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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6·18”
将开启3场玉石直播魏欢：旧物玩出新时尚

我和潘家园的故事

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推出的“忆童

年：老北京地摊文化展销会”上，魏欢是

首批入驻摆摊的商户。军工用品、红藏

海报、老旧玩具、搪瓷容器等，因其富有

年代感的形制和斑斓的色彩引人驻足

把玩。

虽是首次参加此次胡同主题的展

销，但魏欢已是在市场摆摊时间超过十

年的老商户。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

曾经是做户外用品生意的，顺应自己的

喜好与市场需求，逐步经营起收售旧物

生意。记者看到，他的摊位上摆放有军用

帽子、望远镜、烟盒等富有年代质感的户

外用品。“这些藏品中，有部分是二战时

期的德国军工制品。”魏欢拿起一个小望

远镜介绍道，外层镀金，手握处是彩贝质

地，保存完好附带盒子，价格1500元，并

不十分昂贵。

谈及国外回流老物件的渠道，魏欢表

示有时会托朋友从当地的跳蚤市场淘得，

成套、附带证书最好不过。“最受欢迎的应

该是烟斗。石楠木质地，分级别、品相价格

不同。好的在2000元左右。”据魏欢介绍，

买家以“70后”至“00后”为主，并不是上年

纪的人群。

虽然摊位并不大，但数十种物件依

然让人感到目不暇接，处处都是“看点”。

魏欢也感慨，自己手头的老物件比较驳

杂，难以归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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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商报记者看到，有不少人对铁皮

玩具车与茶叶盒很感兴趣：“60-80年代

的国产铁皮器具承载着许多人的共同记

忆。有熟客是手办爱好者，平时喜欢买盲

盒，同时也喜欢这类有年代感的小玩意

儿。他们的收藏体现了两代玩具的两种形

制与两种不同的工业制作感。”在魏欢看

来，当下的潮流玩具有限量的收藏价值，

老旧玩具更是限量中的限量；市面上的玩

具光鲜亮丽，随处都能买得到，但是老玩

具是要悉心去淘的，带有被时光“做旧”的

色泽和价值。

“现在一些年轻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

‘旧物情结’。一些藏家感觉以前的东西的

材质、设计，甚至字体都很有味道。”魏欢

拿起一个方形茶叶盒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这类属于民俗类的制品，正面印有“北京”

二字，盒盖下印有北京制铁等字样。“我是

从老厂中收了一批。一些喜欢它的人，也

不是看重它的实用性，就单纯喜欢以前的

设计字体。”北京商报记者看到，由于采访

当日是大晴天，摊位及物件都暴露在阳光

下。对此，魏欢表示很多老物件的质地都

经得住日晒，与现在一些快消的、难以长

期保留的产品不同。

对于“是否考虑过从风吹日晒的

地摊转向舒适的线上销售”问题，魏欢

笑言自己并不喜欢微商、直播、网拍等

形式：“我甚至不爱发朋友圈展示货

品。通常来了货，会有针对性地发给

对特定门类感兴趣的熟客，例如新到

了铁皮玩具，我就微信告诉某位对此

感兴趣的朋友，让他看看。”魏欢表示，

朋友圈怎么展示都替代不了来地摊淘

货、把玩的体验。“我也曾到山东、河

北、天津、东北等地跑过，许多时候就

觉得来去匆匆，心里不踏实。现在有了市

场安稳的环境和稳定的客源，也想着下

一步如何深耕于一个细分的品类，做得

更精。”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文并摄

北京商报讯（记者 胡晓钰）6月16
日-20日期间，淘宝店“潘家园官方”将

开启“6·18线上购物”活动。3场和田玉

籽料、碧玉等玉石品类直播也将于活动

期间进行，面向公众分享玉石知识和

玉石文化。据了解，此次潘家园淘宝

“6·18”活动将主推折扇、朱砂、耳炉、茶

叶、玉石等多个品类。

潘家园老玉竹马牙头手工折扇是

潘家园特别推出的消夏物件，为老玉竹

材质，全手工制作。分直方、古方、马牙

头3种选择，具有盘玩上色快的特点。朱

砂山鬼珠为淘宝店的热门商品，采用天

然朱砂+国漆工艺制作，融入传统文化

的八卦元素，搭配出吊坠、手链、手机坠

等山鬼珠衍生品。

琴书侣底款紫铜束腰桥耳炉也备受

潘家园粉丝的喜爱。据了解，桥耳炉因双

耳做成有弧度的桥形立于口沿而得名。

汉明帝时期，命博士祭酒讲经史，数以万

计的士人环向桥门而听，故明宣德皇帝

以桥耳炉赐予国子祭酒，以取“环桥听

经”之意。桥耳炉为《宣德彝器图谱》中的

标准器，《乾隆赏古图》中也有此炉型。

可以看到，炉耳圆骨，跷起如拱，平

口略收，颈短腹肥，圆率标准，炉身弦纹

束腰。桥的含意为媒介，有通达之意，后

世官宦商贾士族都比较喜欢这款桥耳

炉，并作为吉祥之礼器广为使用。此次

活动还将推出潘家园临沧古树普洱茶

生茶。“6·18”活动期间在潘家园淘宝店

消费每满200元减20元。

据介绍，6月16日-18日晚间，潘家

匠在一直播平台将开启和田玉籽料、碧

玉等玉石品类直播，和田玉籽料雕件、

手镯、碧玉项链有9折优惠。直播还将科

普玉石知识和玉石文化。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老传统成新热点

先于地摊经济的走红，今年6月潘家园

旧货市场将已经延续近30年的地摊传统进

行了再升级，6月4日-10日期间，“忆童年：

老北京地摊文化展销会”开始首场的招商

和试运行。据了解，该展销会的场景去年底

就已经开始搭建。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时看到，旧货市

场的丁排被打造成了一条胡同景观，砖

墙脚下，已经有10余个摊位正在经营。复

古的爆米花机、二八型自行车及公交站牌

等装饰穿插其间，吸引了不少淘货者拍

照。“活动将分为4批推进，招商持续至8

月。主要是想打造一条复古地摊街区，给

商户更多选择，目前尝试引入了部分摊位

试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副总经理张

悦介绍道。

在这条新的街区之外，潘家园市场近

30年历史的地摊“基本盘”近期也迎来了客

流量的水涨船高。主营南红饰品的地摊商

户镇见天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近两个星期

人流量增加不少，这个周末更明显，而且成

交量也上去了。”一些商户表示，自5月地摊

经济备受热议之后，有不少顾客一边看货

一边还询问起了摆摊经验。

据了解，早年的潘家园地摊包罗万象，

人们会来淘旧电器或旧生活物品使用。随

着经济发展，2.0版本的地摊请出了二手旧

货，以民间、民俗文化收藏为主。到了当下，

内容传承有序，但更加特色化、主题化。

随着盛夏到来，潘家园也计划在夜经

济营销活动的引入上再做些“文章”。“下个

月，夜市也将开启，我们计划做一些特色门

类、主题的内容。潘家园的地摊文化可以挖

掘的点位很多，很多摊主都是深藏不露的

收藏大家。这些文化内涵的挖掘，是个大工

程，也是非常值得做的事。”张悦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旧货受捧 书画遇冷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潘家园市

场内共有地摊摊位2200余个。“地摊经营

形成初期确实是烟火气十足、灵活自由

的。但是考虑到政府对城市建设的考量，

缺乏管理的路边摊在北京还是不可取的，

要摆摊、要逛摊，还是要来潘家园这样的

正规市场。再加上文玩品类的特殊性，路

边摊位经营的商品品质也得不到保障。”

潘家园地摊商户魏欢告诉记者，潘家园市

场为经营提供了安稳、整洁的环境，聚集

了业内专业人士和大量藏家，这是其他市

场无法比拟的。

在地摊商户看来，经营依赖市场方对

经营环境、品类的把控，以及低价的租金与

灵活的租期。

“早年市场热捧的书画类地摊现在已

经饱和，我们在招商中也会对饱和的品

类有所收缩。眼下比较受到消费者关注

和热捧的则是建国后的旧物类藏品。”张

悦表示，此前人们在印象中是将“古玩”

“文玩”与潘家园联系，现在潘家园其实

也是想突出“旧货”的属性。对此，目前在

经营字画生意的丁福春深有感触：“在

2008年前后，地摊还是书画捡漏的大市

场。以百元的价格淘到市场价数十万元

的名家作品，甚至时有发生。现在的可能

性几乎不存在了。目前在市场上大家都

是买买老乐器、相机等，不想着捡漏，主

要是图自己喜欢。”

魏欢也在根据市场调整品类，他指出，

红藏和一些七八十年代的回流物件现在更

好卖。

在书摊经营者王女士看来，低租金与

灵活租期是同行的普遍诉求。“我们平时需

要将大段的时间精力放在收书上，如果是

签长期合同每日出摊，顾不过来也不划算。

潘家园书市是周六日开，一周两天租金，且

买家也集中在周末，比较合适。”

接地气但有门槛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地摊成为热

词之后，有新人第一时间尝试了练摊收藏

圈，但结果并不理想。

网友“白日梦想”发文称，在大柳树夜市

恢复营业的第一天，他就前去摆摊。“客流随

着天黑越来越多，还没开张就要先交50元摊

位费，到半夜12点才刚把摊位费挣回来。想

要练摊的朋友要慎重，全民摆摊恐有泡沫。”

对此，几位老商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地摊文玩生意确实并不是人人能做。摆摊

超过十年的镇见天表示：“显而易见，地摊

形式易受天气、季节影响，分淡旺季，变数

很多。一般买家也都看准的是老商户，同样

是买东西，都会找熟人熟摊。这一行也贵在

坚持，很多都是风雨无阻的，也才能生存下

来。”谈及心得，王女士认为选址与货品码

放都有讲究。“虽然是地摊，但也有‘展陈’。

显眼位置我会展示经典、有代表性的书籍，

但也得有常换常新的内容。老客户也喜欢

新东西。选址上要聚集、抱团，但与邻近的

摊位要有差异化。”

虽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搞得起的副业，

但值得关注的是，收藏圈的地摊正在成为越

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消费的市场。“以前是中

老年人淘古玩、字画的多，现在很多‘90后’

本着猎奇的心理去了市场，看到儿时的旧玩

具或老物件，逐渐成为购买的主力。”丁福春

同时提示，地摊始终是考验眼力的市场。“看

品相、杀价，都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面对已成全网热点的地摊话题，以地

摊为传统的潘家园市场也强调新升级与年

轻化的考量：“正在完善的胡同街区的布景

和搭建，迎合了许多年轻人拍照打卡的需

要，引流效果显著。下一步在地摊经营上我

们也做了初步的方案，例如以‘白领’‘文

创’‘非遗’等主题推出相应的特色活动，也

将根据市场动向逐步地挖掘适合摆摊的新

商户与新品类。”张悦透露。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文 贾丛丛/漫画

“地摊”一直以来是文玩收藏圈的特色。基于城市定位的考量，北京对于占道摆摊的经营形式“说不”，这和知名的北京地摊文化并不

冲突。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以琳琅满目的文玩、杂项地摊闻名海内外，近几年其地摊文化也从最初的1.0版本逐步向2.0、3.0版本进阶。北

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随着疫情防控等级的下调，潘家园文玩地摊市场也更加活跃———潘家园旧货市场近期推出了“忆童年：老北京地摊

文化展销会”，首场的招商与试水正在进行中；市场丁排被打造成复古的胡同场景，引入经营老物件、非遗、红藏、杂项等特色摊位，3.0版

本的地摊经营不断升级和优化。眼下逛地摊与咨询摆摊的人也越来越多， 对于新手们的跃跃欲试，老经营者们表示，看似无门槛的地摊

经济也有自己的规矩和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