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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听说淮国旧回到淮海中路

了，我特意赶来看看。”淮国旧H22

今天全新开幕，记者昨天提前探

营，遇到不少闻讯而来的老上海

人。“我们是来怀旧的。”叔叔阿姨

异口同声，对当年淘旧货的经历，

大家津津乐道。

在整修一新的淮国旧H22店堂

里，记者发现了好几件“镇店之宝”：

18世纪古董马车、保时捷汽车沙发、

爱马仕kellydoll……这些二手奢侈

品陈列在复古风的主题展区，给顾

客带来新旧融合的潮流体验。

最欢喜“兜旧货店”
昨天上午9时许，一头紫发，刘

海挑染为蓝绿色的周富忠又一次

来到淮国旧H22门前。爷叔头势清

爽，右手戴着金表，左手戴着几只

复古戒指，一身上下穿得山青水

绿。“我从小住在襄阳南路永康路，

经常到淮国旧来淘宝。看新闻里

讲淮国旧重新开到淮海路上，肯定

要来看看的。”他告诉记者，自己前

天也来过一次。当年他在店里淘

到自行车零件、衣服、皮鞋等不少

好东西，最贵的是一只劳力士金

表。“1992年淮国旧搬迁之前，我花

4万元买了只劳力士，后来有人开

价36万元收购，我不舍得卖。”年轻

时赶时髦，年纪大了爱怀旧，他对

时尚的追逐始终不变：“我想买二

手奢侈品，包包、鞋子都看看。”

衣襟上别着白兰花，脖子上戴

着珍珠项链，两位孙阿姨是亲姐

妹，精致的打扮也如出一辙。她们

站在店门前拍了几张照，其中一位

把照片发给女儿：“年轻人喜欢奢

侈品，所以我发给她看看。”孙阿姨

告诉记者，她曾在淮国旧买过一台

二手海鸥牌135照相机，花了好几

个月工资。

还有几位爷叔在门前攀谈：

“我最欢喜兜旧货店，不只是淮国

旧，还有城隍庙、人民路几家店，都

是常去的。不过淮国旧东西最高

档，当年有几个老先生专门来买金

表。”另一个立马反驳：“淮国旧也

有实惠东西，关键要会比较，我当

年买的上海牌照相机，就老便宜

的，质量也好，是店里老法师帮忙

推荐的。”

“镇馆之宝”已就位
记者昨天提前探营，见到了多

件“镇馆之宝”。走进一楼，迎面是

一辆18世纪的古董马车，因为太稀

有，目前尚未定价。再往里走，是

保时捷汽车沙发，老爷车成了一件

独特的家具。旁边的星光照相机

主题馆陈列着各个年代的照相机，

最古老的一架照相机仿佛从历史

片中走出。

上到二楼，记者看到了爱马仕

和标致联名的限量款自行车，车斗

里还放着一只LV球拍包。对面是

琉金岁月珠宝馆，香奈儿经典珠宝

夸张复古的风格，想必是潮人最

爱。除了架子上的爱马仕、香奈

儿、LV包包，记者还在玻璃展示柜

中见到了稀有的香奈儿反战手提

箱，上面满是岁月的痕迹。爱马仕

和香奈儿丝巾则被装裱在画框中，

俨然一幅幅艺术品。

除了二手奢侈品，这里还有鲜

花、油画和咖啡。沪上高端花艺工

作室ANOTHER LAB的第一家实

体店落户在此，25米长的咖啡吧面

朝淮海中路，是欣赏梧桐街景的最

佳位置。画家赵宏的作品以“上

海”为主题，今天他将现身画展，和

粉丝交流。

“不管是摆在架子上的二手

奢侈品、放在店堂里的古董家具，

还是挂在墙上的画作、插在瓶里

的鲜花，店里绝大多数商品消费

者都可以买。”淮国旧H22项目负

责人马牧告诉记者，店方还设计

了一款纪念明信片，以当年的淮

国旧为主角，特邀上海市非遗文

化连环画项目传承人罗希贤创

作，以纪念老品牌的重生。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特约通讯员 孙霞琴

淮国旧今天全新回归淮海中路，记者昨提前探营

怀旧+淘宝，阿姨爷叔都来了！

“听说淮国旧回到淮
海中路了，我特意赶来看
看。”昨天许多上海市民赶
在全新的淮国旧开张前一
天来这里打卡。今天，这
座人们心目中的旧货“圣
殿”开门迎客，为城市又添
了几分烟火气。
如果说品牌“首店”的

多少，展现的是一座城市
商业的活力，那么旧货交
易业态展现的就是商业的
魅力。放眼全球，伦敦有
诺丁山二手交易市场、东
京有代代木公园跳蚤市场
等。上海旧货交易历史也
已很悠久。1887年，万金
记旧货店在百老汇路（今
大名路）开业。1954年9月
29日，国营上海市贸易信
托公司旧货商店在淮海中
路424号开业，无论后来怎
么样改名，上海人还是亲
切地叫它“淮国旧”。仅仅
三个字，就点明了它的地
址——淮海路上，所有制
性质——国营商店，经营
范围——卖旧货为主。
淘旧货曾经是很多上

海人的一大生活乐趣，其
意义不仅仅是为了买便宜
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很多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
应，淮国旧销售的物品，不需要票
证，还会打点折，而且也不影响使
用。所以每天早上，淮国旧一开门，
顾客就像潮水般涌入。今天，从物
尽其用、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环境
保护角度看，旧货交易建立了一个
新的“循环经济”消费模式。
丰富旧货交易，淮国旧的回归

迈出了第一步，即将于12月1日实
施的上海新版市容环境条例，对“路
边摊”不再全禁，相信不久之后，申
城也会出现不少旧货交易的摊位。
要让这些业态健康发展，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给旧货交易定好规矩。
很多上海的中老年人对淮国旧难以
忘怀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淮国旧
虽然卖旧货，但是决不卖假货，估价
合理公道，不管你是买东西还是卖
东西，都是很放心的。
喜新不厌旧，是一种生活态度，也

是旧货交易的意义。淮国旧重新回
归，倡导赋予商品二次生命的环保消
费方式，既秉承讲人情、接地气的朴素
传统，又融合自身底蕴与上海商业文
化，营造消费新亮点。期待申城能够
涌现更多旧货交易新模式，在繁荣城
市商业的同时，让人们在“淘淘淘”当
中感受这座城市浓浓的烟火气。

在历史建筑中，
触摸老字号时光印记

■ 淮国旧H22“镇馆之宝”之一——保时捷汽车沙发，售价超过50万元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在

小汽车还没普及的年代，街巷里弄

穿梭着一只只腾飞的“凤凰”；无须

戴金丝眼镜，“开开”衬衫口袋里一

支“英雄”笔，手腕上一块“上海牌”

手表，就能打造知识分子形象。清

晨家家户户门前奶箱里的光明牛

奶，成为老人孩童的生活必需品。

老字号是上海腔调的一部分，也是

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由上海市商务委牵头组织、光

明食品集团建设运营的华山 · 263

老字号品牌馆，汇聚了沪上222家

老字号品牌，甄选超过100家优质

老字号进行主题式、场景式、互动

式、沉浸式的展示，将于10月1日对

外开放。今天上午，记者走进展馆，

一览老字号的前世今生。

华山 · 263老字号品牌馆前身

为光明食品集团的办公地，更早可

以追溯到1899年英国人德莱蒙德

的私人住宅。走进展馆一楼，具有

科技感的“机械魔墙”与“时光卷

轴”，让观众了解自1843年上海开

埠以来，老字号坚守家业开创品牌

的光辉岁月。亲手拉开墙上精心

设计的抽板，可以近距离地观看视

频资料和触碰有趣的装置，感受老

字号品牌所蕴含的历史魅力。

走进二层“理想之城”展区，追

寻老字号的品牌之源，可以看到老

字号创下的多个“品牌第一”，比如

第一支护手霜、第一批国产颜料、

第一个国宾馆、来自朵云轩的“中

华第一槌”，这些“第一”，是上海民

族工商业发展的重要见证。

在“梦想之城”展区，大白兔、

马利颜料、红双喜等老字号为孩子

们准备了互动装置，不仅能与电子

大白兔交流，还可以让马利颜料绘

制的作品在屏幕上“动”起来。

这种有科技含量的交互装置

在展馆里并不罕见。上海牌手表

提供的陀飞轮装置，让观众在记忆

的光影中感受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骑上凤凰牌自行车、戴上VR眼镜，

就能穿行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十里

洋场，再一路来到上世纪50到70年

代的外滩、改革开放后的人民广

场、万体馆和本世纪的陆家嘴金融

中心。

今天下午起，市民可通过微信

小程序搜索“华山 · 263老字号品

牌馆”预约参观。现场各大老字号

品牌将以快闪店和集市花车的形

式推出经典产品和最新产品，参观

者足不出馆就可购买各种物有所

值的老字号产品。馆内还贴心地

提供各品牌商城二维码，扫码就能

购买各类产品。华山路沿街商铺

也引入了“上咖”咖啡馆、开开集团

老字号伴手礼首发集合店等老字

号旗舰店、形象店，让本土品牌在

市中心商圈聚集发展。

▲ 华山 · 263老
字号品牌馆10
月1日对外开放

▲

品牌馆内的
陈列介绍了老
字号品牌的发
展历程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今日论语华山·263老字号品牌馆十一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