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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下班后的潮生活

“学术酒吧”的出现，反映了当下年
轻人对知识和学术的渴求。在这个快节
奏时代，一方面，年轻人想获得更多知
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处于一种被太
多碎片化信息困扰的尴尬。于是，想在一
种轻松氛围中获得一点知识，而“学术酒
吧”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暂时可以栖身
的港湾，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
竞争力。

而且，“学术酒吧”不仅是传播知识
的地方，还是一个社交平台。在那里可以
结交各类朋友，对于“社恐”者来说，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其社交能力。

当然，也有人质疑：“学术酒吧”是否
是商家招揽生意的幌子？这就提醒“学术酒
吧”一定要以学术为中心，输出的学术必须
经得起审视，具有一定价值。否则，就谈不
上创新反而成了噱头，注定不会长久。

在四川天府新区龙和社区蓝润商圈党群服务
中心，每周四晚上7点钟，一个名叫“天府新声”的

“演讲局”，都会准时开局。
由四川天府新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指导的“天

府新声”，其实是个社群性质的开放式俱乐部，攒
“局”的，是几名热爱演讲和表达的年轻人。入“局”很
开放，谁都可以来，大多数“玩家”，是来自成都各地
各行各业的素不相识的“表达爱好者”。

藏在社区里的舞台不大，这并不影响台上台下
的“玩家”们把场子玩出“春晚”般的热闹感。在8月
8日晚，笔者去体验了一番。那晚已是“天府新声”第
16期开讲，一周一期。

演讲爱好者邓小龙演讲的题目叫“爱在成都”，
讲述的是他与妻子在成都相识、并相伴15年的故
事，而妻子与14岁的女儿，就藏在台下的观众中。

“婚后，我在成都创业，她每天陪着我早出晚归，忙
到没有时间吃饭……有一天下午三点过，忙完了，
我给她煮面，她一边等着我把面吹凉，一边靠在椅
子上睡着了，我就悄悄拍下了这张照片……”邓小
龙一边讲述，一边晒出了温馨的旧照片。

当晚两个小时的演讲时间，许多人意犹未尽，

这一期刚散场，下一期的报名接龙，已经在“天府新
声”的微信群里刷起了屏。“天府新声”发起人徐棠
棣介绍，刚做第一期演讲时，有20多个人加群、报
名，如今已经接近400名群友，“没想到喜欢上台演
讲的朋友这么多。”

徐棠棣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同时也是一名演讲
爱好者，他深信与他一样喜欢登台演讲的年轻人不
在少数，于是干脆攒起了这样一个“局”。朋友传朋
友，同事传家人，口口相传后，这个“纯玩”性质的演
讲俱乐部，竟然聚齐了成都各个领域的新青年。

邓小龙是一名女鞋设计师，很喜欢看“脱口秀”表
演。他说，登台、表达、让人共情，这是一种被向往的能
力，也是当代人越来越需要的一种精神诉求。所以，锻
炼自身也好，输出情绪也罢，很多人渴望舞台和听众，
这就是素不相识的大家，愿意下班之后赶来的原因。

国企工作人员罗昕言是一位年轻妈妈，她来过
很多次，也在一期母亲节主题的演讲中分享过自己
为人母的感触。“很解压，很释放”，在她看来，不同
于在工作场合登台的压力，下班之后用玩的方式一
边交朋友，一边享受舞台，一边表达自我，“玩法很
高级。”

最近，北京等多地办起了中医夜市，涵盖问诊、
开方、针灸、推拿、养生、保健、膳食、文化推广等诸
多活动。在中医夜市上把把脉、扎扎针，买个香囊、
喝杯茶饮，成了年轻人夜生活的新选择。“每天问诊
200多人，多一半是年轻人。”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
合医院中医专病门诊主任焦志宏医生表示。

在今年暑期，其他一些省市也举办过规模更
大、功能更全的中医夜市。各大中医夜市的受欢迎
程度，都可以用“游人如织”来形容。

在安徽合肥，中医夜市里除了大夫义诊外，还
有二十多个摊位摆满整个广场。大屏幕上还一直播
放着八段锦、五禽戏的宣传片，很多人围在广场上
跟着打八段锦。

在河南南阳，中医夜市已经举办过多次。除了
把脉义诊、针灸推拿之外，南阳中医夜市还有蹴鞠、
投壶等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区，夜市里还举办了识别
药材的小课堂，很多年轻人一边喝着养生酸梅汤，
一边学习了解中医知识。

在辽宁沈阳，由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办的中医夜
市曾因人流量太大，不得不在最后一天“移师”奥体
中心体育场举办。“95后”赵蕊在沈阳中医夜市开市
的第二天，去凑了凑热闹，本来，她想在夜市的“胃
肠科”让医生给调理一下，但号脉的队伍排得太长，

她只能去针灸区体验了一下。
赵蕊说，沈阳中医夜市里，除了各种科室的义

诊，还有很多摊位，有卖养生用品的，有卖茶饮的，
还有中医文创产品和中医互动游戏；夜市的树上挂
着保健养生的金句，灯火辉煌，下面坐着经验丰富
的老中医，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

从事新媒体工作的小李也去了沈阳中医夜市。
她在夜市上自己制作了一个中药香囊，很是喜欢。她
还在夜市的美食药膳区看到了“五行饺子”——一种
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面点，也觉得特别好玩。

10月22日，在广州海珠区万科里广场中医夜
市现场，各具特色的摊位依次摆开。中医特色疗法
体验、养生茶饮制作、名医专家现场问答等项目吸
引着市民前来体验。

“来夜市体验中医的人年龄分布很广，其中有
2/3都是年轻人。”珠江医院中医科学术带头人、主
任医师梁东辉表示，在中医手工制药、传统养生功
法体验等区域，年轻人更是占据“半壁江山”。

今年2月，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时代卫生健康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
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生产生活，推动中医药文化加
快从内容供给向产品供给转化。业内人士认为，各地
举办的中医药文化夜市，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

学习指法、区分音区、练习认谱，从
一个零基础的古筝小白，到对乐理知识
略有了解的初学者，27岁的刘雪对自己
的进步很开心，“多亏文化馆开了古筝
课，以后连续 3个月的周六下午都可以
来学知识了。”

这是刘雪首次接触古筝，也是她第一
次来到文化馆。此前，她在浏览社交平台
时，看到有博主分享了北京市东城区文化
馆的公益培训课，便萌生了到这里学一门
艺术的念头。东城区文化馆推出了2024
年“艺+1”公益艺术培训，她幸运地抢到
古筝培训班的名额。

在文化馆里，像刘雪一样的年轻学员
不在少数。素描绘画、形象美学、即兴弹
唱、中国舞基本功……为了让更多群众享
受公共文化服务，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开
设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同时，在平日培训
的基础上特设延时开放服务，包括日间课
堂、晚间课堂、周末课堂，充分满足不同时
间段文艺爱好者的需求。

从今年4月起，27岁的学员汤汤开始
到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馆上课。“在这里
不仅培养了兴趣爱好，还结交到了好朋
友，大家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开心惬意。”
在茶艺课上，他手捧自己亲手调制的新中
式茶饮，颇有成就感。

与汤汤一同上茶艺课的宋凡今年35
岁，更是热衷泡在文化馆，“我基本是月月
来、周周来，到现在应该有几十次了。在这
里，我收获了一项技能、一份友谊、一种繁
忙工作后的身心放松，以及一种积极乐观
的态度。”

年轻人好评如潮的背后，离不开文化
馆精心组织、细心安排，不断提升服务效
能。“以前大家印象中的文化馆，可能是主
要服务老人、青少年等部分群体，组织的活
动也多是唱歌、跳舞等传统项目，这与‘全
民艺术普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
石景山区文化馆全力打造‘全民美艺生活
圈’，将文化服务向各年龄段的人群拓展。”
石景山区文化馆副馆长岳欣说。“我们文化
馆通常于周五晚8点在App上放票，大概
到8点02分，我们发布的一周活动名额就
全部被抢光了。”

文化馆的火爆，不止在北京。自2023
年起，湖南省株洲市文化馆积极在街头巷
尾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新场景、微舞台“街头
艺术站”，让学员不仅在培训中学到技艺，还
能有机会登台展示；四川省成都市文化馆
推出了沉浸式美术作品展、沉浸式戏剧游
园会等50多场沉浸式文化活动，参加活动
的既有孩子、老人，也有大学生、都市白领，
覆盖线上线下逾2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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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生活之三

逛“中医夜市”，遛个弯顺道看个病

中医开夜市，好处有很多。在时间上，此举打破
了医院作息时间的条条框框，让平时忙于上班的
人，可以借助逛夜市看病。在服务方式上，逛中医夜

市的人在此能品能看还能玩，更能治病和养生，服
务内容十分丰富。从实际效果看，在此除了治疗或
咨询，还有机会了解更多中医药文化知识，这里既
是中医诊疗的好场所，也是中医的理想宣传阵地。

不过，必须提醒的是，中医开夜市，医生要有资
质，夜市门店和摊位要防止假医生浑水摸鱼，中医
夜市可以借助管理商业夜市的方式，但必须遵循医
学相关法规，严格做好资质审查与细节监管。中医
要生活化，但生活化项目不能侵入专业化领域，两
者要确保泾渭分明。在无证行医、生活服务与医学
服务相混淆比较普遍的当前，这类风险值得警惕。

只有筑牢依法行医的底线，中医夜市才能做到
趋利避害，从火爆一时变成长红不衰。

潮生活之四

组个“演讲局”，表达自我展现激情

“能说会道，方为新青年。”近年来，脱口秀在中
国逐渐火了起来。线上脱口秀节目的热播，带动了
线下脱口秀的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喜欢脱口
秀，各地也因此出现一些小剧场，不少年轻人在结
束了一天的忙碌工作后，来到小剧场听表演者分享
生活中的故事。

一些城市青年下班后组个“演讲局”，也是在脱
口秀大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新现象。无论是参与脱口
秀，还是组个“演讲局”，都体现出当代年轻人对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渴求，都反映出当代青年更加
自信与开放。尤其是下班后组个“演讲局”，把自己
想说的表达出来，是一种勇敢的自我表现，大家在

欢声笑语中对不同事物、不同观点达成共鸣、共情、
共识。能说、会说、敢说本应是当代青年的一大特
质，以激情之演讲，淬炼青春本色，展示自我才华，
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这完全值得鼓励。

此外，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年轻人的工作
压力很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一定真的“享受
孤单”，而是需要新型社交方式。互不相识的人下班
后组个“演讲局”，有机会表达自己，结识更多兴趣
相投的朋友。期待更多业余“演讲局”展现年轻人的
青春和激情。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综合自《成都商报》《北京
青年报》《工人日报》及中国新闻网等）

一杯鸡尾酒，一段舒缓的音乐，几张
简单的幻灯片，台上主讲人酣畅淋漓地
演讲，台下听众随时抛出问题，柔和灯光
下热烈地讨论……这就是社交媒体所称
的“学术酒吧”。“学术酒吧”最初起源于
英国。这类崭新的城市青年文化现象，在
四川成都也有了案例。

9月22日晚上8点，一场“用音乐唤
醒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沉睡记忆”的主题公
益讲座，在成都温江“回答Bar”展开，原
创音乐人、成都市一家三甲医院的神经内
科主任石头先生（化名）担任主讲人。

来参加讲座的吴登科说：“以往下班
了就只会跟好友喝酒，或自己刷刷微博、
抖音，碎片化的信息看多了，好像并没有
记住什么，失去了深入思考和掌握知识
的能力。近年来，阿尔茨海默病成了社交
媒体上经常出现的词，我想学习如何预
防，就在酒吧的私域群里报了名。”让他
印象最深刻的是，主讲人提到，经常听音
乐、进行脑力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
阿尔茨海默病。

当晚，位于成华区的野路子home
bar（家庭酒馆）也开始了第一场“学术研
讨会”。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蒲婧雯以

“面向任务的对话系统”为主题，探讨“AI
客服”等系统，如何通过自然语言对话的
方式帮助用户完成特定的任务。

酒吧现场的氛围并不严肃，参与者
宛如朋友般席地而坐，面对面交流的感
觉更像是轻松的家庭氛围，参与者喝酒
的频率并不高。

在北京，“学术酒吧”正在高校较为集
中的海淀五道口、潮流时尚的朝阳798艺
术区、历史与现代交融的东城隆福寺商圈
等多个区域兴起，讲座内容涵盖历史、哲

学、艺术、现代科技等多个学科。
“学术酒吧”为什么受到不少年轻人

青睐？自由社交、思想碰撞的“舞台”，是吴
登科对“学术酒吧”的总结。“带着松弛感
去学习”是高校青年教师张翼飞非常认同

“学术酒吧”的理由之一。蒲婧雯也认为，
与不同学科的参与者进行非正式交流，

“学术酒吧”能进一步增强学科交叉的思
维创新，说不定能激发出更多灵感。

“成都等城市之所以出现‘学术酒
吧’，与这些地区高校云集、年轻人密集
相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段文杰说，这些城市拥有丰
富的学术资源，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有着
天然的好奇心和接受度，“当学术与酒吧
看似不搭界的元素结合时，便自然而然
地在这些城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聚
合现象。”

段文杰认为，将学术讨论带入酒吧，
也是对年轻人社交方式的一种创新，“这
种融合打破了传统学术讨论的严肃性和
正式性，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更加轻松、
自由的交流平台。”

此外，不少教授和博士生主动要求
在“学术酒吧”讲学，这反映出学术圈对
于此类非正式学术交流场所的需求。“在

‘学术酒吧’的环境中，学术讨论变得更
加平等和互动，参与者可以在轻松的氛
围中分享观点、激发创意，这无疑为学术
创新提供了新的土壤。”段文杰说。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郎劲松认为，知
识的大众化传播，既需要优质的内容供
给，也需要探索多样化传播手段。思想交
流与分享并不拘泥于参与者、场景、空
间，“破圈”的关键在于能否启迪智慧、提
升社会认知。

不偏离“学术”是关键
◎ 刘天放

潮生活之二

泡文化馆，“泡”出特长技能和友谊 给“泡文化馆”
再加把劲

◎ 许朝军

年轻人为何爱上泡文化馆？重要
原因在于，各级各类文化馆提供的文
化服务形式越来越多彩多元，满足了
年轻人从提高自我素养到培养特长
技艺的需求，满足了他们想要丰富业
余生活的需求，契合了当代年轻人内
在的文化追求。

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泡文化馆，
这是可喜的社会现象，是社会进步的
体现，是提升个体生活生存质量、提
高社会发展质量的积极信号释放。对
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进步意义
的现象，各地不仅需要深度关注，更
需要褒扬鼓励，为之加把劲儿。

为泡文化馆的年轻人加把劲儿，
就要走到年轻人中间，了解他们的所
思所想所期待，最终急年轻人之所
急、解年轻人之所需，不断完善、丰
富、细化文化馆的文化服务供给。各
职能部门还需要通力协作，给予支
持，比如，结合职业资格认证、企业用
工需求等，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馆的
公益培训，让文化馆的“小场地”，与
就业创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步的

“大舞台”密切结合。

潮生活之一

泡“学术酒吧”，带着松弛感去学习

让“中医夜市”长红不衰
◎ 唐传艳

期待更多业余“演讲局”
◎ 唐伟

有趣有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