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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晓丽生于1978年，自称从小怀揣着一颗“文艺的心”，因为年少时曾感染了些当年“文化

热”的余温。表哥曾告诉她，在1980年代，诗人、作家、画家受热烈追捧，所到之处皆人头攒动。这

让宗晓丽激动不已。中学时代，她疯狂地读小说、诗歌，还偷偷写了不少散文。

可惜天不遂人愿。高考填志愿时，文艺这档子事江河日下，在父母的主导下，宗晓丽念了会计

专业。“同学里没有对文艺特别感兴趣的，我也懒得和他们谈。”毕业后她做了财务，公司规模越

来越大，离文艺梦却愈来愈远。

自从有了网络，宗晓丽忽然萌发出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榕树下、豆瓣、天涯、凯迪、西祠

胡同、红袖添香等各大论坛她都泡过，结识了不少网友。起先还不怎么敢尝试线下活动，后来却

一发而不可收。

那是2009年9月，宗晓丽在豆瓣同城上看到一则画展信息，在永嘉路上的某画廊，恰好有

熟悉的“豆友”也要参加，两人遂结伴前去。“这是我第一次看画展，挺好奇的。”展出的是抽象

画，宗晓丽坦言看不太懂，不过，现场气氛颇能感染人——参观者不多，但穿着整洁、优雅，边看

画边小声地评点，谈吐不俗。最有意思的是，画家本人也来了，还为宗晓丽答疑解惑，讲了讲抽象

画的发展历程、欣赏技巧。

“我发现这不是单纯的画展，也是社交，对艺术感兴趣的人聚在一起，聊天、品茶、赏画，形

成了圈子。”这以后，宗晓丽开始注意起画展、艺术展等相关信息，有事没事就跑去看。上海美术

馆、民生当代美术馆、多伦美术馆、外滩美术馆……她四处穿梭。上海双年展上自然也少不了她

的身影。

宗晓丽尤其喜欢外滩美术馆，因为那里“相当于社交空间”。每次办展览，外滩美术馆都会

邀请策展人、参展艺术家做导览，给普通观众与之交流的机会。今年，宗晓丽就已参与了两场导

览，觉得颇有收获。美术馆还经常举办系列讲座、研讨会、艺术教师营，向大众传播美学知识，其

中的“艺术夜生活”，宗晓丽几乎每次都参加。在这场合，她结识了不少文艺青年、文艺中年，并由

此构成了圈子。

除了参观艺术展，宗晓丽还热爱看话剧、看独立电影、参加读书会，并且跨出了上海，足迹

遍布杭州、苏州、南京等上海周边城市，“都是我们圈子的人组织的，既是文艺活动，又能互相交

流。”在她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文艺青年有了聚集的理由和平台，不再孤独。

通过网络，凭借兴趣爱好，都能达到社交的目的，没什么好奇怪的。那拍卖呢？普通人或许会

感到奇怪：拍卖会和社交场合，能画上等号吗？事实证明，可以。

吴树，2004年踏入收藏界，不久涉足拍卖，可谓老江湖。起初，拍卖场上以中老年人为主，也

难怪，“不到这个年龄，没那个身价，不会来拍卖。”这种拍卖会当然也有社交，但基本属于富人的

游戏，光看一看嘉德、翰海、保利、苏富比等国际大拍卖行拍出的天价，普通人就不敢涉足。

“最典型的是慈善拍卖会。”吴树说，慈善拍卖会的拍品是社会名流提供的，他们也能招来人

气。很多人参加拍卖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这个平台认识更多人，扩大社交圈。

不过，大型拍卖会上可能存在“假拍”，吴树自己就经历过——硬生生把一件藏品从起价

80万炒到四五百万。尽管大型拍卖会门槛较高，也不乏乱象，但随着收藏热如火如荼，艺术品

市场连年火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年轻人多了起来。吴树最近参加了两场拍卖，他发现，70

后、80后的面孔比从前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他们不那么看重价钱，注重的是品位，带

着玩儿的心态。”据吴树观察，这些年轻人应该是“富二代”，经常结伴前来，显然是把拍卖会当

做社交空间了。

更多的年轻人则涌向中小型拍卖会，如名酒拍卖会、香水拍卖会、邮品拍卖会等等。他们以

此为平台，聚拢一拨人，形成圈子。所以吴树对各种形式的拍卖会有一句到位的总结：“拍卖拍

卖，拍的是人情，卖的是关系。真假倒在其次。”

涉入越深，他越觉得这一行的水深。经过细致调查，他推出了三本书：《谁在忽悠中国》《谁

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统称“中国文物黑皮书”。在他看来，拍卖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复

杂的社交平台，富人们借此结交、商谈、合作，是谈生意的另一种方式，也有灰色地带。“外人看看

热闹就行了，别趟浑水，你玩不起。”

读书会
这两年，读书会在白领间悄然流

行。在北京，中国金融博物馆主办的读

书会，吸引了任志强、潘石屹等地产大

佬。至于年轻人自发组织的读书会，更

是不计其数。和私人会所相似，读书会

也只属于小众。不同的是，来读书会不

需要看身价，只要你愿意读书。读书会

里的交往也很少功利性，它实际上是一

个供气味相投的文艺控交流的圈子。

很多人的咖啡馆
年轻人爱泡咖啡馆，在里面喝咖

啡、读书、看电影，更能和同类聊天、讨

论——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是

坐着，消磨浮生。于是有人梦想开个咖

啡馆。自己开太难，就结伴开，“很多人

的咖啡馆”遂从武汉、北京、南京一直

开到了上海。咖啡馆本身就是社交空

间，而“很多人”的模式把社交转化为

生产力。

私人会所
每个人都需要社交圈，尤其是名

流显贵，他们还更注重私密性，于是这

几年，“私人会所”大行其道。名流们在

这里，既可以沙龙聚会、拓展人脉，也

能顺便进行商务谈判、商务决策。当

然，会所的消费令人惊悚，全世界那么

多圈子，若论“贵圈”，非它莫属。

商学院
读书本来是单纯的事，但进了商

学院就不那么简单了。由于来读商学

院的多为老板、高管、金领，和他们成

为同班同学，有利于拓宽视野、推进事

业。商学院搭建的社交网络，包括职业

导师、客席教授、校友活动等，这条脉

络会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直至毕

业后仍会收益。

国学班
国内很多一流大学都开设了国

学班，费用动辄数万元，不亚于商学

院，显然是为身价至少数百万的老板们

设的。课程内容，囊括了史、儒、道、禅

等传统文化，但常常和企业、经营、管

理等字眼相结合。于是有了易经和企业

管理、易经与商业预测、孙子兵法与商

道等千奇百怪的“变体”。老板们读国

学班是来拉关系的。

练摊
练摊，听上去一点也不浪漫，和

社交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上海，就有

那么一些白领，白天从事IT、广告、财

务、管理等职业，晚上就出来摆摊，卖

衣服、电脑配件、杯子等。其中的许多

人并不在意赚钱，真正的目的是多和

人交流。

文艺青年的圈子

“艺术夜生活” 宗晓丽：70后，财务

拍卖会玩什么

“拍的是人情，卖的是关系” 吴树：文化学者，收藏家

小众圈子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