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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嘉硕 摄影报道

12月 4日深夜 11点多，在北京望京的一处

写字楼里，原定于 9点下课的夜校架子鼓课程，

老万硬生生地“拖堂”了两个多小时。老万来自

云南，是一支摇滚乐队的鼓手，也是一名夜校

老师。每周，他会抽出两个晚上在工作室开设夜

校课程。

北京的冬夜寒风瑟瑟，等车间隙，学员李鹏

问老万：“老师，我们就交了 1 个小时的钱，你

多上了这么长时间，图啥？”老万说：“其实这

个课也没有什么死规定，跟你们聊开心了，就

多上一点。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们还一起

吃了蛋糕啊。”

近一两年，夜校风潮在城市中“复兴”，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当今夜校在社会功能上，

已与几十年前的传统夜校有很大不同。绘画老

师、北京斑马市民夜校主理人宋琰觉得，现在夜

校的教学方向已从职业技能向兴趣拓展转变。

年轻人通过接触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课程，

拓宽知识面，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同时，夜校

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平台，结识志同道合

的朋友。各类夜校课程五花八门，平均几十元一

节的课程，也让想报名的年轻人没有负担。

作为北京最早关注到夜校的一批人，在互

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的黄影沙立马想到了做

“资源整合”的生意。今年 10 月，他在社交平台

创办了账号，每天发布北京各个地区不同种类

的夜校信息。每次开课，他也会利用“职务之便”

旁听，接触新的领域。

孙梦雨是一名公务员，她在某社交平台找

到黄影沙，通过他的推荐，来到老万的工作室上

架子鼓课。当天是她第二次上课，作为一个音乐

“小白”，从识谱到练习节奏感，她花了 3个小时

做基本功训练。“我从小是循规蹈矩长大的，现

在就特别向往不同的生活方式。”谈及报夜校的

初衷时，孙梦雨说。

朝阳区的一家酒吧新开设了葡萄酒品鉴夜

校课，由获得国际认证的专家级品酒师讲授。

范凯琳与陈映玥都是第一次来上课，一见如

故。她们把自己定义为不善交友的“i人”（内
向的人——编者注），“但喝酒之后，感觉就可以

（聊）了”。

当天课程的主题是“单宁”，主要讲解葡萄

酒的口感结构。两个人听着课，从葡萄酒聊到啤

酒，又聊到最近不约而同在上的摇摆舞夜校。下

课后，她们顺势在吧台各自点了一杯自己喜欢

的酒，继续畅聊。“参加品酒夜校，可以跟一个在

生活上没什么交集的陌生人聊天，话题是不可

预测的，每个人都是随机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事情。”陈映玥说。

80 后沈薇是一名外科医师，自称曾经是

“工作狂”，经常在周末加班。现在，她有了更多

闲暇时间，便为自己排满了各种艺术培训类课

程，周日的陶艺夜校就是其中之一。当天课程的

主要内容是陶艺拉胚，其他学员还在苦于制作

合格的胚型时，手上功夫过硬的沈薇已经做好

了一个漂亮的陶碗。

“我学了很多艺术类课程，发现这些东西都

是通的，就都想学。”每周六晚，沈薇和 7 岁的

女儿一起学画漫画，到了周日，她白天学隶

书、篆刻，晚上钻研陶艺。她觉得自己“几乎没

有童年”，虽然喜欢艺术，但在父母的劝说下

只能学医。“小时候想玩些兴趣爱好觉得很不

好意思，现在开始学习艺术，就好像当了一个

小朋友，在努力地像海绵一样吸水，脑子活起来

了，心也活了。”

宋琰的油画课已经开了 3 次，16 名学员次

次全勤。当天的课上，他们学习临摹一张风景照

片，宋琰时而把所有学员叫到一起指导，时而走

到一个学员的座位前，帮助调整画布上的笔触。

他十分享受教学和互动的过程。

今年 9月，看到上海夜校的成功，一直想打

造成人综合学习空间的宋琰立即着手谋划。作

为一名从业十余年的成人绘画教师，他的单次

一对一课程价格近千元，而在晚上，16 个人的

夜校大课，单人收费是 500元 12次。他说，做夜

校没有过多地考虑盈利，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公

益事业。“到了这儿，大家都抛开了功利心，是一

种真心的交流。”

宋琰的夜校目前已上线 3 期课程，包含绘

画、音乐、舞蹈、书法等。他认为，虽然夜校是一

种兴趣入门课，但“越入门越要有好的老师来

教”，不能做“一锤子买卖”。

另一名夜校创始人刘国杰有同样的初心：

“这个时代的职场人太累太‘卷’，我想提供这么

一个地方，让大家把压力和情绪通过爱好释放

出来。很多人说现在的年轻人‘佛系’‘躺平’，但

热爱的东西，他们是一定会去追随的。”她的夜

校开设了十余门课程，单人收费也是 500 元 12
次课，已有上千名学员前来学习，有些学员甚至

成为了新课的老师。曾有一位律师来学习茶

艺，他发现同班的年轻人法律意识有些淡薄，

于是向刘国杰提出开设公益课堂，为年轻人普

及婚姻法和劳动法。

油画课学员王心月说，自己是按照“父母设

定的路线”长大的，为了不留遗憾，决定通过夜

校重拾曾经的美术爱好。“虽然过程很辛苦，但

回过头看到‘果实’的那一刻是满足的。最令人

遗憾的是你本来可以做，却没有做。”

12月 6日晚上 10点，一个半小时的夜校油

画课准时结束，边亮在画板侧面签上自己的名

字，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白天，他是互联网大厂

的一名程序员，一般晚上九十点才下班。但每周

三，他会特意早走一点，坐一个小时地铁，来到

宋琰的市民夜校学习油画。从小就喜欢画画的

他，上学时更多的是想考一个好学校，当时老家

的艺术类课程也比较少，现在每周都抽时间过

来学一学。

“能专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感觉到

累，挺开心的。”边亮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鹏、孙梦雨、黄影沙
为化名）

在夜校 找自己
“夜校这件事，往小了说，它能让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从生

活的疲惫中微微抬起头，瞥见不一样的天空。往大了说，它为一
个人的生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12 月 5 日，

北京市朝阳区一

家酒吧内，一堂

夜校葡萄酒品鉴

课 在 进 行 中 ，

课 程 由 获 得 国

际 认 证 的 品 酒

师讲授。

12月6日，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的一处写字楼里，夜校油画课老师宋琰（左三）在指导学员们作画。他的夜校油画课开课3次，16名学员次次全勤，不少学员在这里重拾了童年时未能得到发展的绘画爱好。

12月4日，北京

市朝阳区望京的一

处写字楼里，夜校老

师、乐队鼓手老万

（左）戴上生日帽。

当天是他的生日，

夜校架子鼓课程结

束后，学员们一起

为他庆祝。

12月5日，北京

市朝阳区一家酒吧

内 ，品 酒 师 王 晔

（右）在夜校葡萄酒

品鉴课程结束后继

续与学员们交流。

12月3日，北京

市东城区文化馆，古

典舞公益培训班上，

90 后 学员张沈锐

（左）跟随文化馆老

师石原学习技术动

作。以前，这里的学

员大多为 60后、70

后，现在逐渐开始

涌 现 年 轻 人 的 面

孔。张沈锐所在的

班里共 20 名学员，

有 4名 90后。

12月6日，北京市朝阳区国贸的一处写字楼里，一堂以亲密关系为主题的夜校心理课上，夜校学员与老师热情互动。

12月3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建材城顶层，夜校陶艺课老师柴鑫杰（右四）在授课，当天课程的内容是陶艺拉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