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70后的“三爷”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中学校旁边

的一个音像书店，名叫“燕子音像书店”。

“那时候没有专业的音像店，都是书店里面出租的卡带、碟

片。店面的规模不大，只有一个小房间那么大，但种类还是比

较齐全的，在当时也比较流行，那时候的卡带，十块钱五盒，而

且都是在县城的地摊买的盗版。正版的价格比较贵，也很难买

到。那时候买的第一个卡带录音机，是刚上高一。当时的音像

书店主要是出租各类卡带、碟片和书籍等。”

谈到“燕子音像书店”，勾起“三爷”过去一些美好的回忆，“记

得在1992年那年高中，当时花了30块钱在同桌那里购买了一部卡

式录音机，于是经常就去学校附近的燕子音像书店租一些磁带回

来，可以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曲，以缓解学习压力的疲劳”。

可想而知，他那个时代的音像店主要是以出租书籍为主，

磁带、碟片紧随其后。还未出现专业音像店。当然在租磁带或

碟片的同时还需要交一定的押金。说到这，他自豪地说道：“我

酷爱周华健和小虎队，几乎燕子书店里所有关于他们的卡带我

都租过，我也是唯一一个不需要交押金的燕子客户”。

音像书店吸引了众多的顾客，同时更加吸引了“三爷”的青

睐，因为在那里有着他青涩的初恋，诠释了青春期的“卡带”爱

情故事。

“对于懵懂期的我们来说，卡带是我们紧张学习之余的全

部。卡带也是我初恋羞涩爱情的见证”。时过境迁，随着燕子的

离开，燕子音像书店也早已不复存在。 上大学后，那时候也出现

了专业的音像店，但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许明月 张亚琴

从鼎盛到没落，郭劲峰是合肥音像市场的见证者。

“生意最好的时期是在1997年前后。那时，合肥至少

有一千多家大大小小的音像店，这还不包括以租碟生意为

主的店面。可现在，只有几十家还在支撑着了。”

郭劲峰扳扳手指数数：“像我们家这样批发级别的，合

肥就剩在白马的四五家了，其它一些规模大的店面，80%

都改行。”回忆起音像的黄金时代，他有无限的感慨。

“1998年在东方商城的音像批发店面，高峰时有50多家

呢！”

当年，在老八中的附近，郭劲峰开了个“潮流”音像

店，卖磁带和CD、碟片为主。每天放学后，都是他店里

最忙碌的时间：“张学友的《吻别》磁带，可以说当时八中

学生人手一份。为了买它，学生们都要排很长时间的

队。周杰伦每个专辑的磁带，都能卖几万盒。还有，

SHE的《SUPER STAR》销售也很火爆，半年的时间卖

了70件。要知道，一件是200盒磁带。”

有人说，盗版对音像业的冲击很大。对于这点，郭劲

峰不赞同：“盗版对正版销售是有影响，但这并不能达到冲

击的效果。比如说，我开在老八中的店里，学生们对盗版

磁带是不屑一顾的。他们愿意多花钱买正版，并以此收藏

为荣。或许他们认为，这是对崇拜偶像的尊重吧！”

现在，郭劲峰的“潮流”还在，但早已迁移了原址，而且

销售的主体变成了发烧碟和车载CD。

“我们公司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一个是儿童的教育

碟片，因为现在家长们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也舍得在这

方面投入；另一个是随着私家车的增加，我们把销售的目

标人群就锁定有车一族，他们也需要购买些车载CD。捎

带销售空白磁带作为教学上使用。影视碟片我们基本上

涉及少了。因为往往网络上已经能下载了，可正版的碟片

就是出不来。比如今年春节期间的《西游降魔篇》，在一些

大的网站早就能看到，可碟片到现在也没踪影。”郭劲峰介

绍道。

而且，合肥的市场已经饱和，所以郭劲峰就放重心在

下面的市和县，和全省40多个超市建立了合作关系。“上

半年，我所知道的又有3家音像店改行了。其实，一个行

业从生到灭，是个过程，我们都要尊重现在的市场规律。”

郭劲峰坦言，虽然他没有退出这个行业，但生意的重心已

经在慢慢往别的方向扩散了。 张亚琴

2011年，位于三孝口的华美音像店悄无声息地关上

了大门，之后再开时，俨然又是一个新的店面，只是，和音

像无关。

现在的肖小马，说起这段历史时，更多的是无奈：“这

是大的趋势啊，网络的冲击力巨大，再加上房租和开支连

年增加，所以我的音像店支撑不下去了。”

再回忆起2003年刚开业时的红火，肖小马仍然印象

深刻：“店面不大，只有40多平方，我找了两个店员，整天

都很忙碌。尤其是双休日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

有。那时候的营业额，一天也有两千块呢！”

在步入音像行业之前，肖小马听到很多关于业界的

传奇业绩：大概是1999年时，特别风行台湾偶像剧《流星

花园》，碟片用大货车拉到合肥就被一抢而空，再拉还是

被抢空。

到肖小马正式开音像店后，生意虽然没有多么爆棚，

可销售业绩也是逐日上升：“我开店时正好遇上非典时

期，大街上都没人，多数人都躲在家里，无事可干当然就

买碟片看电影和电视剧了！所以，我店里的生意反而比

平时多两倍！”

那时候，港台明星的磁带也是颇受学生欢迎的。“张

惠妹、周杰伦的磁带在上世纪90年代，都是要提前预订

的才能买到。”

好像也只是很短的时间，以前巨星的新专辑最少卖

500盒，到最后一天最多也就卖个十几盒。肖小马明白，

音像业的冷冻期来临了。

商品卖不出去，而位于合肥商业中心的三孝口门面

房租不断上涨，人员工资也提幅很多，这些增加的开支，

使肖小马逐渐感到吃力：“2007年时，我还打了淘宝的主

意。因为生意不好，平时店里的顾客少，我就开了个淘宝

店。刚开始，还有点销售量，正当我沾沾自喜时，当当网

的做法一下子让我们这些小店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原来，那些大电商们卖音像产品的价格和肖小马批

来的价格一样，消费者自然选择更便宜更大的商家。

最终，肖小马改了行，退出了坚持了八年的音像生

意。

张亚琴

“我们那个时候的音像店是十分火爆的”。陈榕开头这样

说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音像店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潮，几乎

是家喻户晓，那时候流行听卡带音乐，看碟片电影，不仅仅是青

少年的一种热爱，更是普及到每个家庭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

“因为没有mp3，人们听音乐都是通过磁带，我记得那个时

候想听音乐的话，就经常去音像店买专辑听，而且音像店的专

辑更新的比较快，只要当时有流行的歌曲，马上就可以去音像

店买到，当然如果没有钱的话，音像带是可以租用的，好怀念当

时省零花钱买自己喜欢磁带的岁月，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说到这，陈榕不经感伤。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音

像店是人们经常去逛的休闲场所，而好的卡带则是重要的精神

粮食。“我记得我以前经常去的就是新华书店音像店，现在对这

个音像店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当时店面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书

店里有一大排的空白带专柜，所有的带子都正面反面陈列，还

有带基也都陈列出来，看上去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那里有

卖歌星的专辑，正版软件，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去音像店淘电脑

软件和张信哲的专辑”。

谈到音像店的未来，陈榕说：“作为一位消费者，我觉得音像

店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现在人们能从网上下载音乐，而

且还很方便快捷，人们为什么还要买磁带和光盘呢？另一方面，

现在的店面租金比较贵，生意不好的话会不划算。但是我认为现

在音像店的存在更加取决于对盗版的打击力度，提倡大家购买正

版光盘，盗版的太多了，当然会影响到音像店的发展。”

“以前我上大学的旁边有一个音像小店，里面卖的有各种

专辑和软件光盘，当时的大学同桌特别喜欢听刘若英的歌曲，

于是我们就打赌谁这次期末考试分数高，谁就要在音像店给对

方买一张喜欢的专辑，我当时喜欢张信哲的歌曲，后来我的总

分是全班第二，拿到了奖学金，虽然她输了，但是我还是让着

她，陪着她高高兴兴的去那个小店买了一张她非常喜欢的专

辑”。如今的音像店生意可以说是非常的萧条，发展的前途渺

茫，但是过去的音像店在人们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

也给陈榕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非常值得怀念。 许明月 张亚琴

怀念省零花钱买磁带的岁月
受访者：陈榕 教师 80后

诠释卡带爱情
受访者：三爷（网名） 创业者 70后

从生到灭，是个过程
受访者：郭劲峰 合肥大自然音像公司总经理

红火到萧条的八年时间
受访者：肖小马 个体业主

我们即将说再见

陈榕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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