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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欧洲，一个道地咖啡馆常客定有个人所爱：每天要去的店，习惯坐的咖啡桌，熟悉的招待，爱喝的
咖啡种类⋯⋯还有的客人一辈子都只去一家咖啡馆，绝不肯进另一家店的大门。
     咖啡馆见面!”是在欧洲大陆流行了三百多年的社交方式。
本书从1645年威尼斯的欧陆第一家咖啡馆始，追踪咖啡馆这个西方社会中始终贯穿不变的文化角色，
以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态度和处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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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耀书作目录：《打开咖啡馆的门》(1995年)；《黑白巴黎》(1996年)；《张耀·咖啡地图》(1997年)
；《百年夕阳红》(1998年)；《彩色罗马》(1998年)；《威尼斯进行式》(1999年)；《音乐咖啡地图－
巴黎巴黎!》(音乐CD书，1999年)；《马德里到里斯本》(音乐CD书，2000年)；《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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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一个客人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第一章 漫漫的“咖啡之路”从东方开始　17世纪下半叶咖啡进
入欧陆的历史第二章 咖啡桌上的启蒙主义　从带有土耳其风的小咖啡铺到悬挂水晶吊灯的欧式咖啡馆
第三章 大革命风暴中心的“政治咖啡馆”　18世纪民主思想的摇篮第四章 “毕德麦雅”的历史角色　
“文化咖啡馆”的历史角色第五章 辉煌的“环形街咖啡馆”城市布尔乔亚的凯旋　工业化时代的城市
“咖啡宫殿”第六章 “咖啡中心”——一个世界的支点　一个“作家咖啡馆”的哲学第七章 从布拉
格到维也纳的“旋风”　现代派艺术在咖啡馆的崛起第八章 “哈维卡”，现代浪潮里最后的孤岛　战
后欧洲咖啡馆复兴的曲折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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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咖啡在欧陆上流社会，尤其是新兴的城市有产阶级沙龙里大受欢迎。
渴望开拓市场和冒险的西方海上商人，一发而不可止，用远洋海船把土耳其咖啡辗转运往西欧各地。
1624年后，大批咖啡陆续到达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马赛等港口。
　　由于路程遥远和海运能力的限制，咖啡在欧洲广泛传播的另一途径是跨越东部巴尔干半岛的陆路
。
不过在这条大道上，最先奔驰的是奥斯曼帝国西征的战车。
地处中欧的奥地利帝国是抵挡土耳其人进入阿尔卑斯山腹地的最后防线，同时无意中也成为接受“东
方”咖啡文化的前站。
　　自1529年至1683年，奥斯曼大军几度兵临维也纳城下，围攻这个中欧的首都数年之久，伊斯坦布
尔咖啡铺最热衷的常客：行旅商人、周游传教的乐师、军官、神职人员和年轻学生都属于这场带有宗
教色彩的欧洲远征的中坚。
　　他们往日的咖啡嗜好也被带到了遥远的多瑙河畔的营寨，搭起了不可缺少的咖啡帐篷。
热气喷香的家乡咖啡成了他们在异国消磨无聊时光和抵御北部严寒的秘方。
在停战和外交桌上马拉松游戏之间，连战场对面的奥军官兵和维也纳市民也禁不住飘来的咖啡浓香和
种种传闻的诱惑，不时越过早就没有刀光剑影的火线，进入土耳其人营帐品尝这种异国情调的令人兴
奋不眠的“黑色饮料”，军营成了变相的咖啡铺和交易场所。
　　一批批咖啡豆被精明的土耳其商人悄悄运过的防线，涌进了维也纳和它背后的欧洲地区，这也是
以后西方百年不断的大规模咖啡走私的开始，难怪维也纳流传一句老话：“欧洲挡得住土耳其人的弯
刀，挡不住土耳其人的咖啡。
”　　历史应验了这个断言，在战线南端不远的威尼斯，1645年出现了全欧首家街头咖啡馆。
1656年来奥国议和的土耳其特使卡哈·穆特巴夏劳师动众，带着300多个随员和全套东方奢侈品，包括
咖啡，正式进入维也纳城，拜见奥地利皇帝。
随团的两位咖啡厨师每天都是特使盛宴上惹人注目的主角，不但烹调各式咖啡，还展览了品尝咖啡的
豪华仪式和考究的咖啡餐具，成为轰动首都社交界的新闻。
　　P108-109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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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我是消耗型的人、挥霍型的人。
所有的钱都用于咖啡和旅行上。
　　如果这样描述这个人的职业：游历欧陆各处经典咖啡馆、大饭店，—边旅行、吃喝，—边摄影、
写文字，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乡村小屋中⋯⋯可能你会以为是文艺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没想到现实
生活中竟然有人是这样过日子的?他不卖咖啡，却靠咖啡成名。
“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印在《打开咖啡馆的门》的靡页，成了咖啡厂商的招牌语
。
　　——《GQ国际中文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框，根、家乡，这些都是边框，我的边框是自
由的。
我没有归属的感觉。
　　见张耀前，重新翻看了他被誉为“雅皮圣经”的《咖啡地图》和《彩色罗马》，试图从漂泊的影
像中归纳天马行空的思维碎片；见他时才发现，他的“视觉书”中表现的狂放相对于他本人而言显得
太为含蓄了。
他递过来的名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地址，甚至没有名字，只有他的网址和一片虚无风景。
　　你的家在哪里？
　　张耀在书中的回答是那句著名的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云云。
　　面对面，他的回答改成了：“我没有家，没有归属的慨念，现在住在巴黎。
”　　——《时尚·伊人》　　我不会有这个需求：一个家和一个叶落归根的感觉。
　　他的行李箱里一定放着成打的唱片。
他喜欢听音乐的方式是按在重复键上，让一支歌、—首曲子，几十遍地一次次不停地放。
到一个地方，没找到想要的音乐，就很难有感觉是真到了这里。
如果再能找到—个喜欢的咖啡馆，则差不多算是—半到家了。
　　——《大美术》　　我奉行两个主义，一个是世界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
　　所谓“张耀方式”，或可理解为有东方意识的、世界主义态度的认知方式。
作为作家，你要考虑的是什么最适合你，而不是读者怎么想，每个人都以自己为出发点，这种态度成
就了后来的张耀。
　　——《新快报》　　相机就像我伸出去的一个手指。
　　他的话曾在中国追求品位的小众中风靡。
但如果说现在就是“读图时代”的话，张耀说他愿置身在“读图时代”之外。
　　——《新京报》　　他们不需要认识我，但他们真心喜欢我书里的东西。
　　他不喜欢被贴上某个大师标章，却拥有—群忠实的拥护者，热情的书迷们拿着《咖啡地图》，按
图索骥地到欧渊搜寻梦中的咖啡馆。
　　——Sony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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