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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酒吧有什么？
知识与社交的跨界碰撞

夜幕降临，上海的夜生活开
始。不久前，一场主题为《自来
水与洋泾浜》的讲座在上海乌鲁
木齐北路上的一家酒吧举行。

开讲前，陆续有年轻人结伴
前来，大家三三两两在酒吧内落
座。与此同时，讲座主讲人在酒
吧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调整电脑
投屏界面，做上台前最后的准
备。等讲座正式开始时，台下座
位全部坐满。台下坐着的以年
轻人为主，他们人手一杯鸡尾酒
或气泡饮品，专心聆听主讲人的
分享，时而也会小声讨论几声。

在乌鲁木齐北路上的这家
学术酒吧，主讲人有世界各地知
名高校的资深教授、专业学者，
也有上海重点高校的老师，范围
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数学、人类
学等多个学科。

讲座进行过程中，主讲人会
进行正题分享PPT，也会邀请台
下的人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
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学
术探讨，氛围也逐渐轻松起来。
等主讲人完成当晚的讲座后，依
然有人意犹未尽地留在现场，和
刚刚结识的朋友继续探讨着讲
座上的话题。一直到深夜，大家
才陆续散去。

“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
似乎隔了层距离，更需要这样能
面对面的社交活动。”参加了这
场学术酒吧的95后小黄告诉记
者。小黄在一所研究所工作，他
觉得平时的工作是有些无趣
的。这次活动上，他不仅学到了
一些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更
是交到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
的朋友。

和小黄同一天来参加讲座
的人有些是科研工作者，还有好
几个是高校的老师。他们中有
人结伴而来的，也有人看到帖子
后独自来的。刘琴是生物学系
的老师，他对此次参会的感受
是，“氛围很轻松，即便不认识，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就熟
悉起来。”

“学术酒吧”来源于海外，原
名为 SciBar（Science Bar 的简
称，被戏称为“听学术大佬在吧
台侃大山”），指在酒吧举办的系
列学术讲座、研讨会等学术活
动。如今，“学术酒吧”在上海悄

然兴起并受到热捧。
记者了解到，上海的“学术

酒吧”活动规模一般为几十人，
无需付费，任何人都可参与。主
要包括两个环节：在主题分享环
节，主讲人借助PPT进行演讲，很
多年轻人开玩笑说“在酒吧讨论
学术并非新鲜事物，但放映PPT
这么正经的形式是第一次见”。
而在提问和交流环节，参与者可
借助“破冰纸巾”如印有与分享
内容相关的问题或话题的餐巾
纸开启聊天。

“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既
放松又充满智慧的环境，让每个
人都能在轻松的氛围中分享知
识、交流思想。”一位学术酒吧的
主办人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学
术酒吧不仅仅是一个酒吧，它是
一个思想的孵化器，一个创意的
交流站。”

给酒精来点儿知识
主打“松弛”让自己放慢脚步

不受身份、职业限制，只需
在酒吧消费即可享受学术氛
围。在柔和的灯光下，大家围坐
在一起，一边小酌一边聆听讲
座、交流观点。很多年轻人喜欢
上了这里，在他们看来，在一种
松弛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是
知识的传播者，也可以是思想的
探索者。

上个周末，刚刚参加了一场
酒吧学术研讨会的张森告诉记
者，他大学是理科专业，毕业后在
一家IT公司工作，他感觉自己有
天生的“社恐”。“最近工作压力挺
大的，想学习提升自己，也想找人
多交流，但是不知道该从哪个角
度切入。”张森说，在他看来，学术
酒吧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
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一种新的思
考方式。通过学术酒吧，可以让
他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交模式，试
着去和不同身份的人对话，可以
谈学术，也可以聊当下热点。在
快节奏的当下，学术酒吧可以让
自己放慢脚步，深入思考。

90后李清最初在社交平台
上看到一则学术酒吧的活动信
息，抱着好奇的心态过来听一
听。结果，这样的创新酒吧没有
让他失望。接受记者采访时，李
清表示，学术酒吧的创新体现在
每一个细节。从独特的鸡尾酒
配方到主题讨论的策划，从空间
设计的创新到服务模式的改革，

学术酒吧都努力在给每一位参
与的人提供一份独特的体验。

“尽管线下讲座这种形式会花费
更多通勤时间，但是多了一个社
交功能，非常地吸引我，再忙也
要来。在现场我不仅能够听主
讲人的分享，还可以参与到这个
讲述之中。比如主讲人会提问，
我也会提问。”

“在学术酒吧，可以观察年
轻人是如何聚集到一起参与活
动的。”李清说，作为一名科研工
作者，他平时工作强度很大，来
这里既能喝到酒、放松心情，又
有一个相当专业的环境，比纯吃
喝要好多了。如果有需要，酒吧
还为很多年轻人提供一个展示
自己才华的舞台。

“松弛感吧！与正规的学术
会议有所不同，学术酒吧的环境
氛围轻松，没有传统学术活动的
正式和拘束感，以更加轻松自由
的方式促进学术交流和思想碰
撞。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会
被认真对待。也会鼓励一些跨
学科的对话，促进了新想法的产
生。”采访中，不少年轻人表示，
在学术酒吧，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认识了优秀的人，现场大多是
年轻人，和他们的交流也会有不
同的收获。

事实上，在上海等地最新流
行起来的学术酒吧，涉及多类学
科和领域，而且从酒吧老板到主
讲人，都是来自一些国内外知名
高校的高学历者。“质量上乘、主
题丰富有趣，出身耶鲁、哈佛等
名校的主讲人加持，期待值拉
满”。不少体验过学术酒吧后的
年轻人反映。

给知识加点儿酒精
在压力和乐趣间寻找平衡

学术讲座，原本是学术交流
的重要形式和窗口，但这些年，传
统的组会模式似乎逐渐失去了
活力，被不少年轻人评价为“有
些无趣”。学术酒吧的出现，将
学术讨论与社交活动完美结合。

闲暇时间在酒吧一边品味
美酒一边“高谈阔论”，便成了不
少学术圈年轻人的一种新潮生
活方式，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涌
现出“学术酒鬼”“白天研究生，
晚上喝酒生”等自我调侃帖子。

记者发现，上海目前的学术
酒吧基本不收费。有些参会者
会自己点一杯酒，但价格从30元
起不等，大多数人表示“不贵，完
全可以接受”。

不过，网络上对“学术酒吧”
的质疑声并不少。有网友认为，
学术是专业且严谨的，不应该轻
易将学术和商业化的酒吧融合
在一起。“学术研究应该基于探
索和知识的不断追求，学术酒吧
这种模式可能会将学术研究商
品化。”一网友表示。

对于这样的声音，一位姓马
的学术酒吧主讲人表示：“我们
还是希望大家能通过学术讲座
学到一些干货，了解到自己认知
以外的东西，所以会对讲座内容
和流程严格把控：控制80%的时
间在分享内容，其余20%的时间
留给互动，整体还是‘重学术、轻
社交’的状态。”

“学术酒吧作为一个新兴的
事物，给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
的交流方式，就像咖啡文化一

样，在这里有人来诉说，有人来
倾听，有人来互动，这点是可以
肯定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顾
晓鸣教授表示，在许多人眼里，
学术应该是一个封闭严肃的持
续性过程，这点并不完全科学。
学术酒吧的兴起，无疑反映了年
轻人对于更开放、更包容交流
平台的需求。随着这一模式的
进一步发展，也期待看到一个
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学术交流
环境的形成。如果能通过入门
级的学术讲座、学术工作坊等
活动，增加社会对学术研究的
参与度和认可度，或许能减少
大众误解。

顾晓鸣教授表示，很多参加
活动的年轻人都是抱着主动求
学的态度，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彼
此身上不同的优点，相互进步。
参加学术酒吧活动，对年轻人来
说，是他们在学术压力和生活乐
趣之间寻找平衡的一种尝试。

“在酒吧中进行的学术交
流，适度的商业化也无可厚非，
我们应该以包容的态度去看待
这个新现象。如果加上相关部
门科学监管引导，可以形成良性
的循环，这也是大家希望看到
的。”顾晓鸣教授表示。作为一
种目的型消费业态，学术酒吧的
一大挑战在于，每一场活动消费
者的满意程度，与酒吧经营服务
质量的相关性较低，要真正吸引
到更多年轻人，更多依赖于主讲
人的话题和学术本身的内容。
而对于商家来说，必须尝试不断
创新带给消费者惊喜，并提供可
以交流与持续消费的场域，这也
将是个不小的考验。

主打松弛感的学术酒吧悄然兴起主打松弛感的学术酒吧悄然兴起

学术配酒学术配酒，，越喝越有越喝越有？？
在酒吧里聆听一场学术

讲座，于微醺之中与新结识
的朋友共话学术……“学术酒吧”，这个乍看起来
有点奇怪的名词组合，正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年轻
人。在上海，酒吧文化似乎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
段，“学术酒吧”这一话题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
温，热度不减。众多年轻人秉持“在微醺状态下
学习与交流，能无压力地汲取更多知识”的观
点。然而，也有人对此心存疑虑，担心这样的环
境是否会影响学术的严谨性，更有人直言“日常
工作已如此繁忙，休闲时光何须再去酒吧里‘卷’
学术呢！”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受访者供图学术酒吧里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