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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里，如今占据面积最大的是经典鼎红

KTV，从4楼到6楼。

在 6 楼，记者见到了 65 岁的沈跃平，他说：

“在手机上看到的消息，太可惜了。”

8 年前，沈跃平成了新开业的鼎红的一名保

安，他是老底子杭州人，从小在建国路长大，对这

一片很是熟悉，“大楼一直没怎么变过，一楼一直

是超市。”沈跃平回忆道，“那时候有金义和娃哈哈

两个牌子的果奶，我对娃哈哈蛮认可的，对产品质

量比较放心，我女儿从小就是喝娃哈哈长大的。”

沈跃平这份打心底里的认可，是他和宗老数

面之缘后，觉得其为人“不钻营，很亲民”。

大概是 2001 年左右，沈跃平在临安青山湖

开了一家卖小核桃、茶叶的特产店，“那时候见过

宗老两次，在湖边的草坪上，他和朋友一起煮茶、

烧烤，没有大老板的派头，瞧着面熟会主动和我

们打招呼。”

回忆起第一次和宗老的交集，沈跃平沉思了

很久，“是在杭州罐头厂，那时候我去找朋友玩，

他应该是去考察的。”宗老的记性很好，一直记得

“小沈”，“他抽烟，会派烟，那时候抽的是红壳的

‘牡丹’，现在已经不大好买了。”

后来特产生意难做，沈跃平回到杭州，再见

到宗老，是他和员工们一起去横河公园附近的一

家小餐馆吃饭，“店不大，主要是吃烫鱼片的，见

到了就闲话一两句。”

再后来，偶尔宗老会来娃哈哈大厦，依旧是

沈跃平记忆中那个穿着藏青色拉链夹克的故人，

不寒暄，点点头打个招呼。

数面之缘的老沈：
亲民的宗老爱穿藏青色拉链夹克

3 楼是新华影都，周末下午，三三

两两前来观影的人不少。

“现在我们电影院算老的了，刚开

始的时候，人很多的。”从 2003 年新华

影都在娃哈哈美食城开业之初，金曾

良就在这里工作，他说这是继庆春电

影大世界之后杭州第二家多厅影院，

“刚开始有8个厅，后来减了一个。”

这么多年来，金曾良见到宗庆后

的次数不多，基本上没有说过话，不过

这并不妨碍一位电影工作者对前辈的

认可。

“说实话，现在电影院其实很难挣

钱，不比刚开始的时候了。”金曾良说电

影院开业的时候，刮过好大的“杭儿

风”，那会儿影院少，竞争没那么大，“电

影票卖 80 块一张，现在反而只要 30

块。《十面埋伏》上映的时候，我们所有

厅岔开20分钟排片，上座率很高的。”

随着杭州综合体越来越多，市民

们看电影可以选择的地方就多了，新

华影都就没一开始火热了，但是仍旧

有不少老观众认准了会前来观影，“有

个方老太，经常一个人来看电影，是浙

江大学退休的老师，还有坐着轮椅过

来的老爷子，这样的人很多的。”

金曾良告诉记者，这类观影者一

百元可以观影 6 场，“他们也喜欢看电

影，时间比较多，都是工作日来看电

影，我们基本上不挣钱的。很感谢娃

哈哈集团这么多年房租涨得少，要不

然运营上吃不消的。”

从胶片电影到数字电影，金曾良一

直和电影、和观众打交道。他说，电影

院除了是影院，还是文化输出的窗口，

“希望一直为喜欢电影的人放下去。”

电影院工作人员：
很多老观众认准了会来这里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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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这句

广告语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少年时

光。

娃哈哈是，娃哈哈大楼也是。

记者来到一楼的娃哈哈超市，正

好遇见有年轻的消费者拿着娃哈哈

AD 钙奶结账。超市不大，东西的品类

也不是很全，不过依旧有附近的居民

在选购，82 岁的历奶奶住在马路对面，

超市开业之初就在这买东西，“以前还

有水果、蔬菜、猪肉什么的，买东西的

人木佬佬（很多），后来还卖保健品，挺

方便的。”历奶奶和工作人员很熟络，

今天特意带着手机里孙子的结婚照分

享。

历奶奶是眼瞅着娃哈哈大楼开工

建设的，那时候庆春路还没动工。“今

天天气太冷了，比较冷清。原来从这

里开始，往羊坝头、鼓楼一带，很热闹

的。”

在 二 楼 ，如 今 是 娃 哈 哈·同 乐

舫。原先一提娃哈哈，大家都知道是

做 杭 帮 菜 的 ，十 几 年 前 开 了 新 店 之

后，招牌菜烤乳鸽让大家开始尝试茶

餐厅。

另外，还有人记得新华影都旁曾

开过的麦田村。曾经有人发了工资，

带着女朋友冲去娃哈哈三楼，在麦田

村买上两杯插着粗吸管的珍珠奶茶，

看一场时下热映的电影。

记者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发现，已

经悄然落寞的娃哈哈美食城，曾经很

潮，比如杭州第一家“东瀛魔界村”鬼

屋开在 3 楼；这里举办过“娃哈哈美食

皇宫”杯名人桥牌双人赛⋯⋯

如今，记者打开相关链接，发现

“娃哈哈美食城”依旧是一个地标，被

括在各种活动地点的旁边。

附近居民回忆：
这里承载了一代人的味蕾和情感
附近居民回忆：
这里承载了一代人的味蕾和情感

宗
庆

后
19

45
年

~2
02

4
年

或许很多人没有到过位于清泰街 160 号的

娃哈哈老总部，但应该不少人匆匆瞥见过岳王公

园边上的娃哈哈美食城。

这座以“娃哈哈”冠名的大楼，1999 年面世

之初，曾惊艳过杭州人：融购物、餐饮、娱乐为一

体，占据 4 楼和 5 楼，总面积近 8000 平方米的娃

哈哈美食城当时可以供 1800 人同时用餐，环境

优雅的剑鱼厅，有着白色钢琴、绿色布艺的宴会

厅，一度被誉为美食天堂。

可惜，这样的盛况只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

2 月 25 日，记者在中河高架和庆春路交叉

口，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娃哈哈大楼，岁月冲刷了刚

落成时“一座颇具特色的现代化商业楼”的颜值，

即便是在杭州久违的阳光映衬下，和周围建筑相

比，它显得略旧了些，斑驳的外墙上沉淀了时光的

痕迹。

走进大楼，一楼是娃哈哈超市，有很多人愿意

在宗老离开后，和大家分享这座楼、娃哈哈以及和

他有关的点滴。

上世纪末一亮相就惊艳了杭州人

娃哈哈美食城
承载了一代人的味蕾和情感

本报记者 黄伟芬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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