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手”眼中的
“深夜食堂”

晚上 9 点半， 蒋旭的手机上接到

一单外卖配送订单， 客户在丰收日大

华店点了几个菜， 他熟门熟路地骑上

电瓶车赶了过去， 从后门进去， 有一

个指定的外卖取货点， “这家店晚上

10 点关门， 9 点到 10 点的这段时间，
是大华地区比较多的一个夜宵选择。”

晚上 9 点 53 分 ， 蒋旭准时将外

卖送到大华路 689 弄，按照规定，他先

给客户打了个电话， 提醒对方外卖将

在一分钟以后送到，然后才按门铃，轻
轻敲三下门， 等待对方开门接餐。 他

说，这是公司的规定，夜宵时间很容易

吵到客户或者楼道里的邻居， 所以比

白天送餐还要多一点规矩。
蒋旭是美团点评的一个普通外卖

骑手， 他所在的大华地区配送点一共

有 100 多位骑手， 分为早中晚三班 ，
负责夜宵配送的晚班从中午 12 点开

始工作， 一直到深夜 12 点 。 按照外

卖的配送时间， 晚上 9 点到 12 点的

三个小时属于夜宵配送时段 ， 12 点

至凌晨时段的外卖暂时还没有覆盖。
“ 深 夜 外 卖 市 场 扩 张 得 非 常

快 。” 这是蒋旭眼中 “深夜食堂” 的

最大变化， 这个变化最直观地显示在

数量变化上。 仅仅在一年前， 大华地

区每天晚上轮班的夜宵配送员只有五

六个 ， 每位配送员的夜宵单量在 10
单左右， 而到了 9 月， 大华地区夜宵

时 段 的 配 送 员 已 经 增 加 到 20 多 位 ，
人均单量 也 有 所 提 升 ， “如 果 碰 到

周 末 或 者 下 雨 天 ， 订 单 飞 增 ， 配 送

员都不够用。”
单量的提升来自多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是商家的接入。 蒋旭告诉记

者， 整个大华地区的商户总共有几百

多家， 做夜宵生意的大致有百余家。
过去一年中， 大量商家都陆续接入了美

团点评平台， 最近这个数量还在上升。
蒋 旭 自 己 计 算 了 一 下 ， 他 接 触

过的商家就有 30 家左右 ， 一部分商

家的生意是经营到晚上 10 点 ， 包括

丰 收 日 、 一 些 茶 饮 店 等 ， 在 晚 上 9
点 至 10 点 会 有 一 波 配 送 。 而 10 点

过后， 夜宵品类主要集中在小龙虾 、
麻 辣 香 锅 、 印 度 飞 饼 、 烧 烤 等 夜 宵

特色品种。
还有一个原因来自消费者对于深

夜外卖的习惯养成。 蒋旭观察发现 ，
选 择 夜 宵 外 卖 的 客 户 有 几 大 人 群 组

成： 一类是工作场景。 比如， 真北的

星 云 经 济 区 、 大 华 地 区 的 虎 城 商 务

楼， 都是深夜外卖的高发频繁消费人

群， 常常一次下单就是好几百元， 显

然是集体点单。 同济医院也是深夜外

卖的一大集中点， 值班医生、 护士 、
病人家属都是外卖的频繁消费人群 。
还有一类是深夜的下班族， 大华地区

主要以居民区为主， 深夜下班的年轻

人经常会在回家前点一份外卖。 等着

热腾腾的食物送到家门口， 已经成为

很多年轻人的习惯。
有意思的是， 深夜外卖市场与传

统的 “深夜食堂” 并不完全重合， 而

是一个增量市场。 在蒋旭接触的商户

中， 一些面馆、 馄饨店并没有开通夜

宵外卖， 而很多夜宵类商户则恰恰相

反， 并不提供堂吃服务， 而把重心都

放在外卖上， 这为 “深夜食堂” 增加

了另一种可能。
蒋 旭 自 己 很 看 好 “深 夜 外 卖 ”

这 个 市 场 ， 他 认 为 ， 消 费 者 对 于

“深夜食堂” 的理念正在改变， 夜宵

消 费 很 多 来 源 于 朋 友 之 间 的 相 聚 ，
但 事 实 上 ， 工 作 场 景 下 的 夜 宵 市 场

与 单 人 夜 宵 消 费 市 场 也 相 当 庞 大 ，
“深 夜 外 卖 ” 会 成 为 他 们 的 另 一 个

“深夜食堂”。

■本报记者 徐晶卉

调查·申城深夜

深夜食堂， 很多时候是对一天劳
累的慰藉， 就像日剧 《深夜食堂》 里
的浅吟低唱。

上海的深夜， 当高楼大厦的灯光
渐次退去， 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里的
小店 ， 就冒出了尖 。 无论是法式生
蚝、 日式料理， 还是十三香小龙虾 ，
又或者一碗简单的麻辣烫， 在忙碌了
一天的深夜， 总会为你亮起一盏灯 ，
用曼妙的味蕾来舒缓身心疲惫。

繁华的申城， 路人脚步匆匆， 这
些小店在诉说着什么故事？ 本期就让
我们来探寻上海的 “深夜食堂”。

夜宵吃什么
■小龙虾是增速最快的夜宵品类，今年上半年，小龙虾夜宵订

单增幅接近 500%。
■火锅则是“深夜食堂”永恒的主题。 今年上半年重庆火锅、

鱼火锅、麻辣烫和老北京涮羊肉的夜宵订单增幅明显。 重庆火锅
增长最多，增幅 95%。 ＊以上数据为餐饮整体数据。

“金融男”尝试小龙虾餐饮

白领辞职开餐馆已是普遍现象，他们给“深夜食堂”
注入了“创新因子”———

“85 后” 沈维和 “90 后 ” 王正 ，
是 “小龙虾界” 的 “异类”。

在 合 伙 开 设 小 龙 虾 店

“虾先生很大” 之前， 沈维和

王正是同行， 不是在餐饮业，
而 是 在 金 融 业———沈 维 是 一

家 银 行 的 产 品 销 售 ， 王 正 则

是 保 险 公 司 的 产 品 经 理 。 两

年 多 前 的 一 天 ， 两 个 人 聊 着

聊 着 一 拍 即 合 ， 辞 职 下 海 ，
开起了餐馆。

“我 觉 得 餐 饮 业 是 有 机

会 的 ， 任 何 一 家 餐 饮 门 店 都

是 全 产 业 链 ， 也 是 两 千 多 年

来基 本 没 有 被 改 变 的 行 业 。”
沈维说。 就像很多白领一样，
这 两 个 人 的 人 生 道 路 走 着 走

着 ， 忽 然 拐 了 个 弯 ， 开 始 在

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深耕细作。
如果走进位于华山路的店面， 可以

很明显地看到外观上的改变： 整个小龙

虾店的设计更像是一个酒吧， 吧台设计

与德国精酿啤酒相映成趣， 嘻哈风的自

行车高挂墙头， 舞台上还会有驻唱歌

手， 与小龙虾形成混搭之感。
改变的不只是店铺的风格 ， 还有

小龙虾的口味。 犹记得两年之前 ， 上

海的小龙虾口味加在一起不出 10 种 ，
点来点去只有十三香、 麻辣、 黄焖等

味道。
年轻人的加入给小龙虾增加了无

限创意。 沈维的菜单上有十几种奇怪

的口味， 比如有一个口味叫做 “话梅

酒兑虾”， 这是他自己研发的， 用话梅

与酒配比腌料， 然后将煮熟的小龙虾

放进去焖 4 小时， 并在 2 小时内售完，
可 以 保 持 最 好 的 口 感 。 沈 维 还 记 得 ，

推这个菜品的时候， 至少有四五家小

龙 虾 店 的 老 板 或 者 主 厨 来 店 里 取 经 ，
连汤都全部喝掉了。

在金融领域呆久了， 金融行

业的经验也会时不时蹦出来。 比

如， “众筹” 被引入小龙虾店的

生意经中， 常用的加盟方式却被

两个人排除在外。 两年间， 开了

三家店， 关了一家店， 这个速度

沈维已经觉得很快了。 “通过加

盟的方式， 的确可以在极短时间

内扩充店面数量， 但会影响小龙

虾的品质。” 在他看来， 直营模式

下， 只要品牌足够强势， 不管开到

哪里， 都是可以赚钱的， “小龙虾

这个行业未来走上精细化路线， 我

们要做一家品牌管理公司。”
小 龙 虾 生 意 有 一 个 特 点 ，

中 午 并 不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时 段 ，
傍晚开始进入生意高峰 ， 一 直

要持续到凌晨结束。 从时间分布上看，
中午到下午时间段是一天之中的 “淡

季”， 因此复合利用率也被考虑在经营

之中， 在这段时间中， 沈维还尝试通

过卖汉堡打个时间差， 如今他的第一

家汉堡店正在筹备之中， 副业也马上

要变成主业了。
本报资料照片

升级的是环境 不变的是暖意
与 “耳光馄饨” 老板潘国仙聊聊二十年 “深夜食堂” 的变迁———

晚上 6 点 ，51 岁的 潘 国 仙 雷 打 不

动地坐在了黄家阙路“耳光馄饨”店堂

里 ，为来往的 吃 客 点 单 收 银 ，这 一 坐 ，
就要坐到次日凌晨 3 点 30 分。

昼伏夜出的习惯 ，潘国

仙已经坚持了 20 年 ， 店铺

除了春节期间会关闭 20 多

天，平时全年无休。
这 家 上 海 小 巷 子 里 的

深夜排档，一直稳居沪上夜

宵类 Top10 推荐榜单 ，一手

荠 菜 鲜 肉 馄 饨 和 炸 猪 排 远

近 闻 名 ，号 称 “打 耳 光 都 还

要吃”，虽然去年换了地址 ，
到了夜宵时段，排队的人还

是“潽出来”。
许多客人 ，潘国仙都认

识，抬头打招呼分外亲切。
“一 碗 荠 菜 馄 饨 ，不 加

葱 对 伐 ？ ”“今 朝 麻 将 搓 好

啦？ 还是炸猪排打包？ ”潘国仙说，很多

客人都是肇周路老店里跟过来的，名字

都记不住，但面孔都熟络，见了面就知

道对方要吃什么。
对于住在肇周路一带的人来说，这

里就像深夜的一个固定食堂，为往来的

居民和食客添了一盏温馨而热闹的灯。
来这里吃夜宵的客人也大都认识潘老

板， 见面带上几句寒暄。 家住肇周路

200 弄的老王 ，每次过来吃面 ，总会抱

怨一句：“现在搬到这里了，过来吃面真

不方便。 ”说归说，他还是隔三差五往这

里跑，“这个味道熟悉了，戒不掉。 ”
还 有 一 些 从 肇 周 路 搬 出 去 的 居

民，也会寻着机会过来。 潘国仙说，前

几天， 一个老食客从浦东到浦西来办

事，晚上特地到店里弯了一圈，就为了

吃 一 碗 荠 菜 馄 饨 ， “老 阿 姨 一 见 面 就

说，侬哪能一点也没有变？ 听得我心里

暖融融的。 ”
肇周路是“耳光馄饨 ”的根 。 1997

年， 当时还只有 30 岁的潘国仙和老公

在那条路上开了家夫妻店，最早的店名

叫做“特色馄饨”。 刚开始做馄饨的时

候没啥手感， 夫妻俩每天自己先尝味

道，再给顾客品尝，一点一点改进，渐渐

有了心得。
“就比如馄饨，荠菜用料很讲究，冬

夏两季的吃法各不相同。 ” 潘国仙说，
夏天时，店内会推出冷馄饨，再搭配花

生酱做佐料，冬天则推出汤馄钝。 9 月

份的荠菜并不好吃，味道偏苦，等过了

11 月，才是荠菜馄饨最好吃的月份。 ”
那个时候，“网红店”这个概念还没

有，做生意也不像今天这般浮躁，平民

夜宵只靠口碑传播。 潘国仙告诉记者，
最开始他们的门面房只有 20 平方米左

右，门口支一块小黑板，价目表往上一

挂，客人进店点单，吃完付账。 后来客人

渐渐多了，开始排队了，他们就盘下了

一 左 一 右 的 店 面 ，屋

内 面 积 不 到 70 平 方

米， 大部分客人坐在

门外，吃完便走。
“耳光馄饨”是怎

么在上海夜宵市场上

走红的， 潘国仙坦言

自己也不清楚。 “可能

有 明 星 带 动 的 作 用

吧。 ”她告诉记者，前

几年， 的确有影视明

星来过， 有的是老顾

客带过来的。 不过对

于这件事，她不知道，
都是店里的顾客把照

片放到了网上， 她才

后知后觉的。
去年，随着肇周路的市政动迁，“耳

光馄饨” 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转型升

级。潘国仙在附近的黄家阙路寻了一个

店铺， 店面装修按照老一套来运作，又

在安远路附近租了一个大门面，重新包

装设计，装修成了“小清新 ”
风格，左手“老店”，右手“小

清新”，同时运作。
新的店面环境优雅 ，但

潘 国 仙 仍 然 喜 欢 天 天 待 在

黄家阙路的“小破店”里，她

说 已 经 很 习 惯 这 附 近 的 风

土人情，冷暖问候 。 凌晨三

点半收工了以后 ，她会打扫

卫生， 准备第二天的食材 ，
老公则负责做馄饨馅 、烧浇

头，分工明确。
不过潘国仙坦言 ，这几

年，夜宵市场的确有了一些

变化。 比如以前在肇周路 ，
凌 晨 三 点 经 常 还 有 100 多

个 客 人 ， 以 至 于 她 一 直 拒 绝 提 供 啤

酒 ，以 此 提 高 翻 桌 率 ；而现在 ，高峰会

出现在 11 点半至一点钟之间 ，过了两

点客人就稀稀拉拉了。 她觉得，这可能

与外卖市场的崛起有关，“现在黄家阙

路夜宵四分之一的营业额来自外卖配

送，安远路新店三分之一的营业额来自

外卖，这也降低了一些年轻客人来店的

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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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很短夜很长 吃货的味蕾不打烊

“慢时光” 里的
变与不变

在以精致出名的上海，很多

“深夜食堂”都有些年岁了。上到

日料、法餐，下到特色馄饨、油条

豆花，每一个阶层的消费者都能

找到自己的最爱。
时光虽慢，变化仍在，上海

的 “深夜食堂”， 味蕾与时尚同

在。 谁在光顾？ 谁在变化？ 而不

变的又是什么？

描绘“用户画像”

“IT 男”杨学雷经常光临的这家烤

物店，人均消费在 140 元以上，店面很

小，撑足了不过 20 多人，但深夜 10 点，
依然一位难求， 外卖电话也此起彼伏。
去得多了，杨学雷发现一个规律：晚餐

饭点，男女消费者比例大致相等，但一

到深夜，男性的数量直线上升。
黄家阙路上的“耳光馄饨”，人均消

费 30 元。 深夜 10 点依然顾客盈门，除
了年轻情侣，绝大部分都是男子。 已近

80 岁的老黄走进来，他的腿脚不利索，
说话口齿也不清楚。店老板却基本知道

老黄的口味———“一碗馄饨， 不加葱不

放辣，知道了。 ”一看就是老顾客。
深夜的上海， 谁是夜宵的主力军？

美团点评数据研究院提供给本报的独

家“用户画像”显示，夜宵堂食人群中，
男性占比达到 53%，女性占比 47%。 不

论堂食外卖，男性占比都超过女性。 有

意思的是， 上半夜男性用户占比上升，
从 晚 上 9 点 的 55％ 上 升 至 12 点 的

61%，在 12 点达到最高峰，下半夜逐渐

下降，次日凌晨 3 点回落至 55%，而女

性用户则恰恰相反。
数据同时显示，在晚上 9 点至次日

凌晨 4 点的夜宵时间段中，晚上 9 点至

11 点是夜宵堂食主要下单时间段 ，订

单占比 77%。 其中，晚上 9 点到 10 点

是夜宵下单高峰期， 贡献了 59%的订

单。 在人群年龄分布上，堂食夜宵人群

以 20 至 30 岁的年轻人为主，占比超过

68%，随着深夜的到来，25 岁以下消费

者占比逐渐提升， 而次日凌晨 3 点之

后，25 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超过一半。

出现一波“升级换代”

经过了 20 多年的 “路边摊” 式夜

宵，去年，“耳光馄饨”迎来了一次重大

变化———搬家。老板娘潘国仙新开了两

家店，一家搬到离肇周路原址一公里开

外的地方， 还是沿用小店铺的运营方

式；还有一家则选址在安远路的高档住

宅附近， 店 面 雇 人 重 金 设 计 装 修 ，摇

身 一 变 ， 成 了 一 家 现 代 风 格 的 夜 宵

“网红店 ”。
记者走访发现，相同的馄饨，两家

店的价格并不相同。安远路开新店的时

候， 潘国仙原本想尝试同价， 试了 10
天，结果发现成本难以收回，于是将新

店的价格普涨 5 元。 但令她意外的是，
来往的客人并不在意这多出来的 5 元

钱，他们只是在夜色匆匆中寻求味蕾上

的享受。
但恰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尝试，给

了“耳光馄饨”一次重大机遇。从去年开

始，上海整顿跨门经营乱象，潘国仙说，
过去夜宵排挡以路边摊居多，这是很多

消费者印象中的夜宵场景，但去年 9 月

开始，所有夜宵消费都必须入店，这时

候做新老对比，新型夜宵店的优势就显

现出来了。
相比，霍山路上的“网红夜宵”大饼

油条就失色了很多。一位最近去过霍山

路的食客告诉记者，“网红店”堂吃面积

感觉大了很多， 门面重新装修过了，位
置也重新作了排列， 但依然感觉脏乱，
服务员也爱理不理。

这波以平民化消费为主的“深夜食

堂”的变化，是上海深夜市场升级转型

的必然趋势。 CBND 高级数据分析师刘

力华认为，从趋势看，小摊小店转移到

餐厅的数量会增加，但不会完全替代小

店的形式。 一方面，很多“深夜食堂”目
前的承租能力以及经营模式仍然不足

以支撑商场化转变；另一方面，“深夜食

堂”的经营时间也会受商场经营时间的

局限。
刘力华认为，从积极角度看，商场

化转移可以使“深夜食堂”变得更加规

范化、标准化，同时也可以有更多卫生

保证，但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会弱化原

本小店的特色。
在潘国仙看来，她更加看好新店的

发展趋势，“从发展的角度看，小店经营

的夜宵方式已经做不起来了，夜宵市场

的升级换代在所难免。 ”

外卖成为“生力军”

在公关公司工作的陈渝，每次到上

海出差， 点个外卖吃夜宵已经成为习

惯。“就算是一碗热腾腾的麻辣烫，也能

慰藉一天的劳累。 ”
新增的外卖渠道正给 “深夜食堂”

带来不小的变化。从外卖商家的数据来

看，夜宵外卖市场飞速增长，商家数量

同比去年提升 了 253%。 从 年 龄 维 度

看，20-30 岁夜宵消费人群占 75%，20－
25 岁人群占比最高，达到 37%。 夜宵用

户数量增长超过 250%。
刘力华指出， 随着更多商户入驻

O2O 平台， 以及用户外卖习惯的进一

步普及，夜宵外卖的比例会增高，但不

会有爆发式增长，“外卖增加可能会进

一步弱化位置对‘深夜食堂’的影响，而
价格和味道则会变得更加重要。 ”

也有食客持相反的看法，“‘深夜食

堂’讲究的是一个气氛，夜宵外卖解决

的是温饱问题， 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夜宵的特色品类如小龙虾、火锅、烧烤

等，还是需要在既定的场景下，才有‘深
夜食堂’的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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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宵已经成为外卖主攻
的市场， 为 “深夜食堂” 增
加了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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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吃夜宵
■夜宵堂食人群中，男性占比达到 53%，女性占

比 47%。 不论堂食外卖，男性占比都超过女性。
■夜宵外卖人群中，男性占比 59%，女性占比 41%。
■堂食夜宵人群以 20 至 30 岁的年轻人为主，占比超过 68%。 2017 年上半

年，20 岁以下的用户逆势增长，人数增长超过 42%。
■外卖方面，20-30 岁夜宵消费人群占 75%，20－25 岁人群

占比最高，达到 37%。 夜宵用户数量增长超过 250%。
■夜宵堂食人群中 ， 白领用户数量大约是学生用户数量

的 2 倍。 制图：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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