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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辞掉高薪的白领工作，合家经营“旧货铺”，!"
后海归陈捷的选择令许多人费解。她的这家小店可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旧货铺，而是让顾客以物换物、交
换心情的时尚店铺，开店一个多月，几乎每晚都不能
按时关门。小店受欢迎，陈捷自然开心，她更快乐的
是，调换了一种生活方式，也给自己调来了好心情。

小路上的另类小店
从虹口足球场旁的大路，转进僻静的同鸣路，路

边除了一两家杂货店，几乎嗅不到任何商业气息。在
一幢老式居民楼的大门楼梯口旁，“调一调”的店招
并不醒目，卷轧门边白墙上贴的两张纸头，却透露出
小店的另类气息。
“希望人们通过闲置物品的交换，学会珍惜与分

享。”
星期日上午 #"时许，小店还没开门，已有几个

附近居民样的人驻足观望。没过多久，卷轧门哗地一
下拉开了，开店门是陈捷的“最佳”也是唯一的员
工———不拿工资只干活的陈爸爸。昨晚店里又是 $%

点多才关门，回去小两口还要更新微博，早上起不
来，全指望老爸了。
陈爸说着，从店里拎出一块自制海报放到门外，

上面的话写的颇有味道：“能交换的，是一件物品，也
是一段被遗忘的故事，你来，故事又重新开始。”后来
知道，店里的海报全是陈捷从事平面设计的丈夫廖
笋的手笔。

换物小店受女生欢迎
店里面积小、乾坤大。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从

上到下摆了个满坑满谷。墙上，老式闹钟、古旧的花
瓶、旧钢笔、老唱片；地上，加湿器、电话机、&'、书；
架子上，国外带来的手工雕饰、茶杯、小饰品、明信
片；头上挂的，帽子、包、挂饰、围巾；贵重一点的摆在
最里面，那里大都是廖笋的朋友拿来的老式相机。

不到 (%分钟，小店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路过
看着好奇的、以前来换过的回头客、网上知道这家店
特地找来的都有，这里最受女孩子欢迎，这边淘淘，

那边淘淘，眼睛都不够用。
店里的物品交换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与物品

的主人协商，双方都愿意的话这笔交易就成立了。另
外一种就是拿来闲置物品，与店主协商一个价格，这
个价格就是信用额度，顾客可以用这个额度“购买”
店里其他的交换商品，额度不够时，还可以采取现金
支付。当然，也可以直接购买店里的物品。

交换物品也分享心情
旧物调换商店的概念，来自海外。曾经在加拿大

留学工作 )年的陈捷，一直喜欢那里的跳蚤市场和
旧物商店。(%%*年回国后，她对那种淘旧物的感觉念
念不忘。去年，她借去北京出差之机，考察了当地一
家调换商店，出差 +天，有 )天都是泡在那家店里。
“回来就决定，开！”陈捷太喜欢那种感觉了，今

天不知道明天店里会来什么新东西，也不知道会发
生什么样的故事。丈夫廖笋则比她还急。
廖笋主意多，有一次，一个顾客有意无意间说了

一句：“来了这里，我的心情可以变好吗？”廖笋由此
得到启发，在店里开辟了两个交换心情的抽屉。“写
下你的心情，你也可以挑走一个心情，让别人分享你
的快乐或者分担你的痛苦，你也得到相应的回报。”
廖笋说。

$$时许，小店的主人陈捷和廖笋终于亮相了。
一头短发的陈捷穿一条格子裙，外套一件宽松毛衣，
一脸的平和宁静。一进店门，她就忙起来，有个小姑
娘带来两顶帽子、一本书和几件小东西要求交换。
“这几件加在一起估价 $"元，帽子我们不大要

收的，所以算不上价钱，你要换的东西贵一些，还要
补上 $,元。”一笔生意谈了足有 ,分钟，说来说去都
不过是 $"元左右的价格，从前做证券手里进出都是
大手笔的陈捷，不知道是哪来的耐心做这些小买卖。
她自己给的答案是：“以前是帮别人打工，累，而且有
压力，现在不同，累也开心。”

陈捷的小店让退休的陈爸爸陈妈妈也忙碌起
来。陈妈妈负责每天的中饭晚饭，这个钟点，她又该
打好包，准备骑上脚踏车来送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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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捷，
1982年出
生，曾留学
加拿大，曾
做过 证 券
业白领，去
年辞 去 高
薪职位，和
丈夫 经 营
起一 家 快
乐小店“调
一调 ”，让
顾客 在 此
调换物品，
也调 换 心
情。

" 店里有两个抽屉! 情侣和顾客都可以在这里放

入自己的祝福心愿与心情

" 陈捷点子多!创意往往在瞬间产生!她给一尊女

神像戴上了一副耳机

"

生活

中的陈捷

与廖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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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爱犬

旺旺成了

幸福的添

加剂

" 店里的每一件交换物品都详细地登记! 有的还

要拍照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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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廖笋每天通过微博向网友介绍商店新到的

交换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