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酒吧进入“Next Level”

“高原牛和草原牛吃的草不同，牙齿构造
当然不一样啦”“那人是不是也这样”“你看
山东人因为吃硬的煎饼导致下颌骨宽，而南
方人吃水稻脸就窄窄的”……夜幕降临，中山
南路的一家酒吧里频频传来了讨论声。
推门进去，空调的凉风冲淡夏日的燥热，

磁性而悦耳的歌曲夹杂着酒杯碰撞的叮咚声
在房间里回荡，细细听来还有酒客在低语，暧
昧且昏暗的灯光淡淡地打在海报上。仔细读
去，原来在这里可以和凯喜博士一起打假“神
药”，与口腔修复博士研究如何给牙齿做个美
容，同生态学博士从一颗牙齿出发探讨野生
动物的食性变迁……
这家名为 “递酒人民壹院 The Tiny

Bar”的酒吧在两年前便开启了新的赛道。供
人放松娱乐的酒吧在傍晚摇身一变成为科普
生物医学知识的课堂，连接不同领域的沟通
桥梁，两年时间内已开展 27场讲座活动。
随着内容的推进，高潮的到来，“酒院”

在某一刻真的成了“九院”：医学科普、现场
问诊、答疑解惑。在氛围的烘托下，主讲台与
听众之间，已没有明确的界限。每个人都是知
识的传播者，也是知识的接受者。有时也会有
听众登台，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分享给台下的
每一个人。
然而，这个酒吧的“奇妙与新鲜”之处远

远不止于此。
一回头，约有人高的书架塞满了《大脑整

理术》《核心体能训练》等各类特色专业医学
书籍。
酒吧正中央挂着一块“酒到病除”的牌

匾，下方一排排酒水将人拉回了小店的主业：
卖酒。各色鸡尾酒、威士忌看得人眼花缭乱。
生物医药与酒吧结合，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
无独有偶，成立于 2023 年 4 月份的“街

垒 Bunker”酒吧，早已成为“学术酒吧”的
“顶流”。

与“酒院”侧重的生物医学不同，它的文
艺与小资气息扑面而来：从鹰嘴豆泥到烤肉，
讲述食物中的黎巴嫩与中东历史；从自来水
与洋泾浜，谈谈上海进化论。更有出身耶鲁、
哈弗、康奈尔等名校的主讲人加持，吊足听众
胃口，将期待值拉满。
除了以医学出圈的递酒人民壹院，以及

人文社科类的街垒 Bunker 以外，在上海还
有其他一些比较小众的“学术酒吧”，他们同
样用各具特色的学术活动，以及学术周边，吸
引着更多“有趣的灵魂”的到来。

冲着纸巾来的“吧台做题家”

临下班因小红书推荐来酒吧体验的小
朱，本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探店，结果却入了
迷。不仅和主讲人一起交流探索，在听完讲座
后还做了笔记。他表示，仿佛不在酒吧，而是
在大学的讲座，直呼“好爱这种自由的文化氛
围”。
结束一周课业的大学生星星，在周末第

一天早早出门，提前一个半小时在门口等待，
哪怕是站着也要听完讲座，她表示在这里遇
到了超级 nice 的朋友，深入的交流让人充满
了表达欲。“怎么定义社恐？”“消失不见的现
代主体真的消失不见了吗？”“如何寻找自

我？”在这里，她有问不完的问题。
职场人小兰，在一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后，

对比起在家躺平，她更喜欢给自己充充电。上
一堂夜校丰富个人技能，在酒吧里听一场学
术讲座，今天聊聊进化论，明天听听国家的起
源，从各个方面汲取知识，她认为这样的生活
充实而有趣。
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比起学术活动，“街

垒Bunker”的纸巾在社交媒体上更出圈。有
人笑称，自己是冲着纸巾来的 “吧台做题
家”。
随机打开这家酒吧的纸巾，上面印刷的

问题可谓是千奇百怪：“你讨厌你的父亲
吗？”“爱一个人是否是一种民主实践？”“你
觉得AI 会废除我们的工作还是让我们工作
至死？”“如何看待一群长发男子在深夜的酒
吧里高声谈论德勒兹？”……
为何要把这些问题印在纸巾上？街垒

Bunker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个灵感来源于
读大学时一位通识课老师的分享，当时这位
老师在复旦读书时，为了把每期校报及时安
全地送到每一位同学手里，校报工作人员可
谓是费尽心血。然而，他们却发现，大部分校
报的归宿往往是同学们去食堂吃饭时垫在饭
盒下面的一张纸，最后和剩饭一起扔在了垃
圾桶里。“我还记得老师说，最怀念的就是每
到饭点，大家在食堂吃饭时候都会垫着一张
名字很酷的校报，一边偶然瞥到一个已经被
色拉油晕开的豆腐块，但对于一份报纸来说
就是巨大的成功。”
街垒 Bunker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希望

大家可以带着这样的纸巾去各种地方聚餐、
吃饭、相亲、露营。目前，这样的纸巾还可以单
独售卖，10 块钱一包，每包 100 张，上海市内
5包起就可包邮。

想提供情绪改变的第三空间

“当时因为酒吧老板想关门了，我和另一
位同为南大校友的主理人刚好也想要一个生
物医学领域的学术交流空间，于是就决定接
手下来。”递酒人民壹院酒吧主理人史俊峰告
诉记者。
彼时，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史俊峰就进入

了第九人民医院工作，从医护工作者转变为
酒吧主理人，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做成一个资源开放共享
的空间，学术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科普，如今
看来，这样的目标成功实现了。”
史俊峰表示，为了保证学术效果，每场讲

座酒吧都会限定在 10 人以内，在他看来这个
人数是可以保证提问效果的。此外，如果有一
些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也会增设线上交
流的机会，让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
“学术酒吧”走红以后，很多人最好奇的

问题就是，这些酒吧如何吸引到这么多来自
全球顶尖名校、行业大牛来做学术交流？对
此，史俊峰坦言，酒吧成立初期，确实依靠的
都是自己的人脉关系，但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以后，不少医药行业的头部从业者陆续开始
主动联系他们，想要在酒吧里开设学术讲座。
一边听着学术一边喝酒的人，就能收获

到情绪价值，是让这些酒吧主理人最开心的
事，“有一次我们讲女性健康，周边有人分享
起自己得了子宫肌瘤如何康复的故事，那次
学术交流让很多女生减少了对疾病的恐惧，
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史俊峰表示。
曾在医院工作多年的他回忆道，工作的

时候几乎没有自己的人生，眼中只是患者。比
起赚钱，他更很想为上海的医护人员提供一
个舒缓情绪的空间，“我觉得酒吧的存在，就
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情绪改变的第三空间。”

学术能否成为酒吧的流量密码？

“学术酒吧”的走红，在社交媒体上也有
不同的讨论声。
有些网友认为，在松弛的学术氛围下，大

家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能够激发出不一样的
灵感火花；也有些网友持质疑态度，表示这是
披着学术的外衣在制造噱头，把学术当成一
种浅显的时尚单品来消费；还有些网友觉得，
在酒吧里讨论学术是否让生活变得更卷了？
“我觉得卷不卷，其实在于你在酒吧里希

望得到什么。来酒吧里微醺，什么也不听是一
种需要，和别人聊天是一种需要，了解到世界
上其他不同的东西也是一种需要。”史俊峰表
示。
递酒人民壹院酒吧的店长 Jackey 笑言，

截至目前他没有收到关于卷的反馈，反而都
称赞他们酒吧好有意思，“来喝点酒，听得懂
的可以去讨论讨论，听不懂的就不用去理会，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最松弛的状态。”
此外，也有不少人产生好奇，学术是否真

的能成为酒吧的流量密码？
在史俊峰看来，“学术酒吧”的核心还是

酒吧，“微醺过后，大家更容易讲话聊天、放开
自己，这其实对于做学术交流更加方便。”
但他同时认为，“学术”对于酒吧行业发

展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史俊峰发现，高校的
教学资源、医院的医疗资源、产业的行业资源
其实还是存在不少的壁垒，如果一间小小的酒
吧，能够把象牙塔打开，这是他最期待的事情。

那么，“学术酒吧”真的能赚到更多钱
吗？ Jackey 坦言，从实打实的数据上来看，
酒吧的生意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增长，做学术
并不能解决酒吧的生存问题，但确实给酒吧
在社交媒体上带来了更多的话题。
有不少人嗅到了商机，也想要从中分一杯

羹。在史俊峰看来，学术交流一定是观点碰撞
的过程，所以观点是否符合受众，以及选题是
否合适，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酒吧主攻
的是生物医学，思想交流层面的东西并不多，
更多的是真实、有效的医学知识科普，所以这
方面的问题还没有遇到。但随着学术交流的规
模不断扩大，酒吧这样一个空间如何更好地利
用好，是我们主理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眼下，史俊峰并没有打算趁着“学术酒

吧”走红的热度，去开设更多的分店，或者做
更多的营销。他表示，“学术酒吧”的核心还
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形成一个简单的网红打
卡空间，“这是一件非常靠资源的事情，变现
周期会很长，目前如果能保证一周一次学术
交流的频次，我们才有余力考虑开设更多分
店。”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晨报首席记者 牛 强 实习生 张 语

在酒吧里听一场学术讲座，听到兴头上借着醉意发表自我观点……这就是当下流行的“学术酒吧”。目前，上海的一些酒
吧已不再拘泥于喝酒，而是发展到“Next Level”，成了各类文艺爱好者、青年学者、打工人聚集进行思想交流的地方。

社交平台上关于“学术酒吧”的话题热度也在不断攀升，一些网友认为“在微醺的状态下学习和交流，能够激发更多的
灵感，没有压力地积累更多知识”；也有一些网友持质疑与否定的态度，认为“平时工作已经足够繁忙，休闲时间也要跟着酒
吧一起卷”。

“学术酒吧”如何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 它是否能够成为带动夜经济发展的流量密码？ 当热度褪去，“学术酒吧”
又该何去何从？ 近日，晨报记者走访上海多家酒吧，和从业者、消费者一起来聊聊他们眼中的“学术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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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台做题家”“PPT下酒菜”……学术能否成为流量密码

奇妙又新鲜，上海“学术酒吧”火出圈

酒吧里的英文课件

递酒人民壹院酒吧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