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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根华：年轻人也有“旧物情结” 盲袋加面具手绘 潘家园文创推游园新玩法

我和潘家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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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开市黎明即散”

3月26日晚间，潘家园旧货市场西门夜

灯初上。虽然春雨刚停，晚风凉身，但市场

西区的地摊前正陆续有人拎箱而来，将大

大小小的物件逐一摆开。晚7点刚刚开市，

就已经形成了琳琅满目、几十米的阵仗。

位置把头的摊主德江是有着数十年资

历的票证玩家，旧时的北京公交票、胜利剧

院演出票及老电影票被铺开一地展示，仿

佛是一张张穿越时空的凭证，让人秒回老

电影情境中。北京商报记者看到，“80后”王

先生饶有兴致地挑选，最后以200元买走

了几沓老公交票。一些游人和王先生相同，

是碰巧路过进来一探究竟，但更多的还是

手持专业电筒有备而来的藏友。夜色下的

市场荧光点点，夹杂着行话的攀谈声不绝

于耳。仔细看去，瓷器、串珠、老玩具、书籍、

字画等等应有尽有。一摊一景颇有趣味。

虽然是潘家园“鬼市”升级后的第一

场，但消息已在圈内传开了。来自河北的文

玩商谷先生称今天特意赶来，一是淘淘东

西，二是看看场地。“做这行这么多年了，

‘鬼市’也是心里的一个符号和情结，希望

能够再现曾经的景象。”谷先生称。

“半夜开市、黎明即散”的“鬼市”文化

是许多文玩人的集体记忆。据史料记载，宋

代的时候“鬼市”就已经盛行，而老北京的

“鬼市”传统，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北京潘

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卢长海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拥有近三十年历史的潘家

园市场，其诞生可以说是始于“鬼市”：“80

年代中后期，在劲松南路的一块待建闲置

地上开始出现一些百姓自发形成的零散地

摊，到了1992年初已经有近几十个摊位。随

着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移至劲松南路路

南，近百个摊位成为潘家园市场的雏形。那

时开市时间没有限制，凌晨就开始有人占

位摆摊，天长日久，人们就称之为‘鬼市’。”

外行人眼中自带神秘色彩，内行人眼

中的“门道”所在。谈及“鬼市”，有文玩商家

表示：“按照传统，真正的好东西全在凌晨开

市之初的个把小时‘露脸儿’。这就是所谓

‘行家看门道，淘宝要赶早’说法的缘由。”

“穿越感”的沉浸新体验

不同于传统“鬼市”的一派野生景象，

此次“重现江湖”的潘家园“鬼市”是重装升

级而来。虽然在开市首日只开辟了一条主

道，但据了解，未来计划里，将以市场西地

摊、乙A乙B中通道、北商房前作为“鬼市”

经营区域，经营摊位也将逐步增加。

北京商报记者看到，夜色里的潘家园

吸引来的不只是文玩圈的老江湖们，猎奇

的、拍照打卡的年轻游人与播客同样占比

很多。市场内，分布有祈福灯亭、“摸金校尉

到此”的景观石、复古百宝箱等装置，为“鬼

市”周边增加了时兴的小说、游戏里的场景

元素。身着古代服饰，提着灯笼打更的巡场

工作人员，更增添了新“鬼市”身临其境的

既视感。

“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潘家园‘鬼

市’有另一套玩法。”有游客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因为缺乏专业眼力，不指望能从‘鬼市’

中捡漏，但此行就是为了体会一把“穿越

感”，目测有不少可以拍摄爆款短视频的素

材。可以看到，一些潘家园抖音电商直播基

地的商户也来为直播“踩点”。与“鬼市”一起

拉夜经营的还有市场内的潘家园礼物文创

店。与夜游相关的灯笼、发光配饰以及面具

等商品也一同上新，成为游客们的标配。

据卢长海介绍，本次潘家园“鬼市”升

级，不单单是拉长营业时间。而且是把更多

体验式、沉浸式的场景融入其中，打造“鬼

市”主题文化消费场景。在受众上除了面向

传统文化、文玩和民间老物件爱好者，也注

重增加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突出传统与时

尚结合，满足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现在《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

等节目让国宝火起来，带动了年轻人关注

传统文化、了解历史的热情。我们也希望结

合自身优势，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更接地气、

更直接的平台去体会、感受。让‘鬼市’受众

面更广，不仅是中老年文玩人的专属。”

据了解，作为传统文化传播传承的重

要平台，潘家园“鬼市”更看重商户经营商

品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内涵。“我们希望引入

更多的民间旧货、文玩、瓷器、文创、手工

商品及其他民族、民间、民俗项目，并将开

辟相应的经营专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

文化价值的物件通过流通得以永续传承，

保持潘家园‘鬼市’货品的文化特色。”卢

长海介绍，“我们的‘鬼市’有别于可以经

营零食、食品、日杂、二手家电的小商品市

场，会更加突出文化属性，这也是作为国

企的使命担当。”

续写新的“鬼市”故事

可以看到，“鬼市”的概念正悄然发生

着从“不见天日”到“通宵达旦”的转变。

在业界人士看来，潘家园“鬼市”的升

级正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一方面

满足老顾客对“鬼市”的怀旧情怀，另一方

面，能够吸引更多年轻客群来体验、了解、

参与到老北京古玩文化、地摊文化的传承

与传播中。

在开市伊始，潘家园旧货市场方面也

向北京商报记者剧透了更多活动内容。未

来将定期组织“引导人”在市场内专门为游

客讲述有关“鬼市”的历史故事，相声、评书

等传统曲艺项目也将在市场内上演，整体

还原传统民间文化的氛围。为了能让更多

人领略潘家园“鬼市”魅力，线上直播与跟

拍摄影都将为新“鬼市”留下影像集。

据了解，“鬼市”的升级还将与潘家园

文化公司的直播、文创、拍卖等业务板块联

动，形成更多新玩法，增添“鬼市”的趣味性

和体验感。“例如直播板块，潘家园专业的

直播团队计划实时进行‘鬼市’的直播展

示，并在线上发起探宝活动召集。进入6、7

月，市场的文旅消费季开启，拍卖板块的消

夏露天拍活动也可以与‘鬼市’活动并行。

文创板块今年推出的新品，将为‘鬼市’交

易内容增添更多新元素和趣味性。”

卢长海介绍，升级“鬼市”，期望以新体

验重塑潘家园夜间生意，形成具有特色的

夜经济品牌。“潘家园市场响应《北京市促

进新消费引领品质新生活行动方案》和‘夜

京城2.0’行动计划以及《朝阳区关于推进

‘夜经济’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要求和号召，

将发挥潘家园市场作为朝阳区特色文旅消

费街区的文化和资源优势，把夜文化融入

其中，以夜文化助推夜经济，成为北京‘不

打烊的新地标’。”

“升级后的‘鬼市’目前刚刚开始运营，

我们将根据每周反馈的效果进行一些主题

变化，慢慢寻找到市场、商户、淘逛者之间

的契合点，未来可以提供更加精细化、个性

化的场景体验，打造独具潘家园‘鬼市’特

色的文化IP。”在卢长海看来，新的“鬼市”

故事将持续在潘家园上演。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文并摄

老文玩人心心念念的潘家园“鬼市”升

级了。自3月26日起，每周五晚7点至周六清

晨4点，“夜赏奇珍·鬼市探宝”活动在潘家园

旧货市场定期开市。4月2日晚间的“鬼市”，

也将成为吸引众多文玩商家、游客及年轻人

关注，应景清明节的主题夜集。北京商报记

者在升级后首场活动走访中看到，新“鬼市”

不只吸引了拿着手电筒前来淘货的藏友和

老文玩人，夜色中热闹的“鬼市”景观还吸引

了不少游人前来游园打卡。潘家园市场相关

负责人表示，对“鬼市”的升级，是对“半夜开

市、黎明即散”传统的还原，并创新地将更多

体验式、沉浸式的场景融入其中，吸引新客

群来感受老北京的古玩文化、地摊文化。

北京商报讯（记者 胡晓钰）结合潘家园“鬼市”
游园主题，潘家园礼物文创店日前推出了多种新

产品与新玩法。“寻古锦囊包你满意”“百变画皮任

你穿越”“手持摸金符解锁游园特权”等活动即将

登陆市场。

据介绍，“寻古锦囊包你满意”为潘家园礼物店

推出的最新盲袋。活动期间，99元可抽取“锦囊”一

款，内含多种文创产品。帆布包、国潮T恤、电子LED

灯笼、盲盒、地标冰箱贴、朱砂摸金符、鎏金铁锈釉寻

古杯多种款式都将出现在不同盲袋中。据潘家园礼

物店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新推出的“雷神”和“火

神”国潮T恤，借鉴了神话传说中火神“祝融”和雷神

“邓天君”的形象，由中国青年书画家康峰运用现代

艺术表现手法呈现出一种卡通萌感，深受消费者喜

爱，也将有可能出现在盲袋中。

为了增强游园的体验感，DIY面具手绘活动“百

变画皮任你穿越”将在潘家园礼物文创店开启。游人

可免费领取空白纸面具一副，在起点潘家园礼物文

创店内为面具化额妆，游园途径各个商家，可依次化

眉、化脸颊，最终返回礼物店内为面具完成唇妆，并

领取纪念品。

潘家园最新网红文创产品朱砂摸金符也将成为

游园时的一把“钥匙”。据介绍，朱砂摸金符饰品在产

品研发设计中保留了原有穿山甲爪子“锥状”代表元

素，融入狮子和九宫八卦牌作为产品正反面，选用朱

砂作为产品材质，年轻人多当作吊坠、包挂、车挂进

行搭配装点。在“手持摸金符解锁游园特权”活动中，

游人凭借朱砂摸金符可享受潘家园旧货市场内多家

商户优惠。

杂项、国外回流老物件是魏根华的主要经营项

目。虽然种类包罗万象，但几乎每一件都是孤品或者

稀缺品，来自于他多年淘逛所得。在魏根华的摊位

上，有二战时期德国军工望远镜，以及上世纪80年代

外销至日本的梳妆用品等等。谈及国外回流老物件

的渠道，他表示多数来自当地的收藏爱好者及跳蚤

市场，成套、附带证书最好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国外

淘货之旅受到限制，魏根华的生意转而以国内的老

货为主。不做批发，只经营原汁原味的旧物，是魏根

华一直以来的坚持。

魏根华也常感慨自己手头的老物件比较繁杂：

“按材质来说，有瓷器、银器、铁器、玉石等；按使用来

说，有军用、玩具、生活用品等。大的方向，可分为国

外回流物件与国产的民俗类制品，许多都是单款单

件。”为了凸显每一件老物件的特色和独一无二的价

值，魏根华每次出摊都深思熟虑。“全部堆放在一起，

可能会相互埋没。在这次潘家园‘鬼市’上，主要拿出

了小件玉器饰品和一些瓷器与藏友们交流，效果就

不错。在忆童年胡同主题街区中，更适合展售红藏海

报、老旧玩具等。”在他看来，地摊自有地摊的玩法和

规矩。

身处文玩行业多年的魏根华也曾辗转过各地的

特色文玩“鬼市”。他表示，潘家园“鬼市”的特色很鲜

明。“潘家园‘鬼市’管理更加规范、也更加原汁原味。

法律条文明令禁止的以及二手家电、日用百货等与

文玩行业无关的都不能入场。从环境来看，可以看

到潘家园‘鬼市’周边新设有许多网红打卡景观，引

流效果很显著。”在“鬼市”升级的运营首日，魏根华

看到一些为拍照打卡而来的“播客”“拍客”，虽为猎

奇而来，但也有人与魏根华攀谈了半晌，淘走了玉石

挂件。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起早摸黑来逛淘，一是

来感受热闹的氛围，体验神秘感、满足好奇心，还有

一个原因是一部分年轻人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旧物

情结’，老物件的材质、设计很有味道，往往更吸引他

们。”据魏根华介绍，有熟客是手办爱好者，平时喜欢

买盲盒，也喜欢铁皮玩具一类有年代感的小玩意儿，

两代玩具的收藏体现了两种形制与两种不同的工业

制作感。“限量的潮流玩具有收藏价值，经典的老旧

玩具是限量中的限量。”

魏根华表示，如今市面上光鲜亮丽的物件随处

都能买到，但是老物件是要悉心去淘的，带有被时光

“做旧”的色泽和价值。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潘家园旧货市场内有许多经营超过

十年的老商户， 资深文玩人魏根华就是

其中之一。此前在市场打造的“忆童年”

胡同主题街区中， 魏根华带来了军工用

品、红藏海报、老旧玩具、搪瓷容器等老

物件，成为热门摊主。在潘家园“鬼市”升

级的首日，他也带着新的收藏参与其间。

商户给藏友展示票证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