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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同济又火了，这次不是因为樱花大道，不是
因为大排档，而是因为一款墨黜乌黑、被戏谑为最有文化的

“墨水冰淇淋”。
“我们只分享有品位的图书，只做有品质的冰淇淋。”同

济书店今年5月起正式在书店里卖gelato时这样“官宣”。
据介绍，书店每日现做6种口味，香草、巧克力、提拉米苏、
榛子、牛奶口味等，选用魔都gelato大佬同款原料，其中一
款“黑凤梨雪芭”就是如今全网爆火的墨水冰淇淋。

这款黑雪芭由新鲜凤梨和意大利进口黑甘露制成，绵
密细腻，酸甜可口。吃完后，如果你敢伸下舌头，也是墨黑
墨黑的。

“黑凤梨”本来取广东话谐音“喜欢你”之意，随着越来
越多师生的莫名而来，结合大学书店的环境与气质，结果，

“墨水冰淇淋”名声大噪。
“火火火，当网红的感觉就是，每天也不知道为啥就被

好多人念叨，大热天找上门问哪个是墨水冰淇淋。苦了咖
啡师小孩儿时不时就要被关进工作间，出不来，一缸接一缸
地制造‘墨水’。”秦岩调侃道。

吃了会不会变“文化人”？不知道，反正是网红无疑了。

炎炎夏日，何以解暑？一
头扎入书堆吧。同济书店，在
转角遇见你。

位于赤峰路2号的同济书
店，处于同济大学四平校区东
南角的一层，总面积约325平
方米，连接校园和居民生活
区，同时，该路口又是由外滩
进入五角场区域的第一个“门
户”。在这个市口上开出的同
济书店，成为了可能是上海唯
一一个“前有广场、后有花园”
的大学书店，并被寄予着“回
归城市性与公共性街角书店”
的厚望。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书店是去年同济大学111周年校庆之际开业的，
选择这个日子开业，实则有一份小心思：这是一份送给
每个同济人的书香之礼，同时，也是同济人送给这座城
市，送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阅读的人一道新的期许
与光亮。

在改造过程中，30米左右的围墙被拆除，同济大学
出版社大门退后，700余平方米的内院进行了整体改
造，强调着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最终，325平方米的
书店从室内一直外延到四平路、赤峰路和转角广场，拥
有1200多平方米的室外活动空间，以1：4的杠杆撬动
周边城市空间更新，也向城市打开街角广场。广场上的
遮阳伞下也设有咖啡座，不仅方便读者，也让一些户外
工作者可以随时在此歇歇脚坐一坐。

书店整体设计上，“前有广场、后有花园”的设计
成为一大亮点。书店内，朝向后院的窗户上，将“框
景”效果和范围扩大。书店里的人望向后院花园如欣
赏着一幅静止的画卷一般。听说，再过一阵子，院内
小楼墙上的爬山虎将更为壮观，从书店里望过去也会
更加好看。

临街的一边采用亚克力材质橱窗，因为亚克力属
于透明材质，所以当行人从远处看来，不太容易看到亚
克力的存在，一种书悬浮在空中的玄妙感觉就出现了。

书店其实是两栋建筑被打通合并起来，层高不尽相
同，扩大空间成了第一要务，于是，镜面吊顶，导台、墙面
书架等，都要巧妙穿插。其中，书墙硬朗、简洁的审美也
是书店希望传达的第一印象。

作为老牌工科名校，此前同济周边书店售卖
的书籍也大多是以相关理工科类别为主，而同济
书店的前身更是“建筑书店”。如今，同济书店提
出了“艺术、设计、人文”三个并重方向，以期重塑
读书人的精神空间。

内部空间设计主要分为图书销售活动区、展
览展示区、咖啡阅读区、会议办公区等。店内的整
体风格是偏冷色调，蓝白配色，让人感觉深沉而平
和，气质也和同济大学颇为相似，与理工科的严谨
务实很是搭调。

同济书店运营总监秦岩介绍，目前店内涵盖图
书7000余种，以设计、艺术、人文、社科以及同济大
学出版社图书为主，总计约10000册。为了满足部
分读者对设计类杂志的需求，书店也因地制宜，在一
些“边角料”地块见缝插针设置杂志书架。这就像一
场与熟悉之人的约会，定期总要来一来。

白色空间主要是图书文创区，让人爱不释手
的书签、笔墨、茶叶、笔、本子、扩香石、手账胶带、
帆布包包，也总会以“高颜值”吸引一群年轻人热
情打卡。

“80后”的李琰，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因为家
距离同济不远，从小他就是跟着学建筑设计的姐
姐经常逛“建筑书店”，从而对这个书店有了一定的

感情。自从同济书店开张以后，李琰成为了这里
的常客，用他的原话来说“选的书非常对我的脾
气”。

据了解，除了本职工作，李琰还是一名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平时爱好看小说、历史和心理专业
的书籍。即使工作繁忙，每月他也至少会来书店
两次。“网购虽便捷，但现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这
里的店员也会跟你交流对某本书的看法，很是亲
切舒服。”

在他看来，如今有更多更高颜值的书店涌现，
但在潜意识里，总觉得有大学背景的书店，更有人
文和学术气息，所呈现的书也因此更有品质保
障。反过来，大学书店也成为宣传学校的一种“新
媒介”。

的确，实体书店的意义更多地在于体验、交流
与分享。秦岩介绍，书店就是希望做成一个开放、
包容、共享的知识传播和交流空间，持续通过一系
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文化活动，使书店成
为展示和分享同济大学及周边高校学科发展、教
书育人、科学研究前沿成果的重要平台，让他们有
更多机会从校园走向社会、走近公众，也在其中不
断强化自身的开放属性。“书店和大学充分的结合，
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相互成就’。”

不卖文创的咖啡馆不是一家好书店！这其实并非玩笑，
更多的时候算是一种写实。

书店蓝色区域是休闲活动区，作为开放式的交流探讨空
间，可以为读者阅读提供交流休闲空间，为文化创意者创作设
计提供工作场所，也可为小型讨论活动提供场地。

平日，这里还会举办一些讲座和新书签售会。店内囤着
一批作者亲笔签名的书籍，原价出售不加价。这里还专门设
立了一个同济大学出版的读物区，并在今年7月首开“学者专
柜”搭配系列讲座，今后，将定期轮换，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某一位学者或者作家的作品。

邻近休闲茶座的一个导台上，有店家每月挑选一家出版
社的图书给予8折优惠。除此之外，书店白墙上还有一个隐藏
的宝藏——“每月店内画展”。在书香四溢中，抬头遇见艺术，
发现生活美学。

很多时候，吸引大家在这个区域坐下来的，是手里端着的
一杯咖啡、一块蛋糕抑或是一个冰淇淋。不少校内师生就在这
个蓝白交融的空间里，带上书，点一杯喝的，度过一整段时光。

秦岩认为，如果因为这些颜值，而吸引更多的人驻足书
店，回归书，回归精神，这些附加的一切便都是好的。“其实，作
为大学书店，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引领’重任，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我们书店呈现什么样的书，希望读者多阅读什么
样的书。”

与校园、读者和城市同行，分享阅读，以己之光，点亮城
市，照亮未来。同济书店希望以此不负校园实体书店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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