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声表演，助兴节目从“配角”跃为“主角”

演艺活动， 自古以来便与游船

碰撞出许多妙不可言的火花。 当唯

美的音乐自游船上缓缓流出， 自然

而然就增添了一份浪漫与多情。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起， 黄浦江

恢复了一度中断的游览项目， 卡拉

OK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船上的

助兴节目。 不过在当时， 船上的助

兴节目仅仅作为黄浦江游览的 “配

角”， 并不单独售票。 今年， 上海提

出 “演艺新空间” 这一概念， 浦江

游览集团开始考虑将游船打造成演

艺空间的可能性。 浦江游览集团副

总经理洪朝辉认为， 浦江游览与文

艺演出有着天然联系。 吹江风、 聊

天、 看节目， 也是人们在体验浦江

游览时的客观需求。

上月起， 由浦江游览集团与笑

乐汇联合打造的传统曲艺表演相声

将被引入 “浦江游览 1 号” 轮， 浦

江游船正式变身为 “江畔剧场”。 在

节目甄选环节中， 公司调研团队在

沪上多家演出场所实

地调研 ， 发现相声在

上海已拥有非常可观

的消费市场 ， 用 “场

场爆满 ” 来形容也不

为过 。 更出人意料的

是 ， 来听相声的大多

是年轻人 。 由此 ， 调

研团队预判 ， 将相声

表演引入浦江游览 ，

将会收获一部分固定

客群 。 而且 ， 相声表

演不受地域范围和语言限

制 ， 无论是本地游客还是

外地游客 ， 都能听得懂 。

综合多方面因素， 浦江游览集

团最终拍板将相声作为首个节目

引入游船。 为此， 公司特地向黄浦

区文旅局申请了营业性演出许可 。

游船上的演艺节目终于跳脱出曾经

的 “配角 ” 设定 ， 可以单独售票 ，

独立成为一个文艺演出新空间。

开放的街区， 流动的盛宴

晚上 6 时过后， 杨浦区大学路换上

了与白天不一样的面孔： 沿街店铺亮起

五彩灯光， 各色餐吧里涌进食客， 他们

中有大学生， 也有白领创客， 开放的街

区尤为适合 “逛吃”， 这场流动的盛宴

将一直持续到午夜。

大学路夜市迄今刚好走过 10 个年

头 。 如今 ， 围绕着长约 700 米的主干

道， 沿街近 50 家书店、 咖啡馆、 特色

小店、 创客空间等鳞次栉比， 外摆桌椅

和绿植在街区里错落有致， 不论是一人

食还是聚餐， 谈工作或是休闲娱乐， 都

文艺范儿十足， 又不失亲切感。

在留法归来的创意工作者陈如看

来， 这里背靠繁华的五角场商业区， 街

区的开放环境让夜生活有多种选择， 且

不受营业时间限制， “非常契合年轻人

的生活习惯和社交需求”。

大学路的幕后推手是瑞安地产创智

天地项目， 瑞安地产广为人知的项目还

有上海新天地。 不过在创智天地项目总

经理陈丽丹看来， 两者的基因是完全不

同的。 “大学路周边的高校和科创企业

构成了独特的生态， 新业态和多元跨界

的消费模式也进一步带火了大学路的夜

间经济。”

比如， 名为 “All the lovers” 的酒

吧将甜品和酒创意结合， 成为年轻人特

别是女性消费者晚饭后 “续摊 ” 的首

选 ； 音乐餐吧 MARU 饭点时售卖战斧

牛排、 意面等各类西餐， 晚上 9 时， 驻

场乐队登台开启小型 live， 将气氛推向

高潮……

开放的社区不仅适合 “逛吃”， 也

孕育了人和社区之间的情感纽带， 构成

大学路夜生活中独特的密码。“许多人从

读书到工作、结婚生子都在这里，大学路

承载着记忆又拥有巨大的想象空间。”陪

伴大学路走过 10 年，陈丽丹自己也对这

里充满感情。

 华灯初上

夜市里品出“上海味道”

夜上海，不夜城。当夕阳西下，夜晚渐渐拉开序幕，白天的忙碌似乎在这一
刻停下来，夜色逐渐晕染开来，各色霓虹灯下的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构成了一
道道属于这座城市的靓丽风景线。

上海的夜是丰富而多姿的，从老一辈人热衷的“乘风凉”、露天电影，到红
极一时的夜排档“彭浦夜市”……这些与生俱来的“不夜城”基因，在今年迎来
政策红利———今年 4 月，上海市商务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上海推动夜间
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国际范”“上海味”“时尚潮”打造一批夜生活集聚
区，推动上海“晚 7 点至次日 6 点”夜间经济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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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幕降临

浦江游览“新妆”再出发

河流穿城而过的城市都自带“美颜滤镜”。 入夜后，全城灯光点亮，

波光粼粼的水面便成为欣赏一座城市的最佳角度———游船缓缓开行，

两岸建筑不断切换，静谧的夜色让人更想去读懂这座城市。

黄浦江之于上海，正是这样一种存在。

上图：“君子兰”

号启航黄浦江 。 游

船宽大的窗户 ， 让

风景如画的浦江两

岸尽收眼底 ， 露天

甲板全敞开式的海

天空间 ， 让游客尽

享微风和美景。

右图：夜经济的

餐单里 ， 上海特色

小吃也是主角之一。

上图 ： 坐 “龙

船 ” 游浦江 ， 美

食一路相伴。

右上图： 沪

上夜间集市、 美

食一条 街 等 店

铺一应俱全 ,为

市民游客增添了

层次丰富的体验

感。

右图：锦江乐园

夜市集结了四大地方

美食。

左图：“君子

兰 ” 号游船上

的经典旗袍秀

展示了浓浓海

派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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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袁婧
视觉中国

升级版水上饭店， 勾连回忆又产生新念想

许多上了年纪的上海老爷叔 ，

对外滩的水上饭店念念不忘。

1910 年， 浦东塘工善后局租赁

小火轮往返浦东东沟与浦西铜人码

头之间， 这是上海最早的官办轮渡。

上海的轮渡就此发展起来， 时髦的

水上饭店也在此间诞生， 并成为我

国最早的水上旅游饭店。

水上饭店的出现与上海人 “乘

风凉” 的传统不无关系。在空调尚未

完全普及的年代，许多上海人家的消

夏方式就是到黄浦江边走一走、吹吹

风，“再热的天， 到江边吹吹风就好

了。 ”手里稍微宽裕些的人还会买张

船票，在马达声中感受更畅快一些的

江风。 小情侣约会则首选水上饭店，

既能聊聊天，还能点上几个菜小酌一

番，要是想再增添点情调，可以提前

选好靠江的“特别座”。 那时，水上饭

店以本帮菜为主，四喜烤麸等菜式都

是必点款。

时间流转回本世纪初， 水上饭

店搬迁至陆家浜路， 少了许多熟客

的饭店不复往日繁华 。 直至今年 7

月初， 首届 “绚丽浦江·旅游美食”

在 “浦江游览 1 号” 轮上开幕， 水

上饭店终于回来了！

令人惊喜的是， 今年夏天， 再

次回归的水上饭店进行了大升级 。

最早的水上饭店，其实是一座双层浮

江码头，二层办饭店，一层用作轮渡

码头。而回归后的水上饭店则将用餐

地点搬至游船，摇身一变，成为“水上

食府”，并着手菜品升级。一道淮扬鮰

鱼狮子头，既汲取了经典淮扬菜的精

髓， 又与海派饮食文化特点相结合。

要想吃上这道菜，食客们还需花上一

点耐心。厨师首先要将盛产于江南的

长江白鮰鱼去骨取净肉，接着要将鱼

肉不断用手搅拌、摔打，直至入味上

劲，整个过程与潮州牛肉丸的制作工

艺不谋而合。

需求升级， 市场呼唤更多全景体验式产品

“水上食府”“江畔剧场”……今

年入夏以来， 浦江游览集团动作频

频。但在洪朝辉看来，菜品升级、引入

节目，还仅仅是第一步。 为进一步提

升黄浦江水上旅游行业整体形象，浦

江游览集团制定了 “浦江游览+”战

略，即在纯观光基础上，将特色美食、

文艺演出融入到游船观光中，丰富游

客们的体验。

融合最新时尚科技的 “水晶公

主号” 游船， 在业内素有 “水上秀

场” 之称， 是目前黄浦江上配置最

好、 设施最全的船舶之一。 不少家

长都会选择来 “水晶公主号” 办周

岁宴、 孩子的生日宴会。 目前， 浦

江游览集团正积极引入国外优秀的

演艺节目， 考虑在 “水晶公主” 轮

上引入儿童音乐剧， 精准地为儿童

群体提供更丰富的演艺节目。

沉浸式体验演出项目，这是浦江

游览集团下一阶段准备推向市场的

旅游产品。 与传统戏剧表演不同，沉

浸式演出更强调演出场地、载体的特

殊性。 享誉全球的浸入式戏剧《不眠

之夜 sleep no more》 落户南京西路

商圈的一个酒店内，不到三年票房就

突破 1.3 亿元。 在洪朝辉看来，见证

着上海历史浮沉的黄浦江正是一个

诉说老上海故事的最佳地点。在来往

的游船上， 一个舱室成就一幕剧，人

们沉浸其中，随着船体的晃动，历史

与现在毫不违和地交织在一起，将碰

撞出更多艺术火花。最新调研数据显

示， 浦江游览这一旅游项目中， 上

海本地游客出现了明显的回流现象。

这也是浦江游览越发有吸引力的一

个力证。 看过了无数次的江景， 为

何还要专程买张船票再看一回？ 从

今年 5 月启动试运营的浦江游览崇

明航线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这条长

达 13 小时的新航线 ， 是目前最长

的游览线路。 首批报名体验的游客

中， 就有不少曾在崇明插队过的知

青。 于他们而言， 崇明不仅仅是一

个地名 ， 更是青春记忆的代名词 。

浦江游览集团为此特地设计了 “情

怀崇明一日游” 的游览路线， 并将

前卫农场也纳入旅游线路。 融入了

记忆色彩的崇明航线， 也因此成为

一个不可替代、 在市场上独具魅力

的旅游产品。

在洪朝辉的设想里， 未来， 浦

江上的每一条游船都应当具有自己

的鲜明特色。 对日趋多元化、 细分

化的旅游市场而言， 只有更精准地

切中用户需求， 才能真正将浦江游

览打造为让全世界游客趋之若鹜的

精品旅游线路。

不止于“美食联合国”，更是国际化“客堂间”

位于闵行区虹梅路的老外街， 或许

是上海夜色经济中最具国际范儿的：这

条全长约 480 米的街上，集中了 30 家各

国特色风味餐厅和酒吧，堪称“美食联合

国”。 消费者中五成以上、店主中七成以

上为外籍人士。

入夜，各色店招和香樟树影交错，除

了街口地标性的火车头， 还有现代雕

塑、 喷泉等别致景观遍布街区内外。

乐队驻场的热闹酒吧、安静惬意的

特色餐厅，还有适合知己好友们

开怀畅饮的露天座位……人们

总能在此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一款。

记者在老外街上看到 ，

与上海其他国际化消费场所

不同， 来老外街的中外消费

者多是拖家带口。 常客孙刚

说， 和家人朋友来这里点上

一份薯条啤酒套餐， 聊上大

半个夜晚， 是他最喜欢的生

活方式。

消费者的心声与老外街运

营 管 理 方 的 定 位———国 际 化

“客堂间” 不谋而合。

上海老外街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张武才告诉记者， 老外街原是

上海虹桥机场徐虹支线的停靠站 ，

1996 年该支线停运 ， 变成了一条杂草

丛生 、 垃圾遍布的废弃铁路路基 ， 之

后铁轨被挖除 ， 一度很是脏乱差 。 而

其狭长型 、 极窄的街面宽度 ， 也为改

造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 初接手该项目

时 ， 他们发现 ， 虹桥地区已有许多外

企白领和高管居住 ， 但为他们提供休

闲消费的场所却几乎没有 ， 因此在颇

费一番周折考察后 ， 大胆提出国际化

“客堂间” 的理念， 即凸显 “带有休闲

感的生活场景”。

为此， 张武才和团队着重在两方面

下功夫，一是环境的提升和改造。项目开

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移栽了大量树龄

15 年左右的香樟树， 配合街区规划大幅

提升颜值，给人以亲近自然的感觉；二是精

挑细选特色商户。首批招租时，400多家报

名商户最后仅留下五六家。 时至今日，唯

一性依然是商户入驻老外街的一道门

槛———除非餐厅风格完全不同， 否则同

一餐饮主题的餐厅只能在此开一家。

在路边摊体会申城的烟火市井百态

台湾名小吃大肠包小肠， 四川乐山

钵钵鸡， 吃完咸的再来点甜的———鲜榨

果汁、 可乐爆米花桶……约上三两知己

好友 ， 在露天长椅上感受这份酣畅淋

漓， 在白领赵菁看来是卸下疲惫、 享受

夜生活的最佳方式。

这也是锦江乐园夜市最常见的画

面。 从 2016 年引入台湾著名的士林夜

市至今， 这个以摩天轮为背景的夜市，

一度成为上海吃货们追忆夜市情怀的首

选地。 今年， 锦江乐园夜市已步入第四

个年头， 更一举集齐了台湾、 四川、 陕

西和上海本土的四大风味 ， 78 个摊位

200 余种美味， 时间也从 4 月一直延续

到 12 月， 晚间营业到 22 点。

“食物口味上老少咸宜， 带孩子来

锦江乐园玩， 可以在这里解决晚饭。 平

时下班， 约上同事朋友来放松下， 小吃

既经济又实惠， 很像小时候兜马路、 吃

路边摊的感觉。” 赵菁告诉记者。

19 时 ， 锦江乐园夜市迎来一天中

的高光时刻。 古早味的大肠包小肠、 蚵

仔煎作为台湾小吃代表， 仍旧吸引吃货

们排队尝鲜； 来自成都宽窄巷子的一根

面经由店员以妖娆舞姿甩出， 是视觉和

味觉的双重享受； 因 《长安十二时辰》

而走红的陕西美食也能在此寻到踪迹，

一口香臊子面、 秦镇米皮让人足不出户

就能 “拔草” 长安美食； 生煎馄饨、 排

骨年糕 、 小肉串作为上海传统小吃代

表， 在一众南北风味里别具一格， 唤醒

上海人的味蕾记忆。

锦江乐园夜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

们正探索 “深夜食堂” 模式， 鼓励摊主

开设宵夜档， 目前已有十余家将营业时

间延长至午夜 12 时， 满足更多吃货的

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路边摊满

足怀旧记忆， 也免去了食品安全的后顾

之忧。 该负责人介绍， 今年食药监部门

在锦江乐园夜市现场设立了样检室， 每

一家摊位也都拥有许可证， 所选择的食

材也保证全程可追溯， 确保了舌尖上的

安全。

除了 “吃”， 夜市还在 “玩” 上下

功夫。 锦江乐园已配合开放部分夜场游

乐项目， 中央大街上的街头艺人表演、

鱼疗、 射击游戏等活动也吸引着不同年

龄观众的目光。 主办方介绍， 未来夜市

还计划引入伴手礼， 吸引更多人来 “买

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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