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际设计之都上海，好设计从来不

会被埋没。尤其是优秀的咖啡馆设计，即便
想大隐于市，也会被咖啡的拥趸们掘地三

尺找出来，成为网红打卡地。最近红得发紫

的“熊爪咖啡”就是一个例子。扫码点单的
咖啡从洞口由毛茸茸的熊爪递出，然后是

合影、摸头、献花各种花式疗愈动作。据说，
熊爪的细节就是专门为店里的聋哑咖啡师
设计的。简单的一个暖心创意，就能让这家

原本不起眼，甚至说只有一个售卖小洞的

咖啡馆走红。
设计师都想在上海打造一家咖啡馆，

此言非虚。不信，我们再来说一说。

通透风，让生活透口气
上海的咖啡馆设计花样繁多，流派众

多，很难做清晰的归类，也很难说哪一派设

计一枝独秀。不过，近期，有一种通透风格
却逐渐盛行。

建国西路因街道两旁历史悠久建筑林
立，被称为“上海最具情调街区”之一。要在

这里打造一家让人愿意踏足的咖啡馆，青山
周平煞费苦心。这位曾因改造真人秀走红的

日本建筑师，为某知名咖啡品牌捉刀，既要
尊重甲方的意愿，又要考虑因地制宜，让咖

啡馆融入这个有情调的街区，极为考验他的

功底。更为关键的是，在寸土寸金之地的咖

啡馆通常不会太大，但再小也要有特色。
面对这些难题，青山周平用了一种化繁

为简的设计手法。用他的话来说：“现在的咖

啡馆，不再只是提供一杯咖啡的空间，更多
是为人们提供可以交流互动的如同小公园

一样的公共空间。”以此为根本理念，他将外
立面的空间彻底放开，围绕 U形玻璃盒子

的小院，请人定制了能完全敞开的弧形玻璃

门。不仅如此，他还在 50平方米的室内空间
中开辟出一方“庭院”，栽种的绿植与街道旁

的梧桐树呼应，由此，通透的咖啡馆完全与
街景融为一体。“无为”、通透的设计，为青山

周平赢得 A+AWARDS建筑大众奖。

青山周平的作品只是上海众多通透风
咖啡馆设计的一个例子。淮海中路上，建筑
师们将一栋老房子改造成了 Café on Air，

顾名思义，咖啡馆走的也是通透设计路线。
只要是天气晴好，明亮的阳光从巨大的原

木窗子里洒进来，让人在其中惬意得仿佛
在云端悠游。

位于永嘉路的 Voyage Coffee也是通透
风的践行者。设计师苏晓萌、曾晓明希望让

客人在馆里能轻松地捕捉处于不断变幻中
的自然光线。于是，便有了开放的立面与店

外梧桐相映成辉，迷人的阳光穿过小馆透亮
的天窗，散落在空间里，让这间原本逼仄的

小馆向天空和街道处无限延伸开来。两位设
计师动用了不规则的檐口、与隔街古堡一致

的红旧屋瓦、临街放置的椅子，配合店里一
眼就能望见的清水泥的朴素墙面、木质的温

柔桌椅，让整个咖啡馆悄然融入这条街道的

市井烟火里。
通透风盛行，是因为以咖啡为载体的

设计打造出来岁月静好的模板，让人们在

繁重的生活中小憩片刻，用一杯咖啡的时

间透一口气。

见证蜕变，唤醒记忆
在上海咖啡馆的设计江湖中，后工业

风也曾经一时风头无二，演变出各种形态。

当然，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那些因地制
宜，巧用老工业遗存空间改造而来的咖啡

馆设计作品。
莫干山路 M50园区之中的 UNDEFINE

Cafe就是其中的典?。作为由老纺织厂空间

改造而成艺术文创园区范例的M50，底蕴自
不必说。而 UNDEFINE Cafe的主理设计师，

在这个设计师工作室林立的空间里打造咖
啡馆，有着“班门弄斧”的风险。好在，他们启

用了后工业风设计，大开大合地保留了建筑
的 Y?衡量，与清水混凝土打造的咖啡吧

台一起塑造了工业遗存与艺术感混搭的空
间。据说，这里的意式咖啡很受同行咖啡师

的好评，园区里的设计师们挺有口福。
而杨浦滨江的白七咖啡厅也是，它所处

的空间原是上海制皂厂的污水处理车间，经
由设计团队发现后改造而成。这群设计师很

会用工业遗存记忆做文章，巧妙运用“圆形”
的几何图案，让整个咖啡馆充满了和肥皂相

关的元素，让白七咖啡馆保留遗址的年代感
和工业风格。比如，主吧台就用制皂设备的

零部件制成，而过去连通不同生产池的圆形
管道，则被改造成连接咖啡馆不同的空间通

道。而更为细腻的是，咖啡馆里提供的甜点
蛋糕，也被做成了肥皂的形状。

而在宝山智慧湾创意园区内，设计师们
根据这里曾是仓库用地的历史，以“箱”为主

体，用六个大小不一的集装箱拼搭设计出一
家概念咖啡馆。不仅暗合了园区的历史文

脉，而且也蕴含着咖啡作为舶来品，伴随着

远洋集装箱漂洋过海来到魔都的经历。
用设计师杨明洁的话来说：“如果只是

为了视觉效果而将咖啡馆做成后工业风，
那似乎少了一些该有的底蕴。”而这些咖啡

馆设计，不仅是城市更新、空间蜕变的见

证，也承载着上海的种种记忆。

当然，不只是老工业遗存活化改造，一
些知名老品牌也在以咖啡馆设计的形式进

行自我革新。位于兰花路的永久自行车咖
啡馆就是一个例子。设计师陈峻佳花了 8

个月时间，把永久四十年代的味道融入咖
啡店之中。他用原砖与原木营造出空间的

工业味道，店两旁的灯箱都有代表着自行

车修理站的“修”字，车轮被做成了吊灯，车
铃被用做点单铃。陈峻佳坦言：“因为对这

个品牌太熟悉，许多点子都是突然从脑海
里蹦出来的。”而永久近年的一些融合新产

品，像是以竹木为材质的“竹马”自行车、二
轮自行车，也都成为店内的点睛之笔。这一

切的创意，让这家骑行主题咖啡馆，也成为
承载老品牌记忆的主题店。

文旅融合，入情入境
正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某种咖啡

的喝法》里写道：“如今我想到，自己真正中

意的，较之咖啡味道本身，恐怕更是那个有
咖啡的场景。”

文旅融合，入情入境，也是沪上咖啡馆
设计的重要理念。

从上海大剧院 G1 口步入 The Green

Room Café，一股绿意扑面而来。这家隐藏
于上海大剧院的咖啡馆，就是为剧院量身

定制的“打卡”之地。
大剧院化妆间里最经典的摆设全被投

入到这个咖啡馆中，墙面的化妆镜四周镶
嵌着白色的泡泡灯，黑色餐牌的各色饮品

的英文字母和售价也是用泡泡灯“写”出
来。咖啡桌面由艺术家手绘的图案，描绘的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歌剧、芭蕾、音乐剧和音
乐家。圆形的绿色印花地毯和周边高大的

绿植，也给人以梦幻的感觉，和剧院里上演
的艺术作品相辅相成。

上海的不少文旅景点，像是玻璃博物
馆、琉璃博物馆，也有咖啡馆入驻，也都有

设计团队根据文旅景点的特色，重新进行
设计。

要说咖啡馆的设计总是比这个城市的

潮流快半步，当年，在 TeamLab刚有热度的
时候，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就以快闪店的

形式，打造了一方跨界咖啡馆。这个设计团
队给人在品鉴咖啡的同时带来光影享受的
手法，是在落地窗上贴上凹凸感的糖果色

彩纸，白天与晚上，不同的光线折射会给人
以不同的感受。手法虽然简单，却在视觉上

与 TeamLab的多媒体艺术感十分相似，让

魔都人惊鸿一瞥，惊艳一时。
如果没有奶和糖的加持，时至今日，有

人提起咖啡会皱起眉头，依然不习惯它的
苦涩味道。但魔都人却对这份特别的味道

着迷不已。要考证咖啡为什么能香飘上海，
也是一个谜。或许，这得益于上海的开放文

化，以及上海市民习惯于探索新事物，融汇
新文化，海纳百川的胸襟。这也为设计师提

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成名的，初出茅庐
的，默默无闻埋头耕耘的，都有机会用“一

杯咖啡”叩开国际设计之都的大门。

自 1853 年英国人莱维林将咖
啡带入上海后，咖啡文化便在这座
海纳百川的城市中扎下了根。如今，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星罗棋
布，无论是清晨，还是夜晚，总有一
缕浓香陪伴左右。

正因上海人对咖啡这种饮料的
痴迷，在这个城市，能打造一家饶有
特色和记忆点的咖啡馆，成为不少
知名设计师的梦想。要知道，上海人
喝咖啡，讲究的不仅是咖啡豆烘焙
恰到好处带来的口感，还有氛围、情
境，这些不仅是“氛围组”的分内事，
还需要设计师妙笔生花的推波助
澜。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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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设计师都想在上海打造一家咖啡馆
◆琳 恩

创意让海派咖啡飘香———

■ 熊爪咖啡

■ 位于田子坊琉璃

博物馆一楼的咖啡馆

■ 上海永久

自行车咖啡
馆 Bike Cafe

■ 上海大剧院 The Green Room Café

■ 青山周平 建国西路上的咖啡馆

■ 宝山 智慧湾 集装箱咖啡馆

■ 白七咖啡馆

■ VOYAGE COFFEE■ UNDEFINE Ca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