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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Y E S ！
　　“一座城市的味道，往往藏在夜市

中。”地道的饮食文化，迥异的民俗风

尚……夜市保留了市井街头最朴实的

味道。对异乡人来说，逛逛夜市，是快

速认识、记住、融入一座城的绝佳方

式。夜市不仅拉动消费、带动就业，还

能成为城市打造的特色名片。淄博烧

烤摊、长沙夜排档、上海松江泗泾夜

市……许多城市因夜市出圈，收获好口

碑和大流量，这也激励着城市在夜市发

展上继续下功夫，不断丰富完善供给，

形成正向循环。

　　初冬的夜晚已有几分寒意，热气腾

腾的夜市愈发温暖人心。琳琅满目的

商品、香气扑鼻的美食、新鲜奇趣的表

演……作为最接地气的经济形态，烟火

夜市充盈着都市人的夜生活。

　　近些年，随着夜经济蓬勃发展，夜

市这一存续千年的老业态也越来越精

彩，上热搜、当网红、成景点，活出了年

轻态，搅动着消费热。为何夜市流行千

年经久不衰？未来，它还会释放哪些

精彩？

　　

一

　　夜市，早在唐朝时就相当热闹，到

了宋代更为繁华。据《东京梦华录》记

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

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今天，夜

市成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华灯初上，随着各式各样的摊位有

序开张，这里升腾起浓浓烟火气，点亮

了一座座“不夜城”。

　　美食界的“扛把子”。夜市，堪称吃

货们的天堂。在炭火上滋啦冒油的烤

肉，在油锅里咕噜着的串串，还有炒凉

面、炒河粉、炸土豆……夜市美食好吃

不贵，地道丰富，满足着形形色色的

胃。比如，吕家庄夜市70 0个摊位，超

6 0%是餐饮类，覆盖全国各地美食小

吃。又如，李村夜市有上百种美食小

吃，还会定期焕新品类，以保持新鲜感，

连海底捞都抢着来摆摊。不管是远道

而来体验当地美食，还是想在一处尝遍

古今中外美食，抑或下班后想填饱肚

子、加班后想犒劳自己，都能在夜市吃

得畅快。

　　“千灯照碧云”的盛景。逛夜市，能

饱口福，还能饱眼福。比如，看夜景。

夜市里五彩斑斓的店招与流光溢彩的

景观灯交相辉映，形形色色的商品在灯

光下闪着迷人光泽，这幅市井繁华的景

象美不胜收。有的夜市还专门打造艺

术景观、潮流摊车，或炫酷时尚，或清新

文艺，夜幕下视觉效果极佳，吸引年轻

人拍照打卡。又如，看热闹。夜市上人

群熙熙攘攘，欢声笑语和讨价还价“你

来我往”，时不时地，还有歌舞表演、光

影秀、音乐节等可供欣赏，哪怕只是摊

主们颠勺炒菜、做糖画儿、捏泥人的熟

稔技艺，也够让“门外汉”看上一会儿。

　　“烟火人间”的新玩法。这几年，夜

市不断迭代，演化出许多新模式，带给

人们多元体验。有的走养生路线，把

“草药香”融入“烟火气”。最近，在人潮

涌动的夜市上，医护人员变身“摊主”，

中医药化身药膳或茶饮，还有中医文创

展示、手工制药、传统养生功法体验等

亮相，让市民游客在逛吃中“顺道把病

看了”。有的走创意路线。星光集市、

后备箱夜市、潮流夜市……眼下流行的

新型夜市“小而美”，从售卖的商品到形

式再到环境，都充满创意，卖扇子的叫

“扇解人意”，卖袜子的叫“真的很袜

噻”，给人耳目一新的体验。

二

　　夜经济的兴起，有着深刻的“人类

学”逻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

和消费模式的变革，颠覆了沿袭千载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夜晚的休闲娱

乐活动成为现代人重要的生活方式。

夜 市 也 因 此 有 了 更 多 繁 荣 壮 大 的

理由。

　　“格子间给不了的，夜市可以给。”

近期，一项对1333名青年进行的调查显

示，87.1%的受访者表示周边有年轻人聚

集的夜市街区。对他们来说，夜市不仅

可以用来“吃喝玩”，还能带来情感上的

满足。比如，寻求一场治愈。结束了一

天的忙碌，到热闹的夜市走一走，单是

听一听吆喝声，闻一闻烟火味，也能放

松心情、舒缓压力。又如，享一丝温

暖。“深夜食堂”不仅暖胃，更提供了暖

心的社交场景。夜色往往更容易让人

敞开心扉，和三五好友围坐矮桌，喝酒

撸串聊天，增进了解、加深感情；跟摊主

们唠唠家常，和“同道中人”交流趣事，

感受人情味，结交新朋友。

　　“用力生活的人，才是夜市的灵

魂。”夜市的繁荣，离不开一个个小摊

位，以及背后那群奋力生活的人。这里

有长期坚守的“职业摊主”，也有心怀创

业梦的“追光者”。夜市门槛低，只要想

干，一块布、一张桌、一口锅，就能一试

身手。对白天上班的打工人来说，下班

后夜市练摊，好比换种形式“加加班”，

将其作为创业练手的试验场，再合适不

过。这里，有人想体验生活，有人想塑

造“朋友圈”。新型夜市的形成，让年轻

人打破了“屏幕社交”，尽情表达自我。

比如，在后备箱夜市，不少摊主是奔着

“玩”去的，赚钱不是主要目的，以车会

友才是关键，没有束缚与压力，唯有自

由与梦想。

　　

三

　　夜市，不仅隐藏着安居乐业的财富

密码，满足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是各地促消费稳增长的新引擎。如

何让夜市成为持久生金的“热市”，让市

民游客能逛得更嗨？

　　突破“老路子”，呈现“百花齐放”。

有的地方在发展夜市经济时，沿袭“烧

烤、炒面和套圈”的旧路，业态、场景单

一，同质化严重，令消费者“审美疲

劳”。得使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劲

儿，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业态，满足市

民游客的多元化需求。比如，借力实现

“大而全”。夜市自身面积有限，不妨融

入商圈，合力做大。青岛台东夜市组织

夜经济街区经营主体，差异化布局中高

档餐饮、主题酒店、艺术展览等多元业

态，打造夜经济集聚区，联合提升吸引

力。又如，深耕实现“小而美”。新型夜

市的兴起，折射出人们对个性化夜消费

的需求。各地不妨瞄准垂直细分市场，

创 新 打 造 生 动 且 辨 识 度 高 的 特 色

夜市。

　　打破“千城一面”，注入“文化味

儿”。文化是一座城市独有的印记。当

夜市有了城市文化的浸润，也就被赋予

了鲜明的城市标签，夜宵、夜购等物质

消费场景，随之升级为夜游、夜娱等精

神文化体验。这样的夜市，自是充满吸

引力。当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将城市文

化融入夜市。吕家庄夜市深挖社区文

化，打造专属文旅IP，以吕氏族徽图腾

演化为“凤鸟”Logo，还建起min i博物

馆，以城阳古称“不其”命名的“不其乐

园”，让市民游客沉浸式融入其中。景

德镇的瓷器夜市，不光卖手工瓷器，还

设置了各类制陶体验活动，让人们全方

位领略千年瓷都的文化魅力。

　　夜市发展，势必会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给附近居民带来噪声和灯光困扰，

有的管理不到位、垃圾清理不及时，卫

生环境较差，还有的商家为了赚快钱，

对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打折”。对夜市

经济来说，规范有序方能行稳致远。商

家要自律，坚持诚信经营的底线，钻研

独特手艺锻造核心竞争力，用真诚吸引

“头回客”，锁定“回头客”。管理部门要

监管到位、服务到位，把好“安全关”“质

量关”，平衡好“放”与“管”的关系，解决

好停车难等配套问题，让“烟火气”和

“有序”并行不悖。小小夜市牵动着万

家灯火，因为那微光之下翻腾的不仅是

烟火缭绕，还有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

许。 (转自青岛宣传)

即墨古城夜市。 张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