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去书店喝一杯！
■茑屋书店
来自日本的现象级书店———

茑屋书店前不久开进上海上生·新
所，已成网红打卡地标。 步入书店
入口，抬头就能看到精心布置的复
古咖啡吧台，周围遍布咖啡文化书
籍及器具，让读者全方位沉浸式领
略咖啡文化，彰显了茑屋书店主打
的生活美学理念。

■思南书局、朵云书院
作为世纪朵云旗下品牌书店，

都自带餐饮品牌 C Cafe。 在朵云
书院·戏剧店， 罗密欧会遇上梁山
伯，并双双成为菜单上最热门的咖
啡单品。 “梁山伯”杯口采用椰蓉与
巧克力搭配串钱藤，红糖搅拌在牛
奶与咖啡中，以柔顺口感带读者领
略梁祝之绵长余韵。

■大夏书店
吧台设备选用高人气品牌 La

Marzocco，磨豆机是黑鹰高配款，书
店与专业咖啡豆供应商合作专门调
配了意式拼配咖啡豆。 书店根据不同
时节做应季饮品，如冬季特饮太妃暖
暖 ， 口感醇厚的糖浆与大夏浓缩碰
撞 ，搭配绵密奶油顶 ，用节日糖果做
装饰收尾。

■光的空间
光的空间咖啡吧选用知名品牌咖

啡豆，从“书 x 咖啡”夏日限定套餐到
冬日限定肉桂巧克力、太妃拿铁等，无
不包含咖啡师的匠心。书店还将图书与
咖啡内涵进行勾连，依据不同图书内容
搭配饮品；与明珠美术馆联动，使用在
展的定制纸杯，让买咖啡的读者，能够
将展品“握”在手里感受艺术之美。

书店咖啡“组CP”，双向导流为上海品质生活倍增文艺香气
沪上实体书店几乎“标配”咖啡，开发个性化阅读场景，赋能城市文化空间

走进朵云书院·戏剧店，点一套高人

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咖啡蛋糕组合；

开到上海的日本茑屋书店，樱花粉拿铁、

黑煎茶拿铁等日风人气特饮都是网红；

华东师范大学门口的大夏书店里， 华东

师大出版社引进的社科图书有了联名款

手冲挂耳咖啡……一本好书、一杯咖啡，

在细啜慢品的阅读时光中， 上海的书香

与咖啡香气彼此萦绕，这对“最佳 CP”为

人文之城的文化版图注入了更多活力。

“书店咖啡文化正成为彰显上海特

色的一种新型业态， 在咖啡爱好者与阅

读爱好者群体的双向导流中， 文化内涵

充分赋能城市公共空间， 全面阅读蔚然

成风，对于良好文化生态的营造、社会文

明程度的提升都将起到助推作用。”上海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崇选认为， 从有没

有、好不好到优不优，书店咖啡文化空间

的四处开花， 见证了上海高品质城市生

活的升级， 也映射出人间烟火中的日常

幸福感获得感。

彼此导流：阅读人口与
咖啡人口为何“天然契合”

曾经一段时间，“在咖啡店看书，还

是在书店喝咖啡”这个问题，似乎暗示了

两种实体空间的各有所长与不可兼得。

但时至今日， 越来越多书店拥有了自己

的咖啡吧台， 出品品质也在逐渐提高。

“好书和好咖啡，不再是二者择其一的两

难取舍， 而是能够在书店空间里得到双

重满足。 ”光的空间总监陈屹的这番话，

道出不少沪上书店业人士的心声。

随着图书销售渠道丰富， 无论线上

还是线下， 都可满足买书人的需求， 但

在朵云书院首席运营官冯洁看来， 实体

书店除了书以外还有 “店”， 这意味着

空间、 社交的溢出效应， 加上咖啡业务

的补充， 书店消费者从读者到 “客人”

的群体在变大。

奥地利诗人彼得·艾腾贝格有句名

言，“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我不在咖

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道出图书

与咖啡的互相衬托。 为何书香和咖啡香

格外“搭”？ 沪上“十二间”创始人朱晓晔

认为，咖啡香与书香有天然的结合点，消

费人群的气质比较接近， 如果能通过阅

读更好地了解咖啡文化，“咖啡人口”

也会进一步扩大。

更多书店发现了小小一杯咖啡正

成为阅读的 “流量” 入口。 一个显著

变化是， 不少咖啡座的位置从靠里靠

后的区域， 逐渐走向书店入口， 吸引

读者往里探索。 大隐书局创始人刘军

以奉贤九棵树艺术中心里的九棵树艺

术书店为例， 去年 12 月开业以来这

家店成为大隐 13 家门店中单店坪效

最高的， 引入的品牌咖啡店贡献了营

业额的 70%。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花建看

来，这正是书店与咖啡复合业态在“文

化场景塑造”中所迸发的巨大能量，形

成了成千上万个供市民休憩、交流、娱

乐、阅读的场景。

双重赋能：书香+咖啡
香萦绕城市空间温暖人心

前不久沪上发布的《2020 国际文化

大都市评价报告》显示，在全球 50 个国

际文化大都市中，上海坐拥的茶馆、咖啡

馆总数排名全球第一。 而沪上实体书店

也以多元业态、个性纷呈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

长徐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咖啡人口、阅

读人口具有天然的融合优势， 从个体行

为到社交群体行为， 社会化阅读蔚然成

风。他认为，实体书店的“咖啡馆化”是大

势所趋，一杯咖啡让读者的“停留时间变

长”“社交意愿变强”，成为促进人与人情

感互动的催化剂。

有学者指出，一座城市的经济指数、

咖啡指数、阅读指数，往往呈现一种正向

的关系。无论是书店还是咖啡店，为城市

提供的是充满活力和知识氛围的家与工

作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 小而美的城

市复合文化空间，市场潜力可期，有部分

咖啡店还申请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上

架图书传播咖啡品牌文化。

共享品饮读书的欢乐 ， 抑或一人

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逸致， 都能在书店里

实现。 比如， 大夏书店的咖啡在大众点

评上普陀区同品类中排第一， 抑或位于

泗泾古镇的新华书店南村映雪店 ， 构

筑起集书籍文艺 、 文化交流 、 旅游打

卡 、 咖啡休闲为一体的小型文化综合

体， 它们都以立体化多元呈现方式， 为

文艺爱好者与品质生活追求者提供交流

的公共空间。

在刘军的观察中， 书店与咖啡的结

合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咖啡是书店

提供的一种伴随性饮品； 书店逐渐形成

自创咖啡的品牌意识， 有了咖啡拉花和

多元西点； 品牌咖啡与品牌书店结合的

趋势。 当书店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销售

图书的地方， 属性变得越来越多元， 咖

啡与书一样， 不断融入城市商业空间，

为空间赋能。 慵懒、 诗意、 怀旧感、 小

惊喜等 “情绪价值” 也能在书店里获得

释放， 难怪有读者在公号留言： “在思

南书局诗歌店， 有一种慵懒的味道， 喝

喝咖啡， 读读诗， 让生活多一些柔软和

诗意。”

日前， 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推

出 “咖啡+阅读+文化———好书店·好咖

啡” 系列活动， 计划举办书店咖啡拉花

大赛、咖啡师培训认证等，在图书发行行

业中培养咖啡专业人才。 据协会副会长

汪耀华考证， 上海最早设有咖啡座的书

店可追溯到 1930 年，位于老西门中华路

的西门书店附设咖啡座，装上了“西门咖

啡”霓虹灯招牌。而公啡咖啡馆则见证了

“左联”酝酿、中国新文学的涌动。在他看

来，这些历史证明于上海而言，咖啡跳脱

出单一的经济指征， 烙上了独特的海派

文化印记，成为人与人、情感与情感、文

化与文化的链接和枢纽。 “今天， 重新

梳理书店与咖啡的关系， 既要发挥咖啡

的功能， 又要避免在一阵风后迷失经营

主体的方向， 让咖啡文化与阅读文化真

正做到水乳交融。”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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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红利”能否帮助戏剧正向破“圈”
《戏剧新生活》开播便以豆瓣9.3分成为2021开年综艺黑马

“赚钱，还是不赚钱，这是一个问题。我

赚到了钱， 但靠的可不是舞台上我爱的那

一亩三分地。他们没有赚到钱，但他们始终

屹立在笔直的追光灯下。虽然阴影中，也有

着柴米油盐带来的烦恼。 这两者究竟哪一

种才是真正的遗憾……”

演员黄磊以一段哈姆雷特式的独白，

拉开了爱奇艺最新综艺《戏剧新生活》的序

幕，也将戏剧行业最本质、最直接的问题抛

给观众。首期节目亮相的七位嘉宾，集合了

导演、编剧、演员、舞美等主要舞台工种，他

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在 48 小时之内，从

“0 到 1”创作完成一部儿童剧作品。

播出后不到三天，《戏剧新生活》 豆瓣

评分一路飙升至 9.3 分，成为 2021 年开年

的“综艺黑马”。它的口碑相传让市场看到，

在流量、唱跳、颜值、人设以及各种刻意的

话题炒作之外， 国产真人秀综艺还有更具

价值的发展空间。 在大众眼中“高冷”的戏

剧，也被综艺感弥合了距离。 这是一次“小

众”戏剧与“大众”综艺相互破题的机遇。第

三方视角的观众得以看到戏剧舞台之外的

故事，于琐碎中描摹出它的高光，在痛苦中

见证它的甜蜜。正如剧评人周黎明认为，戏

剧的“酷”是有门槛的，而且需要用心来体

会， 综艺也许能提供一种戏剧入门的趣味

指南。

不回避梦想与现实的
主要矛盾，也不刻意卖惨制
造话题

刘晓晔、修睿、吴彼、赵晓苏、刘晓邑、

丁一滕、刘添祺———首期节目，七位戏剧人

是流量榜单上的无名之人， 但在戏剧界的

履历闪闪发光。

最年长的刘晓晔 42 岁，他和孟京辉导

演合作了 20 年，出演话剧逾 6000 场，是以

戏为生的“舞台老炮儿”。 最年轻的丁一滕

和刘添祺今年 29 岁， 前者曾受尤金尼奥·

巴尔巴的力邀去欧丁剧团学习，后者是“乌

镇青赛单元冠军”， 除了修睿身在相声界，

吴彼、赵晓苏、刘晓邑都有着丰富的话剧表

演经验和多部优秀作品傍身。

节目组抛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 是为

“戏剧能否赚钱”寻找答案。“挣多挣少不一

定，反正我这么多年，是靠一场一场演出活

下来的。 ”40 多岁的刘晓晔兜里常年只有

两万元存款。

和影视同行们的收入相比， 戏剧人不

是哭穷 ， 而是真穷 。 谈起生存 ， 赵晓苏

说， 自己没钱了就只能去拍影视剧。 最艰

难的时刻， 舞台剧 《战马》 的中方木偶导

演刘晓邑摆摊卖起了烤串， “没觉得有钱

过， 但是也没觉得苦过， 反正坚持到后来

我就挣着钱了 ” 。 就是这样一群常年在

“有钱了” 又 “没钱了” 之间挣扎徘徊的

戏剧人， 就算没有条件， 也要创造条件搞

创作， 坚持自己的热爱。

七个戏剧人在这档真人秀里完成了

“真”而没有“秀”，两天的时间里拿出了一

部“零预算”却极其走心的作品。“一只不愿

意下蛋的鸡，它想看海。 这真的很美，很浪

漫，很诗意。”名导赖声川动情点评《养鸡场

的故事》，“这是小孩子看得懂、大人也会向

往的一个故事。 ”镜头扫过观众席，有泪水

从眼角汩汩滑落的黄磊， 有目不转睛的小

观众， 有散场时感慨万千的家长……笑点

密集却催人泪下， 这个故事的寓言是浅显

易懂的：愿所有的“小兰”都能找到大海，愿

所有的梦想都能喂饱现实。

在镜头前， 刘晓晔说起自己一直想做一

个戏，这是一个日本的故事，里面的主角是一

匹从未赢过比赛却坚持不退役的赛马 “春

丽”。一时间，弹幕上刷过无数的感动与敬佩。

“这种文化就应该走进大众视野”“看到一群

大老爷们在台上跟孩子似的蹦啊跳啊， 那是

为了理想而喷薄的生命啊，太动人了”……观

众从疑惑、好奇，到感动，开始愿意了解他们

所献身的事业， 综艺用三小时创设了这场美

好的“相遇”。

“有趣的灵魂”加上专业
的展示，碰撞出高质量的综艺
故事

两天时间里， 这群人在没有一分钱道具

服装费的情况下，做出了一部 20 分钟的高质

量儿童剧。 “并不意外，他们有这个实力。 ”周

黎明说，“第一集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年

轻戏剧人的状态， 现在国内诞生了不少能编

能导能演的全才，出过很棒的作品。 《养鸡场

的故事》的创作经历，对于遍布全国的校园剧

社和白领剧社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

观众可以看到， 他们是怎样就地取材，

把橡胶手套、 芦苇穗子、 纸板变成鸡冠、 鸡

尾和哥伦布的帽子。 他们是怎样惟妙惟肖地

表演母鸡下蛋的不同状态， 他们是怎样用戏

剧的手法， 在舞台上展现一个渺小生灵的伟

大旅程。

正如制作人谭娜所言， 打造这档综艺最

根本的初心， 是借由这样一个喜闻乐见的综

艺形式， 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戏剧工作者的才

华与闪光点。第一期节目中，有长达一个多小

时的内容，全靠七个人自行闲聊产生，那些风

趣幽默的对话里， 藏着观众会想要去发掘的

“戏剧彩蛋”。

“经营制”的新生活，需要戏剧人自己排

戏挣钱交房租。 因而有网友调侃，《戏剧新生

活》好像是“贫穷版的《向往的生活》”与“艺术

版的《极限挑战》”。 第一次试演后，他们坐在

台上情绪低迷，虽然表演流畅，但在他们眼中

这只是一个勉强及格的作品。 丁一滕和刘添

祺连夜重写剧本， 而刘晓邑也忙着重新添置

新的道具……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已经不到

12 个小时。 生活化的镜头下，他们机智、可爱

又率真，对生活能随遇而安，但对艺术执著而

又较真，面对创作永不满足。

站在那一方舞台之上， 面对聚光灯下观

众的期待， 就会理解纯粹的意义。 这台综艺

试图展示一个戏剧作品从 “毛坯” 变成 “成

品”， 再由 “成品” 变成 “工艺品” 的复杂

工序， 它试图说明一个问题———一张几百元

的演出票， 为何值这些价钱， 为什么值得你

走进剧场去看。

刘晓晔、修睿、吴彼、赵晓苏……他们的

名字因为一场“破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

晓。《戏剧新生活》能带火戏剧，是所有业内人

士都喜闻乐见的———希望它最终能成为一场

既有趣味又不失营养的艺术传播， 让越来越

多的人从“综艺观众”成为“剧场观众”，为行

业生态带来积极的改变与进步， 让戏剧真正

成为国民的精神食粮之一。

令人欣喜的是，圈住收视率的不再是“戏

剧之外”的话题，“戏剧是 1，其他才是后面的

0”让这档综艺有了更显专业的底色和更高的

价值追求。作为戏剧人的他们，是这档综艺最

大的宝藏，无论是上台前紧张到呕吐的 90 后

新锐 ， 还是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跑向中年的

“戏痴”， 他们对艺术理想那颗滚烫的赤子之

心， 值得观众在弹幕里飞过的无数高举的双

手———“鼓掌， 下一次我们剧场见”。

生活化镜头下的戏剧人机智、可爱又率真，对生活能随遇而安，但对艺术执著而又

较真，面对创作永不满足。 （爱奇艺供图）

位于北外滩的建投书局传记咖啡馆，发起“邂逅咖啡沙龙”。 （书店方供图） 制图： 冯晓瑜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许旸

抓紧抓实抓细防控
最快速度阻断传播

（上接第一版） 以最快速度阻断传播， 把扩散风险降到最低。

会议指出，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要进一步发挥

好应急指挥体系作用， 坚持守土有责， 层层压实责任， 更加精

准精细做好工作。 人员检测筛查要应检尽检， 人、 物、 环境要

同检， 流调溯源追踪要缜密精准， 所涉场所封闭管理要周密科

学。 要认真查找漏洞， 全面排查风险， 及时研究制定更有针对

性的防范措施。 要加强对基层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 深入了解

一线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协调解决。

会议指出， 要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 因时因势因

情施策， 科学精准精细防控。 始终紧盯入城口、 落脚点、 流动

中、 就业岗、 学校门、 监测哨等关键点关节点， 把各项防控措

施严格落实到位。 全市各社区要压紧压实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

理， 行业防控指南要全面落实到每个系统、 每个行业、 每个单

位， 持续抓好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春节将近， 要尽可能减少人

员流动和聚集， 完善相关疫情防控举措。 进一步加强宣传引

导，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增强市民防护意识。

市领导陈寅、 吴清、 周慧琳、 诸葛宇杰、 舒庆、 彭沉雷、

陈群、 宗明、 汤志平、 陈通出席会议。

充分发挥牵头协调
军地事务桥梁纽带作用

（上接第一版）他指出，过去一年，警备区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指示，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

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党建成效更突出，国防动员更高

效，基层建设更扎实，服务保障更有力，在疫情防控、双拥共建、

全面停偿、进博会安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强指出， 做好上海警备区下一步工作， 要大力加强思想

政治建设，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 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打牢听

党指挥的思想根基。 创新教育理念、 内容和方式， 用好上海丰

富红色文化资源， 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坚决落实根本

原则制度， 不断加强党管武装工作。

李强指出， 要加紧推进国防动员准备， 增强履行使命任务

能力。 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 努力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 与打赢现代战争相匹配的新时代国防动员体系。 要着力提

升建设发展水平， 对标国防动员领域 “十四五” 规划， 对接上

海经济社会发展布局， 以高起点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

工作重心放在基层， 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 牢固

树立大安全观， 严密防范重大安全风险，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

李强强调， 警备区要充分发挥牵头协调军地事务的桥梁纽

带作用， 当好遂行急难险重任务的 “突击队”、 巩固军政军民

团结的 “带头人”， 把服务部队、 服务驻地、 服务人民的工作

不断引向深入。 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一如既往做好对接服务，

切实帮助解决驻沪部队改革急需、 官兵急盼的问题。

市委常委、 上海警备区党委书记、 政委凌希代表警备区党

委作工作报告， 警备区党委副书记、 司令员刘杰在会上讲话。

市领导诸葛宇杰、 彭沉雷， 警备区党委常委徐国安、 周夕

根、 赵虎、 陈立新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