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www.xinminweekly.com.cn

屋顶上的上海

这里视作自己和朋友的“厨房”。经过几年经营，“厨房”场

地的功能变得多样化。用餐之余，人们在此举办各式各样的主

题活动。这些活动中，有人开自己的画展，有人办音乐会。当然，

还有人举行婚礼。

2018 年“厨房”门面到期后，娜娜便搬来了距离“厨房”

两条马路的“大房子”。谈到为何给这里取名“大房子”，娜

娜表示，她希望所有美好的事情都能在此发生。“和厨房一样，

这也是一个非常包容和开放的空间，能接纳各种人，举办各种

活动。客人们一同决定，将这里命名为‘大房子’”。

受到之前经历的启发，娜娜与合伙人决定延续“厨房”的

理念，将屋顶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自 2018 年搬到这里至今，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新人在此预约举办

婚礼。在她看来，如今这片屋顶之所以能创造越来越多的价值，

在于它准确地找到了现代人的某些需求，解决了很多人的现实

难题。

“一方面，很多新上海人想要在上海办婚礼，但实际上他

们在上海，往往没有那么多亲朋好友到酒店办一场传统婚宴。

而我们这片屋顶，可以容纳二三十人，又能够提供新人所需要

办婚礼，听唱歌，屋顶经济比想象更丰富

提到在现代楼宇的屋顶做生意，很多人最先联想到五星级

豪华酒店的屋顶餐厅和酒吧。诚然，这是屋顶经济早期的典型

存在。而如今，以上海为例，其已经发展出更丰富的形态。除

了喝酒、吃饭，现在你还能在上海的屋顶看到人们办婚礼、听

音乐。

对于在屋顶为客人办婚礼，娜娜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这件事不是什么计划已久的商机，而来源于几年前的机缘巧合，

又“偶然中带有必然”。

2020年5月2日这一天，上海风和日丽。昌化路665号“娜

娜的大房子”屋顶，迎来了一对在此举办婚礼的新人。这二位

来自遥远的国度南非，而他们邀请来的朋友，也来自五湖四海，

肤色各异。既有弹着吉他唱着歌的欧洲白人，也有这对南非夫

妇在上海认识的本地朋友。

赞歌唱罢，仪式礼毕，那种非洲人与生俱来的唱跳艺术天

分开始在这二人身上显现。两人手挽手，边唱边跳，在众人的

祝福下完成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屋顶婚礼。

作为“大房子”的创始人，过去两年，

娜娜在这片屋顶见证了不少婚礼。

从一家苏州河沿岸算不上起眼的餐

厅，到一幢可以举办各种活动，甚至在

屋顶能办中小型婚礼的“大房子”，娜

娜用了将近 7 年时间。如果把她和朋友

们一起运营的“大房子”看作一棵属于

她们的大树，那么屋顶举办的缤纷多彩

的活动，就是这棵树上最耀眼的果实。

2014 年，娜娜在苏州河沿岸开了一

家餐厅，名叫“娜娜的厨房”。但是，

这家“餐厅”并不如传统意义上那般正经：

没有专业厨师，不怎么靠卖饭赚钱，所

有食物由娜娜一人负责。因此，娜娜将

　　屋顶经济和其他新经济形态一样，其发展离不开近年来上海市政府在大力优化营
商环境上的努力。

静安大悦城的屋顶摩天轮，就此开启了上海屋顶经济的高光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