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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上海街头，透过书店玻璃橱窗，西式

百年咖啡骨瓷杯上的花卉纹样，沉淀着时间

的香气；一整面墙的中外图书专架打造出“咖

啡百科全书”……书香交织咖啡香，已经成为

彰显海派特色的一道景观，传递出城市的文

化温度。

一年一度的上海咖啡文化周期间，“上

海咖香，洋溢世界|上海书香，洋溢大地”

系列活动近日在上海香港三联书店举行，

“百年百款西式咖啡器皿特展”同期展出。

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邀集沪上80家品

牌实体书店共同推出150项系列活动，营造

浓厚的咖啡书香文化氛围，擦亮“咖啡城市

名片”。

当咖啡几乎成了新书店的标配，如何为

阅读推广有效“引流”？市书刊发行行业协

会副会长、秘书长汪耀华观察到，近年来书

店已成青年人团建、社区讲座的优选地，市

民喜爱的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图书推广与咖

啡经营空间融合、10多家书店开设咖啡外

卖业务等，书店咖啡经营业绩获得稳步提

升，也反哺导流了相关图书的销量，溢出效

应明显。

烟火气融入书卷气，咖啡主
题图书升温

作为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在上海

众多各具特色的实体书店里，兼具社交与

文化属性的咖啡消费新体验，融入了阅读

新场景。

当烟火气融入书卷气，咖啡主题图书销

售明显拉升。上海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沈骁介绍，店内专门辟出专架专区

重点陈列推广咖啡文化主题图书，囊括了从

咖啡豆识别到萃取、冲泡、拉花、品鉴等一系

列知识，以及咖啡在各国的历史、如何开咖啡

店等多个领域，以咖啡为支点，撬动图书文创

的消费热度。

“上海咖香，洋溢世界|上海书香，洋溢大

地”系列活动通过发布咖啡新书单、设计个性

化海报、咖啡主题书展、咖啡优惠、咖啡品鉴、

咖啡师培训、咖啡技能竞赛、咖啡店等级评定

等举措，带动“书+咖啡”销售。

书单上榜的书大都是近两年出版，如

《咖香书香在上海》《咖啡星人指南》《杯中

的咖啡：一种浸透人类社会的嗜好品》等新

书。其中，陈祖恩教授《上海咖啡：历史与

风景》 以第一手资料，生动阐述1920至

1940年代上海咖啡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

性，既有西区咖啡的异国情调、静安寺路咖

啡的时尚，也有南京路商业圈和苏州河北岸

的咖啡人文特色，还原了咖啡文化在上海的

形形色色。《咖啡馆招牌饮品》介绍35种手

调基底制作及100种家庭饮料；《咖啡馆沙

拉101》揭开了咖啡馆沙拉美味的秘密，拓

展了咖啡文化。

“百年百款西式咖啡器皿特展”呈现的

百款咖啡器皿中，以花式骨瓷为主，兼有描

金、手绘。“咖啡从满足口腹之欲的饮品，

逐渐演变为一种精致生活美学方式。”长三

角咖啡行业协会会长丁山告诉记者，很多知名

品牌首次集中亮相展示，比如英国皇室御用品

牌、世界十大名瓷之—Aynsley，韦奇伍德、

皇家阿尔伯特等精致瓷器品位代名词，都是爱

好者耳熟能详的品牌。

感受“第三空间”温情，咖香书
香传递美好生活的味道

业内指出，书店+咖啡，使得书店的存在

价值更加多元、生存空间也有所延伸，在城市

公共空间的赋能上多了一种功能，营造出“第

三空间”的社交价值，成为书房的延伸，兼具

客厅的格调、图书馆的氛围，也是城市“慢生

活”的写照。阅读推广与咖啡文化彼此赋能、

相得益彰，经营咖啡不再是书店的附属品，而

是让人更多感受到城市温情，体现书店的创意

和匠心。

随着越来越多咖啡品牌在上海落地生根，

包容、开放、富有活力的咖啡文化融入上海

DNA。参展80家书店策划的150种主题活动

将陆续亮相，比如，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首度

和云南保山合作推广品牌咖啡，通过20多家

参展书店向读者赠千杯保山小粒咖啡；交大书

院4种饮品买一赠一；新华传媒连锁旗下九家

新华书店推出“雪克啤酒黄油拿铁第二杯半

价”……

咖啡是阅读的理想伙伴，在书店与有趣的

灵魂，或许只有一杯咖啡的距离。除了惠民折

扣，多家书店也推出一系列咖啡文化讲座。二

酉书店联合恒基旭辉天地为商场白领送咖啡，

还有“大师手冲咖啡体验课程”等；新华文

创 · 光的空间策划手冲咖啡体验沙龙暨咖啡阅

读分享；读者 · 外滩旗舰店举办“啡一般的养

宠”插画展，并将推出现场手绘插画及手冲咖

啡品鉴；艺术书坊将举办“有点咖啡 有点艺

术”咖啡特调品鉴体验沙龙。

不少书店“脑洞大开”比拼创意，大大丰

富了逛书店的体验感。思南书局设计研发了特

色饮品，以冷萃咖啡为基础，加入咖啡利口

酒，带来浓郁的味觉体验。建投书局则推出

“传记咖啡馆 带上咖啡去旅行”，从北外滩港

口出发，通过海上航线探访全球四个咖啡产

地，包括埃塞俄比亚、巴西、印度尼西亚、中

国云南，在书籍和咖啡的香气中领略不同地域

文化。

沪上  家品牌书店同步推出咖啡主题书单及特色展陈，
深度挖掘咖啡文化内涵

当咖啡成书店标配，如何为阅读“引流” 探讨曲艺在当代如何创新发展，继爆款音乐

剧《南唐后主》后，“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呼

声最大、期待值最高的音乐剧《南墙计划》，历经两

年孵化、三年打磨如期而至。5月26日至6月4

日，该剧将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正式首演。“这部作

品献给所有忠于自己、追寻梦想的人们，献给我们

的少年时代，也献给我们同样曾经少年的父亲母

亲。”制作人和晓维说。

《南墙计划》以独树一帜的“京韵布鲁斯”，串

联起一个少年在失去与拥有、父与子、新与旧之间

的迷茫与成长、对抗与和解，用“新国风”音乐剧全

新的审美表达，刷新观众的视听体验。该剧讲述

了要求儿子继承曲艺衣钵的父亲，和坚持自己音

乐梦想的儿子之间的故事。父子争执的背后是传

统与先锋的对冲，更是代际之间不同的坚守。“新

旧思想的交替、当下两代人的故事，难能可贵是真

实。”导演周小倩介绍。

“四年前的‘孵化计划’诞生了《南墙计划》，能

看到这部作品至今在不断成长。”上海文化广场副

总经理、“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发起人费元

洪介绍，这部音乐剧两次投稿“孵化计划”，经过层

层遴选，从147部征集作品中脱颖而出。上海音

乐学院教授、“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评委陶

辛表示，“摇滚乐与曲艺在这部剧中能握手言欢，

因为他们发现彼此是同志。还有更多的人，唱着

《摇篮曲》，正寻找自己的路。”

这部音乐剧的最初灵感源自民俗小曲《探清

水河》，编剧、作词、助理导演孙浩程最初将主题放

在“青春且悲伤”的爱情。几年过去，为了让故事

更真实更完整更符合逻辑，光故事走向就反复修

改了20多稿，周小倩导演的加入，为最终成稿的

剧本注入了更加丰厚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悟。剧

本创作过程中，同为作曲、音乐总监的方一枝移用

了“撞南墙”的概念，作品得名《南墙计划》。

近年市场火爆，各类主题和音乐风格的原创

音乐剧层出不穷，但《南墙计划》与众不同，独树一

帜的风格标签，来自该剧作曲、音乐总监孙中泽音

乐“弹药库”中的重磅炸弹：京韵布鲁斯。“京韵”中

不只有京韵大鼓，还有北方曲艺的京东大鼓、梅花

大鼓、太平歌词、乐亭调，并与现代流行乐的鼻祖

布鲁斯融合，追求音乐自然本真的流露。《南墙计

划》的每段歌曲，孙中泽和方一枝都为演员录了唱

段示意，亲身将故事演绎一遍，带着演员节奏、语

气、声调、动作，逐字逐句地抠。《南墙计划》连说带

唱不间断，“这就要求我们对歌唱的叙说感非常敏

感，在音调和节奏中，分寸拿捏极微妙”，主演徐均

朔说。

《南墙计划》由上海剧伙音乐文化有限公司、

上海上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亚华湖院线联

合出品，上海剧伙音乐文化有限公司倾力制作。

该剧也是剧伙音乐和上玺文化继音乐剧《悟空》

《南唐后主》后，携手深耕“新国风”音乐剧领域的

第三年，联合出品的第三部音乐剧作品。

“京韵布鲁斯”燃动音乐剧迷的   

谈起一代文豪苏东坡，你想起的是东坡肉、

“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是他仕途的三起三落？作为

“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演艺大世界 ·全国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收官剧目，由四川人民艺术剧

院创排的话剧《苏东坡》将于今明两天亮相上海东

方艺术中心。

“苏东坡一生的故事都是戏。”话剧《苏东坡》

由曾创作《商鞅》《李大钊》的著名编剧姚远执笔，全

剧以乌台诗案开篇，着墨于“苏轼如何成为苏东坡”

的人生历程，即他44岁至64岁期间跌宕起伏的人

生经历。正是这20余年间，苏东坡两番遭贬谪，也

一度被重新起用。宦海沉浮，造就了他旷达的情

怀与开阔的视野。无论境遇如何，苏东坡始终保

持乐观豁达的精神，生命清雅恬适，生活别有风趣。

话剧启幕，现代“说书人”登场。故事不直接

从苏轼本人讲起，而是借“说书人”之口，向观众介

绍千古文豪苏轼姓名的由来，进而引入乌台诗案

始末。通过“说书人”这样的形象，形成时空的转

换与交叠，观众置身于全新视角。“怕是不对头哦”

“好巴适哦”，话剧中的解说带有浓浓川味，让观众

不断在川剧韵味中“入戏”和“出戏”。整台话剧不

时穿插四川方言对白，普通话与四川方言的杂糅

交替，不仅突出了四川特色，还增加了全剧的趣味

性。

创作伊始，导演查丽芳就决心把“话剧民族

化”的理念深植在作品中，让中国戏曲为作品增

亮，川剧中的特色“帮腔”贯穿作品，在剧情关键节

点多次出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些四川元

素的有机融入，既是话剧与川剧两种戏剧艺术形

式有机结合的大胆尝试，更是创作团队强化和展

现苏东坡蜀人身份的途径，让四川文化在剧情中

自然呈现。整场演出两个小时，帮腔与司鼓始终

在舞台一侧，“每次谢幕，演员们都会走到他们面

前，将艺术家请到舞台中央，这是对传统艺术的尊

重”，查丽芳说。

据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董事长罗鸿亮介绍，话

剧《苏东坡》经过两年多时间筹划和准备，目前已

经在全国进行百余场巡回演出，并推出文旅版《苏

东坡》和文博版《苏东坡》，实现文化与旅游的高度

融合，打造了“苏东坡”这一特色IP。今年，四川

人艺也将继续守正创新，推出大型原创话剧《苏

母》，讲述苏东坡母亲程夫人劝夫以进、教子以学、

持家以富成就“一门父子三词客，流芳百世八大

家”的励志故事，为即将开幕的四川艺术节和

2025年在川渝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提供

优秀的文艺作品。

著名编剧姚远执笔、导演查丽芳探索“话剧民族化”之作——

四川人艺话剧《苏东坡》亮相东方艺术中心

继获第32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网络科

幻小说奖”后，前不久，95后网文作家天瑞说符

《我们生活在南京》一举拿下第14届华语科幻

星云奖长篇小说金奖，并摘得2020-2022年度

新星金奖桂冠。《科幻世界》副总编、评委会主席

姚海军评价：小说弥合了网文科幻和传统科幻

的鸿沟，扩展了科幻细分题材的成长空间。

不只是他，在互联网这一天然具有“年轻

化”标签的场域中，一批95后、00后Z世代群

体，正以加速度姿态涌入科幻网络文学的生产

与传播，为科技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碰撞交融注

入大量年轻血液。网络文学土壤新、科技前沿

题材新、作者多是新人……三重“新”叠加，为本

土科幻写作带来强劲新动能。

超七成  后首次写网文首选
科幻题材

近年来，作者群体年轻化、高学历化趋势加

速，Z世代强势崛起，逐渐成为科幻网络文学创

新求变的新特征。《2022中国科幻网络文学白

皮书》《2022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等披

露的数据显示，去年共计超4.2万起点平台作者

创作科幻网文，在2022年首次创作便选择科幻

题材的作者里，72%为00后；去年新增科幻作

品42080部，同比增长近70%；约超七成科幻品

类签约作者为本科在读及以上学历。无论是创

作实践还是作品阅读，科幻网文已成为广大年

轻人接触科幻文化的主要渠道。

会说话的肘子、横扫天涯、卖报小郎君、黑

山老鬼、我吃西红柿、言归正传、火中物、空长青

等网络作者相继推出科幻题材新作，通过不同

视角丰富着科幻题材内容风格。以26岁的天

瑞说符为例，代表作《我们生活在南京》在起

点中文网畅销榜上长期排第一，讲述高三男生

白杨通过无线电台偶然联系上生活在2040年

同一地理位置的女生半夏后，两人共同面对未

知天灾的求生故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玮评

价——作品在专业的科幻设定、精彩的故事和

细腻的情感之外，还展示出稀缺的唯美风格，

最终完成了硬核科幻成就唯美故事的“新科

幻”实验。

天瑞说符一方面追求“硬核”——成名作

《死在火星上》列出一长串参考书目文献，引用

了有关过往火星任务和航天器设计的科研成果

论文，让不少航天迷直呼过瘾；另一方面他也坚

持，科幻再硬核也要服务于行文的可读性，“技

术细节犹如故事结构的砖瓦，是用来增强故事

的可信度，而不是成为读者的阅读障碍。”

网友自发“做笔记”激活社区生态

不难发现，当下年轻网文作者更看重读者

的反馈互动。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科幻网络

文学的社区生态正迅速成熟。不少用户表现出

了超常的主动性，积极参与自发式科普互动，借

助网文平台即时段章评等形式，在作品讨论区

自发整理知识点，写下长长的“笔记”。

比如，在天瑞说符《我们生活在南京》的评

论区，有无线电技术爱好者在线解释相关专业

名词的释义和用法；在晨星LL《学霸的黑科技

系统》评论区，有读者详细围绕“周式猜测”“孪

生素数猜想”“角谷猜想”等答疑解惑，曾一度引

发大规模的科学话题交流。

前不久，网文“十大名场面”揭晓，远瞳的小说

《深海余烬》第212章“变回去”一幕入选。他直

言，随着科幻市场日益壮大，懂科幻的专业人士变

多了，读者群藏龙卧虎，这反过来激励作者要精益

求精。“排行榜竞争激烈，年轻作者特别多，90后

甚至00后网文作者涌现。写科幻需要灵活的头

脑和新的知识库，越年轻的作者知识库越新。”远

瞳期待，《深海余烬》等作品能向网友传递坚持乐

观生活的态度，“如果大家能笑着看下去，又能从

故事中获得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启迪，就更好了。”

通过科幻小说传递正向能量和家国情怀，也

是95后写作者九月酱的愿景。他曾任某大型公

司驻外财务，在非洲工作多年，将当地的见闻、行

业知识与想象力结合，完成了《大国科技》的连载

更新，通过科技细节展示国家方方面面的进步，作

品成绩达到17000均订。

科幻  “长尾效应”愈发凸显

传统科幻母题在网络文学语境里生长出一系

列新的融合写作方向，涵盖进化超能、星际文明、

超级科技等多个子类别，丰富了科幻网文内容生

态。据不完全统计，进化超能、未来世界、星际文

明是近三年来增幅明显的细分题材，2022年数量

规模相较2020年翻了一番，满足了读者多样化阅

读期待，古武机甲与时空穿梭等既有题材作品数

量则有所衰减。

“科幻题材的开掘正在走向深处，作者们已不

再满足于对机甲、穿越等科幻符号的简单套用，而

是更深度地将大数据、宇宙探索、人工智能、生物

技术等前沿科技元素，以及年轻一代的时代记忆

和家国情怀融入作品，展现出新一代网络文学创

作队伍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感。”有学者举例谈

到，90后科幻网文作者三百斤的微笑在《我的瓶

中宇宙》中利用生物科技创造了有智慧的微缩细

菌文明；95后作者九月酱、爆发式等则将模拟器、

芯片、航空发动机、机械外骨骼、核动力、智能脑机

等前沿科技融入《大国科技》《穿越成为失落文明

的监护AI》中，尝试赋予科幻题材以崭新面貌，与

《深空之下》《千年回溯》《赛博英雄传》《夜的命名

术》等科幻网文组成代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代个

体现实经验与精神生活的生动映照。

《开端》《夜的命名术》《星域四万年》等科幻网

络文学陆续开发成影视、动漫、有声书、周边衍生

品等，科幻IP的“长尾效应”逐步凸显。在中国网

文“生态出海”新阶段，以《地球纪元》《超神机械

师》为代表的作品“走出去”，是科幻网文“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典型样本，彰显出中

国科幻网络文学持续攀升的海外影响力。

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幻符号的套用，小说中融入年轻一代的前瞻思索与家国情怀

新动能来袭！95后  后正在涌入科幻网文写作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姜方

《我们生活在南京》《夜的命名术》《深海余烬》《灵境行者》等科幻网文涌现。 （主办方供图）

▲上海香港三联书店西式咖啡器皿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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