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许多人去过 !沪版士林夜

市"后#都感觉很失望$如何保障

他们饱口福时的好心情#值得管

理方思考$ 加强配套设施#重视

服务细节#少些忽悠口号#多点

真材实料#大家才能吃得开心$

之所以去锦江乐园# 有的

人是想回味赴台旅行的快乐%

有的人是想品尝地道的台湾美

食% 而更多人是想在凉风习习

的夏夜#和朋友小聚#感受惬意

而难得的夜市文化$ 上海本土

的夜市#都去哪儿了&

!"多年来#曾经繁盛一时

的多个本土夜市# 都因为简单

粗放的经营方式# 以及带来的

噪音'交通'污染等问题#纷纷

消失$去年#曾名噪一时的彭浦

夜市就因占道等问题被取缔$

如果#上海可以从台北士

林夜市的发展中# 找到培育

夜市文化的新思路# 也孕育

出一批地道而规范的本土夜

市# 上海市民何必再去挤爆

锦江乐园& 罗一

! ! ! !士林夜市为何来到上海？一
名台方管理人员认为，上海没有
成体系的大型夜市是原因之一。

上海其实不缺少夜市文化。
昌里路夜市、彭浦夜市、铜川路夜
市，都深受市民欢迎，但因为堵
路、脏乱、扰民、卫生等问题，或在
取缔中灰飞烟灭，或在整顿后一
蹶不振，或在疏堵两难的纠结中
艰难生存。相比之下，同样是草根
出身的士林夜市，不仅在一轮轮
的整顿中完成正规化转型，现在
还成了台北的城市招牌输出他
乡，两者境遇的落差可见一斑。

士林夜市的成功，对上海发
展本土夜市，有何借鉴意义？

牺牲市井氛围!

赢得生存空间
来自台湾的摊主郑伟良说，

台北士林夜市也曾遭遇发展瓶
颈，因脏乱等问题面临整顿。经营
咸水鸡与 !饼的郑伟良介绍，士
林夜市的原型是大学生美食街，
后来做出了名气，游客蜂拥而至，
但管理问题也越发明显。
“路边摊不讲究卫生，垃圾遍

地，政府部门很头疼，经常整治。”
在郑伟良儿时的记忆中，警察追
着小贩跑的景象是家常便饭。最
后台北市政府下决心搬迁夜市，
规范管理商户。

政府要求夜市所有店铺申领
执照，纳入政府监管体系，使不少
“游击队”转型为“正规军”。在管

理方面，政府协助士林夜市成立
自治委员会，采取“政府主导、商
家自管”的模式。在场所安排上，
出资改建老市场，改善了消防等
安全问题。

搬入在老市场原址修建的地
下室市场后，士林夜市完成华丽
转型，从自发的市井夜市转变为
正规美食广场。郑伟良说，搬入新
址后也有遗憾，就是露天夜市那
种独特的市井氛围减少了，但商
家和顾客都觉得，牺牲是值得的，
只有这样，夜市才能生存下去。

创新经典口味!

结合人文传统
郑伟良说，夜市文化并非一

成不变，前辈们经营夜市主要为
了生计，年轻人则更有创新意识。
他经营的咸水鸡是台北传统美
食，长辈们都用中药烹制，但年轻
人不喜欢药材味。他尝试用水果
替代药材，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郑伟良说，夜市的魅力在于包容、
活力、海纳百川，只有不断根据顾
客需求调整，兼顾传统和创新，才
能始终保持生命力。

士林夜市的另一大魅力在于
在美食文化中结合人文传统，形
成独有的特色品牌。本次来沪的
大头目原住民石板烤肉，掌门人
杨品骅是阿美族原住民，店员也
都来自原住民部落。他们身穿民
族服饰，在众多摊位中尤为显眼。
杨品骅说，开店初衷是希望传播

台湾原住民文化。店员们既是厨
师，也是舞者，在台北闲暇时会表
演原住民舞蹈，本来也打算在上
海表演，但因为生意实在太忙，至
今还没找到机会。

夜市文化就像脆
弱的野生植物

在完成了正规化转型后，士
林夜市并不满足于成为台北著名
旅游景点，而是借助高知名度，谋
求向外拓展品牌。上海并非是士
林夜市扩张的第一站，东南亚、美
国与中国大陆许多城市都有过它
的身影。士林夜市中的一些知名
商铺品牌，也以加盟连锁店的形
式陆续出现在其他城市。

谈及士林夜市转型成功的原
因，黄浩玮认为，主要还是取决于
管理部门对夜市这一市井文化的
态度。
“夜市文化就像一株脆弱的野

生植物，需要诸多因素共同作用、
小心呵护。管理部门应当认识到
夜市文化形成的合理性，在建立
秩序的基础上尽量保持其原生态
的魅力，因势利导、耐心扶持、趋
利避害；而夜市的经营者也应认
识到，无序发展是一条死路，必须
配合管理部门建立夜市规则、完
成改造，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黄浩玮坦言，“夜市自由的市井气
质与建立秩序规范是一对矛盾，
很难平衡，但这是必须经历的过
程。”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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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 "时，锦江乐园门前依然人
潮涌动。工作人员举着写有“排 #小
时队才能吃到美食”的牌子，劝说食
客改天再来，但人们还是执着地排着
长队。“沪版士林夜市”开幕 $天，每
天保持上万人的流量，“吃货”的热情
远超主办方的预期，也让台湾主厨们
惊呼“被吓到了”。

台湾摊主"吓坏了#

下午 %时刚过，锦江乐园门前排
队的人流就把售票广场堵得满满当
当，保安们忙着辟出一条条通道，出
入停车场的车辆小心翼翼地在人堆
中穿行。类似场面上次出现，还是在
十多年前轨交 &号线锦江乐园站开
通时。排队购买夜市门票，起码要花
半小时，长长的购票队伍从广场一直
排到马路上。排队者站上机动车道，
过往车辆不得不绕道而行。“今天人
不算多，双休日更挤。”锦江乐园总
经理助理朱伟民介绍，“沪版士林夜
市”开张仅仅 #天，已吸引数万市民，
人们的热情大大超过主办方的预期，
在最高峰时只能控制入园人数。

士林夜市区位于锦江乐园正门
入口处，占地约 '(((平方米，只占游
乐场面积的很小一部分，却一下子涌
入了上万人，而整个锦江乐园的接待
极限也不过 )*$万人。记者看到，在
一些热门美食摊位前都有数百人排
队，场面几乎赶超世博会，就算摊位
全力开工，也很难“消化”海量客流。
“第一天我都被吓坏了，怎么一

下子来这么多人。”一名来自台湾的
摊主说，开张首日的接待量相当于台
北士林夜市的 %倍。他第一次希望生
意别太好，因为根本忙不过来。他也
好奇，为什么上海市民这么热情。有
顾客告诉他，因为上海夜市都被取缔
了，太久没有夜市可逛。

垃圾遍地 插队频现
夜市内每个摊位前几乎都排起

了长龙，弯弯曲曲根本看不见“龙
尾”。夜色已暗，有游客趁机插队，引
起其他排队者不满，不时爆发口角。
由于摊位紧挨摊位，排队等候的

游客混成一团，不少人甚至分不清自
己排的究竟是哪一个摊位。后来者
也是看到哪里还有容身之地，就排到
哪里，能吃到什么已不再重要。
士林夜市设有一片就餐区，里面

的桌椅根本不够用。有的游客好不
容易买到美食，就三五成群坐在草坪
上享用。一时间，罐头、骨头、烟蒂、
塑料袋、烧烤签等垃圾随意散落在草
坪上，看着十分扎眼。
不远处的垃圾桶早已爆满，各色

垃圾溢到桶外。记者拨打了锦江乐
园投诉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马上
派人清理垃圾。

这次“沪版士林夜市”将持续 $"

天，主办方提醒，游客最好错时前来，
由于停车场容量有限，希望游客尽可
能选择公共交通，且夜市结束时间是
晚上 +(时，此时轨交还未结束运营，
不会影响回家。

主办方回应游客质疑
“沪版士林夜市”持续火爆的背

后，出现了不少负面评价，主要集中
在“排队长”“食材并非台货”“厨师并
非都来自台湾”等，对于这些质疑，主
办方一一回应。

疑问一$主办方的准备工作不够

充分#人满为患#排队动辄几个小时#

且现场垃圾成堆#管理比较混乱$

对于长时间排队导致游客体验
较差，主办方坦言，问题确实出在接
待能力不足上。园方负责人朱伟民介
绍，锦江乐园方面正在与士林夜市观
光发展协会协商，尽快增加摊位数
量，提高摊位的食品供应能力，并将
夜市分散到其他区域，避免游客集中
扎堆，造成拥堵。朱伟民表示，随着园
方接待能力的提升，长时间排队的情
况有望得到缓解。

疑问二$活动开始前有宣传号称

!食材是从台湾空运而来"#但网友实

际体验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食材

几乎都产自本地$

对此，台北士林观光发展协会执
行长特别助理黄浩玮解释说，为了保
证食材新鲜和控制成本，确实都是在
上海采购的，但夜市中的调料都是从
台湾带来的，所以对食品的口味没有
太大影响。

疑问三$有宣传称#夜市摊位上

的掌勺人都来自台湾士林夜市#但许

多网友发现# 摊位上出现了各地口

音#显然有许多临时工$

黄浩玮解释说，这次从台北士
林夜市共招募了 ,(多人来到上海，
没想到客人这么多，人手明显不足，
只能培训了一批大陆员工充实一线，
但食品的质量都是由台方人员掌控，
每个摊位基本由一位来自台湾的主
厨负责，因此可以保证夜市美食的
口味正宗。

!沪版士林夜市"引疑问#排队等太久$食材非台货$厨师临时凑

本报记者 李一能 屠仕超

减市井氛围 添长久规范
%%%台北士林夜市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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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坦言接待能力有待提高
本土夜市
去哪儿了

! !沪版士林夜市"的火爆程度远超主办方的预期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