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闻香识女人》中，双目失明的史法兰中校依靠灵敏的嗅觉，只需通过香水的味道，就能识别异性的身高、发色乃至眼睛的颜色。

不知现实中，是否真有史法兰中校这类奇人。但若把“闻香”的对象换成咖啡，技术上的难度显然要小很多。也许我们习惯了茶味的东方

鼻子，永远无法准确区分咖啡在味道上的细微差别，但却可以通过亲身体验，来辨别不同咖啡馆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取向。

在合肥谈咖啡文化，难免要被一些见过世面的人嘲笑，他们嘲笑别人的依据是，合肥既不是咖啡的产地，咖啡又不如茶那样通行和普

遍，甚至也没有多少像样的咖啡品牌，能有什么文化？事实上，当我们谈论咖啡时，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正在成长的城市文化，咖啡馆不过

是一种载体。我们通过在咖啡馆中啜饮咖啡，聊天，看电影，听音乐，参加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文艺活动，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来一

次温柔并且彻底的释放。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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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咖啡馆的老板往往都是艺

术狂热分子，就像狗镇咖啡的店主

庄严，他开咖啡馆的初衷，就是为了

有个场地给自己开个人画展。文艺

气息浓厚的咖啡馆多半是小众的，

但不代表小众的就一定文艺。距离

狗镇咖啡不远的永无乡女仆咖啡能

开起来，则是缘自店主对动漫的热

爱。

小众咖啡馆的店主也有各种不

同的类型。永无乡的老板蔡馨，对

非动漫爱好者也表示欢迎，来者不

拒。但庄严则有点担心生意太好，

会让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

庄严把自己的咖啡店称为独立

咖啡店，他并不关注咖啡的品质，也

没有精力去关注。因为他身兼老板

和店员，只有女友偶尔回来帮忙搞

一下店里的卫生。

小众咖啡馆，更在意顾客对店

里的文化特色的认同与否。它们一

般面积都不会很大，但在店内的布

置上非常讲究。如艺术品、书籍、乐

器、仿古家具等，是这些小店的常见

陈设。在这些咖啡馆，最常见的是

著名或非著名艺术家组织参与的活

动，诸如各种展览、小型音乐会、研

讨会，甚至是话剧表演等等。

有些咖啡，定性为小众咖啡馆

其实并不合适，但事实上它的顾客

群体就是很小众，比如 Shipyard

cafe（造船厂咖啡），老板是位法国

男子，他的咖啡店几乎成了外国人

的聚集地。

同在财富广场，咖啡书语与果

仁、星巴克、栖巢相比，就显得小众

化得多，而来这里的也多半是文艺

青年。他们对里面的书更感兴趣，

在环境上倒是没有苛刻的要求。

今年9月份开业的微时光咖啡

馆，比较奇特，是人在豆瓣小组里倡

议创办的，竟有86位股东。发起人

带领着其他股东，做了一个关于咖

啡的梦，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

事。这让微时光显得与众不同，更

富有吸引力。

咖啡馆：正在成长的城市文化

本世纪初，咖啡馆在内陆大

概还算新鲜事物。最早进入合

肥，且目前仍然受欢迎的两个咖

啡馆品牌：一家是上岛咖啡，另一

家是城市花园咖啡，它们都宣称

“源于台湾”。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和信息

获取渠道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合

肥人明白，真正“源于台湾”的，也

许只是咖啡豆，或者咖啡店的经

营管理模式。

不过谁也不会在这件事上较

真，顾客最终在乎的还是咖啡馆

的环境、产品和服务。在没有更

多选择的年月，早期进入合肥的

咖啡馆，实际上引导了市民重新

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

惯。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除了

喝酒和打牌，业余活动还可以这

样安排！

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咖

啡馆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使

人在厌烦了家和单位的两点一线

生活之后，有了新的去处。相比

茶楼而言，这类咖啡馆体现了一

种中西结合之趣，餐饮的选择余

地更大，环境上也更有情调和档

次。但是中西结合，也就注定了

它们不可能是纯粹的咖啡馆，而

更像是能够喝到咖啡的茶餐厅。

咖啡馆中颇能体现东西方文

化的交流与碰撞，茶与咖啡，牛排

和盖浇饭，番茄酱与豆瓣酱……

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融入了本

土的特点，变得更易于消化和接

受了。

最近几年，合肥逐渐跨向二

线城市的行列，地域、人口、经济

都在急速发展。一些国际知名的

咖啡品牌，凭借它们逐利的本性，

发现时机已经成熟，便纷至沓来。

紧跟星巴克之后，costa也在

合肥开设了分店。基于同样的原

因，现在的合肥人，可能已经对这

些国际品牌的底细有了更为深入

的了解。网上流传的评价是，星

巴克虽然已经遍布全球，但在美

国其实也就是普通平民消费，完

全没有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高级

和时尚。不过不管如何，星巴克

和costa在环境上更像纯粹的咖

啡馆，自助的消费方式让很多人

不适应，但想一想泛滥如洪水的

肯德基麦当劳，心下也就释然了。

猫屎咖啡馆的店名采用的就

是一种咖啡的名字，这种情况并

不常见。但这家港资企业自从在

广州开了第一家店以后，看来是

财源滚滚，听说马上要在合肥开

第二家分店了。

外来咖啡馆：从“源于台湾”到“国际大牌”

合肥本土自创品牌的咖啡

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来品

牌的启发。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

段，城市人群不断增长的娱乐休

闲需求，呼唤投资者进入这一领

域。

2006年起步的栖巢咖啡，是

做得较为成功的本土连锁经营品

牌。现在在省城，栖巢已经呈遍

地开花之势，几乎在所有的商务

集中区都能找到。

时隔 5 年之后，同样做连

锁经营的韵迪咖啡才在合肥

开出自己的第一家店。同年，

在合肥财富广场，标榜时尚和

异国情调的果仁咖啡正式营

业。

在这中间的2009年，一款以

“源自新加坡”为噱头的咖啡店出

生了，并很快在合肥扩张。其实

这也是一家本土的自创品牌，叫

研磨时光，诗意的名字加上店内

简洁的装修风格，一时也吸引了

众多咖啡爱好者。

投资者基于对咖啡文化的了

解，以及城市休闲文化发展脉

络的精准把握，纷纷出手。与

此同时，一大批嗅觉灵敏的生

意人也察觉到了商机，开始做单

店。但在规模和品质上，真正值

得一顾的并不多见，而且这些像

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咖啡店，大

部分与棋牌室的差别并不大。

但这种跟风，也使投机者尝到了

甜头。

然而，随着外来品牌，尤其是

一些国际品牌相继进入合肥，并

不断扩大包围圈，未来，本土咖

啡馆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本土品牌最大的优势是了解本

地人的需求，在这一优势的主导

下，未来合肥咖啡馆的差异化可

能会更明显。

选择越多，顾客就越挑剔。

咖啡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为市民

不同类型的需要找到了释放的出

口，同时也在不断提升人们的生

活品质。

本土咖啡馆：投资者和投机者

小众咖啡馆：
欢迎小众，不拒绝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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