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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店到酒吧：图书玩转品牌年轻化

从摆摊到“蹦迪”的花式合作

除了与跳海酒馆的合作，出版机构与其他酒吧的图

书活动合作不断拓展，如中国纺织出版社与宇宙客厅举

办“华钗流光——中国传统首饰图像展”。宇宙客厅位

于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在学术酒吧界十分出圈。这一

展览便将传统文化以轻量化形式触达年轻群体。

此外，出版机构在酒吧举办的图书活动不仅包括常

见的图书分享会，还有展览、联名产品、摆摊，甚至蹦迪

派对等多种形式。译林出版社营销编辑伊夏在南京的

跳海酒馆摆过摊，推销新书《恐龙疗法》。她回忆，在酒

吧院子里有很多摊位，她当时还带了一些文创和帆布包

一起销售。“我摊位的产品是全场卖得最快的，最后只剩

一部分大部头书没有卖出去。”这次摆摊带给她的感受

和书市摆摊很不一样：“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可

能并不了解图书和出版社，只是觉得产品有意思就会买

单。”

跳海酒馆与出版机构的合作形式也十分丰富，由于

其全国42家门店的特色不同，即使是同一种活动，各门

店也会根据门店资源策划不同的形式。如西安跳海酒馆

在《疯狂与深情：艾伦·里克曼日记》活动中特别策划出

“十级哈迷测试试卷”等，形成“同一物料，多样玩法”模

式。北京跳海village店长王卓越说，店里有一场特别的

活动让他印象深刻——图书品牌野望在《我要快乐！当

妈妈们开始追星》新书分享会后策划了蹦迪派对环节。

野望发布活动预告时表示，欢迎大家COS（装扮）成心中

偶像或任何想成为的模样。当晚新书沙龙结束后，她们

便带着观众开始了一场以“不得不爱豆”为主题的复古

Disco派对，将图书沙龙转化为沉浸式娱乐体验。野望后

来在小红书发布笔记，“活动那天舞蹈、大笑、干杯的瞬间

被我们反复咀嚼，几位编辑的脸上也久违地浮现了一些

人味儿”。

学术酒吧的基因密码

学术酒吧究竟新奇在哪儿？与其他读书活动有什

么区别？在酒吧办过图书活动的编辑们的感受主要有

以下几点。

受众年轻化。学术酒吧主要流行于城市青年群体，

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相比以往的读书活动，参与

者更年轻，且这类群体的求知欲和表达欲更强烈。在学

术酒吧现场，大家的名字被隐去，观点被放大，酒吧的松

弛感也让读者愿意更坦诚、直接地表达自己，打破了传

统书店的严肃感。随之产生的是不同学科背景、行业背

景的人就同一个问题热烈交流。这满足了大家对公共

讨论空间的需要，这也是学术酒吧吸引年轻人的重要原

因之一。记者在学术酒吧活动中发现，由于大家兴致满

满地交流，活动甚至延长了半个多小时，即使活动散场，

也还有不少人留在现场互相交流。

去中心化互动。学术酒吧更侧重趣味互动和开放

式交流。在中国纺织出版社市场部负责人董超看来，这

种强交互的模式对嘉宾的要求很高，这里主打思想碰撞

而非单向输出，嘉宾要做好随时被质疑的准备，被问到

哑口无言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出版机构的大咖作者

不一定能很快接受这种氛围。同时，伊夏建议：“要避免

强知识输出，多聊一些能引发大家讨论的内容，最好多

给观众发言的机会。”这也说明出版机构在酒吧办活动

需要平衡内容深度与轻松氛围。

受访的编辑们对与学术酒吧合作都保持着开放心

态。伊夏一开始担心因为涉及饮酒不能直播，会限制活

动的线上传播。但是在跳海酒馆办过活动后，她发现

“现场氛围特别有趣，也希望通过这类活动为图书营销

创造一些新的内容”。纺织社的董超也有同样的考虑，

“2024年整体图书市场低迷，图书营销难做，我们想探索

新市场、新模式，所以学术酒吧一出现我们就开始关

注”。纺织社也提出过很多次学术酒吧活动的选题方案

并与酒吧负责人探讨。

双向免费的非营利逻辑

尽管合作形式多样，但出版机构与酒吧方均明确表

示，此类活动“不为赚钱，只为宣传”。长期组织学术酒

吧活动的一位读书会创始人更是坦言不赔钱就好，对于

这类活动组织方而非场地方来说，举办学术酒吧活动单

是场地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场活动人多的话付

包场费，人少的话按每人50元的标准来付场地费。能

给一些人带来收获才是价值，没考虑赚钱的事。”

跳海酒馆与译林出版社的合作采用“双向互免”模

式。伊夏介绍，跳海酒馆提供场地，出版机构提供活动

内容素材（如图书金句海报、插画等），物料成本双方分

摊，跳海酒馆负责活动策划、设计及落地执行。活动人

员成本上，主持、嘉宾也以编辑为主，可以避免高额嘉宾

费，强调“轻量化合作”。“相当于我们活动的成本其实就

只有物料费。”在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部营销编辑张露

看来，这样的合作模式为出版机构提供了低成本试错机

会，但也不能盲目尝试，她提醒道：“需警惕‘为活动而活

动’，内容与场景契合仍是核心。”

此外，跳海酒馆的此类活动通常对外也不收费，甚

至不需要报名，现场的消费者可以自愿参与。宇宙客厅

也同样不收取学术酒吧的活动费用，参与者在小红书平

台留言报名，到店消费酒水即可。

从图书转化来看，因为酒吧没有图书销售资质，图书

销售通常只能通过现场的二维码导流至出版机构店铺，

直接转化效果十分有限。以纺织社与宇宙客厅酒吧合作

举办的“华钗流光——中国传统首饰图像展”为例，记者

来到酒吧展览现场，发现图书的引导只是在角落小桌子

上摆着摩点平台的众筹二维码，不刻意寻找很难发现。

董超则坦言，办这场活动本来也不是想卖书，只是想宣传

书的内容，能在学术酒吧的热潮做一些尝试就很好了。

品牌宣传价值超越销售

从采访结果看，不论是酒吧还是出版机构，举办活

动的目的都不是销售。出版机构普遍更注重宣传效

果。董超告诉记者：“我们看中的不是一次活动带来的

收益，而是希望将图书内容更广泛地传播给大众群体。”

学术酒吧的活动也确实为出版品牌带来曝光，图书宣传

效果显著。

伊夏介绍，活动期间，小红书平台有许多读者发布

打卡笔记，译林社和跳海酒馆小红书账号发布的活动笔

记也有不少爆款。活动现场的人数也常常超出预期。

张露也明显感觉到了宣传效果，在与跳海酒馆合作

举办加缪图书活动、加缪影像展时，虽然活动现场转化

不多，但是《孤独与团结：加缪影像集》在活动结束后加

印了2000册。“这其实是2019年的书，通过活动的宣传

让‘老书’也有了‘新生’的机会。”更明显的还有读者群

体的扩大，张露所在的人文社科部通常读者是受到人文

学科训练的中年或者年纪更长的群体，“通过与跳海酒

馆的合作，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我们的新书，还覆盖了

我们日常图书营销没有覆盖的读者”。

酒吧的文化调性塑造

对于酒吧而言，文化活动既是引流手段，也是品牌

调性塑造的关键。王卓越原本在某文化公司书店工作，

来到跳海酒馆之后，他一直十分重视跳海的文化调性塑

造，他牵头促成了跳海的许多文化类活动，与出版机构

的合作大多也由他联络。

在他看来，跳海酒馆举办图书活动的逻辑与一般

的图书活动大有不同。对跳海来说更重要的是邀请的

人而非活动本身。“我们注重邀请年轻化的嘉宾来给参

与者提供不同的体验，降低活动的门槛，让大众参与进

来，成为内容的产生者。”王卓越谈道：“我们曾邀请作

者在新书发布时在跳海围炉夜话，现场所有人围坐在

一起聊天，打破传统沙龙的层级和权力不对等关系。”

他认为，酒吧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对内容的包容

性足够强，对于想举办活动的出版机构或书籍类型没

有特别限定。

虽然举办文化活动是为了提高品牌的文化调性，但

在与出版机构的合作中，也有不少销售效果极好的案

例。“与译林出版社合作推出的加缪联名酒上市之后，当

天就卖空了。”这也证明青年群体愿为文化附加值买

单。王卓越透露，未来也计划进行更多的文创合作。

出版机构只参与而不主导

在书店等场域举办的图书活动一般由出版机构主

导，而就采访结果来看，在学术酒吧场景下，出版机构的

角色更多转向“内容提供者”“参与者”，而非主导者。这

样的活动模式是否会让出版机构陷入边缘化？以张露

的经验来看，这类活动基本由酒吧主导，出版机构通常

扮演内容把控的角色。译林社与跳海酒馆举办加缪作

品阅读分享会时，提供文字、图片素材，负责嘉宾邀约，

把控对谈质量，展览陈列都由跳海酒馆负责，“我们则是

参考把控质量”。与酒馆合作推出的加缪联名酒，“考虑

到第一次采用联名合作模式，且涉及酒水经营类别，设

计制作和售卖都由跳海酒馆独立运营，收益也归跳海，

我们出版社是授权图片以及挂名合作”。

学术酒吧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多个大城市悄然兴起，成为城市青年

时髦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社交新地标。以跳海酒馆、宇宙客厅为代表的社

群酒馆品牌，凭借文艺调性与灵活空间，吸引多家出版机构将图书活动

“搬入”酒吧，探索从图书分享会、艺术展览到联名产品、主题派对的多元

合作模式。

2022年至今，单向街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新经典文

化等出版机构先后与跳海酒馆合作，推出“未来的路”联名酒、韩炳哲作品

共读、加缪影像展、《血与蜜之地》分享会等活动。2024年，未读的十周年

活动以“五城巡回流水席”形式联动5城跳海酒馆，译林社《疯狂与深情：艾

伦里克曼日记》展览联动11城跳海酒馆。

跳海酒馆《恐龙疗法》沙龙活动

跳海酒馆艾伦·里克曼展览 宇宙客厅“华钗流光——中国传统首
饰图像展”

出版机构具体怎样与酒吧合作？编辑又有怎样的经验？

译林出版社《恐龙疗法》新书分享及疗愈

沙龙

适合在酒吧做活动的图书一类是可以直

接展示互动的绘本，还有一类是作者本身有粉

丝基础或者图书本身包含大量图像素材，可以

做展览活动。我们的新书《恐龙疗法》是绘本，

很适合进行互动和轻松地分享。我们和跳海

酒馆合作了两场活动，一场活动是我去跳海酒

馆摆摊，另一场是我和另外2个编辑一起做图

书分享的沙龙。我们的沙龙活动没有请嘉宾，

就是3位编辑一起很松弛地和大家聊做书的过

程、版权方案、营销时和KOL交流的感受……

分享结束后，通过图书礼盒里的卡牌，让大家

聊一聊自己的心里话，强化参与感。同时还制

作了小恐龙的定制杯垫送给到场消费的顾

客。作为酒吧的常用物品，杯垫的联名定制也

是跳海酒馆常用的合作方式。 （伊 夏）

译林出版社艾伦·里克曼展览

在跳海酒馆做活动和在书店做活动的出

发点是很不一样的。在书店做活动首先要考

虑谈话内容的深度和质量，但是在跳海酒馆

做活动，就要想怎么把活动做得轻松快乐、

好玩有趣，对创意的要求更高。对于新书

《疯狂与深情：艾伦·里克曼日记》，因为艾

伦·里克曼是“哈利·波特”中斯内普教授的

扮演者，我们借“哈利·波特”重映的时机，把

书中与“哈利·波特”拍摄有关的日记内容全

部摘出来，打印后布置在酒吧里。后来跳海

酒馆的其他分店要加入展览活动，我们又进

一步完善物料，增加了艾伦·里克曼“毒舌”

特质的内容和酒相关的素材等。在最初做这

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艾伦·里克曼的

粉丝群，相关活动信息我们都会及时发在粉

丝群里。很多粉丝都会第一时间赶去打卡，

还有读者在现场朗读写给艾伦·里克曼的

诗，我们都非常感动。 （张 露）

中国纺织出版社中国传统首饰图像展

宇宙客厅的学术活动主理人王老师一直

想要做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他看到我们《华

钗流光：中国传统首饰》的众筹项目后，觉得这

就是他想找的内容，于是主动联系我们进行了

活动共创。我们一致认为书中海量藏品的精

美高清大图非常适合以影像的形式展示出来，

于是我们决定举办一场中国传统首饰图像

展。这算是图书正式上市前的预热活动。书

里涉及的藏品有1000多件，酒吧空间有限，覆

盖在地面原本张贴的内容上效果也有限，所以

我们决定利用店里上方的空间，把海报图悬挂

起来。现场参观者还可免费盖展览限定章，消

费任意饮品或拍照打卡发小红书，还可领超美

点翠凤冠陶瓷杯垫。宇宙客厅及纺织社小红

书官方账号发布活动信息后，很多读者都表示

非常感兴趣，现场的限定章也吸引了很多集章

爱好者前去打卡。本次活动成本共计不到

1000 元，主要是印刷品及周边产品的制作费

用，但品牌曝光远超预期。 （董 超）

● 活动手记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3月30

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作

家毕淑敏的最新长篇小说《昆仑

约定》。“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

约定》发布会”于首都图书馆·首

图剧场举办。作家、心理学家、内

科主治医师毕淑敏，当代著名作

家梁晓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委员、著名评论家施战军，新东方

创始人俞敏洪，围绕《昆仑约定》

从创作、使命感、青春与奉献等多

角度展开对谈。中国出版集团党

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长臧永清出席活动并致辞。首

都图书馆馆长毛雅君出席活动并

作为代表接受作家毕淑敏赠书。

活动由著名主持人李思思主持。

活动现场人员数爆满，同步

直播获得由抖音、今日头条、西瓜

视频发起的名人名家知识活动

——“大有学问”项目特别支持。

毕淑敏与人文社有着长期且

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血玲珑》到

《拯救乳房》，再到《毕淑敏心灵四

书》等作品，都由人文社出版。

臧永清谈到，近些年，不仅广

大读者一直期盼着毕老师的新

作，人文社也一直期盼着。终于，

等 来 一 部 大 作 品——《昆 仑 约

定》。毕淑敏创作至今，包括《昆

仑约定》在内共有6部长篇小说问

世，人文社占据了“半壁江山”。

足以见得她对人文社的信任，这

也正是人文社能够坚持做原创文

学的源泉和动力。

毕 淑 敏 谈

道：“写《昆仑约

定》是我埋在自

己心里几十年的

种子，也是我对

一座山许下的承

诺。年轻的时候

没有写，是怕自

己写得不够好，

技艺不够，没办

法把那些强烈的

震 动 感 表 达 清

楚。出于私心，我特别希望这部小说在生

命末期临近的时候去完成，所以我决定尽

可能延后。但，岁月不饶人，再推，我害怕

自己写不完了。有一天，我算了算日子，已

经70岁了，那就开始吧！”

当主持人李思思问到创作过程中的艰

辛时，毕淑敏答道：“我当兵的时候是最高

等级的身体素质，所以才把我分到西藏去，

这么多年我几乎没住过医院，但是写这部

长篇的过程中我一共住了四次医院、三次

急诊，甚至报了病重，但是我真的不害怕，

为什么？最重要的是，我的《昆仑约定》第

一稿已经完成了。

同为作家的梁晓声也曾面临过这样的

情况，他坦然道：“当时《人世间》的初稿已

完成，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最后要做的那

件事，大体上已经做完了，是‘对得起此生’

的感觉。”对于梁晓声而言，是《人世间》，而

于毕淑敏而言，便是《昆仑约定》。

俞敏洪表达了对两位作者的敬佩，他

谈到，如果没有他们的表达，所有这些经历

都会烟消云散，不管是青春戍边的故事，还

是在北大荒开荒的故事。没有记录就没有

历史，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人文，就没有后

代人可以参照的坐标。

《昆仑约定》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原

戍边为背景，塑造了一批不畏艰苦、个性鲜

明、敢于牺牲、保家卫国的军人形象。未定

国界处，气候条件恶劣、物资匮乏、医疗条

件简陋，挑战重重，戍边战士不畏艰难，用

血肉之躯筑起生命的防线。毕淑敏以亲身

经历为底色，将时代风雨与个人命运紧密

相连，刻画了戍边战士对理想主义的执着

追求。

施战军认为《昆仑约定》的情节黏性

强，群像描写和深层意蕴处理出色。他

还提到，从通识意义上说，《昆仑约定》是

一本写人生海拔的书。“只有云知道”，知

道什么？知道人生能有多高。同时，昆

仑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毕淑

敏通过描写普通士兵的故事，将“人性的

高度”“人心的尺度”“生命的广度”“思想

的深度”相融，唤起读者们对精神高度的

向往。 （沈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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