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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希望以骑行的方式促进居民与社区的交流互动。

一条长长的弄堂，走过一家小小的

“故事商店”，那栋 1925 年建造的

老房子底楼，就是 David 的“自行

车厨房”。厨房里有一道特色菜，

叫做“竹子自行车”。

用竹子做自行车？面对无数次

的好奇和担忧，“大厨”David 总

是报以自信的微笑：“竹子并不像

大家想象的那么脆弱。相反它很结

实，抗拉强度与钢一样大；又因为

它是个植物，上面布满细胞，可以

吸收微震，增加舒适度；竹子还环

保，且生长迅速，在中国随处可见，

当它作为车架完成自身生命周期

后，仍能被改造成别的产品实现新

的生命。”他希望用这种中国人熟

悉的材料“创造一点多元的交通文

化”。

称“自行车厨房”，而不是“自

行车商店”或者“工作室”，是想

去除机械的冰冷感，让自行车更贴

近生活。任何人走进来，感受到明

亮清新的布置，看到墙上井然有序

的零件和工具，就会产生兴趣，像

使用灶具、调料那样，亲手“烹制”

一款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David 的家就住在附近，邻里生

活是他创作的源泉。看见隔壁阿姨

天天抱着狗狗，买菜也舍不得放下，

他用篾篓子替代传统钢条框，细密

的编织既避免了宠物从缝里掉落的

危险，也消除了主人的担心。

美国“奶爸”和上海弄堂里的“自行车厨房”

来自波士顿的 David 长着一张标

准的混血面孔，说着一口地道

的普通话。父亲是中国香港人，母亲

是美国人，而他自己又娶了一位广东

太太。这个多元家庭可谓语言丰富，

David 和父亲说英语，他和太太之间

讲普通话，他太太和他父亲说广东话，

两个女儿在这些语言之间任意切换。 

语言的优势注定他将成为世界

居民。2018 年，David 和家人搬来上

海，在一条弄堂里安了家。

“我很爱上海的氛围”

来上海不久，David 就发现这里

的老外与其他城市的不太一样。之

前他在西安待了 2 年，那里的老外

要么当老师要么做研究，对本地语

言颇有兴趣，中文都说得不错。而

上海的老外很少会说中文；其次，

文化也不一样。他曾在北京待过7年，

发现很多老外喜欢音乐、崇尚艺术。

“上海是座蛮快的城市，你想做什

么，就可以很快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或者说，很快就会有市场和别人的

反馈，我觉得这个挺好。”上海人

很愿意去体验新生事物，也很支持

创造性人才。“像我这样想创造的

人很容易找到共鸣，可以不断试新，

试了才知道会不会成功，我很爱上

海的氛围。”

因为人类学专业、麻省理工城

市规划专业以及 MBA 双料研究生的

教育背景，David 在上海一家国际知

名咨询公司任职并担任管理，工作

繁忙。三年后他决定辞职创业，一

方面是为了换个状态，自己动手才

会带来启发、激发创造；另一方面，

作为名副其实的“奶爸”，他不想

错过孩子的成长，想给她们一个更

好的未来。他给大女儿取名为 Brook

（小溪），小女儿取名 Breeze（微风），

希望她们“像小溪一样清澈，像小

风一样自由”。

弄堂里诞生的“自行车厨房”

穿过梧桐密布的愚园路，拐进

上图：住在上海弄堂

里的David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