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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苦不苦》

内容概要

《行走时代·陈丹燕旅行文学》书系是国内第一套行走范围最广、时间跨度最长、旅行种类最多、旅
行文体最新的旅行文学书系。《咖啡苦不苦》是该系列的第二本，介绍了作者游历过的世界各地有名
的和无名的各色咖啡馆，作者以自己深厚的文化积淀，用细腻深透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一座座小店
的渊源、一排排座椅的情调和一位位饮客的神貌，更配有一幅幅层次丰富的图片介绍和独具创意的细
节装饰，使整本书弥漫着如咖啡般浓郁的文化醇香。在本书中，读者将品味到的不仅是陈丹燕的咖啡
旅行，更多啜饮着的是异域的文化和风情。
《行走时代·陈丹燕旅行文学书系：咖啡苦不苦》彩色印刷，内有作者陈丹燕拍摄的98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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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苦不苦》

精彩短评

1、很随性的一本书，记录着喝咖啡的地方与喝咖啡的人。
也许丹燕老师属于偏写实的作家，文字不做作，又流露感情和心境。能不能打动读者，就要看故事本
身能否引起共鸣，很可惜，这本不是。
2、最喜欢的是维也纳的咖啡 加了朗姆或者利口酒 上头漂着一大坨奶油 加了朗姆酒的热巧克力也好喝 
酒跟热饮简直绝配 还有冰奶油
3、印象中应该没有看过她的书⋯⋯如果是少年时候应该会翻完，但是现在的我看来真是矫情得厉害
——“其实我的身体不能承受三杯咖啡，从丁香园出来，走在大街上，我的身体奇异的漂浮着好像一
朵云，就好像喝醉酒一样。我醉咖啡因了。”我看得也是醉了⋯⋯叨叨絮絮，前言不搭后语，想到什
么写什么也能出书⋯⋯
4、细腻的文字，洗尽铅华，保留余味，咖啡文化触碰历史，驻足于某一瞬间，恍如隔世。
5、那时柏林墙还未整理成如今游客中心的模样，它还好像是一道妇女破腹产子留在身体中央的明显
疤痕，那样横跨在两个柏林之间。边界线上东边的荒芜与诗意，西边的繁荣与乏味还明显可见。我那
时就知道， 这座城市是我最心爱的城市，因为它时刻提醒着我成长的社会背景，与我精神世界版图上
永远都无法回避的故乡。（陈丹燕）
6、小时候就读过陈丹燕的书，长大了又读，她已经去过那么多国家了，其实懂得很多人文的知识去
许多国家才更有意义，读这本书觉得作者很有意义了，希望自己也能get更多的知识～2016.8.20
7、忽远忽近
又太高太空
我抓不住
8、第一次见有人把手稿扫描下来出书的⋯⋯上面还有错别字的修改⋯⋯但字蛮好看的嗯
9、字...手写的字...好难辨认...啊
10、行走在世界各地，咖啡馆是她停靠的港湾。每个咖啡馆都镌刻进了一段历史，弥漫着各种故事。
而她只是点一杯咖啡，找一个角落，静静地坐下。不动声色地，品一客沧海桑田，赏一出缘起缘灭。
这本书让我这个咖啡敏感症“患者”时常有种冲进咖啡馆的蠢蠢欲动
11、陈丹燕真是“视角”高手。作为读者真是时常感激的，那么多无法言说的情感与体验，都借由别
人的纸与笔，得到完整又细致的表达。想起来的时候读一两篇，总会有共鸣。
12、评价都不怎么好，我却挺喜欢

13、不觉得矫情，可能也适合个人天生矫情的性格吧。作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脚本简直太为典型了。
14、文史知识丰富。
15、如果是在中学时读到这本书，我一定会被里面各种温暖的，沧桑的，充满音乐、故事和感情的咖
啡馆迷住，然后做一个美丽的充满咖啡香的梦，一心想要走很远很远，看很多很多的世界。读到时，
我已经过了陈丹燕第一次洲际旅行的年纪，也背着背包走了很远看了很多，也不那么爱做梦了。但是
还是会因为看到这本书而欣喜，会羡慕可以这样记录旅程，会因此有一个漫长而美好的下午。
16、2017.1.26
17、主要是为作者的文学功底拜服，欧洲旅行也是我的梦想
18、跟着作者看世界各地不同的咖啡馆
19、还是喜换她的文字，也喜欢咖啡，两个元素都在，适合闲来翻翻的手边书，心悄悄随着文字游走
，琐碎中可以偷得半日闲。
20、其中照片很耐看。拿到书，先翻看了几家无名咖啡馆。作者的想象力和细腻洞察是最喜欢的。
21、在亚马逊上买的电子书。读完了发现还有一个系列。蛮好的，都记下来，慢慢读。
22、论旅行文学，我最服陈丹燕。对于很多不知该不该写下来的细枝末节有很敏锐的体验。作为一个
永远在路上的人，“去外地”这件事儿变成一种特别私密的个人体验，越来越挑剔，越来越严格，简
直容不下异己存在。咖啡，我所欲也，虽然不是行家，但有戒不掉的心瘾，闻到咖啡的味道就很舒服
。
23、看在陈老师是个淳朴的好人的份上就给三颗星吧。以及看的时候，真想去户外坐着喝咖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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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苦不苦》

24、去过的每一家咖啡馆 描述的详细及每个地方的特色 感觉很优雅舒心
25、看得出来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奈何里面有些文字不是能完全理解，还应补些欧洲历史的书籍。
不过咖啡馆一直是我喜欢的环境，轻松，自由，温暖，我也喜欢闻咖啡豆的香气。对于喜欢咖啡馆的
人来说，这本书应该推荐一下。
26、与其说喝的是咖啡，不如说是在咖啡馆里寻找旧时的最好的时代，那种带着辉煌的克制的失落，
依旧慵懒而优雅，思想的碰撞经过时间改造在馆子里沉淀下来。平日里喝咖啡，对咖啡馆的氛围尤其
看重，也跟陈丹燕一样，一直想要咖啡馆里写一些自己的东西，但大多数的咖啡馆都不适宜过久停留
。有机会一定要出去看看啊，在国内看不到、也感受不到最好的时代的氛围了。
27、大学时因为老友看了些陈丹燕的小说，后来有些游记随笔遗留下来，再翻起来看应该是已经过了
年龄了
28、初秋阳光正好，特别适合看这种有点情调又不怎么用动脑子的书。
为此我捧着它在图书馆蹉跎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29、坦诚的说我也是迷恋咖啡馆多过于咖啡豆本身的。喜欢这本书里渗透进咖啡馆里的年代和人文。
作者一点点思绪一点点情绪点缀的恰到好处。有点考验我的历史地理知识。
30、难道是我读书太少才觉得这本晦涩难懂吗？
31、相比在川大图书馆里看过的漫卷西风，多了矫情少了深度。对我而言咖啡只是装在杯里缓解头痛
的深色热水，但也为我带来在意的人，只是偶尔⋯⋯
32、略矫情，这个环游世界咖啡馆的状态还是挺羡慕的
33、许多人认为陈丹燕的文风娇情，但我还是喜欢，这旅行背后细密、感性的回味与探寻。
34、介绍了全球她走过的一些咖啡店的咖啡 看了这本之后就手动又买了其他几本旅行文字
35、旧金山的俄国咖啡馆还在否？哪天也去坐一坐。
36、陈丹燕的字真好看，虽然kindle渣画质看的并不是很清楚。居然有人觉得这样的书不好看，虽然对
于我来说她最好的作品是她的儿童小说，也为她后来转向成人文学和旅行随笔感到可惜，不过我觉得
一个作家核心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就拿语言来说，她的文字还是跟《我的妈妈是精灵》《女中学生之
死》时候一样漂亮，短短几句就是直击心灵。小时候我遇见了薛涛遇见了常新港，怎么没有遇到她呢
。
37、#养病阅读# 2017.4.5理由:图书馆借书。不是很好看，断断续续看了好多天才看完。拿铁摩卡党感
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38、四月1:几个小时读完的小书，充满了咖啡的香气。没有深度的知识要吸收，没有连贯的剧情要分
析，围绕着咖啡带人走遍世界各地各角落的咖啡馆。营造的轻松氛围让人可以享受一个惬意平静的下
午。
39、喜欢喝咖啡，也喜欢看跟咖啡有关的文艺作品；已经看过两遍了，准备再重温第三遍。一边喝咖
啡，一边看这本书，感觉多好啊！
40、咖啡馆是个将纯粹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完美融合的地方，在咖啡馆喝咖啡和在家里、在公司或
在路上手捧一杯星巴克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在这本书里，陈丹燕用细腻的笔触介绍了她游历过的数
十个国家的咖啡馆，读来有如啜饮着醇香的各式咖啡，更能体味异域的文化风情，是一种很享受的阅
读体验⋯
41、越读越想去旅行
42、很多年前看过这本书，现在又重读到新版，该是增加了一些内容吧。陈丹燕的文字真美，这是内
心多么充盈的一个人，去过那么多地方，太让人羡慕了。
43、这书和苦字没半毛关系。顶多是一个生活优渥的小作家的小见闻小碎念。
44、最近看过太多历史沉重题材的书，忽然就想捧起陈丹燕的游记来看。我也超级喜欢咖啡馆的自由
舒适氛围，尤其是在异国他乡的咖啡馆应该更别有风味吧。期待有一天自己可以自由地在世界行走。
45、可以作为以后去各地旅行的咖啡馆指引
46、对这种文风喜欢不起来，但旅行和咖啡实在是太有吸引力的组合。 巴黎，罗马，柏林；毕加索，
海明威，雷诺阿。世界如此辽阔，生活有无限可能，可我也只能过此时此刻的这种生活。想多去几个
城市，多听几个故事，多去几个咖啡馆。
47、这本书读起来格外的亲切 留恋在各地咖啡馆 看书发呆 自言自语 思考人生 或是 给别人写明信片 ⋯
仿佛看到了两年前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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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苦不苦》

48、2016026:阳光灿烂的三月 不能远行 只能以沉浸在这种异地咖啡馆的氛围里逃离 太需要这种没有外
在打扰的自由 安宁 简单 明亮 偏安一隅
49、以为会像村上龙那样以各地咖啡馆为契 顾左右而言他 结果就是单纯的写景作文 没有衍伸至历史
古迹的人文关怀也没有什么茫茫旅途的温情邂逅 说实话谁会真的关心咖啡馆的装潢或是与酒保的寒暄
呢
50、看完想要去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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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苦不苦》

精彩书评

1、说到咖啡，村上春树写过一篇我非常喜欢的小随笔《朗姆咖啡和御田杂烩》---[滚热滚热的咖啡上
面鼓起一大堆白色奶油，朗姆酒的香气直冲鼻孔。奶油、咖啡和朗姆的香气便是这样浑融无间地形成
一种带有焦糊味儿的饮料，非同一般，的确暖人身体。这么着，在德国和奥地利期间，我日复一日地
喝着这朗姆咖啡。在街头摊档嚼一根咖喱味香肠，不时进咖啡馆喝一杯朗姆咖啡，便是这么一种模式
。那个月冷固然冷得要命，我却自得其乐。在寒风凛冽空无人影的法兰克福动物园冻得浑身发抖时喝
的朗姆咖啡也别有风味，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唔，立刻就好想去到冷冰冰的法兰克福动物园里，
边喝朗姆咖啡，边看硕大的黑熊缓缓入眠啊。《咖啡苦不苦》的第一版，就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的那个版本，我是在家附近一个很小的书店里买到的（连同《今晚去哪里？》一起）。那是家非常奇
怪的小书店，有个非常奇怪的老板，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在店里读书，多数时候，他在一台没有联网的
电脑上扫雷或者玩蜘蛛纸牌，不然就抱一杯茶坐在店门口吹风，但是书店里的书都是非常美丽的好书
，我买到过最喜欢的，是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的屠格涅夫的《阿霞 初恋》，书里有八九十年代的小说
书里常会有的那种插画，我就想，原来阿霞是长这个样子的啊。寒暑假的时候，因为没有钱，我经常
去书店蹭书看，不过看一会，就觉得别扭起来，很怕老板赶我出去，但是从来没有，他总是在玩蜘蛛
，如果听见鼠标噼里啪啦快速响起时，就知道他换玩扫雷了。买到首版《咖啡苦不苦》不是2001年就
是2002年吧，那个时候，比现在年轻十三岁的我会在第一时间去到书店里买下陈丹燕的新书。陈丹燕
的欧洲游记，曾经给了处在网络还未盛行时的我们一抹光。真想像陈丹燕那样出去走一走！---读完每
一本她的游记都会这么想。要去真正的欧洲咖啡馆里坐一坐，要去看很多很多博物馆，还要去南德吃
猪手和烤土豆球！顾名思义，《咖啡苦不苦》写的是那些陈丹燕去过的欧洲咖啡馆。云南人民出版社
的版本选用的纸张微微发硬，有些粗糙，摩挲在指尖有股奇异的安心感。小时候，我最喜欢的童话作
家是法国的沙尔·贝洛，有一阵子，在读他的童话书时，我总吃一种模样简陋但好吃得不得了的白糖
饼干，以至于后来每次读他的故事集，嘴里就真的能尝到白糖饼干的香甜。而《咖啡苦不苦》的书页
里也真的有咖啡的苦香，读到伊斯坦布尔的有渣咖啡，嘴里就会布满那些细细索索的粉末，让人想要
像吃杭州咸味小核桃时那样，噗噗往外吐碎掉的壳。陈丹燕写过的咖啡馆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
本书里写到的一家在圣彼得堡的无名咖啡馆，和收录在《偶遇》里的城市博物馆咖啡室。那家无名咖
啡馆是陈丹燕在冰天雪地里无意间撞进去的，里面提供的咖啡只是咖啡色的甜水，同时它还是一家餐
馆，士兵在吃一客鸡肉，他用刀叉细细剔下非常瘦的肉，吃罢，用咖啡馆提供的新闻纸一样光滑的餐
纸擦了擦嘴，把嘴周围擦得通红。而城市博物馆咖啡室⋯⋯根本就想在那里度过一个聊天读书吃蛋糕
的下午啊。因为身体的关系，我很少喝咖啡，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一个喜欢看别人做咖啡、喝咖啡和
写咖啡的人。于是我倚在沙发里，再把书搁在肚皮上，像十三年前那样非常舒服地读完了这本书。
2、黑糖老板的书看到快要结尾时，我在旧天堂看到了这一本。这是妈妈很爱的作家，她的欧洲行走
系列妈妈看了很多遍（妈妈看了很多遍却都还没能去成欧洲，我去了欧洲却没看过）。于是和我妈妈
喜好极相同的我，又为着是咖啡馆的主题，几乎是想都没想就买下了它。事实证明，这是写「咖啡馆
」这件事上，最能引起我共鸣的一本书。更凑巧的是，在西西弗看完此书的昨天傍晚，通过微博搜索
，陈丹燕还找到了我的其中一篇微博并转发了它
（http://weibo.com/1747734440/BeVV5f9cK?mod=weibotime）。不得不说这是缘分。这仍不是一篇书评
，而是看完此书后我又一次挖掘到的「咖啡地图候选」。这是跟张耀完全不同的、更女性视角、更细
腻丰富、更温柔迷人、更爱咖啡馆、更爱背包旅游并有长达二十年经验的另一个版本的「咖啡地图」
。如有时间，我会将所有咖啡馆地址都查出来放在这里（已去过的就不放了），以备我下次欧美旅行
之需。伯爵街咖啡馆（都柏林）中央咖啡馆（维也纳）施瓦茨伯格咖啡馆（维也纳）花神咖啡馆（巴
黎）丁香园咖啡馆（巴黎）双偶咖啡馆（巴黎）佛洛里昂咖啡馆（威尼斯）君子们与印度椰子烟咖啡
馆（伊斯坦布尔）维特咖啡馆（马尔堡）河畔咖啡馆（索伦托）罗伊特维尔咖啡馆红玫瑰咖啡馆（蒙
马特）丁香园咖啡馆（魁北克）希洪咖啡馆（马德里）异人咖啡馆（长崎）康斯坦丁咖啡馆（阿雷佐
）胡迪尼咖啡馆（柏林）雄鹰咖啡馆（柏林西）鲁卡斯咖啡馆（柏林西）澜德维尔运河咖啡馆（柏林
西）五羊咖啡馆（柏林东）黑泵咖啡馆（柏林东）格林威治村咖啡馆（纽约）希腊咖啡馆（罗马）中
年人营地咖啡馆（波尔图）老酒店咖啡馆（波尔图）大石镇咖啡馆（新泽西）
3、kiddle到手后的第一本书，读此书纯属偶然，但读着读着也仿佛跟随作者去往世界各地的咖啡馆，
在那里，看到每一张脸背后的故事。读罢此书，才去搜索了作者陈丹燕，书中有些描写着实煽情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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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句子放在自己身上也适用，比如自己喜欢在不忙于赶路的时候也会观察身边的路人，貌似作者也
是。但是自己对于各国历史和风情了解甚少，所以此书可以作为旅游杂志一般，让我透过此书对某个
年代的一些国家有一些了解。至于咖啡吗，个人极不喜欢速溶，虽然平时喜欢原汁原味的食物，但对
于咖啡本身的苦暂且需要牛奶调和一下。还有就是此书告诉我，不同的地方的同一类场所之间的对比
，可以折射出当地人的生活习惯，透过此，你可以了解很多，同时也会产生对家的想念。
4、六年前，我看完了陈丹燕写的《上海的风花雪月》。这是我读的她的第一本书。那时候觉得，这
个女作家的文笔怎么可以那么细腻和精致，有一种在上海最繁华的马路上的咖啡馆喝着咖啡，品着蛋
糕的感觉。接着，我陆续看完了她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她笔下的女人，是
有血有肉，有上海女人的骨气和傲气，有对生活和命运不公的种种不妥协。她是中国最早一批出国的
背包客，毕竟还是有别于现下的年轻背包客旅行作家。她是开创的一代，具有领军人物的先锋模范作
用。未知的陌生环境，语言的沟通障碍以及可能的危险，毕竟当时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安全，当然现在
，也一样危险。所以大部分的上海女人精致嗲糯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坚强沉静的心。陈丹燕的文笔有上
海女人的小资情调，也许有时候读了会觉得有点腻，有点文艺青年的无病呻吟和假矫情，但是她绝对
不让你讨厌，我把这当成一个怀着少女心的小资作家在低吟浅唱内心的小九九，而且接着，她会用一
个个美妙的旅行故事串联起她的旅行回忆。六年后，我读完了她的《咖啡苦不苦》。这本书主要以欧
洲的咖啡馆为主，兼而提到美国、中国上海、日本长崎的咖啡馆，往往是去寻访一些有历史地位、名
人出没的咖啡馆，也有寻访路上正巧邂逅的无名咖啡馆。延续传统的、装修精良的、体现地域文化的
，咖啡馆的样子各式各样，但是“咖啡馆从来不是一个单纯喝咖啡的地方，它更是一个人的历史教室
、政治论坛、文学讨论会的约集地点，咖啡馆天生就有大量附加的心灵气息。一个好咖啡馆，开在一
个最好的地方，就是一个通向心灵世界的车站。”当年我曾经在常德路上以张爱玲为主题的咖啡馆和
朋友喝下午茶，聊天。对面就是芮欧百货，B1的小食很精致，不断在勾引我的味蕾，先相比之下咖啡
馆的食物就真的索然无味。常德公寓还在，咖啡馆特意开出来纪念张爱玲，但是没有了旗袍摇曳的上
海女人，觥筹交错间，空气里的纸醉金迷已经渐渐淡去，曾经的十里洋场也成了供人参观和拍照的著
名景点，这种变化让人唏嘘不已。就像陈丹燕寻访的那一家家咖啡馆，也许她找到了她想找的那些过
去的记忆，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场空欢喜，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把戏。我幻想在千里万里之外的欧洲
，有这样一个女作家，坐在露天的、或者灯光摇曳的咖啡馆里，或伏案疾书，或沉思放空，不经意间
，也是别人眼里的一道风景线。哪怕她不怎么漂亮，但总有异域情调的神秘作祟。前几年看过她的专
访，她的女儿陈太阳已然长大，成了苹果公司的设计师，母女俩容貌出奇的相似。我不禁在想，时间
过得真快，她的女儿都工作了。但是她仍旧是我心目中那个引领都市文学气息的小资教母，引领我四
处游历不停步的上海女作家。上海这座城，因了她，因了她的文字，有了温暖而美好的存在。
5、57瑞士人常常有又薄又尖的大鼻子，从眉心那里就高高地隆起来，像脸上立着半把剪刀。要是光从
右面来，他们的左脸上，就会有一大条鼻子的阴影。67幸福的人在床上，勤劳的人在超级市场，爱护
自己的人在树林里跑步，有责任心的人在照料自己种的植物，无聊的人在信箱边上看和早报一起来的
广告，更年期的人在浴室或者楼梯上大动肝火，只有寂寞而沉默的人，在咖啡馆里，默默地看着外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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