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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元 萌文/摄
从朴素的铁皮笔盒、几毛钱一支的铅笔、用布

缝制的书包，到如今种类繁多、花样翻新的新式文
具，小小的文具承载着不同年代的回忆。

如今的文具，不局限于学习用具的单一功能，
无论是外观包装还是功能开发，变化由内到外。孩
子们手中的笔，下一秒可能就成为“解压工具”或是

“社交工具”。可玩性、功能性、趣味性，也成了现在
孩子们挑选文具的标准。

产品更新迭代，消费者需求提升，以及疫情形
势和“双减”政策的双重影响，文具市场正悄然发生
着一系列变化。

现在的文具“爆款”有哪些

记者走访了台州几家文具店，发现在进门
最显眼的地方，往往摆放着一排排的文具盲
盒、福袋。

“从去年开始，文具盲盒销售就一直比
较火爆。去年一年，我们卖出各种款式的文
具盲盒大概有3000多套，包括学校来订购，
作为学生奖品的。”位于温岭的左岸教育书

店店主林女士介绍。
一个基础款文具盲盒里，一般会随机搭配笔

类、本册、便签、胶带、修正带等四五件文具，价格在
20元以下不等。如果是限定款、豪华款，盲盒里的
文具品种会更丰富，还有机会开出隐藏款的限定周
边，相应的价格就会越高。文具盲盒所涉及的主题，
主要包括偶像周边、二次元、国风、知名 IP等，可以
说是“万物皆可盲盒”。

文具盲盒的热销，得益于近年来“盲盒经济”的
发展。盲盒消费所带来的惊喜感，收集不同款式产
品的趣味性，使盲盒吸引了众多年轻群体。文具盲
盒如今成为文具市场的主打款，其原因同样有迹可
循。

“文具盲盒自带包装而且价位适中，自用或送
人都很合适。同样的中性笔进行包装

做成盲盒笔，就比普通的笔更
容易吸引小学生们。”林女

士介绍，比如，店里卖得比
较好的三丽鸥梦幻系列
盲盒中性笔，一套一共
有 8支，有八分之一的
概率可以抽到“再来一
支”。

最近，在小学生群

体中风靡
的还有一种
盲 盒 集 卡 活
动。在台州大大
小小的文具店里，都 能看到
奥特曼卡片。据了解，卡片以2元、5元、10元不等的
盲袋出售，价格与卡片的稀有程度息息相关，像是
10元一袋的就有机会开出较为稀有的卡片。

看似普通的卡片，如今成了孩子们的社交话
题。参与盲盒集卡的，小学生占绝大多数。他们除了
自己收藏，还会通过交换卡片认识新朋友，互相比
拼谁的稀有卡多。有的店家为了回收孩子们手头重
复的卡片资源，还会在周末开设“以卡换卡”活动，
让闲置的卡片资源重新在市场上流动起来。

除盲盒之外，解压也成了文具的卖点之一。像
是面包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笔、减压陀螺旋转笔、
硅胶材质的解压笔袋、解压本等，在追求舒适手感、
多变造型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趣味功能。

在台州市实验小学附近的乐学文具店，一些
兼具美观与实用性的文具受到学生的欢迎。“这款

‘写不完’铅笔，在我们店卖得不错。它也是最近新
出的一款‘黑科技’产品，采用的是钨合金笔头，比
起传统铅笔，优点是免削笔、不易断芯损耗，也不
像普通铅笔那样容易弄脏手和本子。”店主张女士
介绍说。

这样的一支“写不完”铅笔，在店里单支售卖5
元，购买配有橡皮和铅笔替换头的套装则需要 10
元，基本上与普通自动铅笔及替芯在价格上持平。

在张女士的店里，像这样时兴的文具还有很
多。像是多功能推夹器，是近年来市面上深受欢迎
的订装文件利器。

以往的回形针、长尾夹或
是订书机都存在各自的弊
端，而这种推夹器不仅
可以重复利用、不易
丢失，还不会对纸张
造成损坏，常有家长
来为学生购买。还有
针对学生书写疲劳
问题的护指绷带、护
指套等辅助工具，适
用于学生们的各种书
写场景。

“现在的文具产品更
新换代快，小学生们接受新
事物的能力也更强了。”张女士
说，“常有学生从小红书等平台‘种草’各种文具，来
我们店里找同款。我们也会充分考虑到他们不同的
需求，多去批发一些实用的、新奇的文具。”

实体文具店如何立足

“双减”政策实施后，对我市实体文具店的日常
经营产生了一定影响。记者走访了台州市实验小学
旁的几家文具店，店主不约而同地表示，以往放学
后或周末，经常会有参加补习班的学生成群结队地
来购买文具。“双减”之后，这些文具店面临着部分
客源流失的困境。

“现在文具生意不好做，除了受疫情、‘双减’等
影响，实体文具店受到的最大的冲击还是来自于电
商。”华阳文具店的老板龙先生坦言，“多数家长会
选择在网上下单购买文具，像是拼多多、淘宝等平
台，价格优势比实体店大。”

龙先生的店里，也整齐排列着各种盲盒文具。
据他介绍，盲盒文具在去年火过一阵，学生们购买
往往是图个新鲜，新鲜劲儿一过，盲盒文具便不再
新奇，“也只是换了包装的普通文具而已”。

平时店里销量比较好的，是体育器材、美术工
具等，还有夏天用的驱蚊贴、手持风扇等应季商品。
因为门店开在学校边上，客源也比较固定。

林女士在温岭经营左岸教育书店已有十几年。
她表示，店里主要的营收来源于教辅类图书，文具
只是营收中很小的一部分。她一直在找寻开拓客
源、扩展销售渠道的方式。

因疫情防控需要，台州书城、台州图书大厦等
暂停对外营业。2007年入驻台州图书大厦的百新
文具馆，提供线上订购文具免费送货上门服务，基
本实现了椒江周边“30分钟达”。

线上订购平台解决了百新文具馆因疫情闭店
后的销售难题，扩展了新的销售渠道。据门店负责
人何佳介绍：“在我们线下实体店，中性笔和文具盲
盒销量较好，线上则是一些科技文具受到家长关
注，像有道词典笔、错题打印‘喵喵机’等，对孩子们
现在的智能化学习、自主学习都有所帮助。”

趣味文具走俏
实体店探索营销新模式

本报记者单露娟

售价几百元的护脊书包、近
百元一个的联名文具盒、几十元
一盒的洞洞笔、十几元的电动橡
皮擦……越来越多的高价文具，出
现在中小学生的书包里。

家长给孩子们买过哪些高价
文具？为何选择这些文具？这些文
具实用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
访了台州一些小学生家长。

高价文具频走俏

近日，家住临海的露露向记者
展示了自己给孩子准备的文具：笔
袋、铅笔、尺子、自动橡皮擦、自动
卷笔刀、便利贴、错题打印机……
不仅种类繁多，单价也不便宜。

露露介绍：“孩子的笔袋是Hel⁃
lo Kitty的联名款，价格百来元，我
看做工啥的跟普通笔袋也没啥差
别，但是她坚持要买。铅笔是我在
淘宝买的蓝色洞洞笔，这个笔身上
有一个个洞洞，据说可以矫正孩子
的握笔姿势，售价大概比普通铅笔
贵了一半。自动橡皮擦大概十来
元，卷笔刀要几十元。”

这些文具中，最贵的要属错题
打印机，花费了两百多元。“这个是
我自己想到要买的，准备给孩子打
印错题，帮她巩固复习。不过不太
实用，最后闲置了。”

四四方方的包体，包盖是圆
弧形的，除了两个小巧的金属

包扣，这只宝蓝色的书包上
没有任何装饰。这是椒江市
民周晓鸥为自己刚上一年
级的儿子选购的书包，价格
368元，也是她迄今为止为
孩子买过最贵的一件文具。

“以前我走在路上，经
常看到被书包压得驼了背的

小学生。所以孩子上学前，我特
别在网上挑选了这款号称可以

保护孩子脊柱的书包。”周晓鸥表
示，买这个书包，费了不少时间，

“网上护脊书包的品种多样，售价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我一个个
看过去，最后决定买这款，价格可
以接受，评价也不错。”

平常，孩子上下学都由她接
送。当一群孩子从校门口走出来
时，她会下意识地去观察别人家孩
子背的书包。“各式各样的，可以看
出来售价都不便宜。我家孩子这个
书包，在他们中间应该算是比较普
通的了。”周晓鸥曾经看到过儿子
一个同学背的定制版书包，价格上
千元，“我也曾看过那款书包，但是
觉得太贵了，就没有买。现在家长
都挺舍得为孩子花钱的。”

路桥市民小赵为女儿买过的
高价文具，则是一支支造型可爱的
水笔：“有胡萝卜形状的，有玫瑰花
形状的，还有独角兽形状的，各式
各样。一到文具店，她就对这些笔
爱不释手。普通水笔大概两块钱一
支，这些水笔因为造型可爱的外
壳，身价涨到了十几元。”

学生攀比是成因

清明假期，家住临海的姜女士
带着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来到文
具店，买了一只 58元的文具笔袋。

“除了外表好看点，我看这只笔袋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居然这么
贵。”她感慨。

姜女士喜欢做手工，以前，儿
子使用的是她自己缝制的笔袋。

“可能学校里的孩子都在用这种文
具店里买来的笔袋，他看了羡慕
吧。回来就一直磨着要我给他买新
的。”耐不住孩子的软磨硬泡加眼
泪攻势，她只能妥协，“我觉得笔袋
这些文具，只要可以用就好了，干
嘛非要什么样的，现在的小孩子攀

比心理太严重了。”
露露和姜女士也有同样的感

受。每到新学期，孩子都吵着买新
文具，事实上，很多旧文具都还能
用，但孩子却喜欢更“豪华”、更新
奇的文具。“现在文具的花样越来
越多，价格也越来越贵，但孩子没
几天就喜欢上了新的式样。为了不
让他在同学面前丢脸，我们只有在
其他地方节俭一下，尽量满足孩子
的要求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买这
些高价文具不是大部分家长的本
意，只是为了让孩子在学校不被

“看不起”“孤立”的无奈之举。
陈巧巧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

儿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小女儿还
在上幼儿园。“我家大宝还小的时
候，我就教育他要勤俭节约，不能
盲目攀比，他也很听话。但是，现在
学生之间攀比之风太严重了，他还
是受到了影响。”

前段时间，陈巧巧注意到儿子
每天放学回来都闷闷不乐。她问起
来，孩子闪烁其词。为了弄明白原
因，她拉着儿子谈了好久的心，才得
知孩子感觉自己在学校被“孤立”了。

“他的小伙伴们都用上了联名
款的文具盒，还会带一些玩具盲盒
等新奇的小玩意去教室。我儿子用
的是我在淘宝买的几块钱一个的
笔袋，笔也都是中规中矩的。有同
学嘲笑他，不跟他玩。”陈巧巧很生
气，但也无奈。

为了让孩子更好地融入同学
中，她只能带着儿子去买了一套时
下小学生流行的文具，“就那么一
点东西，花了几百元”。

华而不实惹担忧

这些高价文具是否真的实用？
小赵认为，这些文具大部分“华而
不实”。

“我觉得它们的观看价值远远
大于实用价值。就拿我女儿那些笔
来说，它们的用途和功能都没有实
质性的变化，就是在装饰上搞了一
些花样，提升了美观度和趣味性。
但是文具的作用是用来辅助学习
的，这些附加作用并不会对他们的
学习有什么帮助，反而可能会分散
孩子的注意力。”

令她担忧的是，目前市场上
走俏的都是这些过度包装的文
具。小赵带女儿去逛文具店时，看
到过很多“不那么实用”的文具。

“比如说桌面吸尘器，大概月饼盒
大小，可以把桌面上的笔屑和纸
屑吸进去。我觉得用这种吸尘器，
不如拿张餐巾纸擦一擦，更加快
捷方便。还有文具盲盒，外包装花
里胡哨的，价格不低，里面装的文
具都很普通。”

来自椒江的吴女士也不看好
这些高价文具。

“前段时间，我家孩子回家吵
着说，同学之间都流行一种什么解
压笔，我就给他买了一支。结果，孩
子写作业的时候完全不在状态，一
直拿手去挤压那支笔的笔盖。可想
而知，如果在学校上课玩这些笔，
一定会分神。”为了不耽误孩子学
习，吴女士不同意孩子平时将解压
笔带去学校，只有在家里写完作业
后，会给他玩一会儿。

即便如此，她还是阻止不了孩
子在学校玩这些。“早几天，他放学
带回了一支其它形状的解压笔，说
是同学送的。”

虽然儿子的书包是周晓鸥主
动“斥巨资”买的，但对于书包是否
真的起到了护脊作用，她也不太确
定。“孩子每天背，就说有点重，也
没说其他的。不过我觉得有一点不
太好，就是里面的空间不大。现在
上一年级还好，能装得下课本，以
后年级高了，课本多了，应该就要
换了。”

这些高价文具
你会买吗？

元 萌

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流行的文具无非是会
发光的笔、带香味的橡皮、各种卡通造型的卷笔刀，
用得不多，却囤了不少，好像拥有了更多的文具，学
习就能突飞猛进。

如今的文具，没有沦为“时代的眼泪”，反而在
更新迭代中不断花样翻新。各种各样的新式文具，
总能精准吸引孩子们的注意，也能让做父母的心甘
情愿去买单。文具如何“圈钱”，是本次采访所要探
寻的奥秘之一。

另一个“圈”，就是孩子们如何借助文具开辟自
己的“社交圈”，像是“手帐圈”“集卡圈”等，层出不
穷。在孩子们的小群体里，可能拥有同样的文具，就
会产生心照不宣的情谊。

一支德国进口的儿童正姿铅笔，价格近百元，依

旧会有父母不断回购；各种主题盲盒文具，激发着孩
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文具店内的集卡产业，让传
统“以卡换卡”的消费在小学生群体间再度“复古回
潮”……这让人不禁感慨：文具，可真是个“圈”啊。

为何孩子和父母们会反复陷入“文具”这个圈？
消费观念尚未成熟的孩子们，往往会被新生事物所
吸引，再加上学生群体普遍存在一定的攀比、猎奇
心理，让文具脱离了其本身单纯的功用，变得更具
社交性、娱乐性。而家长对于孩子购买学习用品这
件事，基本不假思索就会予以支持，“只要是对学习
有帮助的，就理应去买”。

当前，“种草经济”“盲盒经济”不断升温，各种
高颜值文具、盲盒文具也吸引着不少中小学生。以
盲盒文具为例，大多以知名IP、偶像明星等作为卖
点，往往在包装、营销上下足工夫，而忽视了文具在
实用性能上的开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本

末倒置。
在孩子与父母的合力拥趸下，文具产业理应蓬

勃发展。但在实地走访中，记者发现台州本地的一
些实体文具店，经营情况并不如想象中乐观。

首先，实体文具店会受到来自文具电商的一定
程度的冲击，在文具零售这条并不算开阔的“赛道”
上，实体店铺的劣势明显。其次，落实“双减”政策
后，以往参加补习班的客流量也大大减少，再加上
近期受疫情形势影响，像是台州图书大厦、台州书
城等都已暂停开放，重启之日尚未可知。

文具这门生意，既有推陈出新之变，也有前程
未卜之难。成年之后的我们，很少再走进一家文具
店，很难花费时间去细细挑选一支心仪的笔。毕竟
像这样的物件带给我们的满足感，再也无法与童年
相比。只有当为人父母，为孩子挑选合适的文具时，
你才发现这样的消费原来是种情怀，也是个轮回。

评论

跳出文具这个“圈”

百新文具馆内，陈列着五花八门的趣味文具。本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多功能推夹器多功能推夹器

““写不完写不完””铅笔铅笔

盲盒笔盲盒笔

解压笔。本报记者元 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