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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观察
每走几步，白水鱼就要便宜十几元，商家称无奈

朱家角景区同款商品标价悬殊引质疑

每向景区内部走几步，
白水鱼就要便宜十几元

今年年初，应父母对江南水乡的钟爱，在
上海工作的承女士邀请他们来到上海，并特
意安排他们在青浦朱家角古镇住宿了一晚。
“朱家角的夜景很美，沿街有很多颇具文

艺气息的店铺，审美在线，而且景区里有一些
很不错的民宿，建议游客不妨小住一晚。”
然而江南水乡的诗意体验却被景区的商

业氛围影响。承女士告诉记者，在游玩过程中
也遇到了一件令她颇为不解的事情：同款商
品在不足百米的街巷间，标价竟悬殊两三倍
之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清蒸白水鱼”。
“白水鱼是朱家角农家美食的特色，很多

店家都会把白水鱼的价格直接挂在店招上招
揽生意。”承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一行人在朱
家角古镇河边某饭店吃到的白水鱼是 68 元
一条，但随着游览的深入，白水鱼的价格从
48 元降到 38 元、35 元，甚至还有 25 元一条
的。
“朱家角古镇的某些店这样‘宰客’，难

道是因为房租高？”承女士将此经历分享至社
交平台后，迅速引发热议。截至发稿时，该帖
已收获近三百条留言，不少市民游客也分享
到了类似经历。
朱家角古镇的北大街被称为“沪上第一

明清街”，距今已经有 400 多年的历史，也是
朱家角古镇内游客最多的一条商业街之一。
记者实地走访时，尽管是工作日，北大街靠近
放生桥的一侧入口挤满了市民游客。
因为紧邻淀浦河，沿街有不少饭店酒楼，

并大多开放 2楼空间，让食客在用餐的同时
可观船影听桨声。白水鱼、银鱼土鸡蛋、白切
鸡、扎肉是多数餐馆都有的特色菜。
记者进入北大街后依次询问清蒸白水鱼

的价格。第一家餐馆的价格为 88元一条，向
前走一小段距离，第二家餐馆即为承女士曾
消费过的餐馆，售价为 68元一条。接着再向
前走，各餐馆把白水鱼作为“特价菜”标注在
店招上，价格也逐渐从 48 元，降至 38 元、35
元，其中最低的一家仅售 25元一条。可以说，
每向景区内部走几步，清蒸白水鱼就要便宜
十几块钱。
北大街外，清蒸白水鱼的标价也存在较

大差距。记者所看到的最贵的一家为 40 多
元，便宜的则在 28元上下。
“越往景区里面走价格越低，只能安慰自

己吃的鱼肯定比他们的大。”承女士说。
然而，记者分别在两家餐馆分别购买了

一条售价为 68元和 28 元的清蒸白水鱼后发
现，无论是鱼的个头还是口味并没有明显差
别。

商家无奈：实为赔本赚吆喝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餐馆“特价
菜”仅标注了“每桌限点一道”或者“特价”
不能与餐馆内的其他优惠同时享用的限制，
但实际上点“特价菜”还需满足隐性的最低
消费要求。
在其中一家清蒸白水鱼售价为 25 元的

餐馆，当记者提出能否单点一份鱼时，餐厅服
务人员表示需要按照原价付款，即菜单上标
注的 78 元；在另一个餐馆，清蒸白水鱼的售
价为 28 元，尽管记者表示一个人吃不了太
多，但是餐厅服务人员仍坚持记者至少要点
三个菜，否则无法享受“特价”；而在另一个
标注了“特价菜”的餐厅，门口的接待人员表
示，总的消费金额至少在 70到 100 元左右，
他们才愿意“做这个生意”。
“这里所有的餐馆都是这样的。”正如该

接待人员所说，记者询问了多家餐馆后发现，
这样的潜规则几乎成为了整个朱家角古镇的
默契。“20多块钱一条鱼相当于是送给你吃
的，我们的进货价都不止这么多钱。”
为什么要这样赔本赚吆喝？某餐馆的工

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在菜品相似的情况下，放
生桥附近的餐馆流量要远好于其他门店，如
果不靠这样的“特价菜单”，很难吸引到市民
游客入座消费。
这一现象在景区的非高峰时段十分明

显。
在工作日的下午，正如白水鱼的价格以

放生桥为圆心逐渐降低一样，朱家角古镇的
游客的密度也随着远离放生桥逐渐稀少。以
北大街为例，靠近放生桥的一侧的游客挤满
了狭窄通道，附近的餐馆甚至无法及时招待
客人。逐渐向前走，到了漕河街一段，尤其是
在一些支路，几乎看不见同行的游客，沿街店
铺的生意也越来越差，甚至一些店铺已经贴
上了转让的告示。淀浦河的另一头的东井街、

西井街相对平均一些，但客流量也不如放生
桥附近。
放生桥是朱家角古镇内链接淀浦河两岸

的为数不多的桥梁，桥上可以拍摄到淀浦河
的核心风光；附近有放生桥码头，常被作为水
上线路的起点；放生桥也靠近朱家角古镇景
区的南门，该门距离地铁 17号线朱家角站较
近，是很多乘公共交通前往的游客的第一站；
记者还看到很多团队游的游客在这附近集
结。这些或许是这里客流量大于古镇其他地
方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从另外一个门进来，可能就不会

买到68元一条的白水鱼了。”承女士向记者
感叹道，在古镇购买物品不能忘记货比三家。

400多元一袋的花茶遭吐槽

除了白水鱼，承女士以及还向记者提出
了其他的价格相差较大的案例：“在靠近放生
桥的一个店铺，果脯蜜饯卖 38 元半斤，但深
入古镇后，同样的果脯蜜饯价格就降到了 35
元一斤。至于朱家角特色的阿婆粽，景区核心
区的阿婆粽售价 12元一个，临近出口的店铺
仅 6元一个，还能买 10送 2……”
这些说法记者也在走访中一一验证。
除此以外，不少市民游客也在承女士贴

子中留言了在朱家角古镇“被宰客”的经历，
其中某个花茶品牌遭到了多名市民游客的吐
槽。
“在朱家角古镇景区里看到花茶的标

价不高我就买了一些，店员没有主动告知我
价格，结果扫码的时候发现居然要 1500
元，我这时候才看清单位是 1 克。”一名游
客说。
记者来到该门店时看到，店内的数款花

茶均标价为1.5 元每克。这是什么概念呢？以
市民游客更常用的斤作为单位，换算下来就
是每斤花茶需要 750 元。记者向店内工作人
员表示希望能够少量购买时，工作人员拿出
了一个密封袋，并倒入了大半袋花茶，称重后
告知记者需要 400多元。
“店员热情邀请试喝，小朋友尝后想购

买，结果一下子花了 150 块钱，真是影响出来
游玩的心情。”在该店铺大众点评的评论区，
很多前往朱家角古镇的游客认为自己对克重
没有概念，因此支付了远超过心理预期的价
格。
“买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金额，不要急着

付款。”另一名游客留言道。

见习记者 崔逸星

同父母一起游玩朱家角古镇， 品尝当地
农家特色清蒸白水鱼后，承女士惊讶地发现，
随着深入古镇，白水鱼的价格越来越低，甚至
每走几步就要便宜十几块钱， 这使得初次来
到朱家角古镇的她大呼“被坑”。

同款商品在不足百米的街巷间， 为何标
价差异竟悬殊两三倍之多？ 多名店家向记者
表示，由于游客集中在放生桥周边的店铺，只
能通过“亏本促销”吸引顾客入店消费。 除此
以外， 朱家角还有 400 多元一袋的花茶等商
品遭游客吐槽。

两条鱼的大小基本一致（左售价为 68 元，右售价为 28 元）

不同店铺的白水鱼价格差距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