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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观察

焕活宋韵文化
一个跨越时光的命题

◎ 记者 王 珏

当一颗种子落于土壤，有合适的阳

光，有合适的雨水，那么它必然会获得新

的生命力。

老字号，就是这样的一颗种子。它

从千年之前迁徙到当下，我们如何去播

种，如何促进其成长？这是一个跨越了

千年的命题。

城市文化基因解码，寻找这些种子，

也寻找播种这些种子的人。

浙江工业大学的朱吉虹老师拿到

“老字号重生”这个命题的时候，有一些

开心。“对于品牌的研究本身就是我们专

业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刚好跟我们之前

的研究很契合。更加好玩的是，除了对

品牌本身的研究，它还包含了一个新的

转向，就是要让这些老字号能跟当代的

生活相结合，实现品牌的转换。而且。

正好可以让同学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命

题，对宋韵文化有一个更加深入更加系

统的了解。”

以这个命题为契机，朱吉虹老师带

领学生对老字号做了很多详细的分类。

“宋朝是一个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对于

老字号的梳理，会给予我们很多的想象

空间。”

“以学生们研究的大宋玩具为例，他

们卡了好几次，经常走到一个胡同里，然

后出不来。有很多东西，它还是有时代

的局限性的。那就只能退出来重新去研

究。”朱吉虹老师介绍：“这个课题要求大

家有比较强的综合能力。不仅要从史书

里去找到资料，更要思考如何把它转换

为当代社会能够接受的产品或者包装。”

而相较于实践性的困难，更多的问

题可能来自于设计实践中的无实物。在

学生们所研究的老字号中，除了西兴灯

笼，在目前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只能通过

史料去挖掘。而其中只有宋代的“刷牙

近期，商务部网站公布了《商务部等 5 部门关于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的通知》，将长期经营不善的 55 个品牌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

这些品牌中有不少大家熟悉的身影，比如北京的华女、雪花、通三益、新路春，哈尔滨的正阳河、重庆的冠生园、浙江的雕牌等。

其实，在南宋也有很多的老字号，这些老字号在千年之后的我们来看，也许可以承接起城市的商业文化长河。

子”，是可以与我们现代的牙

刷挂钩，以实物去做品牌规

划推广的。除此之外，其他

的研究产品就只能在没有产

品的情况下去做老字号品牌

重生的设想，是一场无实物

表演。

与其他行业不同，品牌

研究本身是围绕着产品的特

性以及适用市场，去重新架

构品牌的价值。所以这样的

一个悖论让大家的课题研究

显得尤为艰难。

就像朱吉虹老师所说，

最好的方式还是和市场结

合。用老字号衍生出产品，

再用产品去反哺老字号的活

力。例如怎么和西兴街道合

作，如何让西兴灯笼在新的

时代有新的应用场景。“老字

号的重生作为一个命题，它

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力。但是

如果要真正的赋予其价值，

还是需要使其与生活结合在

一起。就像种子需要播到土

壤里一样。”

当然这些年轻人面对这

些老字号重生还提供了另一

种思路。他们把雕版印刷技

术应用于大富翁的游戏体

系，形成了一款极具宋韵特

色的大富翁游戏，在游戏里大家可以买

卖书局，过一把在宋朝当老板的体验。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的文

创周边。这样，一场无实物表演，成了一

场虚拟实物架构下的新产品体系。

“没有应用场景？没关系，我们可以

赋予你新的内核。”文化并不是某一个具

象的物体，而是这个物体所给予的生活

内容，或者曾经承载的生活价值。

诚然，老字号的重生，它一定不是

“新壶装老酒”。“老酒”有其“老酒”的价

值，“新壶”所装的还是新生活中的新

需求。这也更能理解朱吉虹老师所说

的“好玩”。“老字号重生”这是一个跨

越时光的命题，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

奇思妙想，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各种

可能性。

回到我们现在的一些老字号品牌，

除了商务部会对老字号进行复核，各省

市也会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譬如《浙江

省金牌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显示，申请

企业应为老字号传承发展方面成绩突出

或者综合实力在老字号范畴中位居同行

业前列的浙江老字号企业，具体表现为：

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美誉度，文化传承影

响较大、获省部级以上荣誉或者产量、销

售额、利润、市场占有率等传承、发展、创

新指标为同行业领先。

一方面是历史长河中的老字号沉

浮，一方面是现代生活中老字号江湖。

逝去的如何获得新生，在路上的如何翻

身？其实它们有着共同的底层逻辑：激

活新旧老字号的内生驱动力，盘活老字

号，让老字号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

活力，就需要对产品、渠道和运营有完整

的思考。适应市场的发展，这是新旧老

字号获得新生或者翻身的必然途径。只

有深入挖掘自身的文化底蕴和传统优

势，与时俱进，适应市场变化，才能在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