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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拥有世代传承的
产品、技艺或服务，品牌口口
相传、耳熟能详。但当下以新
业态、数字化、细分化等为特
征的新消费时代，与老字号相
伴而生也有“古板”“老旧”等标
签，部分老字号受限于过往的
品牌定位，难以打开潜在消费
群体。被美食家陆文夫称为

“中国三大楼”（杭州楼外楼、苏
州松鹤楼、无锡迎宾楼）之一的
无锡老字号餐饮名店迎宾楼几
经风雨，目前由欣旺大酒店经
营和管理，如何打破大众对于
迎宾楼“贵”的固有印象，成为
管理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迎宾楼总经理华燕娜表
示，迎宾楼重新开业的重要目
标就是要面向更广泛的群体，
打造更亲民、大众，能够舒展无
锡情怀的地方，做老百姓的迎
宾楼。“通过调研，迎宾楼业态
进行两轮调整，首先是面向周
边上班的白领推出人均20多
元的快餐，接着引入早茶，每天
推出价格实惠的菜品，通过早

茶把客人吸引到店内消费。”华
燕娜表示，在当下激烈的商业
厮杀中，能生存下来是首要经
营之道。

事实上，能充分适应市场
竞争正是老字号的重要评选标
准，无锡市商务局流通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老字号既要经得
住岁月洗礼，更要经得起市场
冲击。“要成为老字号，除了部
分特殊情况之外，有三个评选
标准是最基础的。首先是品牌

历史要在40年以上，期间要产
生交易行为；其次是从1983年
以来，经营满20年；第三是近5
年来持续经营。”该负责人表
示，老字号拥有品牌、经济和文
化三重价值，他们代表着无锡
的地方特色，可以更好地打响
无锡城市品牌。“老字号的第一
要义是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
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文化的展
示，诉说品牌故事和无锡故事，
推动老字号历久弥新。”

价值在价值在““老老””，，出路在出路在““新新””

无锡老字号无锡老字号““吹尽狂沙始到金吹尽狂沙始到金””
近日，无锡市商务局公布第三批无

锡老字号入选名单，太湖饭店、迎宾楼、
和平电影院等无锡人耳熟能详的品牌
赫然在列。这些老字号们大多迈过古
稀之年，有些已历经近百年风雨，在当
代新消费浪潮冲击下，如何让老字号的
“金字招牌”历久弥新是摆在业界面前的
重要课题。在创新之变与传承不变中，
他们该怎样平衡二者，向年轻人诉说峥
嵘岁月、向八方来宾讲述好无锡故事？

提起和平电影院，不
少老无锡人会想到影院
外立面的巨幅手绘海报、
影片上映时排队抢票的
热闹场面。在那个精神
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电
影院成为人们认识另外
一个世界的重要窗口。

如今的和平电影院
依然位于书院弄旧址，历
经75年风雨，成为无锡
现存最“老”的电影院。
只是在如今影城快速扩
张的时代，这家曾经创造
过辉煌、成为过无锡头块
电影招牌的老字号陷入
发展瓶颈。“不同于其他
影城开在综合体、商业中
心，和平电影院是独门独
院，周围停车、吃饭、购物
等配套设施都比较薄弱，
从经营条件上来讲，优势
条件太少。”和平电影院

总经理朱秋红说。
在客观发展条件受

限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把
品牌弘扬光大？朱秋红
决定把目光聚焦在影院
的独有价值上，走差异化
道路。“从上世纪40年代
开业至今，电影的播放设
备、宣传载体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和平电影院是中
国电影发展历程的见证
者，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
们的独特优势。”朱秋红
介绍，和平电影院建立微
型电影博物馆，展示着最
早的放映机、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手绘电影海报、
1953年的电影说明书等

“老物件”，同时开展未成
年人科普教育，引进锡
绣、惠山泥人、竹刻等非
遗活动，让影院成为青少
年的“校外课堂”。在影

片的场次安排上精
准定位服务对象，常
年差异化排片，注重
小众电影市场培育，
成为本土艺术电影
特色放映影院。

“和平电影院陪
伴着几代无锡人成
长，未来我们要把它
打 造 成 百 年 老 字
号。”在和平电影院
工作多年，让朱秋红
动容的是，有些老人
领着孩子来影院，会
指着门口的牌子说：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
来这看电影，这么多
年它还在这里。”

地处太湖风景区，背倚梅
园，与鼋头渚公园隔湖相望的
太湖饭店坐拥秀丽景色，不仅
是无锡的重要接待中心，也是
锡帮菜特色餐饮的发扬地。在
太湖饭店总经理杨艳看来，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太湖饭店作
为无锡本土化酒店，无论是食
材、口味都应发扬无锡特色。

“食材尽可能取自本地，厨师会
针对当季时令鲜材进行菜品更
新，用当地食材烹饪当地味道，
80%以上的菜品是本帮菜。”

杨艳介绍，锡帮菜是传统

饮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太
湖饭店承担着发扬无锡饮食文
化的使命，一方面恪守传承地
方特色餐饮文化之精髓，尊重
食材和烹饪技艺，守本帮菜之
味。另一方面也在迎合时代发
展，洞察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提
升综合体验感，让“老菜”有新
的体验感。

不同于连锁餐饮店，地域
文化是老字号身上的独特烙
印，这也是老字号的内生动
力。“7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
积累了很多文化资源，这些都

是能让老字号在新时代依然熠
熠生辉的宝藏。”杨艳介绍，太
湖饭店的前身是荣德生先生创
办的私立江南大学，基于饭店
与荣家深厚的历史渊源，自
2021年起，饭店携手无锡荣德
生企业文化研究会合作开发了
荣家宴，融合江南人文和无锡
元素，结合时令节气、食材特
点、地域文化等，融萃出荣家
春、夏、秋、冬四季宴菜单。“荣
家宴不仅是百年荣氏的味蕾记
忆，也是无锡特色的文化名片，
更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无锡学院数字经济与管
理学院副教授刘震：老字号品
牌作为一种品牌，蕴含着深厚
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积淀，代表
着品质信誉和可靠的产品，相
对于同类型的产业也就更具价
值，赋能打造“美食之都、购物
天堂”的无锡城市名片，可以成
为吸引游客和外地消费者的独
特景点和旅游资源，推动无锡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老字

号的长久发展需要建立在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之上。消费者最
终还是会为产品本身买单，产
品质量、品质还是第一位的，品
牌和营销都是建立在产品之上
的。

老字号的价值在“老”，出
路在“新”。近两年国潮风兴
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同民
族文化、支持国货，老字号可以
借着这股消费东风进行创新发

展。首先，针对年轻群体进行
产品创新和包装设计，吸引更
多年轻人关注和购买；其次，在
数字化时代，消费者购买方式
转变，商家需整合线上线下渠
道资源，利用新媒体和电商平
台拓展市场，与年轻消费群体
建立连接；还可以挖掘品牌故
事，增加年轻人的情感共鸣和
认同感。（晚报记者 陈婧怡 实
习生 叶佳宁/文 受访者供图）

文化传承“活化”历史资源，挖掘品牌记忆 守正创新 平衡“新”与“旧”，传递“无锡味道”

打破枷锁 新消费驱动下，触及广阔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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