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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茜/文 徐彦/摄 通讯员 于虹 金焕英 章倩斓

11 月 19 日晚，经过历时 5 个月的改造，杭州中国丝绸城正式升级为“丝绸不夜城”。这

条诞生于1987年的小街，在过了而立之年后迎来全新转身。

丝绸城里的407个商户，多少人从曾经的小小少年，到结婚生子，再到如今华发丛生。

最美好的青春，都留在了这条街上。

杭州中国丝绸城升级为“丝绸不夜城”，昨晚全新开张

见识风光，经历暗淡
商户们盼着人气重新能上来

11 月 19 日中午，距离体育场路最近的一家商铺——溢

姿梅丝绸服装店里，章金美戴着老花镜，用着最传统的方式，

在小本本上记着账。

18平方米的店里，摆满了各色丝质服装，花色繁杂。一位

年长的工人正在打包。因为专门做批发，所以店铺里都是货。

“现在零售不好做，靠着回头客做做批发生意，还能赚一

点。”

章金美笑眯眯的，看不出已经63岁了。她一个人守着一

家店铺，已经过了27年。

她不是最早来丝绸城的，但她是坚持了最久的。“这里挺

好的，不求大富大贵，能够生活就行。”

章金美是绍兴人，早先跟着丈夫一起来杭州打拼。没想

到刚来杭州不久，丈夫就生病了，过了几年就去世了。要养女

儿要养家，章金美做起了丝绸生意。没有摸清门道的她只知

道，这条街上客流量非常大，很热闹，“不来丝绸城就跟没来过

杭州一样”，她觉得这里充满了商机。一开始，她就进点货卖，

但顾客不买账，“刚来没什么眼光，货不对路，生意不好做。”

慢慢摸索中，坚韧的章金美把生意做了起来，还搞起了批

发。

丝绸城曾经的风光，她是见识到的，无论是外地来旅游的

人，还是本地的居民，都会到这里逛逛，买买东西。

早上7点半，章金美就会到店里，一整天都不会太闲。靠

着这么一家店，她在杭州信义坊买了房，女儿也工作成了家。

和许多传统行业受到电商冲击一样，丝绸城上的生意如

今和鼎盛时期相比淡了不少。

章金美接受着这些变化带来的冲击，也看着丝绸城很多

曾经熟悉的商户换了又换。“我们早年房租少，3万块，后来慢

慢涨，有些人就选择了离开。”

章金美也想过要不要顺应时代，做点电商，不过后来放弃

了。靠着老客和口碑，她坚守着这个店，也守着属于自己的一

份生活：“我很珍惜这里，这次丝绸城提升改造，人气会上来

的，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章金美：坚持最久的商户

见识过它的风光
也经历过它的暗淡

章金美：坚持最久的商户

见识过它的风光
也经历过它的暗淡

今年，杭州下城区立足新消费，谋定数字赋

能促提升，大力推进丝绸城高品质步行街打造。

经过近 5 个月的精心打造，昨晚，街区亮

灯，精彩开街。

活动现场，丝绸旗袍走秀、民国绸庄情景

剧、AI 互动“丝”词歌赋、云上丝绸城⋯⋯身临

其境，一幕又一幕精彩活动让人应接不暇。

在全新的里街绸庄，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穿越

情景剧，再现了旧时绸庄开市的热闹场景，同时穿

插了各种丝绸文化知识、丝绸非遗展等丰富内容。

中国丝绸城精品馆里，凯喜雅和丝绸城推

出了联名款丝巾礼盒；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

带来的“老字号 新国潮”主题展陈；杭州市旅

游商品协会推出“把杭州带回家”主题展陈；杭

州婚纱摄影协会旗下多家摄影馆推出了最新

的全家福系列摄影作品。

今后，购物之余，游客还可以走进步行街

上以“丝”命名的五个 AI 主题空间，与首位由

“逆水寒·素问”代言的丝绸城丝绸女神“锦嫘”

一起，零距离体验 AI 舞蹈、AI 导览、AI 动捕、

AI写诗、AI捏脸等交互式场景。

街区内还打造了杭州首个“丝里杭间”丝

绸文化数字体验馆，分云锦入梦、武林丝韵等

五大板块，通过 AI 互动、动画投影展示、墙面

趣味互动、异形装置投影等现代科技，重现杭

州丝绸昔日盛况。

除了传统销售模式、体验模式的转变，杭州

中国丝绸城还带给爱吃爱玩的小伙伴一大惊喜

——丝绸城夜市重新开张。改造后，晚上街区的

灯光将亮起来，店铺也将在晚上继续营业。

爱夜逛的小伙伴，不妨来这里玩一玩。

华丽转型的丝绸城
让你夜逛又多了好去处

65 岁的虞春华正吃着午饭，他经营的是专卖丝巾的店

铺，有些冷清。

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正在为晚上的开街做着准备，虞

春华情绪有些复杂。

作为丝绸城的第一批商户，虞春华和这条街一起风风雨

雨走过了30多年。“这已经是第四次提升了，搞起了夜经济。”

年轻时的虞春华，事业做得很大，有自己的厂，有自己的

店，是丝绸城上的第一批商户。

“南边的半条街是先开的，那时候还是平房，基本上都是

搞丝绸批发的。生意不错，因为有自己的生产厂，这里又有销

售。”他说，整条街最辉煌的时候是开街之后的 10 多年，

“2000 年之前生意都不错的。最好的时候，我家的丝巾出口

到20多个国家呢。那时候人气是真的很旺。”

2000 年之后，生意开始出现转折。电商的冲击，让这里

的商户们措手不及。虞春华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电商，但发现

效果不理想，最终决定“老老实实继续搞批发”。

今年因为疫情，原本店里还有两名工人，后来也辞退了。

现在这家店就虞春华夫妻俩守着。

“对这条街太有感情了，你看，人家二代、三代都出来了，我

这个一代还在这里，每天来开店上班，这么多年习惯了。”虞春

华说，等店里的存货卖卖光，他也想休息了。对于这一次丝绸

城的全新升级，他说得很实在：希望能够恢复丝绸城的繁荣。

虞春华：杭州中国丝绸城第一批商户

这已经是第四次提升
希望看到它的再度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