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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创新转型
记忆中的北京老字号归来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北京老字号有1000多家。目前，其中约40%品牌和字号都已消失，约30%有经营、有品牌、有字
号、有企业、有传承，还有约30%则“有字号无经营”。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沉睡的老招牌被唤醒，以鲁菜见长
的萃华楼、主打淮扬味道的森隆饭庄等等先后在阔别多年后重现江湖。

“老字号不是老年人的企业，它主要面对的是新生代的消费群体。”北京老字号协会会长陈文表示，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品
牌顺应潮流变化，主动用创新的产品、服务和理念吸引年轻人，企业与政府、协会等多方形成合力，把老招牌越擦越亮。

2022年3月，商务部等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老字
号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老
字号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营
造消费新场景。为了适应时
代需求，北京老字号纷纷推
出创新产品，延展品牌生命
力。今年4月，北京市商务局
发布《加快恢复和扩大消费
持续发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2023年行动方案》，
明确提出了“完善本土品牌培
育孵化体系”“推进老字号数
字化发展，在前门、大栅栏等
区域打造老字号聚集区”等具
体要求。

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
员会委员、北京国际商贸中
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认
为，很多老字号企业在发展
之初，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
产品都契合了当时消费者的
生活方式，而成功的核心要
素就是创新以及品质得到了
消费者的认同。

赖阳说，老字号要卖的
绝对不是“老”，而是创新匹
配，不断在创新转型中得以
常青。如果老字号一直强调
“老”而一成不变，那只能变
成“活化石”，没有生命力，
“固步自封”的结果也只能是
走向消亡。“要把老字号独特
的文化底蕴与现代人的主流
生活方式相融合，才能够有
更好的发展。”

陈文说，未来北京老字
号协会将通过建立北京老字
号企业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的
方式，打造老字号企业、大
师、品牌、产品的孵化器，同
时开展老字号整体营销，在
城市的交通节点、居民聚集
区和城市副中心功能区建设
老字号街区，此外，还将促进
老字号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组织设计不同企业多种产品
搭配、多种用途和功能的“北
京礼物包”，多管齐下，赋能
老字号创新。

（王萍）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
新者胜。”陈文说，老字号的优势在于
“老”，如老品牌、老技艺、好信誉、好
口碑。但一些老字号的不足，往往也
源于“老”，可能存在观念老化、机制
老化、产品老化等问题。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找到的北京
老字号有1000多家，但其中40%在
现实中已经连品牌和字号都无法找
到了，“这种彻底遗失的，想要恢复基
本没有希望了。”陈文说。

“有30%左右，有经营、有品牌、
有字号、有企业、有传承，这其中200
家左右是北京老字号协会的会员单
位，主要包括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
号和政府授权协会认定的老字号。
还有百余家尚未认定的，在申报过程
中存在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协会通过

认证工作，在努力帮助这些老字号规
范品牌行为，深度挖掘老字号的品牌
价值，使得它们能继续传承下去。”

今年8月10日，北京老字号队伍
再次扩容。根据北京老字号协会公
布的第八批北京老字号评审结果，15
家企业被认定为北京老字号，至此北
京老字号数量增至238家。

“还剩下30%，基本属于‘有品
牌、有字号，但无经营’，这些老字号
大多是因北京的老城改造、企业重组
（股份制）、机构合并、市区合并、行业
合并、企业出售等原因，停止了生产
经营。”陈文说。

陈文回忆，曾经在北京的南派
食品店中，稻香村、桂香村和稻香
春可谓是“三巨头”，但目前唯有稻
香村“一枝独秀”。而“三巨头”的另

外一家稻香春的命运更加坎坷。根
据记载，稻香春始创于1916年，创
始人张森隆还开创了另外一家著
名老字号——森隆饭庄。陈文表
示，稻香春原来就位于老东安市场
里，后来东安市场变成了“新东
安”，稻香春也结束了营业，牌子被
划到了东来顺旗下。但是东来顺是
餐饮企业，稻香春是食品企业，而且
是南派食品，以苏式糕点、生熟肉食
和素食见长，其招牌在东来顺旗下
大约10年，后来稻香春又被划给了
王府井集团。陈文称，王府井是零
售企业，要想恢复食品加工品牌同
样有难度。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萃华楼、
森隆饭庄、瑞珍厚等多个一度消失的
老字号已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今年年底，位列“八大楼”之一的
鸿兴楼，也有望恢复经营。至此，名
噪京城的“八大楼”已经有4家不再
是传说。

根据史料记载，鸿兴楼始创于
1822年，因为其“食必真，人须勤、心
要诚”的生意经，创立后很快便跻身
北京“八大楼”之一。1992年前后，
鸿兴楼的招牌被一位南方商人买走，
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最终因为经
营不善而关门谢客，这块历经百年的
老字号招牌就此尘封。

时间一晃来到2019年，老字号的
传承、保护与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
展示文化自信，传统文化的回归成为
必然。北京华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谢江超表示，当时公司提出要
恢复消失的老字号，在查阅资料的时
候“鸿兴楼”三个字引起了大家的关
注。“我们当时无意中想起，公司旗下
有个改制的企业，就叫‘鸿兴餐厅’，
后来我们走访发现，鸿兴餐厅的老经
理曾就职于当时的鸿兴楼，还学会了
一些鸿兴楼曾经经营过的菜品。”有

了这个渊源，华方餐饮公司正式注册
了“华方鸿兴楼”商标，开启了重塑老
字号之路。

谢江超说，恢复代表菜品，是恢
复鸿兴楼这个曾经“八大楼”之一的
老字号的重点，因为年代久远，邀请
当时鸿兴楼鼎盛时期的老师傅出山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只能通
过大海捞针寻找和鸿兴楼有关的任
何点滴线索。几经辗转，终于通过史
料记载和对鸿兴楼有记忆的人口中
的点滴碎片，整合并呈现出来鸿兴楼
的代表菜品——宫廷炉肉暖锅。

按照史料，鸿兴楼的原址位于前
门大街的廊坊头条路北。在恢复鸿
兴楼的选址方面也是几经周折。谢
江超表示，他们考察过多个城区的热
门商业区域，虽然这些商业区周边餐
饮聚集、年轻消费者接受度较高，但
却与老字号，尤其是刚刚恢复的老字
号“气质”不符。谢江超认为，老字号
恢复的不仅仅是一块牌子和几道菜
品，更应该让人们感受到老字号百年
历史的文化积淀，即使不能原址恢

复，也不能“相距甚远”。最终，鸿兴
楼将时隔30年之后的重现之地选在
了虎坊桥路口的湖广会馆。“其实在
梳理鸿兴楼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也发
现，很多过去老北京很知名的餐饮品
牌因为种种原因逐渐没落、消失。”

2018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
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推
动老字号对接资本市场，鼓励创业投
资基金管理机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机构、其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与老
字号企业合作发起设立北京老字号
投资基金。

陈文说，一定要建立北京老字号
产权交易平台，把“沉睡”的老字号放
到平台上进行公开、公正、公平的交
易。“让老字号在产权平台上公开交
易，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参与竞
标，参与老字号的股权投资，不拘于
参股、控股还是买断，但大前提是企
业必须注册在北京，要在北京这块土
壤上把这个老字号延续下去。”陈文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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