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沽路菜市场里一溜闲置的摊位

午餐时间乌中市集里的农场餐厅生意很好

乌中市集蔬菜摊位好看的藤编筐是运营方统一提供的

中午饭点高陵菜场一楼小吃馆几乎座无虚席

网红攻陷乌中市集是黄金周时的一大奇观 /@ 国际教育一姐

2019年改造后乌中市集的门面走小清新风格

大块的玻璃窗设计采光充足视野开阔

最近发生在乌中市集的那场 Prada 联名秀，最受震动的，不是互联网上的网红，而是上海其他菜场。
来自静安、黄浦、杨浦各区的“专业菜场人士”，带着当下上海中心城区大多数菜场的生存焦虑，思索着菜场的未来。
上海的菜场上新闻的频率越来越高，前有高陵市集，后有 Prada 市集，实际上不少菜场都经过了一轮面貌彻底的翻新。
走过很多上海市中心菜场后，我们想说的是，上海的菜场不会消失，只会换一种生存方式；上海菜场的烟火气也不会消失，只是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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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da的背后，是上海菜场的一场革命
星期日周刊记者 李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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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假，因为和 Prada 的一次合作，

乌中市集彻底刷爆朋友圈、小红书。
从话题效果来看，这次合作足以纳入广

告文案界教科书。
再细想一下，这次跨界合作的活动背后，

是有点东西的。
“双方其实都遇到如何吸引年轻人的问

题。”徐汇区商务委副主任姜舟说。
对于这次合作，菜场主要目的，是为了提

升菜场人气，吸引更多人关注菜场，尤其是不
怎么去菜场的年轻人。
“光靠一斤青菜减两毛钱吸引人，这种方

式太 low（低）。”
我们采访得知，这次合作中，Prada 向菜

场支付了一定的场地费（具体数额相关人士
表示不便公开）。

另外的支出，就是众所周知的包装纸，还
有装饰菜场的图案等材料费。

那么这次合作到底给菜场带来多少创
收？很可惜没人愿意透露。

但乌中市集的工作人员承认，因为这次
合作，的确一下子生意好起来了，整体销量肯
定是翻倍的。
蔬菜摊贩也说，收入比平时高了一点。
当然，吃到活动红利最多的，肯定不是菜

摊鱼摊，而是联名期间，天天排长队的花店、
农场餐厅。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商户的性质，跟传统
菜场的概念其实没多大关系。

乌中市集的运营方是新徐汇菜篮子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这里变成一个好玩的菜场，始

于 2019年末的一次大改造。
原先蔬菜在二楼，一楼被分割成 10 家小

店，由个体户们经营，有点乱哄哄的。
2019 年末，运营方请来专门的设计师，

对菜场格局进行统一设计。
重新亮相后的乌中市集，虽然内部依然

卖菜，但已经具备了作为休闲娱乐化景点的
觉悟。

一楼漂亮的鲜花店、用统一精美小篮筐
码蔬菜的摊位，还有二楼小清新风的农场餐
厅、能照进阳光的大块玻璃窗，加上位置就
在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核心地段，马路边大
片梧桐树，“小红书感”扑面而来。
但乌中菜场还不够“好玩”。我们发现，

这次仍有商户是错过机会的。
像二楼大面积的传统菜场区域、冷冻品

半成品，他们在各大社交平台的露面就很
少，大家发的都是花店、楼梯、外墙这些美美
的区域。
对挤破头去拍照的小姐姐们来说，买一

袋鱼豆腐，根本出不了照片。
哪怕是 Prada 走后的平常日子，我们

观察发现，二楼大片传统菜场区也要比一楼
更冷清。尤其是中午饭点，二楼农场餐厅里
坐满了年轻人，和旁边顾客廖廖的半成品区
对比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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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市中心菜场都能和

Prada“联姻”。上海菜场们拼命博出位背
后的动力在哪里？
在乌中市集被热闹和喧嚣充斥时，离它

仅有 3 公里左右，市中心另一个大菜
场———大沽路菜市场，有种“热闹是它的，
我什么都没有”的黯淡感。
大沽路菜市场是非常典型的传统菜场，

面积在市中心算特别大的。楼下卖蔬菜水
产，楼上卖南北货、日用百货，像穿越回二十
年前。
10月 14日下午 1点多，菜场里总共也

没几个顾客。
王阿姨的摊位很整洁，她用一个个蓝色

的塑料篮分装蔬菜。此时好几个篮筐已经
卖空，但她也不准备补菜了。

这一方摊位由她和老公勉力维持，“还
不如钟点工阿姨，钟点工阿姨做得好一个月
都有 1万块呢。”

王阿姨算了算，扣除各种成本，两个人
加起来，每天不过净赚两三百。

这还是建立在他们拼命压缩租房成本
的基础上。
自从前几年网上买菜火起来，王阿姨深

刻感受到菜场客人变少了。“年纪大的、手
机上不会买的才会来（菜场）。”

这里摊位费十几年几乎没涨过。王阿
姨告诉我们，一个摊位租金每月 1200 元左
右。
但即便如此，一些新的人来了两年，还

是做不下去，就走了。市场里好几处摊位都
空着。
面对菜场的寒冬，年轻点的摊主也试图

寻求出路。
李玲（化名）家的摊位位置比较靠后，

她说光靠居民买菜，已经很难维持生意，现
在主要靠给饭店送菜。
她告诉我们，这里大多数摊主都主要靠

饭店客户。
李玲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把摊位当作

网购平台在线下的点。
她是“拼多多”一个站点的管理员。

“拼多多”早上把客人网购的菜送到摊位，
由她来分装，等顾客过来拿。

这份小兼职平均每天能给她带来二三
十元收入。她说“蚊子肉也是肉”。
在大沽路这样的市中心菜场，王阿姨和

李玲都还算做得好的。
熬不过去的大有人在，李玲旁边一大片

摊位空着。“之前的阿姨年纪大了，不做了，
后面也一直没人来接。”她说。

走出菜场，这种生存的焦虑感就更重
了。
在大沽路菜场旁边，就有一家联华生鲜

超市、一家清美鲜食超市，蔬菜水果肉品码
得整齐又清爽，还经常促销打折。
这家清美门店空间算小的，但说起营业

额，营业员阿姨一脸骄傲：每天能有 1 万多
元。
这类主打生鲜的小店，每一家菜场的周

围都到处可见。钱大妈、肉联帮、永辉生鲜、
路边小菜店，挤破头排队瓜分菜场客流。

至于盒马、叮咚、美团这些电商平台的
挤压更不用多讲。连老年人都开始“抛弃”
菜场，转战APP买菜，玩得比年轻人还轻车
熟路。

3
几乎所有市中心的传统菜场，都承受着

和大沽路菜场一样的焦虑。
经此一“役”，乌中市集成了各大菜场

眼中的榜样和模板。
Prada 联名活动期间，静安、黄浦、杨浦

等中心城区主管菜场的商务委人士，都低调
地来观摩过了。
可能他们不知道的是，乌中市集的经营

方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到上海其他
“网红”菜场去考察，包括高陵集市、蒙西菜
场。

普陀区的高陵集市，原本是一家开了
20多年的传统老菜场。
2019年末改造重开后，模样大变，不但

开了上海特色小吃馆，现在还有了社区食
堂、社区健身房等。
整个菜场统一设计成老上海风情模式，

意图明晃晃写在脸上：方便拍照打卡。
这种略显刻意的改造路径，在两年前算

是蛮超前的。
一开始吐槽的人还不少，大众点评上有

人调侃像“迷你版车墩影视基地”，也有人
吐槽“有点做作”。
但这两天再去重访，发现人气居然比我

们一年前去时更足了。
午饭时间，中间的休闲餐饮区座无虚

席，楼上的社区食堂也坐满了人。
近期点评网上大家的评语也有了些变

化：“如果上海菜市场都像这样，买个菜，心
情也愉悦。”
还有蒙自西路上的蒙西菜场，改造后的

菜场大量使用竹篱笆元素，被形容为带着
“精致烟火气”。

菜场外人行道上设计有波浪状围栏，买
好菜休息的时候，像极了站在街边小酒吧旁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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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管理者们在互相取经和学习之后，

至少都有了一些共识。
新一代菜场的环境一定要干净整洁无

异味。
“菜市场有带鱼、海鲜，味道一出来，就

会觉得和鲜花不搭界。乌中市集改造后开业
两年多了，没什么味道。”乌中市集经理助
理傅杰介绍说。
还有美观很重要。在乌中市集，所有蔬

菜摊位都用了统一的藤编筐，比传统菜场那
种蓝色黑色塑料袋好看多了。

更重要的是，业态要更丰富，内容要更
好玩，去菜场，不能只有买菜这一项活动。

乌中市集二楼的网红农场餐厅，每到中
午饭点，都是年轻人来吃。
傅杰说，菜场希望引进一些好的餐饮。

“店本身也注重自己的品牌，有自我要求。”
其实乌中市集的运营方在徐汇区还有

好几家菜场，乌中市集也是其他菜场改造的
模板。毫无疑问，新版的菜场们业态会比乌
中更丰富。

所以，上海菜场不会消失，烟火气也不
会消失，但肯定会以另一种姿态存在———集
餐饮休闲娱乐和景点于一身的新式菜场。

就像隔壁苏州双塔市集，早就是旅行指
南的座上客。
至于欧洲日本，大多数旅游城市都有几

个游客云集的菜场。京都有锦市场，巴塞罗
那有波盖利亚市场，所有的旅行手册上都会
重点标注这些菜场景点。
也许未来有一天，朴素的菜贩们也会猛

然醒悟，开始在蔬菜标牌上创作涂鸦和文
案、将摊位摆设得更具艺术性和想象力。

到那个时候，不用 Prada 来造势，年轻
人会回来、中老年人也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