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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三里屯酒吧街
28載滿滿青春回憶 有酒有歌有故事

責任編輯：王夕子 美術編輯：賴國良

落座再喝一杯 老顧客最後留念
依依不捨

曲終人散，1月31日的夜晚，是屬於北京三里屯酒吧街的
最後一夜。如今的三里屯，是首都北京最具青春感和影響力的
地標之一；而在過去的近28年中，坐落於三里屯區域的酒吧街
曾經無比繁盛，這裏有歌、有酒，有故事，從這裏走出過民謠

歌手、酒吧歌星，更多的則是曾在這裏暢飲的一代又一代年輕人。隨着 「三
里屯酒吧街將於1月31日起關停改造」 的消息傳出，民眾紛紛來到這條明星
街最後一次 「打卡」 ，回憶青春往昔，或是思考它經歷舊區升級改造後，所
面對的不確定的未來。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1949年前 籍籍無名
•據史料記載，三里屯地名起源於明代，因
距老北京內城東直門約三里路而得名。

60年代-70年代 外使雲集
•1962年起，北京在三里屯區域建北使館
區，70年代建成外交公寓群，三里屯一帶
逐漸發展成為駐華外交人員聚居、購物和
外事活動的重要社區。

80年代-90年代 酒吧興起
•1980年代，北京首間酒吧開設於三
里屯南街；1995年三里屯北街開設
第一家酒吧，後來逐漸形成酒吧街。
早期分為南街和北街。

2004年-2006年 告別南街
•2004年底，三里屯酒吧南街因連年
經營不善正式宣告拆除；2006年，
酒吧街開始正式改造，形成以購
物、酒店、酒吧、藝術等多功能為
一體的休閒文創區。

2008年起 商業擴張
•由香港太古地產打造的三里屯太古里（前
稱三里屯Village）落成，三里屯作為北京
國際時尚文化地標的定位愈加凸顯。

2017年 治理升級
•為解決三里屯西街（俗稱 「髒街」 ）
及周邊區域長期存在的違建、擁堵等
問題，北京市朝陽區對 「髒街」 及周
邊1.5平方公里範圍內區域進行環境綜
合治理。

大公報整理

港人：三里屯酒吧街有港味
如同香港蘭

桂坊，北京的三
里屯酒吧街既是本地人的夜生活勝
地，也是不少遊客來京旅遊必去的
景點之一。疫情前經常往來京港兩
地出差的港人洪小姐是影視行業從業
者，在她眼中，三里屯酒吧街的
「潮」 以及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頗

有香港的味道。洪小姐說，如果出差時
的工作地點在市區，她都會選擇三里屯
的酒店，這樣就可以在每天結束工作後
去三里屯酒吧坐一坐，和朋友喝酒聊
天，放鬆心情。

港漂譚小姐是北京人，她形容三
里屯酒吧街的騰退就好似 「和漸漸逝去
的青春做告別」 。譚小姐說，人生的第
一次去酒吧、第一次去夜店，甚至偶遇
明星都是在三里屯， 「還有一個酒吧就
叫 『蘭桂坊』 ，讓人馬上聯想到香港的
蘭桂坊。」 趕上有球賽的周末，三里屯
酒吧間間爆滿， 「外國人也很多，曾經
見到拉着行李箱的外國人剛抵達北京就
到三里屯夜店。」 當然，對於酒吧街關
停，她表示，三里屯早就不是單一的酒
吧街，還有豐富的餐飲和商店， 「即便
不喝酒不泡吧，三里屯也有得逛。」

提質升級 保留古城韻味
其實早在三里

屯 之 前 ， 前 門 大
街、南鑼鼓巷、天橋演藝區……北京
每一次街區修繕，都會引來社會各界
的高度關注，不僅因為這些地方都是
充滿歷史感與文化氣息的古城地標，
更因為這些地標的改造過程可以為其
他城市的類似工程提供具有重要的參
考價值。

不過，前述街區的改造升級，無
一不是在爭議聲中完成，時至今日仍不
絕於耳。有人認為，改造後的前門大
街、南鑼鼓巷等，都更加規範整潔、安
全開闊，更能體現首都古城的韻味與氣
派。不過也有人認為，過多的洋品牌入

駐以及濃重的商業氣息，沖淡了老城舊
街原有的歷史脈息。

曾任北京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
會主任的張慶表示，北京歷史文化街區
是老城的文脈和肌理，是城市的細胞。
對於存續的不同的歷史文化街區，大致
的脈絡應以恢復古蹟、現存遺址、掛牌
等為順序。

不過，張慶也指出，北京老城是
北京功能核心區的主體，功能置換、提
質升級是北京老城發展的必然選擇。加
強北京老城整體保護，騰退老城中文物
保護單位不合理佔用是重點和難點，騰
退後才有條件進行保護修繕，進而整治
周邊環境。

關停改造前的三
里屯酒吧街，偶爾路

過這裏的年輕人不時駐足拍照，似乎在
懷念着這處明星街區曾經的夜夜笙歌。
也偶爾有老顧客推開還在營業的店門，
落座再點上一杯，與屬於這裏的 「酒吧
時代」 告別。

在北京，城市白領、俊男靚女、
外國友人，都喜歡在三里屯泡吧。酒瓶
一開、音樂一響，所有的情緒盡情地釋
放，所有的壓力煙消雲散。

「年輕人嘛，高強度工作一天後，
誰不喜歡跟好朋友來上幾杯？」 在外企
上班的柳先生對大公報記者說，因為單

位離三里屯近，所以得空就到這裏喝上
幾杯。哪怕沒有朋友伴酒，一個人一張
桌一杯酒，聽一聽民謠和搖滾，看着喧
囂吵鬧的人們，也是一種壓力的釋放。

對於 「改造三里屯」 的消息，柳
先生持保留態度， 「我覺得現在就很
好，保留着一種原生態的狂野味道。想
一想，改造之後，會不會變得正襟危
坐？那樣也就不是三里屯了。」 不過，
另一位90後郭小姐則對改造表示歡
迎， 「三里屯很熱鬧，但也有點亂，不
僅存在水電方面的安全隱患，更有一些
文化和消費方面的趨向，需要調整和糾
正。」

•此處曾為火車站及相關附屬

用地，隨着工業衰退而逐漸

環境惡化、經濟落後。街區

改造旨在通過生態街區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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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屯的前世今生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整理

全球著名都市街區改造案例
台北赤峰街

•赤峰街早年是老台北的打鐵街，

如今也還有一些五金行、汽車零

件店舖。此外也有許多別具巧思

的咖啡店、甜點店、特色小店，

成為處處驚喜的新興文創街區。

▲在酒吧街一間還在營業的酒吧中，一位客人朝店外張望。

大公報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朝陽
區的三里屯路，路西側是樓高窗明的太
古里，東側一條悠長的小路就是名聲在
外的酒吧街。儘管門臉招牌都在，很多
店舖都已經閉門掛鎖，還有不少店家已
經將桌椅堆疊到門口處，一副搬家撤店
的架勢。

走過酒吧街，有商家一邊在打包
整理店內商品，一邊與同事進行測
量，儼然是為改造後重新布置場景做
準備。走進一家仍在經營的酒舖，店
主人正在整理貨品，表示雖然未來如
何仍需觀望，但相信只要三里屯酒吧
街的品牌還在，就一定能夠保持強烈
的吸引力。

鼎盛時期人人「相約酒吧」
「我今天一定要來這再看一

看。」 在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北京市
民何先生說，自己第一次來三里屯酒吧
街是1995年： 「這條街留下了我很多
美好的過往。」 有老顧客回憶說，
1998年酒吧街鼎盛時期，歌手那英、
王菲演唱歌曲《相約九八》，整條酒吧
街都沉浸在 「相約九八（酒吧）」 的旋
律中。

不少來自天南地北的網友在社交
網站分享自己與三里屯酒吧街的故事：
有人在酒吧街上看了第一場live演出，
歌手的名字叫崔健；有人在這裏喝下自
己人生第一杯酒，被高額的賬單嚇得瞬
間清醒；有人已經移居海外，每當回國
必做的就是在酒吧街淺酌一杯……

對於酒吧街改造的消息，三里屯

街道辦事處表示，酒吧街即將啟動建築
物隱患消除工程，未來將繼續保留酒吧
街品牌，有針對性地進行升級改造，打
造慢行友好街區，改造後將引入輕食、
咖啡等更多新業態。

老街改造效果眾口難調
1995年，被視為三里屯酒吧街

（北街）的起步之年。對於這條近28
歲的街道而言，這並非它第一次面臨升
級關停改造的命運。2004年下半年
起，三里屯南街開始拆遷，大批酒吧告
別三里屯；2017年，三里屯西街（俗
稱髒街）也迎來了改造升級。過去二十
年間， 「舊區改造」 、 「老街活化」 等
等詞語似乎一直與三里屯酒吧街的生長
如影隨形。

「很多老街坊一改就變味了。」
北京市民呂大爺對大公報說，說起前門
樓子和南鑼鼓巷以前都非常接地氣，可
現在都改成了一樣的門臉，老街的感覺
都見不着了。不過，來京遊客許先生則
對改建過的前門大街、南鑼鼓巷等街區
的印象非常良好，認為改造後的老街更
加符合現代人特別是遊客們快節奏的遊
覽需求，也更加整潔安全，整體感覺要
更加舒適便捷。

「三里屯的酒吧自帶一種氛圍
感，就像後海有後海的味道、工體（工
人體育場）有工體的氣質，鱗次櫛比的
酒吧、擁擠嘈雜的人群、碰杯歡歌的喧
囂，都是這裏獨特的顏色。」 習慣了酒
吧街夜夜笙歌的北京白領金小姐，對它
的未來好奇又擔憂。

▲在宣布將進行
改造後，原本人聲鼎
沸的三里屯酒吧街大批
店面關停。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2023年 「辭舊迎新」
•1月31日，三里屯街道辦事處通知，因
酒吧街建築被判定為D級危房，店家
需限期騰退，保留 「酒吧一條

街」 IP，將於2月起進
行改造升級。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整理

▲三里屯酒吧街上的 「蘭桂坊」 。 ▲一張 「你有故事我有酒」 的海報訴說着
酒吧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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