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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路的变化，或者也跟附近的居民有关。这条

路上有兴顺东里的后门，这条街服务的对象也以本地

居民为主。随着复兴中路的发展，附近居住的外国人

越来越多，永康路的面貌也越来越时尚和国际化。

尚：18年从未离开的裁缝店
18年前，于思明一家人从外地来到上海，带

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他在永康路上开了一家服装

店，凭自己学到的裁缝手艺吃饭。“主要是做些来

料加工、服装定制的生意。那个时候，上海还很流

行自己买料子，在裁缝店量身定做衣服。”

据于思明介绍，18年前的永康路是嘉善菜场

的一部分。那时候的道路两边都是老式里弄住

宅，附近也没有大型的菜场，便自发形成了一个大

型的菜场。“那时候的道路大概跟现在一样宽，但

两边都是居民自己搭建的临时建筑，于是中间能

够通行的道路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于思明对

于这个自己来到上海后一直居住的地方印象很

深，描述起来栩栩如生，那些清早就摆起来的菜

档、鱼摊、水果铺，那些蔬果清新的气息，仿佛都

留在于思明记忆里。

后来上海开始拆除违章建筑，永康路两边的

临时建筑都被拆掉。菜贩们也流向南昌路。于思明从那时起租下旁边

兴顺东里一楼的一间屋子，这才正式有了一间门面房。“后来南昌路拆

除后，菜贩们又回流到永康路。这里又变成了菜场。两年前菜贩们又

搬去别的地方，永康路才慢慢有了点现在的样子。”

永康路曾经一度改名为永康里，准备像田子坊一样发展成小资胜

地。很多上海人都来寻找这个地方，在于思明的店前寻问“永康里在哪

里？”于思明略感好笑地回答，“这里就是永康里啊。”的确，如今的永

康路改头换面，越来越华丽，但在于思明心目中，永康路还是那个永康

路，是他来上海后一直守候着的地方。

远远看去，被时尚的咖啡店包围着的干洗店显得有些格格不

入，但于思明却从来没想过离开。

1

2

1.上海 永康 路上的诸多小店
有着和台北永康街相似的装
饰和感觉。

2.相比之下，台北永康街则更
具文艺气质，很多台北当地作
家，都喜欢这里的氛围，避开
那些喧闹的鼎泰丰、各种被写
在旅游攻略上的小吃店，只往
各种旧书店咖啡馆寻去，一杯
咖啡几页书，便是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