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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與維也納品咖啡 
─日常文化社會學視角

王崇安、賴俊吉、程柏崴、謝欣礽

（二）研究主題背景

本研究主題背景主要是本次暑期研究踏查所

走訪的幾個中歐國家，其中又以布拉格與維也納

這兩個觀光大城為主。我們會從大範圍的咖啡在

歐洲的起源此一歷史脈絡談起，講述咖啡在歐洲

蔓延開來的文化背景，再透過與我們此次在當地

的訪談結果做比較過後，探討從以前到現在，咖

啡文化在歐洲有哪些改變，尤其是現代中歐文化

中咖啡的地位與生活價值。

（三）研究目的與目標

本研究從品咖啡這個日常視角出發，透過訪

問不同型態、國籍的咖啡店員的質性研究為主要研

究方式，目的主要是要探討現代中歐人對於咖啡的

態度以及想法，並深入的了解咖啡在中歐日常生活

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咖啡文化隨著社會變遷後的轉

變，希望透過對於中歐咖啡這個人們生活精神重心

之研究，能夠幫助我們更加了解中歐文化的精髓。

（四）研究的重要性與獨特性

從日常生活的社會學視角來觀察，咖啡作

為歐洲再日常不過的飲品，與歐洲文化緊密相連

下，在生活上以及生活型態的變遷中各自扮演了

不同的角色。本研究獨特的地方就在於經歷與當

地不同型式的咖啡店家訪查的過程，另外，我們

從受訪者的回答中發現，除了咖啡以外，啤酒同

一、研究動機與主題背景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文化社會學是一種揭示社會潛在意識的社

會精神分析學，這些無形的文化結構是如何建構

事實、如何化為具體的感知、行動和制度是我們

所需要了解的（Jeffrey C.Alexander）。說起台

灣生活的文化，茶是最能代表的飲品，以此角度

發想，咖啡便是歐洲生活文化最具精神層面的角

色，本研究希望透過日常生活文化的社會學視

角，以一種最為貼近當地人的親身經歷，來發掘

咖啡在中歐精神所在的秘密。

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陽光、空氣、水都是不

可或缺的資源，以水而言，飲茶的文化不僅是滲

透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之中，更融入了各階層的生

活之中，廣泛流傳於各地，成為現今華人世界最

普及的飲品之一，因此對於一個台灣人而言，喝

茶是很重要的，因為茶擁有芬芳甘醇的特質，與

健康養生的觀念在生活中相結合，所以在生活中

對我們的文化傳統來說，是影響深遠的；相對而

言，許多中東歐國家的民眾，對於選擇在晨間以

一杯濃醇的咖啡做為一天的開端不計其數，且在

餐點之間，咖啡也是不可缺少的配角，可說是備

受大家寵愛且需要的精神重心。但咖啡究竟在其

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是本研究重點的問題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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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在中歐的人們生活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當

地人是如何看待咖啡與啤酒，這兩者之間的社會

性意涵中的差異之探討，也別具重要性。

在全球化的影響及歐洲本身的歷史脈絡下，

咖啡的文化和後現代性的消費文化發生碰撞並融

合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且人們的飲用習慣也

因此產生變化，資本主義所帶動的全球觀光產

業，更使咖啡成為了消費性的意符，這樣的現象

也是值得探討的，最後，當地咖啡文化因外來人

口的移入而注入的異文化，也是本研究中很特別

的發現，以此探討當地咖啡文化與異文化所產生

的異質性覆蓋與拼接之現象。

二、歐洲咖啡文化的起源與孕育

（一）咖啡文化的起源

咖啡風潮席捲全世界，提及一般人對咖啡的

印象直覺通常是來自歐洲的咖啡。但是實際上咖

啡的來源地並非是來自歐洲，而是來自東非的衣

索比亞，然而在正式傳入歐洲之前，咖啡先是被

阿拉伯人所發掘並帶回阿拉伯半島成為流行的飲

品，之後被阿拉伯商人帶至當時強盛的鄂圖曼土

耳其帝國。不意外的，這項迷人的飲品很快的流

行於帝國的每一個角落。咖啡貿易的活絡，讓咖

啡有了「黑色金子」的稱號。當時有不少位於帝

國裡的歐洲外交官及商人也首度品嘗到了咖啡，

並帶回歐洲母國當作來自東方的紀念品。

咖啡傳入歐洲的契機，則是在 1529年至1683

年鄂圖曼帝國與奧地利間長期的戰爭。鄂圖曼當

時久攻維也納城下，但依舊徒勞無功，許多在維

也納的土耳其軍人因懷念家鄉，就從家鄉帶來了

咖啡以解思鄉的情緒。於是軍營中便出現了一個

個販售咖啡的流動「咖啡舖」。這陣陣的咖啡香

後來也吸引了不少在城內維也納市民的好奇及注

意，在外表雖然土耳其人久久無法攻下維也納，但

實際上，他們從家鄉帶來的咖啡已經征服了維也

納人的味蕾。難怪當時流傳著一句話：「歐洲人

擋得住土耳其的彎刀，卻擋不住土耳其的咖啡」。

一開始的咖啡在歐洲的形式並非我們現在所

想像的那種高級裝潢古樸典雅的咖啡館或露天咖啡

座，初始的咖啡飲用環境是非常簡單的，稱不上是

一個場館，而是流動式的店鋪「經過一個光線昏暗

的窄窄走廊，人們進入一間牆壁被煙燻烤得幾乎看

不出原來顏色的小屋子。一片煙氣和熱霧裡許多人

擠坐在一起喝咖啡」，這是一位十八世紀維也納作

家對當時咖啡舖的形容。由於咖啡是從東方傳入歐

洲，不少的咖啡舖還保有一些中東的風格，咖啡舖

的主人幾乎是中東的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聚集的

人們都是以中下層階級為主，他們在此聚會聊天，

咖啡鋪是他們閒暇之餘的放鬆場所。至於對上層階

級的咖啡享受仍屬於在封閉的私人領域中，約莫在

50年後咖啡才會正式登上歐洲的生活舞台。

（二）咖啡文化的孕育

隨著市民郊遊和野外旅行熱潮的興起，腦筋

動得快的商人，將咖啡舖改造成露天咖啡店，以令

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扭轉了人們對咖啡鋪的傳統偏

見，在陽光綠茵中散步的男男女女光顧咖啡帳篷漸

漸地成為了一種時尚。不久代替臨時帳篷的是固定或

半固定的「歐式咖啡館」相應而生，愈來愈多的中

產階級也能享受過去城郊豪門才能享受的各種奢侈。

維也納的咖啡業始祖約翰狄奧達率先在多瑙

河渡口與同業將咖啡帳篷連成一體，加上有眼光

投資人的投資，建成了都會首家具有高級設施和氣

氛的「胡戈曼咖啡館」，裡頭除了提供咖啡之外，

還有撞球設施，因而吸引了許多城內有頭有臉的人

物，他們不只談論天氣，也談論生意，更是能去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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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新朋友，無形中成為了一個公開的社會沙龍。城

市中的布爾喬亞階級發現了自己對這種公眾生活的

偏愛，於是咖啡館的魅力亦開始延伸到維也納的繁

華街道上。這也可謂是咖啡館場所精神誕生的開

端，從此之後的咖啡館，不是單純的咖啡提供，場

館使得空間聚集了來自社會形形色色，甚至不同

階層的人們，大家彼此對生活的可以提出意見或

看法，咖啡館儼然成為了一個社會的小小縮影。

接下來數個世紀中，無論是在政治、經濟、

藝術、文學等不同領域，咖啡與咖啡館精神就這

樣與歐洲的各個社會生活面向緊緊連結。在咖啡

館的圈子裡，因而也出現了因應不同人們需求聚

集的咖啡場館，有些以職業取向，也有以階級為

區分，也有以興趣群聚，這些咖啡館逐漸培養出

了客人常常光顧的「常客」傳統。不單單是對咖

啡場館本身的長期忠誠，甚至連光顧時間、點的

咖啡口味與點心以及同桌的夥伴也都是長期固定

不變，顧客若是突然沒有在熟悉的時間出現時，

也會引起店員和同桌夥伴或其他顧客的關心。這

樣的關係使得店員與顧客養成了一定的默契，甚

至顧客完全不用開口，店員就已經幫客人設身處

地設想，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

作為歐洲思想重要啟蒙地的咖啡館，與歐洲

古典的封閉沙龍不甚相同，咖啡館時常出現跨領

域與階層的交流。音樂家海頓不想侷限自己只在

上層社會沙龍演奏音樂，而是經常帶著他的學生

到咖啡館演奏；貝多芬有不少的鋼琴曲首演的發

表場地就是在維也納的咖啡館內，古典音樂或許也

因此受到不少世俗生活的啟發，不再是給貴族、教

會的聽的音樂，走出宮廷教堂而有了更多的變化。

世界大戰期間，經濟的衰退對歐洲不少的中下

階層都是一段難熬的時期，尤其是經常在咖啡館出

現的貧困文學家，咖啡館對他們而言是可以寫作的

地方，是他們可以思想交流的場所，冬天因為付不

起暖氣費，他們便在咖啡館取暖。常常有文學作家貧

窮到連咖啡點心的費用得由朋友支付或向熟識的店

家賒帳，一些幫助這些仍默默無名作家的資助者，

很多都是來自社會上層的常客，賒帳或被代墊行為

在此也並不會令人感到難為情，相反的它是一種才

能的身分認同。在以往維也納紳士街上的咖啡館，

經常出現有經濟寬裕的企業家，資助著窮困潦倒

的作家（特別的是，贊助者與接受援助者大部分都

是猶太人）為此還有成立了「贊助者俱樂部」呢。

隨著時代的演進，咖啡館在歐洲產生巨大的

變化：1950年代當自動化的快速咖啡吧進入歐洲

之後，威脅著老式咖啡館的生存，以往純熟老練的

咖啡師傅似乎不再被需要，客人與店家的關係也因

此不再如以往緊密。快速與流動性是這個時代咖啡

館的重要特色，尤其是在大都會中，咖啡館甚至出

現了站位的設計，以方便客人快速的節奏，觀光客

在觀光化的城市咖啡館中取代了常客，很多的老式

咖啡館若不是轉型就是面臨結束營業的命運，現今

若是想要體驗傳統道地的歐洲咖啡館，可能需要

離開大都市，到非觀光化或偏遠的城市鄉鎮才行。

三、 日常生活社會學視角下的中歐咖啡
文化：以訪談方式觀察之發現

（一）咖啡在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

透過與當地店家的訪談我們發現，咖啡在中

歐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從晨間咖啡到中午飯後及下午茶的飲品，一直到

晚飯後和家人的客廳小聚，在我們訪談的人當中，

有些人平均一天還可以喝五到六杯的咖啡，咖啡可

以說是當地人一整天精神的來源和支柱。另外我們

也發現，咖啡在中歐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所扮演的角

色，相較於台灣，比較不具有社交性的社會意義，

大多是工作上的醒腦用途，且為了節省成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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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大部分都是在家中自泡式的飲用，很少會到外

面喝咖啡，談到是否會和朋友一起喝咖啡，當地

人則表式，通常就是會在晨間或晚間與家人一

起，否則就是在工作場所獨自飲用，不太會在社交

性的場合與朋友一起喝咖啡，這與台灣女性所偏好

的咖啡午茶相聚很不一樣，呈現東西方在日常生活

中咖啡文化和社會意義上極具差異的對比。

就日常生活的層次，喝咖啡僅作為一種單

純的行為，但因著人類所賦予的文化和社會性意

涵，使得咖啡成了人類文化的載體和傳遞訊息的

媒介，並透過使用和消費行為模式，使品咖啡的

背後蘊含且自成了一套人類歷史文化背景與哲學

論述作為其深根於當地日常生活的靜態性觀察面

向，且與觀光化的流動性面相形成強烈的對比；

隨著共產主義的消逝、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歐洲的

現代觀光化，形成一個連續的社會脈絡，是人們延

續集體生活記憶的一種模式，在研究探訪過程中，

我們透過實踐與觀察發現了這一種內化在歐洲人生

活內的咖啡文化，在這樣的一個視角下，咖啡的日

常/文化社會學即具體表現出「咖啡即是生活，生

活即是連續性的社會脈絡之延伸」的具體概念。

（二）咖啡文化的變異

從咖啡在歐洲的歷史起源脈絡我們可以得

知，咖啡是隨著戰爭傳入歐洲的，並隨著一波波

思想啟蒙的浪潮，咖啡成了貴族們討論時事、政

治和時尚時不可缺少的重要飲品，從中咖啡的文

化代表的是一種品味、一抹思潮的香氣和一群人

聚集的共同集體記憶。

然而今日走訪中東歐的幾個觀光大城，看到

的咖啡館不再是傳統沙龍式的空間，小至結合地

方特色的咖啡小館，到以特色人物為命名的咖啡

館，例如卡夫卡、好兵帥克等等，再到全球連鎖

的咖啡店，這些咖啡館型式的轉變，處處可以看

到中東歐地區經過第三波民主化後，隨著資本主

義的傳入所發展出來的消費產業，人們生活步調

的加速，使深層的咖啡文化，變成了人人人手一

杯的連鎖符號，咖啡原本極具思考意義的內涵，

也逐漸轉變成生活當中具備實質精神補給的工

具，因此當你問當地人喜不喜歡喝咖啡時，其實

是或否不再是回答的重點，他們會告訴你的是他

們很『需要』，咖啡的文化已內化至當地人日常生

活當中，成了他們血液中的氧氣，也許他沒辦法

告訴你咖啡文化過去如何，但很篤定的是，咖啡

在現代即是他們生活的象徵和文化的展現。

（三）咖啡的場所精神

親自走訪歐洲，穿梭在觀光都市的巷弄，林

立的露天咖啡，讓人想起了當初還未到歐洲前對

於歐洲咖啡文化的想像：一間間別具古典建築特

色的咖啡廳，人們群聚討論公共事務的樣子，簡

單來說就是一種場所精神的想像。

然而，親臨歐洲與當地的人對談後我們才發

現，由於咖啡文化隨著社會的變遷已內化成日常

生活層次裡面，其實很少會看見當地人聚集在咖

啡館內喝上一整個下午的咖啡，最多也是選擇戶

外的單人咖啡座，匆匆飲用就離去了，大多數的

咖啡館，都充斥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他們

有的滑著手機，有的興奮拍照，有的看著菜單議

論紛紛，讓人有些空間錯置之感，這顯然是全球

化觀光所帶來的現象，咖啡的場所精神消失在咖

啡館裡，究竟都跑到哪裡去了？曾經讓我們的研

究過程中產生這樣的疑問。

但這項疑問在觀察歐洲人對於喝咖啡習慣

的改變，得到了暫時的解答。當地人喝咖啡的場

所從咖啡館轉移到了家中，早晨或晚間與家人喝

一杯咖啡的時間，成了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很重要

的時刻，因此，如今咖啡的場所精神或許深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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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當中，變成了不是整座城市都是咖啡館的概

念，而是家家都是咖啡館的概念才對，因此若要

體驗到當代中歐咖啡的場所精神最好的方或許是

到當地的家庭來上一杯咖啡的時間！

（四）咖啡的消費性意符

在實際走訪歐洲以前，我們認為所謂咖啡的消

費性意符，或許就是代表著當地日常的一個再平常

不過的飲品，正如茶在亞洲的地位，是如此得融入

生活，其在亞洲所代表的消費性意涵，亦是如此。

布拉格咖啡的消費性意符，從切入者的觀點

不同，其所表現出的意義也不同，當地的咖啡館由

於布拉格是個觀光相當盛行的地點，因此當地的咖

啡之消費性意符固然也與觀光緊緊相扣在一起，以

著名的卡夫卡咖啡館為例，對於觀光客而言，在咖

啡館中的咖啡，其意涵不只是一杯日常的飲品或是

醒腦的工具，也包含了一種觀光商品的意義，如同

紀念品一般，可以用來作為到了此地的證據或證

明，到了此地應該啜飲一杯卡夫卡咖啡館內的咖

啡，紀念自己到過這座城市，享受著歐洲的氛圍。

對於當地人而言，連鎖咖啡店在當地的崛起

也帶給當地人兩種消費性意符，咖啡作為當地人

一項日常飲品，甚至是家庭一起吃早餐所搭配的

飲料，它的意涵便是日常，然而新興的美式文化

所帶來的外帶風潮，甚至是更快的生活步伐，外

帶的咖啡所給的日常便是很商務性的意涵，此外

從受訪的星巴克店員女的訪談內容可以得知，由

於星巴克相較於當地小咖啡店以及在家中煮咖啡

的成本高出許多，會來星巴克的客人通常會是較

追求質感也負擔得起的客人才會上門，咖啡在此

的意涵便附加了一層社會階層的意涵。

（五）咖啡與啤酒

在這次的社會踏查中，所經過的國家舉凡捷

克、斯洛伐克、維也納、德國，都是屬於啤酒十

分興盛的國家，而咖啡卻也同樣也是這些國家非

常普及的飲品，談到少數國家如德國，對於身為

亞洲人的我們，或許馬上聯想到的便是啤酒，然

而咖啡卻是對於整個歐洲的重要象徵之一。

此次我們的研究中，訪問了數名捷克的咖

啡店員，包含自己開店的老闆以及員工，由於採

取的方式為開放式問答，因此不必侷限於自身的

想像與答案的限制，期望得到最貼近實際情形的

答案，而在訪問過後我們得到幾種不同的特別答

案，對於啤酒與咖啡，當地人認為兩者皆是相當

重要的，正如現在要我們在生活中回答出究竟是

咖啡還是茶較重要，然而其中咖啡與啤酒所代表

的意義與功能卻有所差異，甚至是對於咖啡在當

地的意義都有在轉變的趨勢，不過在答案上有幾

位有類似的結果。

以卡夫卡咖啡館的女店員回答為例，她認為

咖啡與啤酒在當地都很重要，身為相當嗜啤酒的

捷克人的她，個人喜歡喝咖啡勝過於啤酒，以她

的看法出發，捷克人相當愛喝啤酒，而通常會選擇

於傍晚時與朋友一同聚會飲用，場所也會選擇在酒

吧裡，而她會與家人一同喝咖啡，尤其是在晚餐過

後，像是點心一般，咖啡與啤酒會一起喝的對象不

同；當地連鎖咖啡館的女店員則表示，捷克人大部

分都喜歡喝咖啡，不過相較於啤酒而言，啤酒是更

受到青睞的，此外，與前者不同的是，她說人們喝

咖啡多選擇於上午作為早餐的飲品，地點則一樣是

在家中飲用因為較便宜；星巴克女店員的情況，她

認為咖啡與啤酒是同等重要的，不過兩者飲用的情

形不同，咖啡是在早上飲用，到了傍晚以後，就是

啤酒顯得重要，啤酒是在工作結束後的選擇，她

個人相當熱愛咖啡並且會每天飲用，除了愛咖啡的

味道同時也需要咖啡作為一天的提神；CD咖啡店

的男店員，同樣表示咖啡是他每天日常所必需的

東西，這能使他在早晨清醒，店內客人也喜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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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喝咖啡，而他喝咖啡則是早上下午都會喝，

習慣於單獨喝咖啡，啤酒會選擇在休息時與朋友一

起喝，認為喝啤酒是紓壓的方式之一。

綜合三者可以發現，咖啡與啤酒在當地同樣

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兩者在當地人的生活中分別

在不同時段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咖啡在台灣的角

色也逐漸重要起來，然而或許是因為隨處可見咖

啡館，使得咖啡唾手可得，以及在家自己泡咖啡還

未普及，在台灣人們多喜愛在外買咖啡，然而在捷

克當地，咖啡會是早上醒來做為提神功用的重要飲

品，人們雖然有些也習慣外帶咖啡，然而多會是在

家中與家人一同飲用，作為上午的飲料；啤酒，則

相反作為傍晚之後的飲品，上述受訪者除了提到啤

酒較常與朋友聚會時一起喝，同時也有強調是下班

休息之後的選擇，與我們之前所假設的情境較為

不同，咖啡作為飲品與啤酒產生了一個日常與閒

暇的分野，同時啤酒比咖啡更具有社交意涵。

（六）咖啡在地文化與異文化的衝突及融合

在捷克，咖啡的在地文化是與觀光化這個名

詞緊緊相扣的，布拉格作為一個世界著名的觀光

景點，其文化也受因應著觀光人潮和各國人的湧

入而改變，在我們尋訪的過程中，看到當地的咖

啡館不管是坐落在舊城廣場街道中的，或是通往

城堡的路上咖啡館，客群除了當地人之外，皆包

含許多熙來襄往的遊客，由此可見一斑。此外布

拉格這座城市的名人，卡夫卡、夏慕等等，皆有

以他們為主題的咖啡館，咖啡在布拉格的在地文

化已經不只是當地人喝飲料聚會的地點或是傳統

讓卡夫卡窩在裡面寫著小說的地點，亦成為觀光

景點或是觀光所必須停留之場所。

此外觀光的影響使得外地人大量進駐到布

拉格這座城市，包含遊客與打算到當地開業的業

者，包含亞洲人或是歐洲人皆有到當地開店，可

以看到泰國的按摩店與韓國人開的紀念品店等

等，而我們所詢問到的一位咖啡店的受訪者，便

是受到這波浪潮吸引的其中一人，他來自埃及，

認為布拉格是個充滿遊客與活力的地方，但是在

當地卻沒有看到有關埃及的店家，於是想到此地

開一間有埃及特色的咖啡館，或許開店的原因不盡

相同，但這樣的情形在布拉格卻隨處可見，也使布

拉格當地的咖啡文化更為多元化。

再者，除了上述這些人們喜歡這裡而帶來的

改變之外，全球性的強勢文化同樣席捲了這裡，如

星巴克這種全球性的大企業同樣進駐了這裡，也帶

來與當地原生相當不同的咖啡文化，在當地各類

咖啡館的咖啡皆習慣用個鐵盤，上面擺著客人點

的咖啡，通常容量不會很大，旁邊再附上一小杯

水，款式簡單，當地人也習慣在店內飲用完畢。

然而星巴克等連鎖咖啡店的模式卻是大容量，高單

價，除了在店內飲用外也鼓勵人們外帶，這樣的喝

法進駐了布拉格這個地方，上班族為了圖方便買一

杯咖啡外帶進公司的畫面如今也能在當地看到，這

樣的異文化與原生文化之間有相當的衝突，其中有

受訪店員表示連鎖咖啡店的進駐的確影響了他們

的部分習慣，然而我們所觀察到的是遊客與人們依

然選擇著自己喜愛的店家與他們喜好的飲用方式，

兩種不同類型的咖啡店坐落在同一條街並不奇怪。

四、結論

在現今消費社會中，社會學者布希亞認為，

一切消費行為都只是象徵符號的消費，這些符號

並不表達一組既存的意義。意義只產生於吸引消

費者的符號或象徵系統之中，因此布希亞不認為

消費過程是為了滿足既有存在的需求，消費過程

只在於：消費者，透過展示自己所買的物品，創

造並保持一種認同感。如今看看咖啡消費的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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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領域，咖啡的流行帶動社會中的咖啡文化，影

響所及至各個面向，而這些面向中，喝咖啡的形象

大部分都表現出能夠擁有某種文化品味：時常可以

看見咖啡印象廣告總是主角置身於歐式的建築中，

姿態悠閒而自在，品嘗著咖啡的同時也若有所思；

我們也在文學領域聽過一句話「我不在家裡，就在

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

咖啡儼然已經不單純是一種生理的需求行為，而似

乎是被賦予了一種具有生活理想和風格的意義。

咖啡也可以作為一種區分的方式。舉例來說，

選擇要喝怎麼樣的咖啡，就是一門很大的學問。所

謂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一杯小小的咖

啡，即使它的原料只是黑黑小小的咖啡豆，到現今

已發展出了難以計數的口味和種類，加至其中的原

料和加工方式的不同，就會使得咖啡有不同的稱呼

方式。常見的黑咖啡，在加上打過的奶油之後，就

會搖身一變成為維也納當地著名的「米朗琪」，更

別說若是加了不同種類奶油的咖啡又會有多少不同

的變化名稱了。就在充滿不同品名咖啡名稱下，也

只有懂得咖啡門道的行家可以享受到選擇的樂趣，

一般沒有對此多加鑽研的我們，點咖啡不免得花

上許多時間細細思考這些咖啡的不同，或是只能

看看前面一人所點用的品項種類作為參考指標。

歷史上咖啡的確切誕生之地和發現者雖已

不可考，也可確定咖啡絕對並非誕生於歐洲，但

是不可否認，的確是這塊大陸賦予咖啡靈魂，使

得「喝咖啡」此一行為具有自身的內涵。近代歐

洲的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很多都是咖啡館的

常客，他們在這一空間場域中彼此討論，或是自

己深思，因而在這裡孕育發展出來了許多影響後

世人類深遠的重要思想。現今在歐洲的許多咖啡

館，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而充滿人文精神。

布希亞說過「物必須成為符號，才能成為

被消費的物。」換句話說，消費者不再將消費性

物品視為純粹的物品，而是視為具有象徵意義的

物品。除了作為一種象徵外，在文化分析的觀點

上，消費形式已經超越了符號或符碼的消費，咖

啡館作為空間氛圍的消費，空間的體驗消費更能

帶給人除咖啡本身以外的另一種滿足。在布拉格

以及維也納，當中特別是隱身在小巷弄中的咖啡

館從擺設與裝潢都富含人文氣息，人們可以在此

停駐久留，進行討論與社交。維也納的老城當

中，位於紳士街可說是聚集許多間文化氣息濃厚

的咖啡館，過去吸引了諸如卡夫卡、霍特等文學

家與思想家的光臨。說這些咖啡館是現代文學的

搖籃一點也不為過。但是在時代環境的變遷下，

歷經二戰、共產時代等歷史的動盪，在當時有過

許多思想家待過的那一些咖啡店，卻在如今都已

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有不少以某些名人為號

召的主題咖啡店或是紀念品型的高價咖啡館。

咖啡文化在中歐，歷經近代的政治重大動

盪後，政治經濟社會的轉型成功，觀光業在布拉

格與維也納等大城市之活絡發展，城市中的咖啡

文化似乎也因而有一些的轉變。除咖啡最基本的

提神醒腦生理功能百年來仍維持不變外，咖啡本

身所代表的精神意義，從思想的啟蒙之地和社交

場所，到如今出現的空間氛圍的消費體驗，加上

近年外來大型連鎖咖啡店的進入，歐洲這個咖啡

文化孕育之地，因為資本主義的興盛對咖啡與人

們的關係而有不少的轉變與衝擊，在這樣的變化

下，無論能否更加充實內化咖啡文化，還是使咖

啡文化更加浮華而高不可攀，可以肯定的是，在

歐洲大陸及全世界各地，咖啡香的魅力，仍然會

以不同的形式，繼續持續的誘惑著一代又一代的

人們。

（本文作者王崇安、賴俊吉、程柏崴、謝欣礽為

東吳大社會系學生，指導老師鄭得興為東吳大

學社會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