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从名字或外观来看，它有着一份让人
无法归类且无处安放的尴尬。

　　位于闹市中的百胜楼，是衔接着两座公共组屋
的五层楼商业中心。其外观设计平平无奇，让人联
想到组屋邻里的建筑格局，与市区内其他摩登且现
代化的商场、办公楼和酒店等建筑物相比，显得有
点儿格格不入，甚至透露出一份属于上个世纪的时
代感，让人们一下子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加
坡。
　　百胜楼坐落在桥北路和维多利亚街之间，屹立
38载，见证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以及一代人生
活面貌的改变。
　　在上世纪度过青春岁月的国人大概知道，百胜
楼也称为“书城”，甚至许多人只懂得这栋大厦叫
“书城”，但不晓得有“百胜楼”这名字的存在。
　　一个名字具有文化气息，另一个则略嫌俗气，
两个名字摆在一块儿，形成一种有趣的冲突对比。
　　友谊书斋老板宋志忠（53岁）受访时告诉记
者，当年这栋大厦八九成的店家都是书店和文具
店，所以就有了“书城”这别名。
　　也是百胜楼商联会副主席的宋志忠说：“当年
有一个说法，即书城的‘书’与‘输’同音，对华
人来说不是太吉利，所以就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
叫做‘百胜楼’。”

先有百胜楼　后有书城
　　不过，真相却是，先有“百胜楼”，后有“书
城”。书城音乐书局是百胜楼其中一个第一代店
家，老板郭文发（70岁）告诉本报，打从一开
始，“百胜楼”这招牌就在大厦外墙上，相信是取
自英文名（Bras Basah）的谐音，书城才是后来
人们起的别名。
　　郭文发解释，1980年以前，桥北路、维多利
亚街和勿拉士峇沙路一带林立着许多书店、二手书
店和文具店。直到百胜楼建好后，当局就把书店和
文具店迁移到同一屋檐下，当时店主所签下的店铺
合约，也附有必须经营书籍文具生意的条例。
　　据郭文发估计，当年百胜楼约九成店铺是书店
和文具店，以售卖中文书籍占大多数；许多店家都
是在新加坡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字号，例如青年书
局、上海书局和大众书局等。
　　虽然之后当局放宽条例，不硬性规定商家的生
意类型，但入驻百胜楼的店家还是以书店和文具店
为主。百胜楼的店铺也原属租赁性质，但建屋发
展局在1996年决定把店铺卖给店主，让店主落实
“商者有其店”的愿望。目前，百胜楼仍有部分店
面是由建屋局直接出租给店家。
　　在郭文发看来，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初期可
说是百胜楼的辉煌时期。八十年代初，奥迪安电影
院（Odeon Cinema）就在百胜楼旁边，郭文发记
得，当时电影散场时间约晚上9时30分，之后就有
人流涌向百胜楼闲逛，有的翻书本，有的买音乐卡
带等等。
　　当年，每逢学校假期，百胜楼更是热闹非常。
郭文发说，家长们会带着孩子前来购买新学期的课
本，碰到年底时期，书店也会出售款式琳琅满目的
日历与贺年卡，吸引许多国人前来选购。

书店2000年后走下坡
　　日历、贺卡、卡带……这些都是在被电子产品

占据的时代中，渐渐消逝的物品。随着大环境的变
化，包括受电子书和网络商务的冲击，本地书店业
生意每况愈下是不争的事实，百胜楼店家的营业情
况也体现了这一点。
　　根据郭文发的观察，百胜楼与中文书店的生意
大概在2000年以后开始走下坡。
　　这包括几个家喻户晓的老字号书店相继走入历
史。经营了超过80年的上海书局在2008年关闭，
青年书局则在2015年结束它位于百胜楼的实体店
生意，转战网络市场。拥有近80年历史的文具销
售商开明书局也在前年结束营业。
　　也是百胜楼商联会主席的郭文发透露，百胜楼
目前大约有140家商店，而书店只有16家，占一成
左右，与当年到处都弥漫着书香的书城相差甚远。
时至今日，再把百胜楼叫作“书城”，也已经不合
时宜了。

找到新生命契机
　　然而，任何的危机也是转机，这句话在百胜楼
应验了。一家家撤走的书店所腾出来的，是让百胜
楼找到新生命的契机。
　　在百胜楼二楼开设四宝斋画廊的吴耀远（62
岁）告诉《联合晚报》，书店业萎靡不振是无法挽
回的大趋势，但一家家书店的退出，却为百胜楼开
拓了新机遇，促成其他种类的商店入驻的可能性。
　　吴耀远自1986年起就在百胜楼经营文房四宝
的生意，他曾在百利宫、文华酒店经营过画廊，但
他在两年前，决定把画廊搬到百胜楼，800平方英
尺店面就在文房四宝生意的旁边。
　　之后，吴耀远积极地拉拢其他画廊业者入驻百
胜楼，希望把不同定位的画廊都集中在同一屋檐
下，能形成“协同”效应，吸引收藏家前来百胜
楼。
　　与高档商场和酒店相比，百胜楼的硬体设施是
否略为陈旧，难以吸引画廊进驻？吴耀远表示不会
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画廊经营者明白，真正的收
藏家在乎的是画廊中展出的作品是否有他们的心头
爱。
　　而且，为了能以最理想的方式摆出画作，画廊
在装潢上都相当讲究，从门面到室内灯光与布置都
具美感。吴耀远认为，画廊的入驻，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百胜楼这栋老建筑的形象。

盼带动逛画廊热潮
　　吴耀远透露，如今，百胜楼的画廊已有多达
12家，估计是目前城中画廊最为集中的商场。其
中五家画廊也在今年初携手举办画展，旨在带动

百胜楼的“逛画廊”热潮。由于画展反应出乎意料
地好，吴耀远计划与百胜楼的其他画廊定期举办画
展，下一场画展料在今年底举行。
　　除了书店和画廊，百胜楼的商店种类相当多
元，有美术用品店、音乐器材店、印刷店、运动用
品店、眼镜店和钟表店等等。
　　紫砂壶收藏家陈添耀（53岁）于2013年入驻
百胜楼，开设紫砂艺术廊，专门售卖各种古董紫砂
壶。陈添耀说，当初在选择店面地点时，也考虑过
市区内的其他商场，但因看上百胜楼具有一定的文
化气息，所以最终在这里落户。
　　陈添耀说：“百胜楼现在的商店类型相当多元
化，我觉得来这里的公众可以带着一种来‘淘宝’
的心情，你会发现许多惊喜。”
　　陪伴百胜楼走过32年的吴耀远坦言，曾经有
过一段时期，在书店业开始萎靡的时候，当时仍以
书店为多的百胜楼确实相当冷清，人潮大不如前。
　　“但我觉得最糟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的百胜
楼不再靠书店带来人潮，这里商店种类越来越多元
化，我很看好百胜楼未来的发展。”

不会轻易就此倒下

　　努力不懈地经营和守住生意的店家，最怕听到
有人问起：“百胜楼是要倒闭了吗？”
　　在百胜楼开设水晶专卖店的王雅凉受访时说，
过去几年，百胜楼进行翻新工程，一些顾客路过以
为大厦里的店铺停止营业，或以为百胜楼可能快拆
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加上有一段日子频频传出一
些老字号店家结业的消息，可能会让人们误会百胜
楼撑不住了。
　　“我每次听到有人说百胜楼要倒了，心里就很
难过……我们百胜楼的店家都还在！而且生意也还
不错。”
　　谈起百胜楼时，王雅凉难掩对这个地方满满的
感情。和其他受访店家一样，王雅凉认为，百胜楼
在本地文化版块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难以被
取代。
　　她举例说，百胜楼曾是新谣活动的举办地点。
四年前，这里举办了一场《我们唱着的歌》的新谣
分享会，当时场景动人，逾2000人风雨无阻地出
席，把一首首新谣唱响整个书城。在她看来，百胜

楼有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不会轻易就此“倒下”。
　　为了继续为百胜楼注入新生命，商联会与店家
们一直在讨论和筹办不同活动，希望吸引人潮。
　　例如，设计与制作珍藏版玩具模型的XM 
Studio公司计划于今年在百胜楼举办一场横跨两个
周末的“手作与设计”展，公司老板洪国祥说，他
希望这项活动能为本地创意工作者提供一个平台，
展示他们的设计与作品。
　　商联会主席郭文发表示，除了每年与书局合作
举办书展，商联会也考虑举办古玩活动，让百胜楼
成为古玩收藏者的聚集地。

仍没搭起玻璃屋顶
　　店家们等了30年，仍没等到百胜楼搭起玻璃
屋顶。
　　多年来，百胜楼不时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带动
人潮前来，但店家们常在举办活动方面遇到一个挑
战，就是一楼的活动空间没有遮盖。
　　商联会主席郭文发告诉本报，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当局原本计划在五楼搭建一个玻璃屋顶，好让
商家们可以在风雨无阻的情况下，在一楼的公共空
间举办活动，但这项计划最后被搁置了。
　　百胜楼自2009年开始筹划翻新工程，几经波
折后工程终于在去年告一段落，完成的项目包括翻
新外墙、厕所、冷气系统和指示牌等。不过，计划
中的电梯翻新与建设有盖走道的工程则未动工。
　　商联会副主席宋志忠表示，商家们都希望有盖
走道的设施能快点儿建好，因为这有助于店家在公
共空间举办活动。
　　郭文发则希望，建设玻璃屋顶的计划有朝一日
能重新启动，因为这将显著提升百胜楼办活动的硬
体设备。

创作壁画添文化特色
　　百胜楼携手中区社区发展理事会与本地学府，
为百胜楼创作壁画，并通过网站向年轻人宣传百胜
楼的文化特色。
　　去年底，在中区社理会的牵线下，来自南洋艺
术学院的约30名学生分成不同小组，在百胜楼的不
同角落创作壁画，为这栋建筑注入了新活力。
　　同时，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学生也与商联会合
作翻新百胜楼的网站，利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平台
等，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宣传百胜楼的文化特色。
　　负责设计新网站的学生之一吴博熙（22岁）
告诉本报，在参与网站设计之前，百胜楼对他来说
是市区里相当“突兀”的一栋建筑，与其他摩登商
场相差甚远。
　　“为了制作网站内容，我和同学们走访了百胜
楼的店家，我发现这里充满浓浓的人情味，店家与
顾客之间的交流很真诚。”
　　学生郭彩琨在制作网站的过程中，发现百胜楼
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惊喜，有许多独树一格的商店，
是其他商场找不到的。

黄佩玲　报道
ngplg@sph.com.sg

唐家鸿　摄影

　　曾经有过一段时期，人们晓得这栋位
于市区小坡的五层楼中心叫作“书城”，
但对于它的本名“百胜楼”却相当陌生。
　　时过境迁，当逛书局这件事情已越来
越不流行，书店业日渐萎靡成了无法不面
对的事实，这座中心里头的一家家书相继
结业，“书城”这别号也渐渐被人淡
忘。
　　倘若问年轻一代的国人是
否知道哪里是“书城”，
恐怕没多少人晓得，在闹
市中屹立了38年的百胜
楼，曾经是书香弥漫的
天地。
　　百胜楼经历过书
局林立的盛景，尝过
书业凋零的冷清，但
它没有就此举白旗走
入历史。
　　本期《大特写》
走访百胜楼的第一代
与新生代店家，了解书
局撤走后留下的空白，
如何由各种文化与休闲相
关的生意填补，为百胜楼注
入了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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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胜楼没认输
书城书店稀疏

打从一开始，“百胜
楼”这招牌就挂在大厦
外墙上，书城是后来人
们所取的别名。

▲百胜楼曾经书店林立，多达九成的店铺是书店和
文具店，如今书店比例只略多过一成。

百胜楼的建筑格局相当传统。

紫砂壶收藏家陈添耀因看
上百胜楼的文化气息，最
终决定在这里开店。

经 营 玩 具 模 型 的 X M 
Studio公司老板洪国祥于
1997年在百胜楼开店。

开设水晶专卖店的王雅
凉：百胜楼的店家都还
在，而且生意也还不错！

书城音乐书局是百胜楼
其中一个第一代店家，
图为老板郭文发。

四宝斋画廊老板吴耀远：
书店的退出，为百胜楼开
拓了新机遇。

▲2014年7月6日，百胜楼举办《我们唱着的歌》
新谣分享会，超过2000人风雨无阻地出席，把一
首首新谣唱响整个书城。（档案照）

商店多元化

注入新生命

南洋艺术学院
的 学 生 们 在 百 胜

楼不同角落创作壁
画，为这栋建筑注

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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