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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与茶、可可并称世界三大饮料。如果问

最代表北京气质的饮料是啥，大多数人都会回答

是茉莉花茶，即便他更爱喝咖啡。然而这丝毫不

影响咖啡出现在古都深巷的咖啡馆与现代化的写

字楼办公桌上。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白领们工作

节奏的加快，咖啡更是成了很多人白天离不开的

提神饮料。

然而，茶、可乐等饮料，也一样具有提神醒

脑等功能。咖啡是如何一步步“战胜”了其它饮

料，占据了这座古城呢？让我们从 80 年代至今的

新闻里，找一找答案吧。

味道好极了

民 国 时 期， 喝 咖 啡 一 度 成 为 摩 登 人 群 的 习

惯。改革开放之后，咖啡对于绝大多数国民来说

已非必需品。真正让咖啡重新走向中国的，是两

个品牌，其一是雀巢，其二是麦氏即现在的麦斯

威尔。很多人因为电视广告认识了“雀巢”这个

品牌，后来雀巢在国内逐渐发展起来，相继推出

奶粉、冷饮、零食……

尽管速溶咖啡在雀巢产品线中早已不再是突

出位置，但生于 1990 年之前的人，提起雀巢这个

扎根中国30 年  咖啡都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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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脑海里还是会想起那句简单粗暴却又洗脑

的广告词——味道好极了。

雀巢早期经典广告片截图

当 年 速 溶 咖 啡 使 用 的 广 告 语 是“ 味 道 好 极

了”。如今，很多人认为现磨咖啡味道更好，速

溶咖啡并不能实现最好的效果。但在当年那个过

年要排队凭票买带鱼的年代，仅是电视广告上雀

巢咖啡的质感，就已经吸引很多人了。

麦氏麦斯威尔因定位和雀巢差不多，当年广

告也做得针锋相对。“滴滴香浓，意犹未尽”，这

是麦氏的经典广告词。至 80 年代中后期，人们

家里此时开始有机会出现咖啡了，更多时候是礼

盒，甚至舍不得打开喝，而是摆在酒柜里显着那

么高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生活水平，“味道

好极了”更多还停留在口号阶段。

麦氏广告中的画面

传统与现代的交锋

传 统 与 现 代 的 交 锋， 在 北 京 体 现 得 格 外 明

显。一边是六朝古都和文化中心，一边是国际化

大都市，却交融于一杯咖啡中。

1987 年，开始有大学生在北京西单的文园咖

啡厅里面打工。“他们希望利用课余时间，熟悉

社会，了解人生，增长和锻炼自己适应社会的能

力，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些收入，改善自己的学习

条件。”

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大学生们来到咖啡馆，就

像后来他们也喜欢去麦当劳、肯德基打工。学知

识？不，更多是长见识。

到了 1989 年，咖啡来到了地坛庙会上。除了

传统小吃以外，摊位上有了咖啡、汉堡。现在北

京仍然每年办庙会（疫情例外），庙会上无论吃

的玩的，有很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一边是传统

经典，比如烤串、爆肚；另一边就是新奇怪异。

经典一直会是经典，但新奇怪异要么随着人

们失去兴趣而消失，要么也变成经典。咖啡成为

了后者，它留在了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那个时候，咖啡厅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此时必定是崇洋

成 为 经 典 之 前， 咖 啡 也 要 经 历 九 九 八 十 一

难。1990 年，媒体注意到了超市里的一个现象：在

最大的食品商场里，雀巢、麦氏两个牌子都能占货

本期关注
CURRENT CONCERNS 



29JAN. 2021CFI

架满满一排，而产于公认咖啡最佳种植地点的中国

海南的产品力神咖啡就只能藏在角落里。与之类似

的还有很多进口产品被追捧，国产产品被冷落。

此时的咖啡成了崇洋的象征。一个在口味上

还没有被人们接受的饮料，却成了生活稍微改善

后的家庭“必备”之物。

雀巢礼盒的广告，做了很多年

现在，人们笑谈这种行为虚荣。然而现在的

生活，我们其实一样会“装”。如果我们承认有

时候为了面子，要开个撑场面的车、抽个大几十

块一包的香烟，我们也就不必对当年非要假装爱

喝咖啡而不解了。何况今天确实已经有很多人爱

上了咖啡。

如果说当年人们喝咖啡就是装，装高雅，装

富有，那么经历了太多类似现象后，已经可以看

清楚，这种“装”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市场需求

和利润。

1992 年，老字号清华园浴池推出了咖啡浴。牛

奶浴确实有点儿科学依据，可是这咖啡浴呢？它

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好处是，让区别于普通人的

特 殊 表 现 欲 得 到 了 发 泄。 这 个 时 代 里， 咖 啡 仍

然代表着更高档的生活方式。大到饭店小到咖啡

店，常见里面有“艺术家”现场献唱、演奏。咖

啡馆天生不是炸酱面馆，除了“喝咖啡”的刚需，它

还有着“社交”功能。

1996 年，瀛海威和北京音乐厅合办的北京第

一家网吧开业了。当时就叫做“网络咖啡厅”。咖

啡又成为最先进的文化伴侣，谁抬高了谁？

功臣麦当劳

我们都见过一个场景：头发都白了的老太太

走进麦当劳，买一杯咖啡，找个角落坐下。她从

手提袋里，拿出一个保温壶，把咖啡倒进去。然

后返回柜台，劳驾续杯，奶精和糖都要。谢谢，再

来一杯，再来一杯。直到壶满了放回手提袋，最

后还得端着一杯咖啡离开。

记者也问过身边的朋友，还真的有人是被麦

当劳的咖啡带上了咖啡之路，甚至至今只爱喝麦

当劳的咖啡。洋咖啡想要本土化，必须解决价格

的 问 题， 毕 竟 我 们 的 收 入 水 平 与 发 达 国 家 有 差

距。虽然麦当劳的本意可能只是多卖汉堡，但它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咖

啡馆还大的贡献。如果说茶里能品出千年中华文

化，那么是否能从后来的“McCafe”里面，品出

国人生活的变迁呢？

这里不再是孩子们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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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故宫的星巴克

据一位在北京开过咖啡馆的朋友说，在北京

开咖啡馆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开始创业的咖啡

馆一定要开在胡同里，似乎在这里成功的几率更

高一些。

但这也不绝对。比如今日北京咖啡霸主之一

的星巴克。当然，只是销量上的霸主，不是口味

上的。1999 年，北京第一家星巴克于国贸开业。随

着 CBD 概念形成，白领在这座城市里大量出现，从

数量上、比例上逐渐取代了经济软着陆之前的“工

人阶级”。

星巴克一家家分店开起来，大都位于商业繁

华地段。直到有一天，它开进了故宫。它在故宫“岁

月静好”了六年之后，2007 年，中央电视台主持

人芮成钢突然向它开炮。网络百科记载，“抨击

美国知名咖啡店星巴克在北京故宫开设的分店，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以个人名义抗议并要求

其搬出故宫。”

无数网友响应，一并抨击。不久之后，星巴

克撤出。至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 13 年，这 13 年

里咖啡明显更多地融入了北京生活。我们对于文

化的自信与日俱增，并且，文化自信最深刻地体

现就是兼容并包，若是低劣文化，自然会被时间

淘汰。如果今天星巴克开在故宫里，我们还会发

起一个“让它滚出去”的运动吗？

爱上刚需的咖啡

“瑞幸的失败，是咖啡的成功。”实际上，度

过危机之后，瑞幸还在，它并没有失败。网上能搜

到一些瑞幸的文章，“2018 年瑞幸咖啡创始人兼

CEO 钱治亚表示，中国咖啡市场正处于爆发前夜，通

过现场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均咖啡消费量

只有 4 杯左右，与欧洲的 750 杯、美国的 400 杯、日

韩港台的 200 杯有很大的差距，市场增长空间巨大。”

但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差距难道不是在更多中

国人习惯喝的“茶”上吗？直到记者问了在中关村

上班的白领，才知道答案。有人告诉记者，因为咖

啡有着比茶更明显的提神效果，“996”常态化的

时代，茶跟不上节奏了。咖啡正是在西方早已经历

过这一切的洗礼后，仍然完美契合节奏的产物。

科学研究证明，茶和咖啡都有提神的效果。但

是，茶碱的生效时间比起咖啡因略慢。难怪喝咖

啡的人越来越多，咖啡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充

满压力的工作环境下，早已是一部分人的刚需。

这个时候，瑞幸来了。它没有来自最好的咖

啡产地，没有来自最多连锁的咖啡店铺，而是来

自互联网营销。所有人都很容易拿到 3.8 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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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甚至更低直到免费。一杯星巴克的钱，能在

瑞幸喝到三四杯。

它 虽 然 不 具 备 之 前 我 们 说 过 的 咖 啡 馆 的 优

点，但是工作节奏太快的人们恰好可以举着咖啡

办公。留给胡同休闲咖啡馆的空间仍然很大，大

家虽然都卖咖啡，却和平相处。

回归真实

回到今天。雀巢、麦斯威尔的速溶咖啡在大

小超市都能找到，销量稳定，雀巢的罐装咖啡还

挺受欢迎。故宫里面没有了星巴克，不过后来开

了一家角楼餐厅。瑞幸关掉了一些门店，看上去

已 经 扛 过 危 机， 稳 定 下 来。 茶 叶 在 北 京 稳 稳 占

据马连道这个集散地市场，以及部分北京人的杯

子，虽然没有前些年火热。胡同里的咖啡馆仍然

在增长着，猫咖、书咖、怀旧咖、电影咖……有

些还真有点儿东西。

如果从改革开放后的雀巢咖啡算起，咖啡走

过这一路程花了 30 多年的时间。一路经历了风

雨彩虹的咖啡，回归到最真实的本我——一种饮

料，世界三大饮料之一。

咖啡馆 · voyage，东不压桥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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