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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

品牌，它们在受到人们持久喜爱的同时，也成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

老字号成长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中国故事，历来受到我

国电视剧创作者的重视。近些年来，《那年花开月正圆》

《芝麻胡同》《风雨老字号》《老酒馆》《一代洪商》《大盛

魁》《珠江人家》等作品受到观众喜爱，成为用老字号讲

述中国故事新的艺术实践。

老字号题材电视剧是商业传奇和家族故事在叙事

上的结合，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艺术吸引力。这些剧

作首先从不同视角反映我国近代以来工商业发展壮大

的历史。《芝麻胡同》以北平“沁芳居”酱菜作坊的发展为

讲述对象，《珠江人家》以岭南中医药、粤菜、粤剧标注出

岭南老字号版图，《大盛魁》聚焦清代跨国贸易商号“大

盛魁”260 余年发展历史……这些故事背后是晋商、徽

商、浙商等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衰变迁。深厚的历史积淀

构成了老字号题材鲜明的行业和地域文化底色。此外，

老字号故事往往是一个家族故事，往往包含小人物奋斗

成长的叙事线索。《芝麻胡同》中，“沁芳居”的金字招牌

是严振声和几代人艰苦创业、诚信经营铸就的；《风雨老

字号》中，“元贞昌”酒坊的兴衰史反映出三个家庭在战

火年代寻求出路的不断探索；《大盛魁》讲述的不再是以

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家族企业，而是基于契约精神进行商

业合作的三个白手起家的“中国合伙人”的创业奋斗。

老字号题材总要讲述一段传奇的创业故事，塑造出

一个或几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典型形象。当我们提到老

字号题材电视剧时，眼前就会浮现出白景琦、乔致庸、周

莹等人物形象。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非凡品质，是推动

工商业和社会发展的实干家与“弄潮儿”。这些人物在

商业竞争中守正出奇，让商号、票号、店铺、药店等扭亏

为盈、起死回生，书写商业传奇。然而最终让这些形象

走进观众内心的，还是人物的人格魅力和故事的温暖质

地。《那年花开月正圆》里周莹出身寒微、经受磨难，终成

一代义商，这离不开她独立自主、灵活变通、重情重义的

人格特质，尽管她也有普通人的性格弱点和常常落空的

情感期待。先抑后扬的设定让人物形象富有个性，也为

人物成长打开空间。他们既有平凡的一面，在关键时刻

又显示出非凡的胆识才能，他们在干事创业中得到历

练，在时代大潮中做出抉择，形成各具特色的传奇叙事。

电视剧中老字号的成功，往往和诚信义利、兴亡有

责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老字号的经营者们在兴业

致富之时，总是自觉回应实业兴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呼

唤，展现了以商济世的家国情怀。《老酒馆》中的“老酒

馆”既是掌柜陈怀海经营小生意的场所，也是展现抗战

民族大义的舞台。《一代洪商》中刘、杨两大家族在争夺

“清代底油”等一系列风波中是冤家对头，但在民族大义

面前，原本狡黠善变的杨同昌还是与刘云湘一起书写了

湘西儿女投身家国的浩然正气……老字号商业品牌的

建立过程，总是书写着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经邦济世的

经济伦理和价值追求。

电视剧对老字号创业史的讲述，是对品牌故事和精

神内涵的艺术表达，也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讲好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在这些老字号的创立者与

传承人身上，一方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他们的

深厚滋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与敢

闯敢拼的开拓精神，凸显了“坚守传承”与“开拓创新”的

相辅相成。《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周莹，《一代洪商》中

的刘云湘，在老字号面对市场竞争的发展过程中都提出

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

同时，老字号作为叙事要素也大量存在于其他题材

电视剧中。如《繁花》中出现的杏花楼定胜糕、鲜得来排

骨年糕、泰康蝴蝶酥、天宝龙凤珠宝等，就勾勒出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生气勃勃的商业景象与市井生活。《珠江人

家》陈氏三兄妹在岭南中医药、粤菜、粤剧行业的学艺谋

生故事，也借助当地老字号的特色产品，原汁原味地展

现了岭南文化，从而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

增强了文化认同。

老字号作为国货名牌，在与老百姓日常家用的水乳

交融中，成为历久弥新的中国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老

字号成长史上有传奇的故事，挺立的精神，我们应该进

一步挖掘其丰厚资源，通过电视剧这种深受人们喜爱的

大众艺术样式激活其蕴藏的文化密码，讲好新时代新征

程上新的创业故事。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生动阐释开拓创新精神
张 斌

荧屏上的老字号故事，演绎着近代以来中国的工商

业传奇。那些老字号的开创者和经营者们艰苦创业、有

勇有谋，在服务社会中磨砺技艺和品质，沉淀老字号的

荣光和口碑，更得见人品和心性。这些故事曾经在《晋

昌源票号》《大宅门》《大染坊》《天下第一楼》《乔家大院》

等电视剧中鲜活呈现，也为新时代以来的《楼外楼》《老

酒馆》《塞上风云记》《传家》《一代匠师》《珠江人家》等作

品所生动演绎。

老字号故事里有美食、佳酿、中药、戏曲等，对于这

些产品和技艺，作为叙事艺术的电视剧不是简单予以呈

现，而是通过鲜活的故事传达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楼外

楼》中一心报考美专、对继承家业本不感兴趣的洪家宝，

在成为楼外楼当家人后，巧妙通过“以文兴楼，以文会

友”重振老字号，美食文化沙龙名动一时；《女儿红》中绍

兴佳酿蕴含着绍兴人的风骨气度，作品对女儿红的文

化内涵作出形象诠释。

老字号的起步、积累和逐渐壮大，总是伴随品质、技

艺的锤炼提升；经商之道少不了韬略筹谋，终究以诚信

为根本，以家风为传承。如电视剧《一代匠师》讲述福建

木雕传人的故事，引用家训“作艺贸易，勿占便宜；待人

接物，规矩方圆”展现精神传承。剧中一代匠师廖晞以

他的宽仁、坚韧和匠心践行祖训，在他的身上，经商与处

世实为表里，义利之间彰显商业伦理，更显人格操守。

《珠江人家》没有延续常见的“个人—家族—民族”的叙

事模式，开篇父辈的牺牲将三兄妹直接甩到大时代的浪

潮中经受风吹雨打。少年陈山河在师傅何玉良那里切

身体会到诚信的重要——“这世上有两件事不能造假！

第一件就是救人的药，第二件还是！”由此奠定了他经营

中药以诚信为本的坚定信念。

老一辈筚路蓝缕，年轻一辈历练成长，新老交替，

生生不息，让老字号的技艺、口碑与精神不断传承传

扬。老字号的故事有历史的厚重感，也常常围绕年轻

一辈的成长、情感主题展开，这让老字号题材作品萦

绕着青春芬芳的气息。《传家》中大姐易钟灵面对从南

洋 归 来 、桀 骜 不 驯 的 二 妹 钟 玉 不 愠 不 恼 、循 循 善 诱 ：

“先学敬人，才为人敬”“世界上没有常胜的将军，也没

有 常 胜 的 家 族 ”。 钟 玉 本 以 为 大 姐 满 脑 子 尽 是 旧 思

想，最终发现竟是自己粗鲁无知。

近年来，老字号生发了更多的新故事。《正阳门下

小女人》中徐慧真的前门小酒馆，历经公私合营以及

改革开放、新世纪初的发展、挫折与繁荣，见证着人性

的善恶美丑，也见证着友情爱情的醇度；《姥姥的饺子

馆》中小馆经营也凝聚着姥姥的辛劳付出，承载着普

通人的幸福生活与命运变迁。这些故事的时代感与

当下性更强，文化的传承发展被表现得如在目前，愈

加凸显出时代的氛围与讲述的新意。《狮子山下的故

事》《澳门人家》表现港澳地区糕点铺、茶餐厅老字号

的奋斗传续，视野宏阔别致，更承载着家和万事兴的

精神文化意涵。

老字号厚重丰茂的故事里挺立着中华民族不屈的

坚强脊梁，彰显着几代中国人兴业兴邦的壮志豪情：《大

河儿女》中钧瓷掌门人贺焰生，《女儿红》中绍兴老酒的

传人孙南笙，《楼外楼》中洪家子弟洪家柱莫不如此。《珠

江人家》里，中共地下党员金慧荣被捕后，用粤剧声腔念

着“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慷慨就义。《传

家》中星华百货易家三姐妹毁家纾难，在时代的激荡风

云中奔赴革命。老字号故事展现的民族大义发挥着凝

聚家国情感、形塑集体记忆的重要文化功能。

老字号饱经岁月洗礼，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蓬勃

青春，打上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文化印记，也濡

染着中华大地的山川风华。老字号题材电视剧用影像

呈现这些独特的美学意象及其文化内涵，在赓续文脉中

唤起人们的精神共鸣。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展现工商业发展与时代变迁
戴 清

“所谓老家，怎么说呢，这个

圈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

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

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

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

化 到 了 市 县 乡 镇 …… 直 至 到 了

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

没处分岔。”这是我的小说《宝水》

里的一段话，很多读者反馈说很

有同感。

追溯起来，这个感受其实来

自我多年来的体察。随着年龄增

长，我慢慢发现一些词语也会随

时间生长，就比如“老家”。很小

的时候，只以为生我养我的杨庄

村 是 老 家 。 后 来 去 修 武 县 城 工

作，以为算是离开了老家。再然

后调动到了省城郑州，突然觉得

焦作市和修武县都是老家。几年

前又到了北京生活，此时自然很

明白老家这个概念可以扩展到整

个河南。

对乡村及乡土文学的认识和

理解，于我而言也有一个漫长的

发 酵 过 程 。 在 河 南 文 学 的 谱 系

中 ，乡 土 文 学 具 有 深 厚 的 传 统 。

但我年轻时颇有些排斥乡土，在

写作心理上总是试图与之保持距

离。十几年前曾有评论家问我：

许多前辈作家都有一个甚或数个

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比如莫言

的高密乡，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

枫杨树，你内心有没有类似的精

神故乡？

没有。我当时很决断地这么

回答。那时候以为这应该跟生活

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有关。许多

文学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

因而能成为他们的经验资源，其

建立的文学世界也不可避免会受

到这种记忆的影响。而我们这代

人移动频繁，一般没有长期的固

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写作资源相

对来说就分散多了。

但 其 实 ，怎 么 可 能 没 有 呢 ？

只是彼时懵懂不自知。不过没关

系，时间会让你知，生活和文学的

教育也会让你知，你写下的作品

更会让你知。粗略盘点一下这些

年的作品，我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篇都是故乡在场的证

明，其中的典型例证就是《最慢的是活着》。这是我迄今为止

最有读者缘的中篇小说，自发表以来，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

内的 7 个奖项，不断地被再版，陆续已有 8 个版本。这促使我

思考这部小说为什么受到欢迎。小说写的是“我”和奶奶的故

事，祖孙情感固然是一种很基本的共通情感，但读者显然更被

文本中的奶奶打动。而奶奶不过是个最普通的乡村老太太

——乡村，我找到了这个关键词，由此开始重新认识乡土的力

量。这种力量如此深沉，如此炽热，和小说中的奶奶一样，最

恒常、最稳定也最让我们信任和心安。

接着，我以老家乡村为背景创作的非虚构文学、中短篇小

说和近 10 年的 3 部长篇小说，字如脚印，每一步都是在向故乡

回归和深入。

《宝水》是这种力量的最新生长。被触动的时间节点是在

2014 年，我到河南南部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参加文学活动，

看到村民们一边维持着农耕生活，一边开饭馆、办民宿，接待

着八方游客。村庄的气质既有传统意趣，又有勃发生机，封闭

与开放在人心人情里引起的震动尤为丰饶，和我童年记忆中

的乡村很不相同。这种活泼泼的变化、这种生生不息的鲜灵

灵的新，吸引着我，让我意识到这既微且巨的乡村新变多么值

得书写。

因所处时代环境有别，即使都属于乡土书写，不同代际的

作家所写的作品自有不同。在乡土文学的链条上，我一直期

待能有自己的“新质”表达。在《宝水》中，我把中国当下乡村

人们的生活经验、生活意识与生活向往作为重要的表现内

容。这些内容是社会发展在文学创作中的必然呈现。比如因

为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和边界变动，人们普遍拥有的是一种

城乡混合叠加的复杂体验，《宝水》的人物和故事就比较集中

地表达了这些体验。

我已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故乡就是我命中注定的文学

基因，我就是这块文学土地的庄稼。而这个故乡，这个历尽沧

桑的故乡，这个在历史的风云激荡中既古老又年轻的故乡，这

个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故乡，她在漫长的岁月中结晶沉淀出来

的厚重的情感记忆和文化纵深，她元气淋漓的现场感、城乡混

合叠加的复杂经验和丰富宽阔的时代性，意味着文学书写的

无限可能——这文学方生方长，常写常新。

（作者为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

乔

叶

文
学
方
生
方
长

乡
土
常
写
常
新

近日，商务部等 5 部门联合下

发通知，公布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

单，382 个品牌榜上有名。作为我

国工商业领域的“金字招牌”，老字

号既有长久的经济价值，也有可贵

的文化价值。老字号招牌背后的匠

心精工、诚信经营、实干兴邦、心系

家国等精神内涵，在新时代得以继

承发扬，也通过文艺作品得以生动

诠释。我们约请专家解读老字号题

材电视剧的艺术特色和文化意蕴，

也希望在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发展过

程中，涌现更多、更精彩的老字号新

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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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北京前门大街的牌匾。燕 翔摄（影像中国）

左图为天津古文化街街景。 李光睿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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