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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大学生们对“阿狗”的“民间”称呼是“几
个大叔在店里舀奶茶”的店。因为他们总是
看到几个不大像老板又不大像员工的“大
叔”，时不时来店里捣鼓一下，看起来有些笨
手笨脚。给这些年轻人再多的想象力，他们
也不会想到，几年前，在他们的中学时代，可
能就曾和这些“大叔”的产品遇见过。那个产
品叫“晓黑板”，曾是全国最大的家校互动平
台，超过70%的上海中小学生用它上网课、传
作业、背诵打卡。

2022年6月20日，一则堪称“爆炸性”的
消息为这个8岁的App骤然画上句号：“‘晓黑
板’官宣：今年8月31日停止服务。”“晓黑板”
创始人卜江和他的团队想不到，2年后的自己
会从这条窄小喧闹的文汇路上，伴着一锅又
一锅翻滚的珍珠奶茶，重新起步。

一 没有如果

人生，并没有如果。
就像卜江并不知道，如果当年在“晓黑

板”如日中天时选择了将其“出手”，如今的自
己是否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或者会因此
而更快乐一些。毕竟，有人给出的价格一度
是10位数。
但另一个很大的可能是，以他的个性，还

在继续折腾。
卜江给自己的定位是“连续创业者”。“晓

黑板”不是卜江第一次创业。40多岁时遭遇
的变故，其实在他20多岁时也曾遇到。
除去大学毕业在企业市场部工作的6年，

他和另外3个好兄弟始终在创业路上闯荡。
做过教育培训，甚至一度做得非常红火，投资
拿到手软，用卜江的话说，几个人“去外滩那
些店买衣服都不用看标牌”“自己都没想明
白，怎么就忽然变得有钱了……”当然，也经
历过市场忽然“翻脸”跌落谷底，做啥啥也不
行的苦闷。

2014年，随着女儿成为一名小学生，卜江
发现不少老师和家长“苦家长群久矣”。一个
雨天，孩子奶奶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被群聊淹
没的推迟放学通知，在雨中白白站了许久，最
后生病了。这推动卜江着手去设计出一种更
为“友好”的软件，提升家校沟通效率。
这个产品触及了很多老师、家长的“痛

点”，“晓黑板”的发展之快令人始料未及。在
2020年、2022年两轮大规模全市中小学在线
教育中，“晓黑板”超越了腾讯、阿里两大巨
头，在上海市场占据了绝对优势。而这场和
巨头的拼杀，是以耗尽“晓黑板”几乎所有的
人力物力为代价的。大家想的是，没事，既然
打赢了，再次融资，应该不太难。
谁能想到，随着“双减”政策重拳出击，整

个资本市场开始从教育行业离场。当时，作
为“集客”平台，“晓黑板”是成功的。但谈到
收益，彼时的“晓黑板”刚开始涉足教育评估
类项目，尚无明确盈利模式。绝境之中，壮士
断腕，“晓黑板”首当其冲。
“关掉服务器的那天，我们还有8000万的

用户，200万的日活。”几年过后，坐在“阿狗奶
茶”的办公室里，卜江仍清晰地记得那些曾让
他骄傲的数字。
其实，随着股权变更，他和创始团队从

2021年开始就退出了公司管理层。“关服”的
消息，他也是一大早起来从手机里的1000多
条未读消息中得知的。
“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也不知道啊。”卜江说。

二 长椅“总部”

“阿狗奶茶”的“总部”，位于文汇路最西端
的松江大学生双创集聚区。   多平方米的办
公空间、十几个人的核心团队，规模不能和当初
独占一层写字楼的“晓黑板”比，但两面临窗，开
阔敞亮。

冬日的稀疏树影投到墙上，无意间有些东
方的意蕴，和这一季的“阿狗”新品“水墨嫩豆
腐”相映成趣。“水墨嫩豆腐”以豆花为纸，芝麻
酱为“墨”，抹在杯壁内侧形成挂壁效果，写意随
性。“我们用的是小颗粒单皮芝麻，更香。”经过
大半年的“突击”学习，卜江在全新领域里，俨然
已是半个行家。

“其实，这个办公室才搬进来没多久。园区
的人最初也是顾客，觉得奶茶好喝，就来问要不
要入驻。‘阿狗’的第一个‘总部’，你一定想不到
在哪。走，我带你去看！”卜江说。

文汇路    弄   号，“阿狗奶茶”第一家
门店所在地。上街沿上，一个长椅夹在一排助
动车和自行车中间。卜江笑道，“这里一度就是

‘总部旧址’了。”为了节约成本，也为了摸清市场，
创业之初卜江和伙伴们每天的生活“两点一
线”——要么坐在长椅上开会，要么钻进店铺里
琢磨如何优化工序流程。

“有项目，我们还是一起干。”卜江说，告别
“晓黑板”后，创业四人组没散，还加上了新成
员，某知名教培行业上市企业前副总裁。他们
几乎是完美的搭档——卜江点子多、思路广；一
位熟悉茶饮行业；一位擅长渠道开拓和管理；一
位是最棒的“大内总管”，方方面面关系处理妥
帖；另一位博士则是天生的   ，有着严重的“公
司病”——有一次他们相约去打高尔夫，打着打
着，人不见了，他竟然在召集球童们开会，商量
怎么样可以让球场运作更高效，把球场老板听
得频频点头……

无论是宴宾客、起高楼，还是楼倒人散从头
来过，兄弟齐心，给了这群“中年大叔”再拼一把
的底气和勇气。

智能硬件、陌生人社交、医患平台、医美、境
外电商、儿童运动馆……几年时间，该尝试的领
域，该触摸的“风口”，他们几乎试了一个遍，发
现创业的环境比起十多年前更难。

“十年前，出发比什么都重要，只管往山上
爬，渴了累了还有小卖部。现在是爬雪山，要带

上氧气瓶，山顶在哪都看不清，更别提风景了。”
卜江形容。

难归难，信心始终都在。一番摸爬滚打，他
们定了三条原则：其一，市场要足够大；其二，毛
利率不能太低；其三，对知识储备的要求不能太
高，要能迅速“上牌桌”。他们将目光瞄向了所
谓的“宇宙的终点”——餐饮行业。咖啡或轻乳
茶？头部品牌太强大。水果茶？供应链没有优
势。这些很少喝奶茶的“大叔”们发现，最“古
早”的珍珠奶茶，如今反而少有人做。“简单粗
暴”地问了   个路人，发现“珍珠奶茶”知晓率
为   %后，他们决定，就是它了！

起名也是桩令人头疼的事。当年的“晓黑
板”自有其内涵——  后、  后们的儿时，教室
里通常有块用来布置作业的“小黑板”，那么在
网络时代，同样需要在线“小黑板”。

相比之下，“阿狗”的名字随意太多——几
个人为新公司名字犯愁时，打开门，正巧一只小
狗跑过。“老话说，名字贱，好养活。”几人都觉
得，“阿狗”挺好，特别好记。

三“阿狗”奔跑

包里的地图，已经破破烂烂。这是卜江
和大成两个人花了大半年时间，逐街逐巷探
访的结果——全上海一个个街区分别标注着
A、B、 ，代表发展潜力高低。为了降低油耗，

他和太太换了车，把路虎揽胜换成了    
      。

大家发现，上海城郊大有可为。比如，奉
贤的人民南路、青浦聚星街等可“平替淮海
路”，人流多，复购率高。松江大学城，也在兜
兜转转中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阿狗”“  元
以下手作奶茶”的定位，非常符合当代大学生
的“精神状态”——“不是  买不起，而是  
更有性价比”。没有任何广告，  元 杯的手
作黑糖奶茶，开业当天就成了文汇路爆款
——由于接受预订，    杯奶茶  分钟抢
完；单店单月营业额，  万元。

首店爆火，但也只是爆火而已。要实现
一个公司的细水长流，路途漫漫。从在网络
平台上“攻城拔寨”转战线下实体经营，卜江
形容这次转型，用了两个字：魔幻。

真的是太魔幻了。卜江是母校南京师范
大学的特聘教授，是中欧商学院的创业指导
顾问，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各大教育类、创业
类、  类论坛，都是妥妥的 位发言嘉宾。这
很难让人把他和如今每天在“阿狗奶茶”门口
摆开支架、架好摄像头、一个人在直播镜头前
絮絮叨叨的“中年大叔”联系起来。

“阿狗”要拓展门店，除了直营业务，必须
要寻找合作商。卜江认为，“直播”是最能找
到伙伴的方式。N次创业起起伏伏，没有让他
抑郁。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却差点让他崩
溃。“以前人家要出几千美金的讲课费来听一
节我的课，现在我拼了命讲，好一阵都是 人
直播间。”卜江说，刚起步的 个月里。换了
  几种开场，讲了各种创业故事，“平均停留
时长”还是 .  秒。有一次，他觉得自己真的
扛不住了，竟在直播间大吼一声：“不许走”

“一个都不许走”。没想到，这一吼“炸”出了
回复，“人家被吓到了”。

“真实”是商业永恒的生命线。因为“什
么都不懂”而真诚，反倒成了最大的优势。“潜
水”的人群中，渐渐有志同道合者冒了出来。
有同样遇到职场困境的企业技术高管，约他
线下见面，说看到“阿狗”团队详尽地分析和
复盘，觉得这个团队靠谱，而创业最重要的就
是人；有人在“阿狗”门店附近悄悄观察了一
个多月，计算每日客流，提出要合作；有对姐
妹找到卜江，说看好“阿狗”，要把所有存款都
拿出来投资，前提是“不能失败”，被卜江婉拒
了。在他看来，如果创业风险影响正常生活，
并不是一个理性选择。

一年不到，  只“阿狗”跑在了大街小
巷。数字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跑”起来
了。    年新成立的奶茶品牌，“阿狗”开店
速度排名全国第一。

多年累积的平台管理模式，赋予“阿狗奶
茶”不一样的动力——卜江始终相信，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他们通过和代运营公司合
作，将“阿狗”在抖音、大众点评、美团等各大
外卖平台的虚拟店铺“装修”和推广工作“外
包”了出去，为合作商减轻了负担，降低了“知
识门槛”，所有的经验都可以“即插即用”；选
址等关键步骤，也由公司团队协助完成，为经
营者提供专业支撑；每家新店，都要完成 项

“新手任务”，包括邀请顾客加群成为会员，请
顾客收藏打卡，寻找每日营业高峰以调整珍
珠出品时间等。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
和顾客聊天。

“做着做着，感觉又回到了老本行——撬
动社会资源，做知识性供应链培训，说到底还
是搭一个平台。”卜江笑道。

刚开始为了熟悉业务，卜江他们几个轮
流到店里炒珍珠、舀奶茶、给杯子贴标签，当
时的确觉得有些恍惚，但是不知怎么的，茶
香、奶香和小店氤氲的热气，让这群曾经的互
联网创业者，有了和真实生活连接而产生的
幸福感。店里打工的年轻人收入并不算高，
有人盘算着学些技术，回到老家也开一家店；
有人脱下围裙，转身走入大学城的培训机构
学起了法语，不为什么大目标，只是觉得“好
听”，生活过得自得其乐……

卜江常会想，厉兵秣马征战商场固然令
人心潮澎湃，“自洽”，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人
生状态？如今，在他的视频号“老江更甜”下，
仍时不时有陌生网友来留言，“（我是）第一批
使用晓黑板的老师，很喜欢当时的功能，很可
惜最后结束了”“最后一批用小（晓）黑板的学
生路过，很令人怀念……”

这些话让卜江觉得，跌跌撞撞这一路，还
是挺值的。

被多所高校包围的文汇路，是松
江区大学城的“南京路”。

去年春天，有几个“中年大叔”在
这条路上走了又走，数了又数，盘点出
了一张美食地图——这条1.9公里的
街上，各式各样的美食店铺差不多有
750家，有麦当劳、肯德基、永和大王等
知名连锁品牌；各式各样的烤鱼、冒
菜、兰州拉面店，一家接着一家；年轻
人钟爱的饮料店更是扎堆，蜜雪冰城
开了4家、瑞幸咖啡开了3家，星巴克
开了2家……

盘来盘去，中年大叔们决定也
来掺和一脚。去年4月18日，一家
名为“阿狗”的手打手作黑糖珍珠奶
茶店，悄然出现在街边。一家、两家、三
家……不多久，三家“阿狗”开了出来。

“晓黑板”
再创业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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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江每天在店门前直播，

风雨无阻

▲ 卜江亲自为顾客打包

▲ 卜江和兄弟们跑遍上海

大街小巷，寻找合适店址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