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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醺的状态下听讲座，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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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是讲座，去的是“班味”

在咖啡店、书店举办学术讲座已不足为奇，在上

海，藏在你身边的小酒馆也有可能学者云集进行学术

分享。很多人说，上海的酒吧已经next level，一边喝

酒一边还能开展深度思考。其实，在社交平台上可以

看到，不单单是在上海，来自北京、广州等地的年轻人

也纷纷开始分享自己走进酒吧收获精神粮食的感触。

而且，这阵风似乎越刮越烈……

“自己仿佛不在bar里，而是在大学的lecture上。”

有网友表示，在酒吧听正儿八经的学术讲座，是非常神

奇的体验。临下班在网上刷到讲座信息后，就抱着“看

戏”的心态去一探究竟，结果不但认真听起了课，还让

随手掏出的病历卡秒变笔记本，讲座结束时上面已被

写上满满当当的笔记。

在酒吧里感受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让很多体

验过后的年轻人都深有感触，“我永远会为人类学术以

及科研的进步而感动。”这种自由的文化氛围令人动

容。

一个工作日的傍晚，记者通过提前预约找到了上

海第九人民医院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副主任医师黄啸正在这里做医学科普讲座，和

大家一起探讨身体中的“两室一厅”是如何工作的。在

讲座的过程中，每当聊到感兴趣的话题，黄医生也会即

兴地穿插分享一些相关的小故事，不似一板一眼的学

术交流，更像是朋友间的聊天对谈。

办讲座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而言，稀松平常，

但在酒吧里做讲座，黄啸也是头一遭，“我经常在外做

讲座，但来到这里感觉很不同，让我觉得很放松也很接

地气。平时在医院里，大家都会比较紧张，很少有机会

可以这样近距离进行学术探讨，畅所欲言。”在黄啸看

来，这种小型沙龙会更有针对性，和不同领域的人交

流，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话题和思路，“在和大家

的交流互动中，也可以促进我产生一些反思”。

“现在很流行科普，但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好像

一定要有笑点，要说得像脱口秀一样才行，但我觉得医

学还是相对要严肃一点。可以是接地气的，但相对而

言，更需要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一点是比较要紧的。”通

过亲身体验在酒吧里完成学术沙龙后，黄啸表示，感觉

和想象中不太一样，与正规学术讲座相比，这里没有领

导参会，没有严肃与紧绷。来到这里的人，去除的不仅

仅是“班味”，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留下的只是志同

道合的学友。

酒吧讲座何以戳中年轻人的心？

这间小酒馆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The Tiny

Bar 递酒人民壹院”。之所以如此命名，首先是因为地

理位置临近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加上主理人在开办酒

吧时曾在九院工作，故而得名。酒吧的两位主理人史

俊峰和杨若蒙都是毕业于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校

友，他们将生物实验室元素与现代酒吧特色相结合，希

望以美酒会好友，以学术专业赋能酒吧商业，创造独特

愉悦的小酌场景，让这个小空间成为医药领域的学术

型酒吧。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墙角上贴满了以往的讲座海

报，有博物馆从业者讲解看展的学问、来自阿勒泰的村

长分享冰雪文化、中科院地质学博士后解读以“牙齿”

记录的野生动物食性变迁……当然，也少不了九院口

腔科医生来谈谈口腔美学的“是”与“非”等，以及关于

法律、金融投资、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学术沙龙，在这个

空间不大的“酒院”至今已举办了24期分享会。

为了参加这次讲座，记者花了50元购买了一张入

场券，除了听讲座，凭券还可以兑换特调饮料酒水一

杯。记者在店内菜单上看到，一份鸡米花等小食售价

48元，一杯含酒精的特调售价98元。可以说，光是一

杯饮料就抵了门票的价格。加上酒吧空间不大，一次

讲座最多只能接待30人，据主理人杨若蒙介绍，一般

来说，10人左右的人数是讲座的常态，也是比较舒服

的状态。因此，他们并没有为学术沙龙的系列活动做

经过一天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夜晚

则属于压力释放的良辰。作为年轻人去

“班味”的热门场所，夏夜酒吧的号召力

自然不在话下，是夜生活中极具活力之

地。然而这个夏夜，不同的是，去酒吧的

年轻人，已不单单是停留在表层的喝酒、

泡吧。冬日在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年轻

人，这个夏夜他们又爱上了在酒吧听讲

座。当酒吧遇上学术讲座，或许，在微醺

的状态下听讲座，开展思辨刚刚好？

青年报记者 蔡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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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酒吧不再是单一的消遣之地，它化身为知

识的殿堂，吸引着渴望释放压力、探索新知的年轻人。上海的酒吧

里，学者与市民共聚，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学术分享在此上演，让人们

在品味美酒的同时，也能沉浸在思维的碰撞与智慧的火花中。在这

里，没有紧绷的氛围，只有志同道合的学友与轻松愉悦的交流。酒

吧讲座的兴起，映射出年轻人对学习方式的新追求：在轻松解压的

环境中，边学边思，为都市夜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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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宣传，杨若蒙表示，沙龙活动也没有为酒吧引

流，反倒是酒吧的客人会被这些活动吸引，成了讲座的

听众。那么，持续办学术沙龙是为了什么呢？

杨若蒙告诉记者，他们的主业并不是开酒吧，而是

经营提供科研服务的创业公司。之所以想打造学术型

酒吧，是因为两位主理人有许多朋友和资源都在医药

领域，希望找到一处相对私密的环境可供学术讨论。

“因此，我们就想借由酒吧的空间组织一些相关活动，

一般邀请的嘉宾都是我们的朋友，讲座也都是义务劳

动。其实不求赚钱，而是希望通过每期的沙龙让对相

关内容感兴趣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即便是我们自己

来听行业内的分享，从不同的人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

角度，对我们来说都能得到一些提升。”杨若蒙说。

“酒院”基本每隔两周就会策划一期活动，据杨若

蒙介绍，在讲座策划上虽不局限于医学相关的主题，但

根据以往的活动来看，医疗和金融方面的内容在这里

比较受欢迎。

而遇到相对比较专业或小众的话题也可能遇冷。

杨若蒙发现，如果是一些行业内部的新技术、新仪器等

方面的分享，大家就有些兴致缺缺，只有行业内的人会

比较感兴趣。“目前沙龙涉及的话题领域还比较窄，虽

然偶尔会有几期不同领域的内容，但大部分还是集中

在生物医药方向。这个领域对于普通人的吸引力可能

不大，因此我们也在慢慢尝试把话题范围做得更宽、更

大。”杨若蒙说。

在当天的讲座现场，记者还遇到了这里的资深听

众陈颖，不爱喝酒的她却意外成了酒吧常客，为的就是

喜欢参加这里五花八门的学术沙龙。作为学术沙龙的

年卡持有者，陈颖表示，自己一来是住得近，二来晚上

也有时间，所以每当关注到有感兴趣的主题，她下了班

就会来“报到”。

令陈颖印象最深的一次主题，是由瑞金医院肝胆

外科主治医师分享的肝胆肿瘤的精准治疗。陈颖记

得，当天讲座本身的内容大约只有半小时，但主讲人和

听众的互动交流却持续了两到三个小时之久，“因为主

讲人的分享既有趣又实用，大家又对临床与生活结合

的内容非常感兴趣，帮助我科普了许多自己在相关知

识上的盲区。”

在杨若蒙看来，喜欢走进酒吧听讲座的年轻人，可

能只是图个放松，同时也有机会交到新朋友，“在酒吧

里听讲座的形式比较自由，也比较随意，它不会让人产

生类似贩卖焦虑或是知识付费的疑虑。我们只是一个

单纯分享和讲故事的地方，如果你对某个话题感兴趣

就可以来听。”杨若蒙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在开设酒吧

最初就设想好的模式，因此会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年

轻人，他们也会喜欢这种轻松的形式。

下班后送自己去“上课”成为新流行

今年夏天，年轻人喜欢在下班后送自己去“上课”

似乎成为了一种新的流行。除了在酒吧听讲座的方

式，走进青年中心上一堂青年夜校也成了大家喜爱的

热门活动。无形之中，这些活动仿佛成了年轻人打开

这个夏夜最City的方式之一。

在各类夜校里，年轻人积极参与非遗焋糕、音乐疗

愈、汉唐古典舞、自媒体IP设计、人工智能前沿应用等

课程。为什么下班后年轻人仍要“自讨苦吃”？他们喜

欢夜校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可以从一些夜校的

课表中看到，其中不乏“钱包友好型”的高质量教学，“去

除班味儿”的松弛感时刻，还有“脆皮打工人”的新型夜

生活。

当创新性的特色酒吧以一种更具文化的方式融入

年轻人的都市生活，当“夜校”这一具有较强年代感的

学习方式被激活并焕发新生机……这背后，年轻人真

正喜欢的，其实是面对学习、工作等生活压力时，可以

通过一些轻松、解压的方式和场域来转换状态。对于

职场打工人而言，日常忙于工作，身心俱疲，能在夜间

闲暇充实一下自己，接触新领域、新知识。在放松的同

时能够边学边思考，而这些场域自带的社交属性还能

为他们提供极好的交友机会，扩大社交面，一举多得，

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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