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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 《倚天
屠龙记》 里张三丰是怎
么教张无忌学太极剑法
的 吗 ？ 张 无 忌 看 了 一
遍，忘了一小半；过了
一会，忘了一大半；到
第二遍上，张无忌还有
三招没忘记；等他再经
沉思玩味，终于忘得干
干净净之时，张三丰才
满意地让他出战。张无
忌对于所学剑法，从照
猫画虎转而化为有如本
能一般，不受原来招式
所限，随意出招自成章
法，终于力克强敌。是
故，张无忌所学会的，
才真正是太极剑法的精
髓。

凡事莫不如此。
对步行街而言，不

论是早期步行商业区，
还是早在 20 世纪 30 年
代就闻名海内外的上海
南京路商业街、拥有数
百年历史的北京王府井

商业街，都是重要的“城市名片”。随后
在城市化进程中，商业步行街更是以优美
时尚的环境、多功能的服务，极大地满足
了顾客对行人优先、舒适购物和休闲娱乐
的需求。每一城市的步行街，莫不是人潮
涌动，比肩接踵。许多城市纷纷效仿，步
行街很快风靡全国，成为很多城市的地
标。现在，不论到哪个城市，以及各个旅
游景点，都能看到步行街。

步行街遍地开花之后，“千街一面”
的困惑随之而来。为什么一些步行街陷入
了门庭冷落的窘境，甚至一些老牌步行街
也面临着品牌影响力衰落的困境？今天的
商业步行街，要怎样才能在传承昔日辉煌
的基础上挖掘出新的活力呢？

说到底，低层次的重复经营已
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商业运
作模式和竞

争
，文化
和 创 新 才
是 竞 争 的 核
心。正是因为许多
步行街只复制了“步
行”的外观，却没有习得
其以人为本和继承传统文化
的精髓，没有在旅游资源、文化
资源和商业资源的挖掘以及游客的
商业体验上狠下工夫，才逐渐失去了
游客的欢心。正所谓“学我者生，似我
者死”，当游客面对设施陈旧、充斥着大
量同质化商品的店铺，或是满店粗糙的所
谓“地方特产”，或是景观杂乱、遍地仿
古建筑的街道，逛遍整条街，常觉似曾相
识，难免生出鸡肋之感，更不用提激发购
物乃至游览的兴趣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步行街都经营不
善，综观那些成功的商业步行街，其共同
点是都能体现一个城市、地域特有的历史
文化背景和地域特色，引起人们的心理共
鸣，从而放射出其独有的魅力。有了这样
的精神内核为支柱，吸引游客的招数就可
以千变万化，见招拆招了。

于是，我们看到，有的步行街挖掘古
韵古风，有的步行街突出休闲购物，有的
步行街打造网络品牌。招式虽然眼花缭
乱，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独有的文化
内涵和独特的发展理念。

城市的记忆是一点一滴积累
起来的，步行街也是其中重
要一环。只有在传承中不
断创新，才能修炼出
闻名天下的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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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步行街，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反应，肯定少不了北京的王府井、
上海的南京路、重庆解放碑与成都春熙路。这些步行街，已经成了城市
名片与旅游品牌，浓缩着许多人的记忆。

但在跟风意识的支配下，全国的步行街，也经历了从“一无所有”
到“一拥而上”的历程，品尝过“一枝独秀”到“千篇一律”的滋味。
如何在保持城市历史与文化、保有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拥抱步行街这一现
代城市的标志？如何让步行街始终焕发生命力？

曾有一段时间，外地游客“去北
京不去王府井”、“去上海不去南京
路”的话，就像“不到长城非好汉”
一样会充满遗憾。因为当时的步行
街，可以说就代表着城市的风貌。

这 些 步 行 街 ， 也 的 确 有 着 “ 代
表”城市的资格。

比 如 王 府 井 ， 顶 着 “ 中 国 第 一
街”的美名，在不到 1500 米的长度
里，集中了盛锡福、瑞蚨祥、东来
顺、同升和、全聚德、吴裕泰等老字
号，但同时又有王府井百货、新东安
商场这样的大型现代商场矗立其间；
有充满异域风情的天主教堂，也有带
着浓浓地道北京味儿的传统雕塑穿插
其间。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时尚，在
这一条路上充分地交融着。

而东起外滩的南京路，解放前是
帝国主义耀武扬威的“十里洋场”，解

放后又是一条富
有革命传统的马
路 ， 曾 被 誉 为

“中华商业第一街”，
其中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上海华联、
上海新世界商城等，都曾是中国零售
商业企业的领头羊；于国庆 50 周年时
落成的全新“南京路步行街”，在继承
了这条百年老街沧桑与辉煌的同时，
也注入了许多现代元素。

如 果 说 王 府 井 浓 缩 着 北 京 的 传
统，南京路里能瞥见上海往日的浮
华，那么广州的上下九和北京路，成
都的春熙路，重庆的解放碑，则代表
着各自城市的商业传统或休闲本色，
承载的都是不同的城市味道。

在传统名街的示范效应带动下，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全国掀起了一阵
建设步行街的热潮。大至一线城市，
小至县镇，一夜之间，大家都在尝试
开发属于自己的特色商业步行街。一
些具备强大经济潜力和独特传统意蕴
的城市，就是在此时建成步行街，或
是将以前的商业街改造成了在全国都
叫得响的步行街。

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兴建步行
街？

在专家看来，商业业态有很多

种，而步
行街，恰恰是商
业业态组合的一种形
式。而在商业地产中，“街
铺”的投资风险又很低，有“金
街”、“银街”之称。休闲、娱
乐、购物、餐饮、观光、城市名
片、文化集成等，都可以在步行街
里得到体现。可以说，步行街是经
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承
载着传播地域文化、提升城市品
位、拉动经济增长的责任，甚至
称得上是一个城市的“会客厅”。

但从“一无所有”到“一拥而
上”的过程，也会经历从“一枝独
秀”到“千篇一律”的苦恼。像中
国城市化一样，在广泛造城的进程
中，如何葆有独特的城市特色，这
一点似乎一直是困扰中国的难题。

“以前我们去上海，那是一定要去南京路逛逛，买点儿
东西带回家的。这次都到了快离开的时候才想起来，哦，还
没去南京路呢。”

说话的是资深媒体人张先生，他最近刚从上海出差回
来，如此感慨道。

有同样感受的是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程女士。虽然在跟本
报记者谈起步行街时，她会第一时间反应出王府井、南京路
等名街，但是家住海淀的她，却“很少去逛王府井和前
门”。除了“离得远”的因素，程女士坦言，网购、家和公
司附近的商场完全可以满足购物需求，相比之下，一些步行
街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很明显。

“如果去外地旅游的话，那些以前觉得很有名的步行
街，现在除了有些
特色小吃之外，也
没什么太新奇的东
西，毕竟那些商店
全国都有。”程女
士说。

中国人民大学
的大二学生马依然
则表示，几乎每个
城市都有自己特色
的 步 行 街 、 商 业
街，不过有些已被
过度开发，变得没
啥新意。

“ 盛 名 ” 与

“ 现 实 ” 的
差距，正是
目 前 全 国 步 行
街 正 在 面 临 的 困
境。

在一些中小城市，更是不乏传统老街在改造成步行
街时转型失败、陷入萧条的例子。

比如在湖北荆州，曾经承载城市记忆的老街中山
路，不仅没有实现“城市的第二次腾飞”，反而“开街”
就遇冷，曾经以高价购买了沿街铺位的店主，目前都面
临无法收回资金的困境。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山路曾经
的繁荣，是建立在河运时期的，但现在这些历史条件已
经萎缩，不能简单地复制以前的经验，而需要逐渐培养
成熟商圈。

“如果大家在步行街上逛，觉得这些东西可以从小商
品市场批发，方便还便宜，那还有谁会光顾呢？不管别
人如何，我自己一定会经常搜淘宝、逛市场，尽可能回
避‘大路货’，整出点有意思的小玩意儿。”一位从事创
意商品销售的店主这样对本报记者说。

“传统意义上的名街，有些就是因为落入老套，采用
工业化复制的模式进行经营，没有凸显‘新生经济’，
没有体现创意，所以让大家感到千篇一律、没有新
意。因此，现代商业景观的开发不能单一化，要将旅
游、商业、购物、景观相结合，比如让我印象很深的
贵州遵义，就在商业景观开发中将特色的‘酒’和广
场中心的喷泉相结合，让喷泉产生酒香，富有新意。”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新生经济研究院院长郭
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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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相比过去
的口口相传，名街的推广、商铺的营销，更
可能给步行街带来广泛、快捷而具综合性的
影响。

“要旅行的话，我肯定选择深度的自由
行，所以网络上的旅游攻略和分享很重要。
比如蚂蜂窝、百度旅游，既有网站对这些名
街的总体介绍和推荐，又有用户的点评。尤
其是他们所发的照片，虽然不如网站制作的
精美，但显得更有真实感。如果照片里的小
吃诱人又便宜，小店铺有格调又体现创意，
还有什么理由不吸引我去呢？”马依然说。

作为“吃货”，蚂蜂窝和百度旅游的推荐
让马依然吃到了上海田子坊的小资西餐、厦
门中山路的正宗台湾小吃，感觉很实用。“有
了网络的分享，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到了所
谓的‘名街’才知道上当受骗了，一晒图都
是一目了然啊。”她说。

苏州大学研究生范维在这方面更不拘一
格。他表示，旅游攻略网站可以借鉴，朋友
的微博、微信朋友圈也可以看。只要分享出
来的场景感觉不错，就可以考虑去。

“我以前并不知道北京的南锣鼓巷，但朋
友圈里分享多了，于是我在不用任何旅游攻
略的情况下探访了这里，并轻车熟路地尝到
了所垂涎的文宇奶酪，也
买到了卡通化的兔儿爷泥
塑作为纪念品带回去。朋
友发的照片都是在南锣鼓
巷一路吃，一路看，一路
买，我觉得不错，当然也
就跟进啦。”范维说。

“ 现 在 自 媒 体 这 么 发
达，名街做得好一定会有
人 分 享 ， 自 然 不 怕 巷 子
深。不过，如果我们能主
动出击，或许营销的效应
会更好。”当记者走访南锣
鼓巷时，一家创意文化纪
念品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旅游网站的推荐和用户评

价固然好，不过我们可以做的更深
入。”

在他的介绍下，记者用微信“扫
一扫”功能添加了店门口“漫步南锣鼓

巷”的二维码，一个集店铺推荐、优惠券下
载、社区互动的微信公共号跳了出来。如果
嫌逐个浏览太繁琐，那就直接输入所见的店
名进行查找，看看有什么特色。

而在另外的一些店铺，还制作了专属的
二维码。通过添加其微信、微博，购买产品
可以享受相应折扣与满减等优惠。这种做
法，既带动了消费，也让顾客们通过公众号
对该店未来的产品推广产生关注，从而吸引

回头客。
不仅如此，一些

更需要参与和互动的
商店还设有微社区。
在南锣鼓巷一家制售
陶笛的小店，记者看
到他们通过建立自己
的微社区让买陶笛的
顾客进行教与学的互
动。据店内工作人员
介绍，互动的学习让
顾客在熟练演奏陶笛
之后，会带动更多人
去了解、接触陶笛，
小店自身的营销也由
此推进。

此外，有的名街
如成都的锦里虽然还是用网页进行宣传，但
是会定期更新活动预告，以此吸引游客带来
效应。“正月有庙会、五一有驴友天堂、端午
有民俗表演，这些不定期的活动也是我常来
观光的一个原因。其实很多名街可以打造商
店以外的吸引点。”在成都工作的袁卫说。

“网络的迅速传播也让很多内容变得更容
易复制，很多所谓的名街正在陷入互相抄袭
的圈套而变得千篇一律，因此摆脱抄袭、保
持个性就很有必要。”从事广告行业的古芝女
士表示，互联网是一面镜子，只要有特色，
大家很容易看得见，“想不火都难”。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
祁述裕表示，一些传统老街过去以产品丰
富、老字号云集为卖点，但是老品牌往往几
十年如一日，没有变化，所以很多人去一次
就不想再去了。而新的步行街比如南锣鼓
巷，有很多精致、有创意、时尚的小店面，
大家觉得各有特色，很好逛。它虽然不是传
统的商业街模式，却更突出以人为本的文化
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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