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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台幽梦
文 l 冷梅    图 l 资料

JP从小就喜欢酒，年轻时三个好哥们都是“酒痴”，他们喜欢轰趴，每周

都要聚会，但大家约定好每次预算不超过5欧元。当年，踮着脚尖都够不太

到的梦想如今唾手可得，可是几个月前，医生却宣判今后他不能再喝酒了。这

有点悲催的结果，在JP看来比较符合中国人时常在生活中发生的遭遇：当你

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又没时间了。当然，酒只是一个载体，没有

酒，酒吧却在，朋友仍旧可以在这里欢聚。

Cloudy，仰头看云
文 l 冷梅    图 l 资料

红酒里的生活哲学

提子

多云咖啡馆店主

露台音乐季
一年前，还在新闸路开着的多云咖啡馆，位于一个商务楼的顶层，咖啡馆的绝妙之处在

于它有一个三四百平米的露台。屋顶上的超大露台，围着玻璃幕幔，简直perfect到爆。一次能

聚集百来号人，这么大的场地，不策划点活动，实属浪费。

于是，多云开业之初，就是奔着和音乐有关的活动去了。这是提子和前男友一起开的一

家咖啡馆，她前男友又是乐队经纪，手里有着一群热爱音乐的朋友，不这么玩似乎都对不住

这个美好的露台。

一时间，多云咖啡馆里聚集了许多文艺小青年，摇滚乐队、后摇音乐、民谣弹唱，活动总

是应接不暇，这里成了民谣圈、地下乐队的聚集地。夜幕沉入海底，音乐、朋友、露台混合成

迷醉的布景，泛着熠熠光彩。醉人的弹唱萦绕耳边，偌大的露台把一个个音符收起，安放整

齐，排列出美妙的乐章，直抵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一切太美妙了，生活里处处都是“小鲜肉”。

这里来过大乔小乔、宋冬野、万晓利、炸鸡少女阿肆，还有唱《南方姑娘》的赵雷。一场乐

队演出，会聚集七八十人，甚至一两百人，把整个露台都给占满了。这符合提子他们关于露台

最初的设想，一堆玩音乐懂音乐的朋友，在这里既撑得了场面，又撑得了腔调。

策划的第一场LIVE演出，就在去年的9月14日，咖啡馆开张第二天。为此，这个时间表还

特意打破了咖啡馆原定的开张节奏，多云提前了半个月横空出世。第一场就是大乔小乔的演

出，预售票早早地就售罄了，活动当天店里一下子来了300多人，从无活动经验的多云，真有点

招架不住了。很多人都是朋友的朋友，大家是来听音乐的，对服务并没有太多苛求。但是露台

的LIVE演出，着实给力，当晚每一个人都玩得很嗨森。

而提子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次Iive s h ow，是一个日本的两人摇滚乐队，名叫

“SUNACOHEN”。“这对音乐人的风格和露台的气质特别吻合，声音飘渺空灵。演出时，他们

自带了音效机，现场的体验很神奇，High翻全场。”

据经常混这个圈子的光明回忆，多云的露台位置极佳，背靠苏州河，在夜色迷离灯光璀

璨之际，可以俯视这座城的任何一个棱角。去外滩、万国建筑群领略的上海夜色，是规整却

没有表情的，而在这里，苏州河的一岸，经过音乐和酒精的混合作用，上海的夜色风情万种、

丰富莹润。它和夜店又完全不是一码事儿，这里有更多的人文气息，把玩音乐的人吸引过

来，甚至于有时连台湾的蔡明亮、吴克群也会混迹于人群之中。

在这块自留地里，提子时常把个人喜好变成“全民”喜好。放露天电影的时候，她总是自

己选片，那些小众的、音乐题材的片子；或者自己一直想看又没时间看的片子，常常被她摆上

“货架”，露天电影每周三四场，用做演出的音响音效在露台上播放高空电影，风雅极了。《陌

路狂花》《低俗小说》这些提子最爱的老电影，时常被她翻出来重温。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云搬到法租界宝庆路上，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大露台留存于记忆

中，半面街半私密的老洋房里，窗前是一个绿意密布的花园，曾经成为过眼烟云，但依旧人来

人往。小的民谣弹唱会依然在这里定期举行，场地缩小了，每场活动控制在四五十人。提子更

满意多云现在的样子，来得大都是女客，门庭清静幽雅。然而露台也好，花园也罢，都只是空

间载体，人们仍旧在提子的小空间，不断交集。

Q:为什么最初会想到找一个有露台的地方开店？

A:我想做一个简单的，不受束缚的人，露台空旷，带给人很多想

象。同时，开一家店，可以认识更多的人。有了这家店，我可以分出时

间，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特别喜欢旅行，把店开着，作为一个

交朋友的媒介，然后还可以自己空出时间去旅行，去看看更广阔的天

地，这是一件最棒的事情。

Q:有露台的多云和有花园的露台区别在哪里？

A:很多女孩子心目中都有这样一个梦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

啡馆，这是一件特别温暖和美好的事情。法租界有漂亮的梧桐树，夏

季，梧桐树变得茂密，阳光透过树叶，将余辉洒落一地，特别让人陶

醉。有露台的多云被迫搬家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定要把它开在法租

界。店里所有的设计，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店里有很多帽子，很多很

多的云，都是我自己用手工把帽子悬空在顶上，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

境。帽子用鱼线吊的，你根本看不到线，只能看见悬浮的帽子。我自己

捏了很多云，以前的多云有天台，每天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云，现在只

有花园却没有云，很可惜。于是，就自制了云彩吊在顶棚之上，这个跟

它的名字也很应景。

私属后花园
如果没有熟人“引荐”，我想你是断然不会在高安路的这群老弄堂里找到O-marketing

红酒吧的踪影。首先，它是一个私人的小圈子聚会之地，并非大张旗鼓地对外迎客。其

次，路盲路痴们会被一模一样的老弄堂弄晕的，即便来过一两次，记忆仍旧会莫名其妙地

闪退。

藏匿在弄堂里的这个红酒吧门面很小，一不留神就会错过。下班时分，经常来这里坐

坐，端一杯红酒的熟客，偏好倚墙探出身来的那一小块室外露台。它与弄堂口接壤，却藏在

厚厚围墙之后，十几平米的样子。不大，却能容纳一个沙发，一把遮阳伞，两三个咖啡座，露

台的墙上挂着先锋画作，艺术和红酒是恒久不变的主题。就连盛着琼浆玉露的高脚杯也很

有味道，透明的酒杯上泛着潦草的字迹：sometimes when I close my eyes.i can’t see.端

起不同的酒杯，端起的是不同的心情。

红酒吧的室内空间本就不大，这比较符合逼仄的老弄堂哲学。干嘛一定要宽阔？腿挨

着腿，肩并着肩，在似熟非熟的朋友圈里小聚，这是易攻易守的“安全距离”。来酒吧的老外

们，一进门，便会穿过室内的沙发座，直奔露台。他们爱极了露台的感觉，相比于中国客的保

守，这里才是亲近上海夜色的罅隙。

酒吧的老板JP是一个法国华侨，36岁，在上海已久居了10年。你可以把O-marketing视

为一家艺术机构。在红酒吧隔壁，有一个2层楼的房子，是一个小小的艺术展厅，上周刚刚结

束了一场中国新锐画家的小型画展。而红酒吧是JP的“后花园”，在上海久居多年，朋友渐

多，他急需这么一块“私人领地”，藏在租界里的原生态民居，触角伸向上海的腹地，又能成

为自己的“会客厅”。

朋友和朋友的朋友，把场面越撑越大，不断有陌生客加入，而圈子里大都是一些身处

上海的异国青年，在这里可以暂且摆脱思乡心切，彼此之间聊以抚慰。

红酒吧承载的功能远非这一两件。周末有歌手驻唱，有外国歌手来这里串场；周二是女

士之夜，有小型画展，还举办过两次独立设计师的服装秀。场地不大，模特们就从来宾们的

身前穿过，直奔露台，再绕径而回。

JP顺手指了指酒吧中间放置复古麦克风的地方，“最好这里能放一架钢琴，可供大家

弹唱”，没必要太过拘谨或刻意，它只是一个放松心情的地方，即便唱了一半，忘词了没关

系，朋友们相视一笑，该继续的仍旧继续。

一个ABC与故乡的连接
从小在法国长大，在这之前从没来过中国，JP曾是名符其实的“香蕉人”。2003年来上

海那会儿，纯属“被逼”。在毛里求斯做生意的父亲，执意要让连中文都不大会说的儿子回

来看看，看看那个既陌生又魂牵梦绕的祖国。

父亲常常挂在嘴巴边：“你现在住在我家，我就有权力管你。”JP“受够了”威严的父

权，即便内心有点抗拒，还是宁愿挣脱父权，申请了奖学金，来中国读书。

因为无知，印象里的中国还不是特别完美。最糗的事情，莫过于刚下飞机的一幕。JP随

身带了一只超大的行李箱，没人猜得出箱子里装得最多的是什么？纸巾，箱子里2/3的行李

是纸巾。那种对陌生之地的惶恐和不安，都装进了行李箱。“听说国内还很落后，洗手间门

口排着长队，蹲进厕所里，还得自己用手扶着门，纸巾是不会提供的。”出了浦东机场，JP惊

呆了，“这是中国吗？上海完全不亚于巴黎、纽约、伦敦。”

从最初有点抗拒，到后来爱上上海、决定留下来发展，只是几年工夫。这是

一个了解越深越欲罢不能的城市。现在反而是父亲急了，总是催促着儿子回去继

承父业，可这几年JP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吃中餐，交中国朋

友。他决定说服父亲，能来中国看一看，进而接受自己的选择。

中国，机遇和挑战并存。29岁，JP在北京已经做到了酒店总经理，“29岁，在法

国，怎么可能啊？做到45岁，才能达到这个高度吧。”JP在国内的第一份工作，其实

很痛苦。但是，没有关系，第一扇门关了，马上第二扇门就开了。这也是他喜欢这里

的相当一部分原因。

O-marketing红酒吧一年前在高安路的老弄堂里开了出来。就在JP工作室的

隔壁，这样小型展览之后，一堆人马便可以轻松移步这里小聚。不用再找什么

地方happy，in house，所有的东西都自己来，红酒、思想、生活态度一并拿出来和

朋友们分享。更重要一点，曾经作为一个异乡的过客，时常有种没有根的感觉，in 

house的意义远非形式上的，还有心灵深处的渴望。

选址时，JP的心理预期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露台。每一个“老外”都很喜欢露

台，原本打算做成一个花园，但是中国邻居们反对，比较容易招惹蚊虫，于是作

罢。JP把一层的天井变成了一个小型的露台。JP和房东商量，能不能把这堵墙打

破，换成玻璃幕墙，这样外边的世界就能看得更加真实贴切。露台的玻璃幕墙正

好通向弄堂口的马路，视野开阔极了。这样一扇玻璃幕墙，映透出一个华裔男生对

血脉之地所有的渴望和连接。可惜房东没允许，因为按照中国人的风水讲究，这样

是会漏财的。

红酒吧的露台虽小，却让JP时常回想起法国的家。家里的院子里种着15棵果

树，养着一条大型犬，还有一个超大的露台可供乘凉。很多时候，家庭聚会、BBQ

就在露台上进行。有院子、有露台，才是一个家的基本配置。JP喜欢坐在露台里看

向窗外，出于一种对于世界的好奇，夕阳西下，太阳晕染过的黄昏最美。

JP

O-marketing店主

Q&A

Q=生活周刊 A=提子

     夏末的露台安放了每个人的心事，
也满足了人们的各种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