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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寿坊脱颖而出的秘密

以在地居民为导向的街区商业

鸿寿坊的走红来得猝不及防，不过一个长假，鸿寿坊就成为了网红地标。
上海人经历过很多商业模式，从百货商店出租柜台到规模巨大的购物中心，再到新天地、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这样的

具有特色的商业社区，他们对商业形态的翻新有着足够的“免疫力”，那么鸿寿坊脱颖而出的秘密是什么？ 杨颖/文

走进鸿寿坊，感觉是走进了
一条“老底子”的弄堂。说“老底
子”，并不是说这里的弄堂房舍
陈旧，相反，无论是仿建的青砖
石库门，还是大玻璃的商业区都
十成新。之所以给人以上海老
弄堂的感觉，是因为这里的弄堂
并不规整，疏密有致，空间令人
舒适。这里的房子也不像衡复
历史文化风貌区或张园那样一
色的石库门或红砖墙，弄堂口有
几栋小小的青砖房子，里面则五
花八门。老弄堂常见过街楼，这
里则有一条过街通道，虽然只用
简单的铁制栏杆架起，但过街楼
的味道却有了五六分。那家“开
吉茶馆”的房子，更像是以前嵌
在居民区里的街道工厂，大大的
空间有点老仓库的味道。

抬头看，可以看到簇新的玻
璃幕墙办公大楼，另一面则是八
成新的住宅公寓，各种形制的建
筑在这片天空中融合，让人感受
到一种奇特的和谐。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
城市，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上海
的很多老城区建筑并不整齐划
一。很多人喜欢去淮海路拍摄
武康大楼，以为这就是上海的建
筑样式，却常常忽略了武康大楼
背后那些低矮的平房。新天地、
张园等翻新的老街区，那种规整
也并不代表上海的全部。更多
的老上海曾经生活的街区，都有
着很丰富的建筑界面，不同年
代、不同风格，甚至不同用途的
建筑在一个街区里共存，杂乱中
有着让人非常舒服的，不受拘束
的体验。

而这种体验，在城市发展、扩
张的过程中被减弱，那种原生态
的高低错落、土洋杂存的城市街
区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

而鸿寿坊像突然投影了一
部上海弄堂的老片，在那里，住
宅里弄、“街道小厂”、商业门店
安然相处，营造出不规整却舒适
的街区环境，让看多了“高端”商

业街区的人们如沐春风。
大弄堂套小弄堂的格局，门

前几把小竹椅，满脸沧桑的阿姨
爷叔好像回到了坐在家门口乘
凉讲故事的童年时光。

瑞安新天地鸿寿坊项目总
经理王莹女士告诉记者：“上海
市中心有大量历史遗存，如果把
它们全部铲去再造新的建筑，那
固然比较容易，但是也会让人忘
记此地曾经的历史记忆。本地
块不属于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但
有值得保护的风貌。如这里的
红色屋顶，其实是延续了鸿寿坊
拆迁之前的红色屋顶，门头花纹
也是对原先建筑元素的保留。
这些元素细节的存在，能让原住
民回来时有熟悉感，但又不完全
一样。我们也问了一些原住民，
他们说可以在项目上找到原来
居住的影子。”

新的城市界面，却处处有上
海弄堂的影子，鸿寿坊成功的秘
密似乎呼之欲出。

走出菜场，就走进了弄堂。
第一次来这里的人会有点吃惊，
即使是工作日，这里的弄堂也是
人声鼎沸。

有打扮时髦的阿姨爷叔坐在
食肆的露天座上边吃边聊。味道
不错，价格亲民，老朋友老邻居一
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弄堂口的茶
室，有小竹椅，门里门外地坐着，
很有几分古早时光夏天乘风凉冬
日晒太阳的感觉，拿起手机随手
拍，有浓浓的复古味道；咖啡馆也
是人头攒动，有女孩们在这里会
友，有中年人商务洽谈，也有白发
苍苍的老人在这里点一杯咖啡歇
歇脚，还有带着孙辈随便逛逛
的。几乎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在
这个空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
置，几代同堂地坐在一个空间，形
成了鸿寿坊独特的风景。

王莹说：“鸿寿坊食集是一个
以饮食为中心的社交空间，更强
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使产品
更具丰富性。当然，我们也对商
业场景做了创新，目前市场上没
有类似的融合菜场、小型档口、主

理人小店的复合业态。”
正是这样的业态，摈弃了人

们已经习惯的“高端”或“低端”的
商业思维，以在地居民的生活为
导向，包容了鸿寿坊周边社区人
们大部分的需求。老年人可以找
到自己的生活内容，年轻人也可
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去处。走在鸿
寿坊，既可以快速经过小型档口，
也可以坐下来喝酒、喝茶、喝咖
啡，与好友聊天。弄堂里有很多
外摆位，可以坐在外面晒太阳，也
可以选择在包房里享用午餐。

设计师动足了脑筋，在这个
小小的商业空间里嵌入了很多城
市历史记忆的元素，流连其中，移
步换景，一步一景，时而是石库门
风情，时而是小弄堂体验，时而是
高楼大厦，时而是菜场摊档。商
业街区体量不大，体验感却很丰
富。这种体验，随着城市的改造
已经消失很久，鸿寿坊将曾经在
我们身边的生活记忆悄悄找了回
来，于是，现代生活有了记忆中的
温馨，古早的生活方式有了新的
续篇。

鸿寿坊被人们称为“普陀新
天地”，但认真考量，它和新天地
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弄堂”里
餐饮很少以“高端”“精品”的标
签示人，消费价格亲民。更亲民
的是，鸿寿坊最黄金的门面居然
给了一座菜场，而且是阿姨爷叔
们所熟悉的那种，什么都买得到
的综合性菜场。

王莹这样解释鸿寿坊里建
一个菜场的初衷：“传统的菜场，
上午营业，下午就收档了。鸿寿
坊处于核心区域，周边有商业
体、办公楼、居民区，人群复合，
我们便考虑打造一个全天候菜
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买
菜。现在到现场，可以看见全天
都是有人的，这里能满足不同年

龄段的消费需求。老年人喜欢
新鲜的蔬菜，白领中午会买些水
果，商务人群下班路过时也会顺
手带些菜回家。这样的菜场与
众不同，能给人带来很多不同的
体验，卖的东西也是丰富的，除
了蔬菜水果、水产品、牛羊肉，还
有调料、奶制品、现切水果、三文
鱼、和牛汉堡。在定价上，并不
像传统生鲜超市那么高价，白天
也会有平价菜，是‘雅俗共赏’型
的，既有相对高端的产品，也有
入门级产品，很包容。”

其实真正卖菜的区域，只占
了很小一块。那里出售的品种很
多，光芹菜就有三四种。其实，传
统菜场那种多个摊位卖相同产品
的模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

费。而在鸿寿坊的菜场，在质量
和价格有保障的前提下，并不需
要“货比三家”或“价比三家”。

就像“老底子”的菜场，除了
菜，更有很多小吃和日用品。老
上海葱油饼和台州年糕团门前
排队的人最多。非工厂化生产
的葱油饼，出炉时特别的香味让
人垂涎欲滴。隔壁手工制作的
年糕团，有多种馅料可供选择，
心灵手巧的店员会把年糕团捏
成饺子状，一圈花边，赏心悦目。

菜场里，有售卖鲜花的，有卖
咖啡饮料的，有卖熟食的，也有卖
陶瓷的。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
说，这样的菜场有着他们儿时的
记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场
域同样有着浓浓的烟火气。

风景？不只有风景

古早生活方式开启新篇章

菜场？不只是菜场

既有童年的回忆，也有生活的烟火气

弄堂？不只是弄堂

值得保护的风貌，值得挖掘的记忆

突然“火”起来的鸿寿坊。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几乎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在这个空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