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草莓太疯狂了”“中国的柿子跟
我小时候吃到的一模一样”

1月的一个上午，记者遇到一行来自俄罗
斯、西班牙、越南等国的游客。
“这个草莓为什么是白色的？”“这是什

么？榴莲？我只听说过但没吃过，我可以带上飞
机吗？”“什么是咸鸭蛋？”一群人在市集里探
索属于中国的特色风物，很快，一行人就人手买
了一袋水果。
在水果摊位前，来自西班牙的男生 An-

dres 指着盒装的干柿子问导游是什么，导游
向他解释，这是干柿子，比新鲜柿子更甜，可
以储存更长时间，“我只吃过新鲜柿子，干柿
子是第一次见”。导游又给他指了指旁边的
新鲜柿子，“中国也有新鲜柿子。”“中国也
有柿子啊？在西班牙，我只在我奶奶家吃过柿
子。”
随后他又被旁边的白草莓吸引了目光，

“怎么会有白草莓呢？太疯狂了。”
最后，他用 33 元买了一盒白草莓和一盒

水晶柿，直呼“好便宜啊”。
Andres 介绍，在西班牙，人们不怎么吃柿

子，“但我奶奶会买给我吃，柿子一切为二，用
勺子舀着吃。我很想买来中国的版本尝一
下。”刚付好钱，Andres 就打开盒子，拿起一
个柿子，大尝一口，“跟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
样！”
Andres 估计没想到，在中国尝到了久违

的儿时味道。
Valeria出生在俄罗斯，现在生活在西班

牙，一走进菜场，她也被水果摊位吸引了过
去，尝了一个白草莓后里立马下单，熟门熟路
拿出手机扫码支付。
在市集里，Valeria 充满好奇拿着手机四

处拍视频，乌鸡、鸭舌、猪耳都成了她的拍摄对
象，自拍尝草莓的过程，还兴奋地要跟摊主大叔
合影。
在一排茶叶货架前，她好奇地问导游这都

是什么茶、中国人是怎么做茶的？
Valeria 说，小时候她妈妈来过中国，给她

带过各种各样的茶包，绿茶、红茶、花茶、乌龙
茶，她一直很好奇这些茶是怎么做出来的。逛
了一大圈后，她感慨：“这个市集真好玩，感觉
原汁原味，很有中国味道。”
来自越南的 Lam 一走进市集就买了一

大盒车厘子，连连称赞“好吃好吃”，刚刚自
学了一个星期的中文，他已经可以用中文做
简短的对话了。Lam 告诉记者，他以前就去
过南宁和成都，这是第一次来上海，但两个
月之后，他将再次回到中国，再来上海和北京
旅行。

越来越受欢迎， 接驳中巴将换成大
巴，摊主自制双语标识

除了琳琅满目的中国蔬菜、水果、肉类、干
货，乌中市集本身也成了不少游客拍拍拍的对
象，临近过年，乌中市集里已经洋溢着春节的气
氛，鲜花摊位上摆满了年宵花，红灯笼挂满了市
集里里外外。
随着外国人越来越多，老郑甚至给摊位做

了一个中英双语指示：“本店消费可以享受以
下福利：免费开具电子发票、免费加工……”。
“外国人多了嘛，就自己做了一个。我这个

摊位还好，卖的是猪牛羊肉，他们都看过。对面
干货铺的花椒、禽类摊位上的鸭舌，还有那边卖
手工水饺的，我看他们都挺喜欢的，一般买水果
的比较多，带回去方便，还有老外买红枣带回去
的。”
“龙眼、螃蟹、松花蛋，外国人们好奇的可

不止这些食物，明码标价的电子秤、干净卫生的
洗手间，乌中市集的干净整洁、现代化的管理都
让他们十分惊叹。”此次旅行团的导游魏利伟
介绍。
据他介绍，这是携程针对国际中转旅客推

出的“上海免费半日游”项目线路。
“此前有不少游客反馈，很想领略上海的

烟火气，体会老百姓的市井风情。曾有几对中
老年游客，特意铺开地图，让我们推荐当地菜市
场以及出行的具体线路。我们也在游客人数较
少，情况允许时，带他们走过几个菜场，游客感
触良多，啧啧称赞。去年 9月，我们就对路线进
行了升级，将乌中市集纳入路线。”
据悉，目前免费中转旅游路线共有 3 条，

已经接待了 6000 多名外国游客，另外两条路
线更为传统。“选择有乌中市集的游客大约占
比1/3左右，中老年游客更喜欢逛乌中市集。”
行程一般是早上 10 点左右从浦东机场出发，
除了乌中市集，还将游览武康大楼、南京东路和
外滩。
魏利伟介绍，报名参团的，西欧和东南亚游

客较多。
“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目前用的是中

巴接驳，有时候一个车都坐不下，我们准备年后
将中巴换成大巴。”
此次，Andres 是从马德里去悉尼，在上海

中转 8小时，就报名了这个总行程约 4 小时的
半日游。
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对这里

的安全和城市规模震惊了，“上海是我这辈子去
过的最大城市，是我居住城市的 20 倍大小，”
Andres居住在西班牙第三大城市巴伦西亚。

见习记者 唐玮

福州路上的家常菜馆

成韩国人来沪“必打卡”

来上海的韩国人都被“上海姥姥”这家餐
厅“硬控”了？
在工作日的下午，记者来到位于福州路上

的上海姥姥家常菜饭馆，看到在餐厅门口专设
了一个等位区，坐着两三组等位的游客，一交
谈，几乎全是韩国人，在随后的一个多小时里，
每隔 3-5 分钟，就会有三三两两的食客推门
进来，90%也都是韩国人。
为什么几乎所有韩国人到上海都会打卡

上海姥姥这家餐厅？
当记者向多组等位的韩国人抛出这个问

题，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这家餐厅在韩国火
得很，在韩国的点评网站、社交媒体，甚至是地
图网站上，都是 4星推荐的餐厅。”
“这好像是一家米其林餐厅吧？”正在等

位的韩国小伙子成佑利告诉记者，他前一天晚
上才落地上海，这次来出差 5个月，第一顿外
出就餐就来这家很多朋友强烈推荐的餐厅，等
了大约 20 分钟，他就和另外一组韩国食客拼
桌吃上了饭。

几乎都是日韩游客，
必点“三件套”人均不超百元

崔贞润今年刚刚大学毕业，这次和两位朋
友一起来上海是他们的毕业旅行，当问起“你
们有什么准备点的菜？”

她兴奋地用手机翻译软件告诉记者———
东坡肉、鸡蛋炒饭、麻婆豆腐。
“没错，红烧肉、麻婆豆腐、扬州炒饭，就

是韩国人来吃饭必点的‘三件套’加啤酒。”
上海姥姥家常菜相关负责人姚女士说，随着越
来越多的韩国游客来打卡，“三件套”这个名
词成为店员们新创的“暗号”，点菜后一报
“三件套”，大家就都知道是哪些菜了。

“一行人进来，无论几个人都是‘三件
套’，三个人也是那三道菜，五个人也是那三
道菜。”姚女士说到这个现象也颇感有意思，
“如果不够吃，他们会再多点一份或多份红烧
肉或麻婆豆腐。”
当然，也有尝试新菜的食客，多数是因为

语言不通点错了，忽然发现解锁了一道好吃的
新菜。“慢慢地，韩国食客也会吃‘三件套’之
外的菜，比如菠萝咕咾肉等。”

蒜泥拍黄瓜是在韩国人中很吃香的一道菜，
“去年11月份之后，每天黄瓜进货多了几筐。”
“我们 11点开始营业，周末的时候 10 点

就有日韩的游客开始排队，从前门排到后门，
最长的有人等了 1个半小时。”

来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大概算了
一下，相比前几个月，去年 11月份餐厅的翻台
率增长了30%，周五至周日饭点来吃饭，都需要
排队。”
韩国人的比例也明显上升，店员告诉记

者，其实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来吃饭的老外

游客就不少，之前欧美、新加坡、东南亚等国家
的游客来得比较多，我国对韩国免签政策出来
之后，就几乎都是韩国人和日本人了。
“同样是外国人，点的菜差别也很大———

欧美人喜欢点牛肉，我们店里有五种不同做法
的牛肉，他们就野餐牛肉、水煮牛肉不同口味
个点一份，点了 5份牛肉摆在饭桌上。”

姚女士告诉记者，最大的差别是，欧美人
喜欢点红酒，而韩国人喜欢点啤酒。
“所以韩国食客一般吃一餐下来，人均都

不超过 100元。”

在上海为啥叫“姥姥”？
店家：其实是谐音梗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第一次通过韩国人
知道这家餐厅，以前压根没听过。”

在这波“韩”流之下，不少上海市民被韩
国游客反向种草，也是第一次认识了这家在福
州路上开了二十多年的上海姥姥。

随着越来越多人认识了这家家常菜餐厅，
随之而来也是越来越多的质疑声———
为什么叫上海姥姥？上海人都是叫外婆，

没有姥姥的叫法。
“其实不是上海姥姥，是上海老劳，”姚女士

介绍，这家餐厅的几位合伙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上
海人，在给餐厅起名时玩了个“谐音梗”。“当初
一起开餐厅的其中一个股东姓劳，人称‘老劳’，
老劳开的餐厅也取了谐音就叫‘姥姥’。”
上海姥姥在福州路上已经开了 21 年，初

次走进这家餐厅的上海市民都会心生疑惑，不
过最近的质疑声是最大的。
“能明显感觉到我们店好像是有点火了，

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拿我们的店名说事，这两
天大众点评上的评论太多了，我们都解释不过
来了。”
姚女士说，上海姥姥主打本帮菜，不过因

为距离南京路和外滩都不远，更多的是游客光
顾，因此也会根据不同国家游客的需要调整菜
谱，或者调整店员的培训。

记者看到，店员中不乏年近六旬的阿姨，
时不时也会来一两句英语———
“Please sit down and wait a

minute.”
“Come in please.”……
那么多人排队，真的那么好吃吗？
记者随机问了几位吃完结账的韩国食客，

她们直接地评价“So So”，与此前多位带着好
奇打卡这家餐厅的沪上博主有着相似的评价。
走出上海姥姥家常菜馆，记者看到，对面

的“南门涮肉”门前也站满了等位的年轻人，
其中不乏外国面孔，走到不远处，将近 21 点
的燃计沙茶皇店内也是人头攒动，交谈声中不
乏韩语、英语、日语……
看来，在外国人浓度极高的外滩，越来越

多的宝藏小店正在被步步挖掘。

晨报记者 吴琼

外国人爱上中国菜场，人手一袋水果，
“白草莓太疯狂了”！

乌中市集在外国游客中火了，摊主都自制双语标识

上海姥姥成韩国人到沪必打卡餐厅？
必点“三件套”，人均不超百元，众人疑惑的店名是个“谐音梗”

来上海的韩国人都被“上海姥姥”这家餐
厅“硬控”了？近来，福州路上的一家家常菜馆
成韩国人来沪“必打卡”餐厅，甚至有人花一
个半小时等位。 东坡肉、鸡蛋炒饭、麻婆豆腐
是韩国人必点的“三件套”，再配上啤酒，一顿
下来人均不会超过 100 元。 很多上海市民被
韩国人反向种草， 才知道上海还有这么家餐
厅，为啥叫“姥姥”也成为很多人的疑惑，店家
解释， 其实是玩了个谐音梗， 不是 “上海姥
姥”，而是“上海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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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玛特全球旗舰店成热门打卡点
二次元文化带动南京东路商圈原地起飞

“每天都有好几波外国人来我们市集呢，” 老郑在乌中市集摆摊卖肉已经 5年了，2024年下
半年开始，老郑突然发现来市集的老外多了起来，多的时候一天甚至会来三波游客，络绎不绝。

如今，老外们在上海的旅游打卡点已经不止于外滩、豫园、南京东路这些耳熟能详的传统景
点了，乌中市集因其代表的城市烟火气，成为新晋打卡点。

意想不到的买买买

风靡东南亚的泡泡玛特

上海的款式更新更便宜

2024年 3月 1 日，中国与泰国互免持普通护照
人员签证协定正式生效，进一步激发了泰国游客赴
中国旅游的热情。据“泰国 2024 年度搜寻榜”显
示，泰国民众最感兴趣的十大国外旅游目的地中，中
国城市占了其中的七个，其中上海排名最前。
Minne 和她的好友 Annie 此次结伴来上海旅

游，我们遇到她们的晚上，她们先逛了外滩，然后来
到步行街。在附近吃到了让两人赞不绝口的“用辣
椒烧的豆腐”（注：应为麻婆豆腐），最后去了泡泡玛
特。Minne手持两个纸袋，她指着大点的那个，“这
里面的总共花了415元”。又指指小点的，“这里是
200元左右。”她说，这些都是买回去送人的。“在泰
国，很多人都很喜欢泡泡玛特。在这里买的话，比泰
国当地的款式更新，也便宜很多。”
一个晚上花 600 多元买泡泡玛特，相当于花

费了泰国人均月工资的五分之一，但她们还是觉
得很值得。
Minne提到，很多泰国明星也是泡泡玛特铁粉，比

如某女团成员，几乎凭一己之力在泰国带火了
Labubu这个IP（注：泡泡玛特签约艺术家龙家升 Kas鄄
ing Lung创作的有九颗牙齿的北欧森林精灵形象）。
有网络博主戏称，泰国如今很多人为泡泡玛特

疯狂，连僧侣们都经常被看见在该品牌的售卖机上
买手办。有网友的泰国朋友到北京出差，由于时间紧
张，工作之余他只留了一站，就是去西单大悦城买泡
泡玛特。
事实上，泡泡玛特收割的不仅是泰国人，这个

品牌已经风靡整个东南亚。有数据统计，截至去年
10 月底，泡泡玛特总共开了 480 家门店，其中海
外有 106 家，主要就集中在东南亚各国。
在泡泡玛特全球旗舰店蹲点的这晚，我们也

在店里看到了接连涌入的来自日本、韩国和马拉
西亚等地的顾客。
一对从马拉西亚来上海度假的夫妇告诉我

们，他们买泡泡玛特也是为了带回去送朋友。“马
来西亚也有门店，但品种没有这里多，”他们说。
当然上海的吸引力远不止泡泡玛特，他们告诉我
们，自己到上海的第一站就去了迪士尼。

“这是新发售的，泰国还没上
市。我带回去，就是国内第一个拥
有的。”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泡泡
玛特全球旗舰店外 ， 泰国男生
Nathan 喜气洋洋地向记者展示
自己刚入手的新款坚定 & 闪耀
（pino jelly）手办。

这是 1月 3日，一个周五的晚
上，也是泡泡玛特线下门店固定的
新款发售日。如果说海底捞和“很
久以前”是上海含“韩”量最高的
地方， 那么泡泡玛特旗舰店则无
疑是这座城市里含“泰”量最高的
地方。 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听说了
泰国人对于这一品牌不可阻挡的

热情后， 我们决定进行一次现场
实测。

实测结果： 半小时里， 不下
20 个说泰语的游客在门店进出，
出门的游客人手两袋满载而归，
其中大部分是带回去送亲人朋友

的。对他们来说，泡泡玛特已然成
为时下最扎台型、 最受好评的伴
手礼首选。

该旗舰店店长告诉记者，因
为选址离外滩等传统景点近，游
客们很愿意一路逛到这里， 而且
店内的装修风格和色调也很 “出
片”。 因此虽然只开了短短两年，
此地已是外滩“三件套”之外最受
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泡泡玛特的受欢迎并非偶

然，近年来，随着中国二次元文化
的向外输出， 创造了诸多世界范
围内的现象级 IP，掀起了二次元
经济的狂潮。 而随着免签政策的
持续扩散， 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
打卡包括泡泡玛特在内的二次元

场所列入了行程。

免签以来外籍顾客明显增多

比附近商家晚一小时关店

旗舰店的店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从中国政
府去年实行免签政策以来，店里的外籍顾客肉眼可
见地变多了。
“可能因为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附近

就有外滩等景点。很多顾客都是去外滩打过卡以后
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喜欢我们的装修风格。这里的色
彩体验感非常好，所以吸引的客流量比较大。”她表
示，“不仅是泰国顾客，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
些国家的顾客也有很多。因为店里每星期五都会进
行新品发售，所以很多顾客都会在这天特意来选购
新款和新 IP。”
记者在实地探访中发现，同处全上海最繁华街

区之一南京路步行街区域，泡泡玛特的关店时间相
比附近绝大多数店铺（餐饮除外）要晚一小时。别的
地方晚上 10点关门，这里则营业到晚上 11点。
据介绍，他们是从开店之日起就实行了延迟关

店的做法。店长解释，“主要因为这里是步行街，很
多游客都会来逛街，加上也是街边店，关门时间就会
延迟一些，这样顾客的体验感也会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与泡泡玛特首家全球旗舰店对

面相望的就是华为全球最大旗舰店，而整条步行街
上还包括了名创优品全球一号店、乐高亚洲首家城
市中心旗舰店等各级首店、旗舰店。
2018年，上海先于其他城市，最早提出了“首

店”概念。从首店概念，发展到首发经济，本质就在
于用“新”来激发消费者新的消费欲望。同时，这也
是市场繁荣与活力，尤其是区域商业活力的重要表
现。

让二次元成为区域文化标识重要组成

部分，“上海秋叶原”还有更多潜力可挖

南京东路，昔日的“远东第一商业街”。在 2025
年的今天，因为和二次元文化的结合，而勃发出意想
之外的蓬蓬商机。上下两层、占地超 500 平方米的
泡泡玛特是南京东路商圈二次元文化和经济繁荣的
门面，而在那些老牌传统商业体甚至地下，还藏着一
个更大的二次元世界。
百联 ZX创趣场、第一百货、新世界城和迪美购

物中心，被称为南京东路商圈的二次元“四大巨
头”。这些老商场、老购物中心经过整体或局部改
造，踩准时代步点，引入了二次元元素，如今成为上
海二次元浓度最高的地段，被称为“上海秋叶原”。
不满足于单纯的卖“谷子”（注：英文“商品”的

音译），而是有计划、有规模、成体系地发展起错落有
致、不同质化的二次元文化，这里因此在短时间里吸
引了越来越多上海以外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消费，
他们中不乏老外。
据预测，2026 年中国的泛二次元用户将超过 5

亿，市场规模将超过 1100 亿元。未来，“上海秋叶
原”显然还有更大潜力可挖。
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信息所科技创新研究

室主任王兴全近年来也关注到上海的二次元热潮，
在他看来，围绕二次元的文旅潜在价值还没有被充
分发掘。“如果我们关注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新媒体
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到上海来玩，他们选择的
重点是上海一些非常知名的二次元商业体和企业。
二次元产业成为上海吸引年轻一代流量、活跃城市
氛围、创新文化类型、实现城市更新的一种特殊方
式。”
他建议，未来可以进一步提升二次元产业带和

区域标识度的耦合效应。“比如在漕河泾等二次元
产业带，以及人民广场等‘谷子经济’商业带，适度
合理补充户外设计，体现区域性和线路性构想和规
划，让企业空间之间和商业体之间的连接更为有机，
形成整体产业生态和商业氛围，助力二次元成为区
域文化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进一步带动区
域的年轻态流量和社会关注度。”
让更多的二次元品牌，像泡泡玛特的全球旗舰

店一样，被更多人一眼看到。

晨报记者 沈坤

见习记者 丁梦婕

“二次元活动和二次元文旅给这个城市的经济带来了发展，给城市带来了热
度，创造了新的文化类型。 ”

———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信息所科技创新研究室主任 王兴全

“市集也是上海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的一环。 ”
———市人大代表、上海市金源方程律师事务所主任 金缨

“上海‘生活化的氛围’非常吸引境外游客，而这样的氛围是会刺激人当下消费、
即时消费的。 ”

———市人大代表，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周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