一定的门槛。
柳云飞告诉记者，往往客户一通电话，就
兴致冲冲上门去了，但真正能看得上眼的
书很少，“要有一定的眼力见儿，能琢磨，才
能不亏”。

放在家里“碍地方”，只能卖出“骨折价”

该拿“旧书”怎么办？

从儿时的绘本到读书时的教辅，再到与工作、兴趣有关

的图书，从生下来开始，人们就在和各种各样的书打交道。

随着个人成长，阅读口味在变，读书需求也在变，一些书逐渐

被淘汰了下来。

很多人心中的矛盾是，把书卖出去，不值几个钱，而留在

家里，又实在碍地方。这些旧书能够流向哪里？怎样才能让

它们“出有所值”呢？近日，记者展开了探访。

最近，市民薛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
上卖出了6本书，总共进账28.6元，仅仅
是起初购书价格的一个零头。“有些书真
是弃之可惜，卖了肉痛，不卖放在家里也
是积积灰了”，薛女士告诉记者，在她卖
出的书中，有一本是热门电视剧的同名
小说，原价三十几元的书在回收平台上
只值1.6元，另一本青春小说则直接被拒
收了，回收平台给出的理由是“收了太
多”。还有一本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
她买来花了65元，到了回收市场却只值
6.5元，她最后决定自己留下，“希望找个
懂得欣赏它的买家，当然，价格能稍微再
高一些。”

打开百度地图，以“旧书”为关键词进
行搜索，无锡的旧书店屈指可数，定位显
示，一家是南禅寺的壮壮古旧书店，一家
是大悦城的听雨旧书屋，还有一家是荣巷
历史街区的老街古旧书店。

记者日前来到南禅寺旧书交易市场，
烈日下，一股陈年故纸的味道扑面而来，
各家书店门前多支起板凳，旧书一摞一摞
地堆着，摆放起来高低错落。随机询问了
几家铺子，老板均表示，普通书籍回收价
格很便宜，比收废品高不了多少，因为卖
也卖不出多少价格。能卖上价格的，多是
一些古籍、线装书等，但这种大多是收藏
性质，和普通书籍不一样。废品收购站
0.5元一斤的旧书价格就更让藏书众多的
读者失望了。

位于大悦城的听雨旧书屋专收教辅
用书，卖书的多是无锡高校的学生，其中
有不少大部头的理论书籍。店老板说，这
些书无论原价多少，收来大多都是5元一
本，有些特别厚重的可以加到8元左右，
和原价相比也就是一成不到。记者到店
时，老板正在上架一批经济类的教材，“现
在很多学校的教辅材料都可以由学生自
行购买，所以二手书生意还算可以”,店老
板说，有些二手书就跟新书一样，完全可
以重复利用，也是一种资源节约。

南禅寺壮壮古旧书店狭小的门店里，
沿墙摆满书架，只留出一人行走的过道，
《创业致富秘诀》旁边紧挨着《鲁宾逊漂流
记》，接茬又是一本《山海经》……这些在
负责人柳云飞看来都是“大路货”，收的便
宜，卖的也便宜。“随便拿一本，原价很少
有低于20元的，但在这里通通只值5元。”
柳云飞介绍。

曾经身价不菲的书，只是转了转手，
为什么价格就被砍到了底？“有些书只是
火了一个当下，你买的时候是最值钱的，
等书流向二手市场往往有一个滞后期”，
柳云飞解释，很多人花高价买的畅销书，
却不是长销书，“等过了三五年，你觉得没
价值了，也已经过了这阵风了，自然就卖
不上价格。”

与柳云飞一铺之隔的老丁告诉记者，
网络的冲击对旧书市场影响很大。“电子
书资源多，年纪轻的几乎不太来买书看
了，每天只有几个年纪大的来转转。”上世
纪九十年代，老丁的摊位前流转着不少小
年轻，当时流行看武侠、言情小说，一天可
以卖掉很多套整箱的小说，但现在这些都
乏人问津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的收书渠道
也在拓展。薛女士告诉记者，在自己卖出
的所有旧书中，并不是每一本都跌破了心
理底线。她曾在闲鱼上出手过一本《情深
深雨濛濛》小说，因为是铜版纸印刷，还有
很多高清剧照，当时正流行，所以溢价卖
出了。“这种个人对个人的还是有机会碰
到‘识货’的人”，碰到趣味相投的买家，在
原价基础上稍微打打折也就卖出去了，薛
女士说，她正在努力经营自己的闲鱼账
号，“不过这也讲究运气，从上架到卖出周
期很长。”

此外，网络交易并非易事，要拍照，写
说明，和买家讨价还价，工作量不小。陶先
生是无锡最早一批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从事
旧书买卖的经营者之一，当时凭着一腔热
忱开的网店，如今已经上架了上万本图书，
每天的咨询量都不小，他只能在本职工作
之余抽空打理。他介绍，最早的时候，孔夫
子旧书网上无锡店铺数量只有个位数，而
如今已经有了上百家，全国店铺数量更是
从几千家涨至几万家。

作为最早一批“上线”的经营者，陶先
生时刻关注着旧书市场的动向。他告诉记
者，平台之间存在着价格差，卖旧书也要讲
究货比三家。除了老一辈爱逛的“孔夫子”
和年轻人习惯用的闲鱼，还有转转、多抓
鱼、有路等专门的旧书回收平台，其中有路
专门回收教辅材料，多抓鱼会根据库存和
市场情况动态调整，根据需求来收书。

“好的东西现在都靠网上平台走，线下
卖不出价的”，经营旧书店多年，老丁给自
己孩子留了不少知名出版社、品相完好的
书，书外套着防尘袋，摆满了一书架，“没看
见他动过多少，年轻人现在的兴趣爱好太
多了，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书就是最主要的
精神消费。” （晚报记者 陈钰洁/文、摄）

转了转手的书
怎么就不“香”了呢

网上渠道拓展
卖书也要讲究货比三家

定价不作为参考
值多少钱得看“硬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