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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掌握那一套学术话语。”小刘说，

只要他的酒吧还在，就会把这件

事一直做下去，“你不可能要求

整个行业都有一个高标准，但只

要做得足够好，我们就能影响到

其他的店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只要这个需求是真实的，那么我

相信只要有人在认真做，这个行

业就会越来越好”。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

提到，早在十六七世纪，科学并不

局限在专家圈子里，科学、哲学和

艺术仿佛仍处在“同个平台”之上。

在当时，科学的发展场所甚至主要

是在沙龙里。有教养阶层在沙龙里

讨论文学艺术，他们同样也有能力

讨论科学。

顾骏也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法

国小说发表形式曾经经历过一个重

大的突破。最早的时候，小说能不

能出版要看是否有资助人帮你付出

版费，尽管门槛很高，但资助人是

有文学品位的，所以经过资助人把

关的小说，质量就比较高；后来，

小说家开始到咖啡馆念自己的小说，

如果大家感兴趣，出版商觉得有市

场，他们就会帮你出版；再后来，

小说通过报纸连载的方式发表，只

要有读者喜欢，每天都要更新，有

时候甚至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构思，

因为作者必须满足日更的要求——

我想说的是，文化上的事情没有什

么一定的好与不好，全在于你切入

的角度。”

如果有机会的话，顾骏坦言自

己十分愿意线下参与一场学术酒吧。

但他同时强调，学术酒吧仍然在一

个新生阶段，“如果哪天在学术酒

吧中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能人，

就像小说发表形式革新中出现了一

些有名的小说家，那么这种模式才

算真正得到了认可。目前来看，‘学

术酒吧’尚未成气候”。

但 任 何 时 候， 人 们 还 愿 意 保

持学习的姿态，吸收新的知识，

都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儿，不是

吗？

馆，一直存在于城市当中。有观

点 这 样 定 义“ 学 术 酒 吧”： 酒 吧

是处于街头的，每个人都能进去，

但学术又有相当的精英性，所以

学术酒吧是介于街头和精英之间

的一种产物。

而这样的非正式学术对话实际

上非常重要，就像有人说苏格拉

底是哲学家不是因为他能做讲座，

而是因为他会和朋友聊天和生活，

生活是学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这种非正式学术探讨能让

人感受到一种建立在观点分享基

础之上的情谊，油然而生一种志

同道合的感觉。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顾骏在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对学术酒

吧充分肯定，他认为这件事情很有

意义，因为它打破了原来封闭的学

术圈子。“过去，学术会议都是由

学术机构主办的，讲者和听众都是

圈子里的人，一般人也没有资格发

布学术成果，最后造成了学术研究

的圈子化。而学术酒吧这样一个形

式，降低了讲者和听众的门槛，愿

意听的人都可以听，愿意发表的人

都可以发表，它不会人为地设置门

槛，这本身是一个好现象。”顾骏

分析道。

但也有网友质疑：“举办讲座

就叫搞学术？”“都微醺了还听得

进去吗？”“这究竟是噱头还是创

新？”

小刘并不在乎这些问题，在他

看来，所有的行业都有形式大于

内容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因

为大家对同一个事情的理解可能

不太一样。如果你对它的期待是

把严肃的学术内容放到校园外面

来的话，它的门槛会很高，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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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学术酒吧的讲者是

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

刘悦来，活动受到了

大家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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