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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路!见证上海商业文化的风起云涌
本报记者 卫中

在这条马路上!繁华永不落幕!行人永不疲倦

!

世界级的都市需要世界级的商业步行街

!

"

#

$!"#$ 年代的南京

东路熙熙攘攘! 从照片上

看! 那时的女性已经开始

"会打扮#了!资料图片"

!南京路以西藏中路

为中界!西面是南京西路!

东面是南京东路 !本报记
者 叶辰亮 摄"

%!""$ 年代中期的南京东路

!资料图片"

&!"!% 年永安公司正式开业!

奉行的经营理念是 "顾客永远是对

的$!视觉中国"

被誉为 !中华商业第一街" 的南京东路#

曾经是中国最早出现煤气路灯 $ 自来水 $ 电
灯 $ 道路排水工程 $ 有轨电车线路 $ 公共菜
场$ 摩天大楼等的马路之一# 也是上海第一批
百货公司先施 %今时装公司大楼&$ 永安 %今
永安百货&$ 新新 %今食品一店&$ 大新 %今第
一百货& 崛起的地方# 可以说上海大型零售业
的起点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 !" 年间# 南京东
路喧嚣的人流与夺目的霓虹灯宣示了上海繁华
的永不落幕(

南京路以西藏中路为中界! 西面是南京

西路 ! 东面是南京东路 " 当年的十里洋场 !

虽然都是商业街! 但到如今已经发展出不同

的定位和特征" 一位上海作家曾经如此描述

过# 南京西路比较突出的是商务特征! 南京

东路则呈现出典型的旅行观光地的特征" 而

最能集中体现改革开放 !" 年来南京东路发展

变化的! 是南京路步行街"

在这条繁华永不落幕$ 行人永不疲倦的

马路上! 能看到老上海的商业历史文化与改

革开放的时代特征之间的有机结合"

第一次来到南京路步行街的人! 很容易

被眼前壮观的人潮人海惊到! 一眼望去满满

的到处都是人! 然后走了 #" 分钟后眼前仍然

有这么多人! 让人不禁想到如果从天空中往

下看! 地上密密麻麻的人潮涌动的场景一定

很壮观" 无论节假日还是工作日! 每天都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到这里! 闲步游览与购

物后又奔向另一个目的地"

按理来说! 人多拥挤的道路难免让人烦

躁! 但南京路步行街不同! 人们是带着喜庆

与赞叹来到这条马路上的" 游人走走停停看

看! 即使不进商场购物! 身处开心的游客人

群中! 不自觉地也跟着欢乐起来"

一方面是路上人太多! 走不快% 另一方

面!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 脑海里仿佛就有

一个声音在告诉你 # 走慢点 ! 多看看&&&哪

怕这条路对很多上海人来说已经走了很多个

来回了" 南京路步行街很宽! 两边的楼层在

今天来看已经不算高了! 因此行人稍一仰头

就能看到大片天空" 马路两边的建筑高低起

伏 $ 错落有致 ! 再加上林立的

招牌 ! 让人有梦回老上海的错

觉 " 当年 ! 就是随着先施公司 $

永安公司$ 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

这四大公司陆续开张! 近代上海

的大商业由此拉开序幕" 发展至

今 ! 南京路步行街已经汇聚了

恒基名人广场 $ 宏伊国际广场 $

悦荟广场 $ 置地广场 $ 永安百

货 $ 时装商店 $ 第一百货 $ 东

方商厦南东店 $ 百联世茂国际

广场等百货及购物中心商业项

目 "

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南京

路步行街采用的是不对称设计 !

肌理$ 颜色不同的人行道板将街

道划分为流动区和驻留区" 流动

区内 ! 摩肩接踵的游客汇成两

股巨大的人潮 ! 悠闲而井然有

序地交错通过 % 驻留区内 ! 走

累的游客可以在休息区小坐片

刻 ! 还 有 充 足 完 备 的 服 务 设

施 ! 以 及 街 头 小 景 $ 雕 塑 小

品 $ 休闲设施等 "

南 京 路 步 行 街 上 ! 每 隔

$%" 米左右就有一个十字路口 !

如果说马路两旁的建筑让人感

觉到包围的话 ! 这些十字路口就如同放松

压力的出口 ! 整条南京路步行街呈现出一

收一放 $ 一张一合的节奏感 ! 让人感到放

松与安心 "

回首 !" 年前! 南京东路随着改革开放的

大潮开始悸动! 从 &''% 年代初期开始! 一大

批新型的综合性商业大楼出现在南京东路 !

如早期的 '大庆 ( '协大祥 ( 等中型商厦 !

后来又有 '新世界城( '置地广场( '一百

新楼( 等大型购物中心" 此外! 对部分历史

建筑还采取置换利用的办法"

尽管新增加了许多当时非常先进的商业

购物大楼! 但人们也愈发认识到南京东路存

在的短板" 当时的南京东路上! 商业规模其

实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 表现为商店单

线$ 单层居多! 导致四大商店一带人流高度

集中% 而店堂内空间小! 造成消费者过分拥

挤! 购物体验不佳" 此外! 店堂内的拥挤也

蔓延到街道上" 再加上南京东路上公交$ 货

运车辆混杂! 交通情况复杂! 进一步加剧了

南京东路上人多拥堵的现象" 总体来说! 南

京东路上人多$ 车多$ 店多$ 招牌多! 缺乏

整体规划设计! 这些成为制约南京东路进一

步发展的障碍" 而缺乏休闲娱乐等配套设施!

以及可供选择的商品品种数量不充足! 更缺

乏海外大品牌的入驻! 也使得南京东路的发

展空间受到制约"

从上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 ! 南京东路

旧区改造转向形态 $ 功能开发并重的时期 "

&''( 年 ) 月 * 南京东路开始实施周末步行

街! 这成为当时上海城市的一道热闹的新风

景线 " 据媒体报道 ! #''+ 年周末步行街平

均客流达 #$' 万人次! 最高客流达 #)% 万人

次! 最低也达八万人次" 后来! 步行街客流

稳定在 ,% 万到 #%% 万人次 " 南京东路上不

仅人多! 满意度也很高! 据上海商业职业学

校在 $%%% 年的一项街头抽样统计调查 ! 对

南京路步行街表示 '非常成功 ( 和 '成功 (

的占到 )!-&."

南京东路推出周末步行街的试行办法后!

也对南京东路的规划以及基础建设提出更高

的要求" 商家们通过周末步行街的洗礼! 发

现自己没有能力承受如此巨大的人流" 因此!

政府$ 商家$ 市民三方都对南京东路改造的

呼声越来越高" 从 &'', 年开始! 对南京东路

进行整体规划改造的工程展开了 ! &''' 年

末! 步行街计划第一期工程完工了! 南京东

路从西藏中路到河南中路之间的路段 ! 从

'周末步行街( 成为 '全天候步行街(" $%&&

年 && 月! 定位中高端的南京东路名人购物中

心落成启用! 大量国际知名品牌入驻" 根据

$%&+年统计数字! 上海零售的税收贡献排在房

地产和金融业之前! 上海的零售市场在全球排

名第三! 仅次于伦敦和迪拜" 这其中! 以南京

东路为龙头的上海商业发挥了突出作用"

世界级的大都市都有一条世界级的商业

步行街! 比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 纽约的

第五大道! 伦敦的牛津街! 东京都的新宿大

街))而南京路步行街无疑当得起代表上海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标身份" 为了更好打造南

京路步行街! $%&+ 年! 黄浦区就已开始打造

'上海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 对南京路步行

街上许多老品牌进行改造" 前不久! 在 *全

力打响 '上海购物( 品牌加快国际消费城市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0$%$% 年 1+ 中 ! 上

海商务委专门提出了商业地标重塑专项行动!

重点通过提升软硬件水平! 重塑 '中华商业

第一街南京路("

朵云轩# 南京东路 ')* 号

朵云轩是中国收购% 经销% 出版% 收藏

书画及其他艺术品的机构 ! !"$$ 年开设于

上海& 朵云轩经营上注重与国内尤其是南方

书画% 篆刻家的联系! 经常举办作品展览和

学术活动&

张小泉# 南京东路 '+, 号

张小泉剪刀是中国手工业的传统名牌!

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虽创始于杭州! 在上海

也是赫赫有名! 上海总店就在南京东路&

据上海档案馆资料记载 ! !"&$ 年 ! 上

海数十家张小泉剪刀商店签订同牌同记联名

具结书& 内容主要是' "张小泉牌号沿用已

久 ! 难以更改 ! 共同使用 ! 加记号以为识

别! 永无争议&$ '"&( 年公私合营! "张小

泉协记$ "张小泉鸿记$ 等合并成上海 "张

小泉$& )"&( 年上海 "张小泉 $ 开始使用

张小泉企业名称 (即字号 )! !"%* 年获得

*泉字牌 $ 商标 ! )""+ 年 !, 月被国内贸易

部授予 *中华老字号$&

真老大房# 南京东路 -./ 号

!%-. 年 ! 上海老城厢董家渡有一间茶

食店! 名为 *陈大房$& 到 )",. 年! 陈奎甫

盘进此店! 改名为 *老大房$! 后来搬迁到

南京路福建路口! 由于其经营有特色! 名声

也越来越响&

这里的鲜肉月饼最经典! 人气超旺! 还

有一些土特产也颇多人喜欢! 每次路过都看

到店内人头攒动! 尤其受阿叔阿娘欢迎&

沈大成# 南京东路 /./ 号

沈大成创建于 )%*& 年 ! 至今已有 )-/

年历史! 总店就位于南京东路 (/( 号&

由于沈大成注重选料! 讲究制作精细!

发扬传统! 立意创新! 因而一举成名& 沈大

成的寿桃% 寿糕% 桂花条头糕% 双酿团% 青

团等品种享有盛名! 还有蟹粉小笼% 馄饨%

各式二面黄及宴席点心! 均风味独特! 口碑

甚佳! 因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享誉海内

外& 沈大成集小吃风味之大成! 研究推出带

有浓郁上海风味的醉虾% 醉蟹和香糟系列!

这些风味菜深得广大消费者欢迎! 已成为沈

大成的特色菜之一&

南京东路上的老字号

&今天的南京路步行街!摄影#寿幼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