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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痛在死亡线上挣扎过3次的吴清

友确信，“生命应在事业之上，心念应在能
力之上”。在诚品走投无路时，他用这句话
自我安慰过，“所有这些困惑，都为你在人
生上的遭遇让你对生命有新的发现。”

“可以告慰的是，吴先生与他一手创
立的诚品，在时光长河里，给一些人在繁
忙的都市生活中创造了阅读的美好，给他
们提供了心灵休整的机会，它治愈过一些
人的创伤，陪伴过一些人的成长，也成为
一些人相遇的密码……”

开一间浪漫的书店

吴清友生于台南小渔村，吴清友有九
个兄弟姐妹，在五个男孩中排名第四。

吴父年轻的时候，是乡中难得的人才，

曾经免费教导贫童识字。后来，吴父开始务

农，拥有大片农田和鱼塘，为人心善的他，

经常在大旱之时开自家水给邻里用。

父亲对吴清友的影响非常大，诚品书
店也正是吴父所题，“诚”是家训，正如吴
清友先生所言：财富有时尽，唯有诚终生
不尽。

年少时的吴清友是长辈心中聪明的
孩子，但是吴清友却说自己是家中唯一的
坏孩子，青年时期因为打架被约谈的问题

学生，朋友说，吴清
友 只 是 比 较 讲 义
气，看到朋友被欺
负，就忍不住出手
相助。

之后，为了收
敛吴清友的心性，
吴父在其寒暑假

的时候，都会
要 求 他 到

佛 寺 静

修打禅，有了一段时间这样的经历，热血
的少年日渐有了稳定的心性。

由于罹患先天性心脏扩大症，吴清友
不必当兵。所以，从台北毕业后，他便进入
诚建公司，成为一名基层业务员。他聪明
善开拓创新，深受老板的赏识，之后，老板
考虑去别的地方发展定居，于是把公司卖
给了时年31岁的吴清友，由此，吴接下诚
建的全部股权，成为了诚建的董事长。拥
有营业佳绩的诚建日后占据了台湾大型
观光饭店 80% 的餐厨设备市场。

1988年，因为一场几乎致命的心脏手
术，吴清友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在
病榻中，吴对家人说：“我从诚建尝到赚钱
的滋味，但我吃一样，穿一样，生活没有改
变，有钱不会使我比较快乐，我不害怕死
亡，但是怕死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他开始学习观照自己的内心。他说，
这种感觉就是仿佛“自己觉得心灵有缺
口，心灵会不安，或者说是心灵在漂泊”。

当初他在阳明山买了块地准备盖房
子时，一位风水师傅告诉他：吴先生，你要
赚钱，你的房子要朝南；如果你要身体健
康，你的房子要朝北；但是，假如你希望累
积生命的一点智慧，那你的房子要朝东。

“我真的是朝东，今天还是朝东！”吴
先生讲述这段故事时，不是没有感触的。
但他的语调很平静。

“对于我而言，是对美的一种追求。”
他说，这种对美的追求，正是他内心一直
在寻找的答案。

那个时候作这样的转变，仅仅基于
他的一个浪漫念头：希望台湾有一间浪
漫的书店。在1989年，吴清友创办了“诚
品书店”。

“诚品不盈利，我就不换车”

“诚品赔了 15 年！”提起这段亏本往
事，吴清友很直率。

一个广为传诵的段子是，诚品经营数
年才盈利，吴清友的车也过了数年才更
换，“因为我那时候发誓，诚品不盈利，我
就不换车。”

上个世纪 90 年代，人们在生活富足
的情况下，开始寻找精神的寄托，这也正

好成就了出版行业，诚品第一家店首月营
业额只有 60 万新台币。隔年吴清友进行
了第二次心脏手术，并开了第二家诚品书
店，坚持“连锁不复制”的原则，吴投入了
大量的资金进行店面的装修设计，并于
1997 年左右大举扩张店面，加上之前的亏
损，由此种下了亏欠的祸因。

这家在当时算新概念系的书店，色系
沉稳、优雅，不同于传统书店的沉闷、死
板，不乏匠心独具的人文细节，但最初被
定义为“人文艺术小型专业书店”，让人替
它的市场竞争力忧心。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称谓？因为诚品
在成立之初，虽然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高
品质的购书环境，但因其书籍过于偏向
进口书及外文杂志，以当时台湾的消费
水平，这完全是走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的。这个新面孔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被
狠狠教育了。

因为没有外部资金的支持，内部又很
难消化亏损，于是吴开始募资，期间出手
相助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因为长期的不见
起色，多数的人还是选择了放弃，虽然如
今我们能够如何云淡风轻地去谈论它，但
是，对于当时吴清友来说，经营诚品是孤
注一掷的行为，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
吴清友明白，如果诚品败了，台湾的书店
产业也就完了。

秉持着自己的信念，吴始终没有放弃
这个“赔钱货”，他一家一家地筹资，磨破
嘴皮子来解释自己的想法，店铺慢慢地铺
开了，图书的品种也越发齐全，他赢得了
股东的支持，在诚品走投无路之时，这些
好友们陆续入资25亿新台币，并同时进行
企业整顿。

在亏损了几乎15年(其中有两年有微
幅获利)的情形下，他依然主张创业时专
卖艺术与建筑书籍的目标，并规划出有别
于同业的经营模式，使诚品书店在台湾有
相当的不可替代性与知名度。

“诚品”不只是一家书店

1995年，诚品有了不小的转机。为了
扩店及租约问题，诚品好不容易争取到原
地不远处的新光大楼现址，搬迁之日，诚

品发起一场“今夜不打烊”的创意，引来意
料之外的热烈反响，从那一夜起，敦南诚
品店就成了全台湾第一家24小时不打烊
的书店，并延续至今。

在吴清友的坚持下，诚品书店一间间
在台湾开起来。至2001年，诚品展店已达
四十余家。

2006年元旦，诚品信义旗舰店高调开
在被称为台北曼哈顿的信义计划区，一共
8层。这家靠近台北101大楼的诚品旗舰
店，占地7500坪，馆区均有阅读用的桌椅。

用吴清友的话说，他对诚品信义店的
定位是，“不只是一家书店，更是一个阅读
的博物馆”。他的企图心，不言而喻。

“诚品总认为自己树立的是一个心灵
高不可攀的、希望用经济生命分享众生的
价值，来鼓励我们所有的同仁，因为我们
都想，希望诚品成为一个心灵的港口，我
们不能把诚品当作是一个书籍的买卖，而
是安顿读者、客人，安顿人的一种心情，同
时诚品也不把一般接触诚品的人当作是
商业思维的顾客，我们是把他当成一个
人，这个人跟我们有缘，愿意跟我们结
缘”，吴清友先生坚持，要给纷繁的台湾一
个与众不同的“场所”。

诚品书店虽经受了各种困难，但在吴
清友的领导下，都一一挺了过来。之后，诚
品书店受到各种文人、艺术家的敬重，及
许多媒体报导，2011年总计有1 . 2亿人次
到访台湾诚品，远远超过台湾人口总数。
如今的诚品书店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人们形容它是天堂，是一个城市通往美好
的出口。

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

吴清友认为，他理想中，希望诚品能
成为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他甚至
充满诗意地说，“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祥
和的空间里面，看到都市人最可爱的表
情，最亲切的眼神，最温暖的关怀，最优雅
的风情。”他的语言体系充满某种文艺感，
这在他的演讲里也有体现。

现在，吴先生走了。可以告慰的是，吴
先生与他一手创立的诚品，在时光长河
里，给一些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创造了
阅读的美好，给他们提供了心灵休整的机
会，它治愈过一些人的创伤，陪伴过一些
人的成长，也成为一些人相遇的密码……
阅读提升的精神格局，这些温暖的印记，
以及这些在人生路上的不可复制的经历，
都弥足珍贵。

当我们在被房价、职场等种种现实追
赶得仓皇四顾、畏首畏尾时，当我们因为
伤痛、不公而泪流满面时，当我们历经悲
喜、希望与同伴分享时，在一座城市，如果
还有这样的空间可以驻足，这是幸事。

据《南方人物周刊》、《三联人物周刊》

7月18日21时31分，台湾诚品书店创办人董事长吴清友先生因心脏旧疾辞
世，享年67岁。从1988年第一次心脏病发开始，这个让他经历过三次“几乎快没
命”手术的病痛，恰恰是诚品书店创办的初衷——— 探索生命的何去何从。

吴清友:
用“诚品”关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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