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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地摊，最抚凡人心

初夏。城市的夜越来越热闹。

晚上，夜市、特色街、商业中心

外，摊位林立、人群熙攘。

随着“年轻人摆摊”的生动故事一再登上热

搜，地摊经济重回大众视野。同学们，最近你们

逛过地摊吗？

作为个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摊经济的

活跃为消费复苏按下了加速键。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局长罗文指出，广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市场活力最集中的体现。

商业外摆以其“零距离”的空间感，成为消费

者最易接近的消费场景之一，因而也成为了消费

流量的入口。面对消费预期的提升，外摆经济成

为助燃市场的一团星火。

虽然地摊经济只是小本营生，成不了

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支柱，但它积淀了深

厚的民俗传统文化，繁荣了人间烟火，撑起

了一个个小家庭，温暖了凡人心。

在现代中国，地摊经济几经波澜，在禁

与放、限制与鼓励中沉浮。每一次，也都与

国民经济的大环境相关。

第一次摆摊大潮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彼时，正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之时，人

心思活，经济待兴。从那时起，浙江的每一

个人，都开始熟知“地摊经济”这个词。因

为这方热土，正是现代中国地摊经济的推

动者和最大受益者。它不仅让浙江居民的

个人财富得到了增长，也让全国人民认识

了浙江。从地摊经济中，走出了“走遍千山

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

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走出了“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

浙商大佬里，大部分人都曾尝试过贩

卖小商品。前段时间，当摆摊热再兴时，

曾有网友给这些摆过摊的浙商大佬们绘

制了生动的动漫群像：骑着自行车卖洗洁

精的徐传化、卖棒冰的宗庆后、擦皮鞋的

南存辉⋯⋯

这幅图，激励了许多将要及正在摆摊

的网友们。

在发展的几十年里，中国大地又曾掀

起过几波摆摊热潮。实际上，杭州现在仍

然十分热闹的吴山夜市、10 大特色夜市

街，都是几番热潮后固定下来的特色夜市，

它们已成为城市一景，深深地融入了居民

生活。

地摊经济此度进入人们视野，是疫情

之后的纾困之举。曾记得，杭州市民还将

吴山夜市到底几时恢复，当作了疫情告一

段落的晴雨表，也当作了经济复苏、消费信

心恢复的象征。

不过，这一波的摆摊热与以往有了许

多的改变。

它不再是自发的、无序的、脏乱差的，

许多城市都专门划定了摆摊区域。比如深

圳近期专门修订了有关条例，划定了摊贩

经营场所；杭州进一步修订了商业外摆措

施，加大对商圈、商业街区外摆经营活动支

持；苏州对外摆经营活动的时间作了规范，

居民区周边原则上不超过22点等等⋯⋯

这是城市管理的进步，也是地摊经济

自身的进步需求，因为摆摊的人也变了，年

轻化、高学历的人多了，相应的，地摊也出

现了许多新鲜、有趣的形态。

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政策红利

的激励，这次地摊经济的热度是年轻

人自下而上点燃的，从品类、形式，到

动机、文化，呈现出“新地摊经济”的

特征。

在夜市、主题市集、热门商圈、社

区里，年轻人的摊位总是会被一眼看

到。他们售卖着时下最新、最潮、最

有趣的各类商品，为一度便宜、零碎、

日用的地摊增添了多元化的趣味。

比如“卖崽青蛙”的出现，他们卖

的不仅是充气青蛙，还卖萌、卖才艺；

小吃摊除了卖烤面筋，也开始升级换

代卖起场景和人设。小摊车经过改

装，再加些装饰，就成了一间移动日

式居酒屋，或者是韩式烧烤深夜食

堂；再比如将自有车的后备厢一打

开，户外桌椅一支，咖啡机搬出来，一

个流动的小型咖啡店就开张了⋯⋯

至于奶茶、扭扭棒玫瑰花、脏辫、

宠物用品等品类的出现，更是让人感

受到了年轻的气息。这也是地摊经

济的话题几番冲上热搜、受年轻人追

捧的原因。

本报记者在“五一”前后推出的

《摆摊吧，少年》系列报道中，通过 10

天的摆摊亲历，深刻反映了新地摊经

济的变革。

成长读本成长读本chéng zhǎng dú běnb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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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是人类社会天然而自发的行为。商

品经济、货币的萌芽，就起源于最初的以物换物。

中国更是有着悠久的“地摊经济”历史。商

朝的祖先商部落就很善于做生意，所以后世生意

人又叫“商人”，就是由此得名。

古代城邑里，很早就出现了政府规划的集中

进行交易的区域“市”，《周礼》中就有关于“一日

三市”的记载：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夕

市就是小摊小贩做生意的时间。

宋朝是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那幅

《清明上河图》，简直是各式摊贩的大集成。人群

熙攘、饮车卖浆，“一切弛放，任令通商”，可以说

是摆摊经济的巅峰，各种小吃、蜜饯、冷饮都出现

在北宋。那会的南宋都城临安，既没有集中交易

坊市制度，也不禁止农民进城卖货，甚至还有了

能让大家通宵喝酒撸串的小吃夜市。

当然，政府也不可能放任大家随便摆地摊，

于是设置街道司，专门负责管理城市里的摊贩。

到了明清，已经出现了近代商业资本主义萌

芽。当时，工商业市镇兴起，对小摊贩的管理很

松，甚至不收税。

小摊贩除了为城里人提供物美价廉的生活

用品，还常常背个篮子、摇着铜铃下农村销货。

这一货郎形式，直到三四十年前还有。电视剧

《鸡毛飞上天》里，描述的就是这样的“鸡毛换糖”

卖货形式，换出了义乌这样的小商品大市场。

小摊贩为了吸引顾客，还开发出一套属于自

己行业的独特吆喝声。著名作家萧乾的《吆喝》，

就生动地描写了老北京小贩的吆喝声。直到现

在，我们也还能在一些老居民小区里，听闻“磨剪

刀哎抢菜刀”的吆喝声。

在这繁盛的景象里，谁又知道，

地摊经济里会不会走出下一个商业

大佬，会不会走出下一个福布斯榜单

人物？

阿基米德说“只要给一个支点，

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而对于勤劳、聪

明的中国人来说，只要给个机会，就

能创造出一个热闹的街市、向上的经

济。勿庸置疑，这几十年的经济发

展，无时无刻在说明着这一点。

确实，摆地摊无法成为地方经济

的支柱，也与高质量发展无缘，但是，

那些夜晚蒸腾在城市上空的烟火，霓

虹闪烁下的身影，给了人们莫大的信

心与希望。

中国，仍然是一片发展的热土，

仍然是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

地摊，或许能够以凡间烟火气，

为城市平添一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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