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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 啡 馆 “ 下 沉 ”， 可 以
“沉”到哪里？

江北慈城镇的“搞钱”、海曙鄞江镇的
“魔豆先生”、北仑三山村的“双狮农场”、鄞州潘

火蔡氏宗祠的“祠堂咖啡”、镇海沿山村的“沿山路
77号”、象山茅洋村的“青·蟹”……

疫情过后，仿佛只需一阵春风、一场夏雨，“村咖”
“镇咖”就能席卷整个甬城。

咖啡馆“肆意”生长的背后，这届咖啡客究竟在追寻
什么？隔着这抹咖啡色的“滤镜”，咖啡客们又看到了什
么？一家家乡野咖啡馆能否盈利？又是否应该在意其

盈利能力？
深入宁波的田间地头，细嗅略带涩意的

焦香，这些将生活浸在咖啡里的人，
向记者道出了各自的缘由。

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卓璇 崔宁 劳超杰 陈益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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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开咖啡馆的初衷，象山茅
洋“青·蟹”咖啡馆的主理人潘文
达说，想将脑海中的田园梦变成现
实，让大家体验更有审美、更富趣
味的休闲生活。

江北毛岙村“大路下”咖啡馆
主理人之一的炮哥说，想让摩友们
在感受速度与激情之后，能有一个
休息的地方，再好好欣赏沿途的风
景。

听上去一点也不动人。只是，
这届咖啡客，做的比说的多了不
少。

今年四月底，毛岙村的密林
间，“大路下”咖啡馆悄悄开业，
炮哥作为土生土长的毛岙人，着实
为聚人气花费了不少心思。摩友圈
的口口相传还不够，骑友、登山
客，但凡对山野感兴趣的人，都成
了炮哥“拉入伙”的对象。短短两
个月时间，这里就人气兴旺。

潘文达同样没闲着。瞅准茅洋
重点打造的“共富农场”新型旅游
综合试点项目，她和另一名合伙人
俞康宁一起做起了“新农人”。种
玉米，栽向日葵，开发稻鱼、稻

虾、稻蟹共养，他们将自己的所学
尽数融入乡村。

在海曙鄞江镇，“桥边茶楼”
咖啡馆的店主霍露露也见证了“咖
啡热”席卷鄞江的全过程——

去年冬天，毗邻它山堰的“俩
老头”咖啡店在线上线下脱颖而
出，迅速跻身“网红”行列；在悬
慈村，“3 亩咖啡”共富工坊脱胎
于低效鱼塘，与 40 亩油菜花田比
邻 而 居 ； 位 于 芸 峰 村 的 “MK 花
园”则激活了 800 平方米村中低效
用地，主理人吕雅娟意欲在此打造
乡间“花园咖啡”⋯⋯

尽管他们不以此自居，但“乡
创客”无疑是这批咖啡店主理人最
好的代名词。

而咖啡馆，则是他们带给家乡
最好的“礼物”。

一抹“咖啡香”，究竟盘活了
多少间老旧民居，为乡村引入了多
少客流和业态，似乎乡创客们并不
在意。就像炮哥在接受采访时表达
的那样，看见越来越多城市居民来
这里体验“诗和远方”，自己“逆
流”回乡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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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结交怎样的朋友？
是会在你纠结时点醒你，让你

专心“搞钱”的？或是相信真善
美，愿意将信任托付给陌生人的？
还是恣意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

也许生活中你交不到这样的朋
友，但你能遇到这样拥有“个性”
的咖啡馆。而聚集于此的咖啡客纵
有万般不同，却总有一点相似——
想要结交，或是成为这样的人。

在余姚，一家名为“岩礁”的
咖啡馆曾因“无人经营”而出圈。
咖啡馆的玻璃门上，一张牛皮纸满
满当当写着咖啡的制作流程，还有
店主的真情告白：

“灯亮着就是营业，没亮就是
关着。早上起不来，灯亮着老板不
在可以自己做 （手绘插图） ⋯⋯我
做的也就这样，没准你做的更好。
自助完+VX （微信） ⋯⋯”

通 过 一 番 坦 诚 的 自 我 剖 白 ，
“岩礁”咖啡馆老板小万将自己的
态度摆在了明面上：“现在的人素

质越来越高，诚信问题不在我
的考虑范围内。”

纵然有些理想化，但谁不期待一
个充满诚信的世界？花上 10 元到 28 元
不等的价格，咖啡客们收获的，是自
己磨制咖啡的乐趣，是同感于“早上
起不来”的情感共鸣，是一份来自陌
生人的信任，是一份对天下大同的期
待。

四下无人，独品咖啡。但这何尝
不是一种社交？咖啡店老板的态度化
作咖啡店的“个性”，而个性又因此吸
引了更多拥有相同“三观”的人。此
情此景之下，再去探讨咖啡馆是否盈
利已是多余：老板们“兜售”的价值
观，以及收获的认同与支持，又岂是
金钱可以衡量的？

“如果有一天咖啡馆的热度消退
了，怎么办？”面对记者的担心，“搞
钱”咖啡馆的阿力这样回答：“只要咖
啡馆能够收支平衡，我就会一直做下
去，这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

而保国寺旁“是啡”咖啡馆的主
理人也给出了回应：“我会把我的重心
分到其他事业上，摄影、服装，都可
以填满热爱。”

这届咖啡客，用理想和热爱来填
满生活。

恣意
主打一个“个性鲜明”

“无人经营”的
“岩礁”咖啡馆。

江北毛岙村“大路下”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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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诚然，单靠一杯咖
啡，来保持咖啡馆持
续良性的运作，比想
象中难。

所以，尽管“早
上 起 不 来 ”，“ 岩 礁 ”
的小万还是仔细计算
过 自 己 的 货 源 优 势 ，

估 量 着 门 店 的 盈 利 时
间。

所以，尽管已经买了
把躺椅，准备在没生意时发

呆，“大路下”的咖啡师方方
仍然把推陈出新的任务放在了第

一位。
正因为咖啡馆的情感价值大于经济

价值，他们才要想方设法把店开下去。
这与咖啡最原始的功能何其相似

——提神醒脑，咖啡，从来不是一种
“躺平”的饮料。它是“打工人”高效
工作的“续命良药”，是文艺创作者寻
找灵感、碰撞思想的神经递质。

茨威格的 《巴尔扎克传》 中就曾
这样写道：“咖啡滑下去到了胃里，
它就把一切推入运转。思潮犹如大军
中各路纵队勇往直前。回忆汹涌而
来，大旗高擎，将队伍带进战场。”

对于乡创客，咖啡馆是他们的起
点 —— 如 何 平 稳 度 过 “ 新 手 福 利
期”？如何吸引更多客流？如何嵌入

团建、露营、办公等消费场景？他
们 的 “ 作 品 ”、 他 们 的 “ 情 感 寄
托”，需要他们自己来精心雕琢。

对于咖啡客，咖啡馆则是他们
的驿站——寄情乡野不是避世，而
是为了短暂卸下压力，进而更好地
出发；批判当下并非只是愤世嫉
俗，而是为了在涌流中站稳脚跟，
面对诱惑能够保持清醒；寻找共鸣
并非为了“抱团取暖”，而是在不
得已汲汲营营时，也能知道世间还
有志同道合的陌生人。

让咖啡把你我带向生活的战场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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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乡不土、谈钱不俗——咖啡
自 带 的 一 股 子 “ 洋 气 ”， 是 “90
后”的阿力、小推夫妻俩愿意将
咖啡馆开到慈城古镇、并取名为

“搞钱”的原因之一：“古镇既有
市井气息又有文化韵味，咖啡同
样也自带风格，两者碰撞，毫不突
兀。”

阿力是地地道道的慈城人，因
而在设计咖啡馆时，他格外用心。

外观是极具江南古典风格的白
墙黑瓦木窗棱，室内则是现代极简
风。一进门，黄料宣纸上笔酣墨重
的“搞钱”二字映入眼帘，一株略
显虬曲的石斑木则成了这幅“墨

宝”的前景。手一摇，半干的树叶
扑簌簌落了一身。

透过空气中氤氲的咖啡香，阿
力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慈城
古县城文旅复兴的脉搏。

在这里，咖啡豆焙出了古镇的
“唐韵清风、儒冠江南”，也焙出了
街巷未曾拥有的摩登文艺范。这是
年轻的慈城人对古镇历史风貌的还
原与重塑——如果没有经历从繁华
到衰败的变迁，这里大抵也会随着
时代发展融入更多新的元素：兴许
是繁华的闹市、国际范的街区、文
艺范的书乡⋯⋯咖啡犹如不会醉的
酒，为你的所见所闻镀上一层新风

格、新色彩。
这 也 是 为 什 么 ， 万 物 皆 可

“咖啡色”——
进 入 中 国 市 场 多 年 的 咖 啡 ，

与其说是“洋气”，不如说是“新
潮气”“现代气”。透过咖啡色的
滤镜，剥离老生常谈、千篇一律
的“说教”，反而更能窥见与时代
相契的精神内核。

将咖啡馆开进蔡氏宗祠，便
仿 佛 降 低 了 传 统 文 化 里 “ 朱 红
色”的饱和度，我们以行者的姿
态走进旧时光，愈发惊叹于蔡氏
先人男女平等的开明气度；将咖
啡 馆 开 进 田 间 地 头 ， 村 里 的 毛
笋 、 土 豆 都 能 与 蛋 糕 、 可 颂 比
肩 ， 我 们 以 另 一 种 视 角 看 见 乡
村，愈发感慨于时代对乡村、土
地对百姓的馈赠。

时代求新，咖啡客追“新”，
因此咖啡馆将“新”送向全城。

滤镜
万物皆可“咖啡色”

江北巴蜀文化村的江北巴蜀文化村的““那么美那么美””咖啡馆咖啡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