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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拥有超过 9500 家咖

啡馆，是一座“世界咖啡之都”。

在上海， 咖啡可以融入任意一

个角落，可以是繁华忙碌、高楼

林立的陆家嘴， 可以是承载海

派文化与记忆的 “巨富长”，还

可以是远离都市喧嚣的田间地

头。如今在市郊的乡村，“村咖”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遍地

开花。 这些隐匿在田园风光里

的咖啡馆， 不再仅仅是提供一

杯香浓咖啡的场所， 它成为了

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情感纽带，

让城乡间的交流更加紧密。 在

这里， 咖啡的馥郁香气与泥土

的质朴芬芳交织融合， 为乡村

发展注入全新的生机与无限可

能， 奏响了一曲独具特色的乡

村振兴新乐章。

◆记者郭爽房澜
通讯员徐嘉卿诸琪

在上海最西

边的金泽古镇漫

步，一幅江南水乡

画卷在游客面前

缓 缓 展 开———小

桥、流水、人家，恬

静而自然。在这幅

画卷的一隅，一间

精致小巧的咖啡

小 店———     

    就栖身在上

塘街白墙黛瓦的中式小楼里，中华老字号     搭配咖啡店的招

牌，一眼就看出是一个古今交汇的故事。店内，黄豆的醇厚豆香与

咖啡豆的馥郁芬芳相互交织，融合出了一种奇妙的香气。这家村

咖正生动演绎一场传统与新潮、中式与海派的新对话。

         的主理人赵鹤鸣是土生土长的金泽人，更是青

浦非遗———赵家豆腐干制作技艺（中华老字号品牌：赵瑞兰）的第

四代传承人。赵鹤鸣从小就喜欢研究咖啡，在异国留学的日子里，

他有了更多元的视野。“我认识到在新时代，非遗传承不能仍旧封

闭在时间的琥珀里，而是要敞开胸怀，与现代生活交融、与世界对

话，才能绽放出新的光彩。”赵鹤鸣说。

于是，赵鹤鸣开始琢磨如何把自家传统手艺和自己喜爱的咖

啡相结合。    年夏天，回到家乡的赵鹤鸣开了一家融合传统与

现代的店，他巧妙地将家族世代传承的非遗技艺与豆乳制作工艺

融入甜品及咖啡之中，让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非遗元素，在甜品

与咖啡的世界里焕发新生。

大红袍豆乳拿铁、径山茶豆乳布丁、黑芝麻核桃豆腐慕斯、陈皮

豆腐布朗尼……店名里的“     ”（豆）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它既

承载了中华饮食文化基石之一———黄豆的深远影响，又与上海这座

“世界咖啡之都”的原料———咖啡豆相呼应。在赵鹤鸣的店里，顾客

不仅能品尝到咖啡，还可以体验到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用途的豆子，

在这个年轻人的精心创意巧思下，如何实现跨界融合。

这些匠心独运、中西交融的咖啡饮品与甜点，不仅带给顾客

味蕾的华丽冒险，也是赵鹤鸣对家族非遗技艺的坚守与创新发

展。得益于这些凸显的特色，         迅速成为当地热门的打

卡地点。事实上，在金泽古镇的“咖啡朋友圈”中，不仅有像赵鹤鸣

这样的金泽本地人，还有被古镇环境深深吸引而选择驻留的新金

泽人，将古镇“咖啡朋友圈”升级成古镇里的多元化社交平台，共

同赋予金泽古镇全新的活力与吸引力，让古朴的建筑、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与现代生活方式在此“中西合璧”。

如果说前两年上海市郊田间地头的“村咖”尚处于    版

本阶段，那么如今的“村咖”已经叠加了各种不同的功能，顺

利进入了    版本。

上海拥有全国最成熟的咖啡消费市场，而云南则是

中国最重要的咖啡产区之一。自     年中央确定上海对

口帮扶普洱以来，沪滇东西部协作走过了近三十年历程。

在此过程中，沪滇之间感情越来越深，而芳香馥郁的咖啡

是最好的见证。

“    年，法国传教士将第一株咖啡苗带到了云南，现

如今，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已居全国首位，成为中国

最大的咖啡产区。曾经的‘舶来品’也已踏浪出海，沿着出口

之路将一缕缕醇香带到世界各地。”在位于赵巷镇北竿山艺

术中心的造磕肥店 · 两栖咖啡实验室内，主理人范蒙蒙正向

咖啡爱好者们分享关于云南咖啡的知识。从云南咖啡的由

来，到个人推广云南咖啡的经历，范蒙蒙向来自中外各地的

朋友们讲述了她在创业的四年间，深入云南咖啡产区，进行

实地调研，完成了《云南咖啡》一书写作的过程。

范蒙蒙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就读

于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我之前在德国留学，现在

定居在赵巷，我觉得青浦赵巷是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地方，

舒适的环境空间刚好符合我理想中友好、温馨的咖啡馆样

子，所以创办了这家咖啡馆，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

己的慢生活时光。”范蒙蒙说，对她而言，这里不仅仅是一家

咖啡馆，更是与咖啡爱好者深入交流的空间。

“这里的居民不仅对咖啡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对咖啡

背后的文化和故事也很感兴趣。特别是青浦和云南省德宏州

正在开展对口支援、合作交流工作，德宏的咖啡豆也有属于

自己的特色，我在制作咖啡豆和咖啡饮品时，也在赵巷店特

别增加了德宏产区的产品，希望未来我们能更好地发挥桥梁

的作用，让赵巷和青浦的咖啡爱好者更加了解云南咖啡和中

国本土的咖啡文化。”范蒙蒙表示，闲暇之余她也喜欢跟热爱

咖啡的朋友们分享云南咖啡豆的产区概况、庄园代表、研磨

与冲泡技巧等，帮助大家从口感、香气、味道等多维度，一边

品鉴云南咖啡，一边交流探讨，尽享午后惬意时光。

值得一提的是，造磕肥店 · 两栖咖啡实验室不仅仅是一

家咖啡馆，还是一家拥有精品咖啡协会    授课资质的咖

啡学院。据介绍，未来造磕肥店 · 两栖咖啡实验室将继续整合

更多优质资源，定期开展培训与体验课、分享会等活动，传播

多个咖啡豆原产

区的咖啡文化，

助力云南等地乡

村振兴，同时为

咖啡行业挖掘与

培养更多更具竞

争力的综合型人

才，助推咖啡产

业高质量发展。

让非遗在咖啡豆里焕发新生

焦点关注

步入静谧

的院子，一座

充满欧洲田园

风的双层洋房

映入眼帘，仿

佛置身于浪漫

的法国南部小

镇———这里就

是位于奉贤区

南桥镇六墩村

的“乡村马龙”

咖啡馆。

“创立这家咖啡馆是希望更多人能回归自然、探索乡村之

美，打破大家对乡村只能体验传统农家乐的刻板印象。”“乡村

马龙”主理人李佳分享道。李佳是土生土长的奉贤人，这座具有

异国风情的洋房出自其父亲之手。作为对建筑满怀热情的本地

居民，父亲建造时倾注大量心血，从整体架构到细节装饰，都饱

含着对建筑艺术的独到理解与热爱，为咖啡馆奠定了极具特色

的韵味基础。

除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外，“乡村马龙”还特别注重营造轻松愉

悦的室内氛围。整个空间分为上下两层，每层设计独具匠心，氛围

各异。一楼以暖色调木质装饰为主，温馨舒适；二楼更具西式格

调，适合约会与晚餐，室外宽敞露台可供客人赏景。这样的设计使

得整个咖啡馆充满了层次感和多样性。

推开洋房大门，吧台的咖啡机轰轰作响，浓郁的咖啡香气扑

面而来。李佳深知，咖啡豆是咖啡品质的灵魂所在，因此她从未停

止过对优质咖啡豆的探索。在经营过程中，她常向懂行的客人交

流请教，聆听大家对于咖啡豆以及咖啡口味等方面的看法。记者

采访当天，就看到一位客人向李佳提及云南的某特色咖啡庄园，

李佳顿时眼中放光，事后更是经客人推荐，顺利获取了相关联系

方式，计划对其进行深入了解。店内菜单提供多款经典饮品，满足

不同的口味需求。其中，李佳特别推荐      这款咖啡，浓缩咖

啡的馥郁香气与冰牛奶的丝滑质感，按照精妙的比例完美交融，

令人回味无穷。

在李佳看来，“乡村马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喝咖啡的地

方，它更像是一座连接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桥梁，在这里，人们能够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心灵栖息之所。她也期待未

来能看到更多类似的“村咖”出现在上海乡村的各个角落，持续传

递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用咖啡打破农家乐的刻板印象

串联起上海与云南的
“咖啡之路”

﹃
村
咖
﹄!

连
接
城
市
与
乡
村
的
情
感
纽
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