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報 III：維也納咖啡館 

在台北，咖啡館賣的是美味蛋糕、氣氛和店家特色。木製桌椅和午後陽光親

吻過的亮度正好，適合外拍。店裡經常是靜謐的，點播著與情境相符的背景音樂，

人們各自嚐著甜點、啜著咖啡，或閱讀、或小聲和朋友交談。簡而言之，店和商

品是重點，氣氛與附加服務是定奪消費經驗的關鍵。 

在歐洲，咖啡館賣的是咖啡的純正、熱食的道地和空間的溫暖。空間的裝潢

特色定奪了整個店家的客群來源。幾個要素摻在其中，溫暖度、舒適感最為重要。

獨自上門的客人有、但不多。若自己前來，他們會帶上一本書或是閱讀店裡提供

的報紙，配著一杯咖啡消磨半個小時。他們也會來這裡吃午餐，一碗湯、三明治

或店家特餐，用完餐就會離開。 

多半時候店裡並不安靜。他們來這兒的目的就是與對方在一杯、兩杯或幾塊

蛋糕的時間裡好好相處、對話。此起彼落的笑談聲中沒甚麼人在拍照或使用電子

產品，或缺少對話聲的秒數內他們對著朋友微笑並啜上幾口咖啡，轉頭看看周圍

後自然的又帶起另一個話題。我的德文程度還不夠好，沒能了解對話內容，不過

說話者與聽話者的表情全神貫注是顯而易見的。 

星期六陰雨的下午結伴來咖啡館的人很多。Cafe Braunerhof和其他不少的

餐廳和咖啡館一樣並沒有提供無線網路。這點大大點出店家精神：歡迎帶你的朋

友和一雙耳朵，說話、聆聽、品嚐。讓我甚至覺得在這裡鏘鏘鏘的使用筆電都不

怎麼討喜。 

這間店的光線不甚明亮、卻也不至於幽暗。數盞中等三組圓形燈泡的吊燈點

亮空間，用溫暖的的色調勾勒二十世紀的歷史剪影，彷彿下一秒穿著束腹洋裝的

高貴女士走進店來也毫不違和，而是我們這群歡樂旅人穿越時空到了六零年代。

靠牆沙發和極為簡單的木頭椅空間切割成小型包廂，並排卻隔開了每桌顧客，一

種各自卻又甚是親密的歡騰氛圍。這間咖啡館特別引人入勝的原因還有

Konzert-cafe。每個星期五與周末下午三點至六點，來自 Wiener Melodien的鋼

琴、小提琴與大提琴三重奏會在店裡現場演奏浪漫時代的作品。我的位置完美接

收了悠揚的提琴樂音，讓我獨自一人的咖啡店經驗不同於往常，不須靠網路消除

孤單就有滿滿的五官感受和內心悸動。 

比較比較咖啡店裡的食物。在台灣的時候，常會對咖啡店裡的食物做出批評，

「店很美但是食物不怎麼樣」的評語極為常見，餐點美味程度自然成為店家多角

化的關鍵和評比標準。當咖啡店努力將飲品和餐點精進時，也就慢慢淘汰那些食

物不美味的咖啡店，因為老實說，年輕人現在誰不先看網路評語再挑選店家的呢。

在這裡呢，如上所述，讓咖啡館成為好咖啡館的要素不包括食物美味程度。當然

這些評語非常主觀，以台灣人的味蕾評價國外食物自有偏頗，不過評鑑食物這件



事本身即允許主觀，所以我也就放心說：有名且人聲鼎沸的咖啡館不見得是食物

最好吃的餐館。畢竟要品嚐美食的話，自然有以美食著稱的餐廳提供選擇。 

想到這便覺得台灣的消費者有時真是太貪心了。希望一間店甚麼都好，食物

美味、氣氛佳，資本主義領頭時代不得不說有錢的人的需求經常是供應者的靈感，

但供應者的初衷能被貫徹與持續經營的情況真是太少了。總覺得在台灣，各個供

應者在市場上與競爭者廝殺而不要被牽著鼻子走的情況下，他們需要的是知音吧，

一些認同理念而理性進行消費的人們。比較消費習慣的話，維也納人被滿足的門

檻不但低了許多，他們甚至是一群能夠自我滿足的客人呢。順帶一提，奧地利並

不是最消費者導向的國家。每個店家的服務態度幾乎都壞透了。在這裡待上一些

時日之後會因為微笑的服務生與客氣的帶位者而特別感動，也逐漸堅強自己的容

忍力。「就算你是消費者，那不代表我要表現任何形式的謙讓」這點不是台灣人

一下可以接受的，不過入境隨俗就是適用在此時吧。 

總而言之，洋洋灑灑一大篇只有一個重點：我好喜歡維也納的咖啡館文化。

在這裡，飲品和食物的品質不能太差，卻不是最重要的，它不是定奪這個下午是

否美好的關鍵。美好不美好取決於你和你的同伴在這個空間裡是否共有了一段好

品質時光。對話、笑聲和偶爾互看微笑的時刻，是否讓你們的情感更上一層樓，

你們是否更了解彼此，你們是否能因為對方和這個空間而增添一段美麗回憶，而

以後來到這裡，你們能否記住某個陽光午後或陰雨天氣，曾經和誰在這裡大聲笑

過，這單獨決定了這間店是否值得造訪的關鍵。這樣一想，不覺得和那句俗言：

「去哪裡不要緊，重點是和誰一起去」異曲同工了嗎？一直以來，也許都和哪裡一點

關係都沒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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