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路上”是合肥最早一批

文艺小酒吧之一。说它是合肥

文艺酒吧的先驱，并不为过。

随着“在路上”大学城店

的成功，很多投资者兼文艺爱

好者开始跟进。鲍亮说，现在

合肥同类型的小酒吧大概有

三四家，他们开始基本上都要

来他这里取经。

除了酒吧，一些独立咖啡

馆也能找到“在路上”的影

子。狗镇咖啡馆的装饰风格

跟“在路上”就很接近，鲍亮

说，他跟他们分享过一些物品

的进货渠道。

早些时候，鲍亮会在自己

的酒吧表演，自弹自唱。生意

成功带来的问题之一是，他

已经没有时间登台表演了。

但他表示，自己一定还会继

续坚持梦想，不会忘记开酒

吧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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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给梦想一个坚持的理由
提起“在路上”，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是杰克·凯鲁亚克的自

传体小说。如今，“在路上”在更多人那里已被拿来形容一种生活

状态，寓意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在合肥，有一家“在路上”酒吧。无论从规模还是环境上来

说，它都比不上实力雄厚的商业酒吧，但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摇

滚乐队到这里演出。酒吧老板本人是一个资深文青，他在经营酒

吧，更在经营梦想。 王震

新店开业时间不长，目前上

座率还不高。但鲍亮在大学城的

酒吧，已经完全走上轨道了。

经过4年多的积淀，“在路上”

大学城店在地下音乐圈已经小有名

气，“几乎一些有名的地下乐队，来

合肥都会找我。”鲍亮说，“每个月都

会有演出，主要以摇滚乐为主。”

这就等于形成了一个良性循

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在路

上”，顾客群体当中，学生占的比

重下降到60%，而不是刚开业的

100%了。

“三四十岁的人也会来，他们

多半是摇滚爱好者。”最早进入酒

吧表演的是合肥本土的乐队，现

在，除了非洲和南极洲，其他几大

洲都有乐队来酒吧演出过。

大都会和旅游城市
的酒吧特色

北京：北京的酒吧一般装饰讲究，

服务周到，而酒吧的经营方式更是形

形色色，各有特色。从音乐风格，装饰

风格的区别也决定了消费对象的情趣

选择。北京的酒吧是国内最多种多样

的：利用废弃大巴士的“汽车酒吧”；

与足球相关的“足球酒吧”；能在里面

看电影的“电影酒吧”；充满艺术情调

的“艺术家酒吧”，还有挂满汽车牌照

的“博物馆酒吧”，当然，能连上Inter-

net的“网吧”更是遍地春风。

上海：酒吧已出现基本稳定的

三种格局，三类酒吧各有自己的鲜

明特色，各有自己的特殊情调，由此

也各有自己的基本常客。第一类酒

吧就是校园酒吧，从酒吧名就能嗅

出其中的气味。这批酒吧最大的特

色就是前卫，前卫的布置、前卫的音

乐、前卫的话题。第二类是音乐酒

吧，这类酒吧主要讲究气氛情调和音

乐效果，都配有专业级音响设备和最

新 潮 的 音 乐 CD，时 常 还 有 乐 队 表

演。第三类是商业酒吧，这类酒吧无

论大小，追求的是西方酒吧的温馨、

随意和尽情的气氛，主要集中在大宾

馆和商业街市。

深圳：最早出现的是一间名叫

“红公爵”的酒吧，它没有表演，也没

有卡拉 OK，人们只是在里面喝酒、

聊天和跳 DISCO。它的地方不大、

装修也较随意，但却很受人欢迎；座

位很拥挤，但使人更亲近；舞池很

小，但 DJ 播出来的音乐却使人跳得

很疯狂。

海口：以海甸岛最为集中，风格

各异、装修各异，有表现狂野的西藏

风情吧，有温馨浪漫的轻音乐吧，有

乐队表演的特色吧，有喧器热闹的迪

吧，林林总总，吸引着众多行走在夜

间的人们。

成都：散布大街小巷：左岸、单行

道、白夜、兰桂坊、老树、半打、本垒、

好顺、回归……在一般人眼中，酒吧是

个高消费的地方，但成都人一向是“不

求贵，只求对”，酒喝得再多，玩得再

迷，掏钱时心里却是清醒的，感觉对了

再来，感觉不对，绝不当回头客。也因

此，和同等城市比较，成都大多数酒吧

价格都不算太贵。

丽江：灯火辉煌的丽江古城酒吧

一条街大体可以分两类，俗称闹吧，一

类热烈外露，喧闹活泼，以酒吧一条街

为代表；一类低调隐蔽，特立独行，以

大大小小分布在丽江古城各处的火塘

吧和清吧为代表。而最为外界所津津

乐道的，当属丽江酒吧极高的“艳遇指

数”。

“在路上”酒吧在合肥一共有

两家店，虽然店名相同，装修风格

相似，但酒吧老板鲍亮却想把它

们做成不同的风格。

“新店想做一些静态的艺术

活动，重复没有必要。”鲍亮说。

做了4年多酒吧的他，已经非常

清楚，个性对于一家小酒吧的重

要性。

然而，“在路上”创立之前，鲍

亮原本打算进入媒体。2008年从

芜湖第二次求学回到合肥，他进入

一家省级媒体实习了半年，最终发

现自己不能适应这个行业。

没有纠结太久，他稍作考虑，

然后在大学城选址，开了第一家

“在路上”酒吧。做这个决定，跟

他对音乐的热爱有关，而在他看

来，酒吧恰好可以作为一个艺术

交流的平台。

因为大学城的市口并不繁华，

而学生的消费能力也有限，刚开

始，酒吧的生意并不如意。“坚持做

了两年后，才开始有转机。”鲍亮

说，酒吧是承载他梦想的地方，他

坚持的不仅仅是生意，更是梦想。

承载梦想的地方

地下音乐的乐土

文艺酒吧的先驱

碧特博格：德国啤酒的中国喝法

碧特博格的正式名字，是碧特博格风情餐吧，但在合肥的酒

客口中，它从来就是一家如假包换的酒吧。

跟碧特博格啤酒一样，这家酒吧给人的印象清冽、醇厚，听上

去就有一种品质上乘的感觉。采访果仁咖啡的时候，果仁的董事

谢泽向我极力推荐这家酒吧，作为一名艺术家和这里的常客，他

的推荐无疑是极具煽动性的。 王震

商业酒吧的投资巨大，成本

回收一般要一到两年时间。

碧特博格进入合肥的 2006

年，恰是合肥酒吧的井喷年。6年

后，很多酒吧已经踪迹难觅，碧特

博格却幸存下来，可见它并非泛

泛之辈。

店长程宏是 85后，很年轻。

他告诉我，酒吧的生意很好，“最

多能容纳130人的大厅，经常爆

满。高峰时段，有时不得不请无

法接待的客人另觅它所。”

程宏去年才接手酒吧店长，

但对店里的四款主打啤酒却能如

数家珍。他详细介绍了每款酒的

麦芽酒精浓度和历史，其中卖得

最好的是碧特博格啤酒，为酒吧

贡献了70%的营业额。

年轻专业的店长

在被问及酒吧的经营为何

能够获得成功时，程宏说：“我

们不光引进了德国的啤酒，还

引进了德国的啤酒文化。”

现在，德国的啤酒文化，

已经成为碧特博格酒吧的核

心文化。原装进口的德国啤

酒，口感胜于雄辩。

“只要亲口品尝过我们店

里的啤酒，就会发自内心地爱

上它。”程宏的自信，同样源自

德国历史悠久的啤酒文化。

而店里主营的碧特博格啤酒，

在德国的销量就稳居第一。

采访过程中，程宏展示了

德国用来摆啤酒的一米板，长

度为一米的窄木板上，镂空了

11个圆洞，每个洞刚好可以放

下一只啤酒杯。一米板一次上

11杯啤酒，不但看上去非常独

特，且隐约有一股豪爽之气。

一米板的喝酒方式，就属

于典型的德国啤酒文化。略

带点异国风情，惹人遐想。

德国啤酒的文化

程宏把碧特博格归类为

静吧，他认为，合肥酒吧经过

迪吧、慢摇吧的演变，未来酒

吧一定会越来越安静，像国外

大多数酒吧一样，拒绝喧闹，

回归酒吧的本来面目。

在碧特博格，是不允许客

人自己唱歌，或做其他表演

的。一般是播放酒吧选择的

音乐，这些音乐相对柔和安

静。每周有几次歌手表演，同

样杜绝哄闹。

采访的间隙，程宏亲手调

制了一杯野格力娇和碧特博

格啤酒搭配的“深水炸弹”，带

着草药香气的甜味，顺着啤酒

缓缓贯穿喉咙，颇堪回味。

“这样的酒，别的酒吧就调

不出来，它没有我们这款啤酒，

也没有我们这样的酒吧文化。”

程宏说，“一定要有自己的东

西，做出属于自己的特色。”也

许，在慢摇吧随处可见的合肥，

碧特博格对特色的看重和坚

持，为那些正身陷困境的酒吧

提供了一条更好的思路。

酒吧演变的方向

摆好啤酒的一米板摆好啤酒的一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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