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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同感老字号的文化魅力
姜俊贤

受黄小京老师之邀，为 《感悟于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之间》这本
书写几句感言。发来文本，阅读之后，深为感动。因为这本书道出了
我这几年从事老字号协会工作，被蕴藏在许多老字号的名称、理念、
家训、铭誌等语言文化中的国学内涵所感悟所启迪的心声。

近年来，研究老字号的论文、书刊大多是记述老字号的历史、典
故、变革、发展，很少有学者从语言文化角度去研究老字号的特征。
黄小京老师慧眼识金，独辟蹊径，全新的视角、新颖的剖析，然而却
是抓住了老字号的精髓。老字号企业五行八作，产品与服务各不相同，
它们之所以百年不衰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
弘扬了 “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正是这种传
统的儒家文化，造就了老字号的经商之道。黄小京老师将其提炼为有
“仁”才有 “义”，有 “义”才有 “诚”，有 “诚”才有 “信”，有
“信”商则灵。这才是老字号长久不衰的真经。

清代文人朱彭寿把中国商号常用的吉利字汇集起来，做了一首
《字号诗》: “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本祥。泰和茂盛同乾德，
谦吉恭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合生成
广，润发洪源厚福长。”这些商号离不开的吉祥字，充分反映了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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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于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之间

商家良好的愿望和传统道德，表达了老字号商家祈望兴旺发达、吉祥
如意、和气生财、致富有道的美好期盼和经营理念。

黄小京老师这本书定位为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
篇现代版的 《字号诗》。黄老师在书的开头语重心长地表示: “谨以此
书献给我的女儿、外甥、侄女们，献给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以及和
他们同一时代的所有年轻人……”我也衷心祝愿这本书能够让年轻一
代更加理解北京的老字号，更加热爱北京的老字号并帮助和支持北京
的老字号顺应历史的潮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不断创新、发展!

谨此，我还要代表北京的老字号企业对黄小京老师为此书付出的
辛勤汗水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文作者系中国商业联合会老字号工作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北京老字号协会会长

2014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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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京商老字号魅力无穷
王成荣

我与黄老师在同一个讲台上教书三十多年，她一直讲授应用文写
作，后来涉猎唐诗宋词、语言文化，与我的教学研究领域并无搭界。
回忆起来，只是在她刚来学校时，跟我一起下企业搞过调研，共同署
名发表过一篇题为 《企业家的时间运用与管理》的论文 ( 该文发表在
《商业研究》1985 年第 11 期) 。很长时间内，我们在教学研究上没有
多少交流。没想到，最近几年她开始喜欢逛老字号、写老字号，使我
们在专业上有了一些共同兴趣。

2013 年，她参加了我主持的 “北京流通现代化科技创新平台———
北京流通软实力”项目的研究，执笔其中 “语言文化环境与流通软实
力”部分。几天前，她说要出一本名为 《感悟于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
之间》的书，发来电子版一看，原来是一本谈老字号的历史与语言文
化的文集，同时也收录了 《语言文化环境与流通软实力》一文。通览
全书，同仁堂、全聚德、张一元、吴裕泰、稻香村、瑞蚨祥、步瀛斋、
荣宝斋、六必居、王致和、月盛斋、都一处、砂锅居、全素斋、馄饨

侯、白魁老号、大北照相馆、长安大戏院等京商老字号跃然纸上，有

故事有解说，夹叙夹议，图文并茂，很有意思。这本书的主要文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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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于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之间

在由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和商务印书馆主办的电子杂志 《中国

语言生活》双月刊上发表过，这本杂志的主编于根元先生为这本书写

了序，我也欣然答应黄老师为本书写几句话，以表明我对本书以及对

京商老字号研究的支持。

北京是中华老字号的重镇。京商老字号诞生于京城这样一个特殊

的市场，除了具有与其他地区老字号一样的特质外，追求品质更优、

经营更诚信，服务上更会尊重奉承，而且具有明显的儒气、和气、官

气、贵气与义气。同仁堂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

减物力”的古训，内联升的 《履中备载》，对这种文化追求作了最好

的诠释。京商老字号魅力无穷。它既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历史的活化

石，也成为最具个性和受人尊重的品牌。

《感悟于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之间》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揭示了

部分京商老字号的文化精神，以及它们所秉承的京商理念、经营谋略、

管理风格和传统礼仪习惯，这样的书读者面会很广，很有时代价值，

无论对于宣传京商老字号文化，还是对于推动老字号品牌自身的传承

与创新，都具有一定意义。

我愿意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也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和关心支持京商

老字号。

本文作者系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院长 、北京
老字号协会副会长，管理学博士、二级教授

2014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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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京商老字号语言文化的集萃

于根元

黄小京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旅游系的老教师，她辗转通过我指导

过的博士生———现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师郭丽君联系到我，说有

一篇文章请我看看。那篇文章是总括性谈京商老字号语言的，投给某

个语言文字应用的杂志，给退了回来，编辑还说: 你可能投错了地方。

我说: 没有投错地方，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不过这篇文章还不宜

在这个杂志刊登，可能概括和举例不够。我正好担任中国语言资源开

发应用中心、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型普及性电子杂志双月刊 《中国语

言生活》主编，我建议她一个一个京商老字号用散文的形式写了给我，

每一篇用一个标题，副标题叫 “京商老字号之”。不必每一篇字面

上都体现出理论来，最后一篇理论上概括一下，理论概括的那篇也要

好读。每一篇总要说到语言，也不必全说语言，有个四分之一或五分

之一涉及语言就可以了。我的想法是，语言经常是渗透在各个方面的，

跟各个方面是结合的，说语言的时候连带渗透或结合的方面一块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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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于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之间

来，可能更切合实际、更真实、更生活、更原生态。

就这样，她的文章从 2013 年第 2 期开始到 2014 年第 5 期，一共

刊登了 20 篇: 同仁堂的语言文化魅力、“关厢” “乡镇”与德胜门京

商老字号的兴起、脚下生花的 “步瀛斋”、飘香的 “吴裕泰”、我愿意

让更多的人看我做鞋、稻香村的 “糕点香”、酱味香甜的 “六必居”、

妙手成花 “张一元”、全聚德———烤鸭文化的语言符号、“瑞蚨祥”的

绸布文化、风采依旧的 “荣宝斋”、养生美味的 “王致和”、风味儿依

旧的 “全素斋”、中国红的 “馄饨侯”、都一处的 “魅力烧麦”、接地

气的 “砂锅居”、“白魁老号烧羊肉”的魅力、引领时尚的 “大北照相

馆”、掌声响起的长安大戏院、药食同源的 “月盛斋”。

文章发表期间，我们见过几次，她说他们学校领导很重视和支持

她这方面的项目。我觉得黄小京是很幸运的，他们学校领导也是很有

见地的。她还萌发了把刊登在 《中国语言生活》的这些文章成书的想

法。我也很赞成她成书。我建议她每篇可以再加些字，也可以再加几

篇; 如果照片不放到书里，可以省一些出版的成本，不过文字就要多

准备一些了。我还说，写京商老字号这样的书应该是畅销的，可以在

旅游等部门销售。后来我还想: 中国语言生活是分层次的。我们的

《中国语言生活》是说中国语言生活里最基本的层面的，说白了，就

是说衣食住行玩等方面。我有个学生很早就说，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

就是这些，我们到了外国某个单位工作，一到那里首先问的就是这些

方面; 我们有朋友从外国回来，我们首先问的也是这些方面，可能外

国朋友来我们这里，首先关心的也是这些方面; 我们到本国的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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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地方去了，首先要问的一般也是这些。我还想，这些方面的词语，就

是同一种语言的花样也特别多，这原因就很值得研究。还有，黄小京

写到的招牌、匾额、服务用语、体态语等，都很值得语言学界的朋友

研究。我们近些年不是很重视语言服务研究吗? 京商老字号的这些服

务用语当然很值得研究。

我和刘艳春 2015 年起都不参与 《中国语言生活》的组稿、编辑等

工作了。我们不能继续在 《中国语言生活》上编发黄小京这方面的文

章了，很遗憾。

前不久，黄小京说，中国商务出版社跟她联系了要出版她这本书。

我很兴奋，毕竟是中国商务出版社有眼光。昨天，黄小京来短信说拿

到一校样了，连图一共三十多万字。我更加兴奋了，出版社连图也印

了，太有眼光了。既然是出版，已经有了校样，总括谈语言的文章有

没有都没有关系，在书的前言或后记里有这个意思就行了。

真是天作之美，黄小京在 《中国语言生活》上刊登这方面的文章

和图片告一段落，书也出版了。我向出版社的有关人员致敬。我向黄

小京的学校领导致敬。

黄小京啊，你是幸运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语言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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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京商老字号宣传用语的文化特征研究

伴随着京商文化研究的深入，笔者越来越认识到京商老字号宣传

用语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从京商老字号宣传用语产生的历史环

境、人文环境和商业环境的角度，从传统的继承性、内容的广泛性、

名家的参与性、文采的精湛性、句式的丰富性等方面研究其文化特征，

希望通过此研究，促进商业语言环境不断改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

人员整体素质。

京商老字号宣传用语概述

地处世界文化名城的京商老字号是北京商业、服务业发展的重要

载体，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政治、经济、

文化、地理环境孕育并涵养了京商老字号文化的底蕴，使得京商老字

号在超越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延续历史文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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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于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之间

遗产，不断开拓创新，为繁荣社会经济、昌盛商业、造福百姓做出了

重要贡献。

分析京商老字号长盛不衰的原因，可以发现: 其中的宣传用语一

直伴随其中，推波助澜，感召民心。宣传用语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企业管理的外在形式和对外形象的载体，是为全体员工所认

同并遵守的、带有本企业特色的宣传工具。它们是经营思想与理念、

经营宗旨与目标、企业道德与制度、企业形象与风貌、服务规范与质

量标准的具体阐述，是这些概念在生产经营实践、员工行为方式等层

面上具体体现的总和。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 “充分

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中的重要作用，加强语言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深入研究京商老字号宣传用

语的文化特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京商文脉的深刻内涵，提高商业人

员的语言文化素质，促进现代商业语言的文明建设。

京商老字号的宣传用语可以进行内容上的划分和表现方式上的划

分。从内容上划分，主要包括: 经营理念用语、经营宗旨用语、经营

目标用语、价值观用语、服务规范用语、质量标准用语、制度规则用

语、精神风貌用语等; 从表现方式上划分，主要包括: 字号 ( 匾额)

用语、楹联用语、口号用语等。这些宣传用语的生成和发展历程，实

际上就是京商文化在语言上的具体表现历程，也是中华传统商业语言

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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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京商老字号宣传用语产生的环境

历史环境

北京以悠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存而闻名中外。

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 3000 年前的秦汉时期

以来，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名称从蓟城、燕都、燕京变

更为大都、北平、顺天府等。北京有 850 余年的建都史，金朝皇帝

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于北京，此后元朝、明朝和清朝的都城均建

立在北京。

人文环境

北京是一座朴实亲切而又大气磅礴的城市，既能海纳百川，又拥

有独特的风姿，因而成为历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中华各民族、

各地区文化与北京的雅文化及俗文化交汇融合。北京的人文风采对商

业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京城文化引领着京商的发展，而京商的不断

繁荣又继承和延续着中华传统文化，两者互为依托。新中国成立以来，

北京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 此外，北京还是中国科学、教育、

文化和体育机构最为集中的城市，共有 80 多所高等院校、500 多所科

研机构以及众多的文化新闻和体育机构。专家云集、人才济济，北京

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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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于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之间

商业环境

都城北京，就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丰衣足食的象征。各朝定都

以来，为安定民心，发展经济，繁荣市场，积极倡导和鼓励发展商业。

例如，金代曾提出， “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

师”，通过减赋或返赋、免除徭役等政策，号召百姓迁往京城生活，由

此发展京城商业; 元朝实行 “迁居民以实之”政策，使京城人口迅速

提升，商业得以发展; 明朝初期，京城商业因战争而萧条，为恢复经

济、振兴商业，明朝采取降低税收、集中设置商业区的政策。清朝靠

八旗军夺取的政权，故提出 “优恤旗人”的政策，促进了城市商业

发展。

京商老字号宣传用语的文化特征

传统的继承性

1. 儒家思想的继承。儒家思想注重 “仁”、“德”、“义”、“诚”、

“信”，主张 “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坚持 “诚信为本、

货真价实、仁义至上”。“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爱他人; “德”

就是道德、自律; “义”就是道义; “诚”就是真诚; “信”就是守信

用。有 “仁”才有 “义”，有 “义”心才 “诚”，有 “诚” “信”则

灵。京商老字号的宣传用语中处处受到儒家思想的广泛影响。例如:

从同仁堂的经营宗旨 “同修仁德、济世养生”和职业道德准则 “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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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身、精益求精、童叟无欺、一视同仁”中，我们理解了三百多年来，

同仁堂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融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成

为老字号自律和道德的典范。同仁堂堂训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宣传的是 “义”，更是 “诚”与 “信”，它

们都是企业发展的基本前提。

厚德是京商人的综合素质、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等在商业道德上

的体现。注重道德层面的是非，这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大问题。所谓

“君子爱财”，但是必须 “取之有道”。 “道”具体体现在 “重信誉”、

“重责任”、“重服务”上。“以义统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这些以义为重的价值观念，正是京商老字号宣传用语在告诫人们如何

取 “利”才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

2. 道家精华的继承。长春堂的 《长春铭》这样写道: 长春古店，

堂而又皇，创于乾隆，孙氏滥觞。练道家之精华，就中药之典范，道

接岐黄，灵应遐迩，问头鼎汤剂饮片，树独帜避瘟一散，仅此，足以

大观。今逢盛世，老店新颜，长春不已，药德愈坚，训诲。曰: “药材

地道，制剂精良，与人为善，益民安康。冀国之瑰宝，发扬光大。铭

文昭昭，指事施用。”“道接岐黄”是说企业经营的道来自于岐伯与黄

帝这两位医学之鼻祖; “药德愈坚”表明了 “药德”是 “人德”的体

现; 按照道家的规范取地道的药材，制精良的药剂，达到 “与人为

善”、“益民安康”之目的。

内容的广泛性

京商老字号宣传用语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泛，主要包括管理宣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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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于北京老字号语言文化之间

语、服务宣传用语、广告宣传用语、交际宣传用语，等等。

1. 管理宣传用语。管理宣传用语是企业精神的综合反映，也是企

业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整个企业文化中起着积极、正面的规范作用。

管理宣传用语以价值观念为基础，以价值目标为动力，为塑造企业形

象、赢得消费者和公众的认同，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

如，店规店制。还有经营目标 (全聚德的经营目标: 中国第一餐饮，世

界一流美食，国际知名品牌)、经营宗旨 (同仁堂的经营宗旨: 同修仁

德、济世养生)、经营方针 (吴裕泰的经营方针是: “三自”: 自采、自

窨、自拼)、经营特色 ( 月盛斋的经营特色: 肉香、酱香、药香、油

香)、产品制作技艺 ( 月盛斋的制作技艺: 在火候的控制与运用上，讲

究“三味”，即: 旺火煮去味，文火煨进味，兑“老汤”增味) 等。

2. 服务宣传用语。它是企业对客服务的承诺，又是企业精神的具

体体现，可以分为服务规范用语、服务品牌用语等。例如，张一元的

服务规范用语 “三声”，即: 客来了有迎声，客问有答声，客走有送

声; “五一样”，即: 买与不买一样，买多买少一样，业务忙闲一样，

生人熟人一样，外地客人与本地客人一样。张一元的服务品牌用语

“五感”，即: 亲切感、温暖感、诚实感、信任感、留恋感。

3. 广告宣传语言。广告宣传用语是对企业外在形象或对商品质量

所进行的广而告之的语言。爱新觉罗·溥杰专门为鸿宾楼题过诗: “天

安西畔鸿宾楼，每辄停骖快引瓯。牛尾羊筋清真馔，海异山珍不世馐。

既餍名庖挥妙腕，更瞻故业焕新猷。肆筵设席鲜虚夕，四座重泽醉五

洲。辉煌四化征途上，阔步长驱赖裹糇。”诗中不仅赞美了鸿宾楼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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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和真材实料的独特性，还称赞了名师们独特精湛的刀工手艺、

筵席上鲜美的诱人的佳肴; 最重要的是殷切的希望。

名家的参与性

京商老字号的匾额多请名人名家题写刻匾，充分显示了 “以文兴

商”的文化效应及名人效应，具有十分浓厚的书香气息。 “都一处”

的匾额是乾隆皇帝所赐。使这一无名小店瞬间名扬京城。 “荣宝斋”，

其字号取自 “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其匾额是由清代同治甲戍

科状元陆润庠所写; 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朱益藩因对信远斋的蜜果脯

和酸梅汤喜爱有加，亲自题写 “信远斋蜜果店”匾额; “韵古斋”由

潘祖荫书写; “龙威阁”由曾国藩所写等。

除京商老字号多数匾额出自名家名臣之手外，还有不少赞颂老字

号的楹联、诗篇也由名人撰写。卖臭豆腐的安徽举人王致和发迹后，

在门前所挂的楹联里写道: “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 酱配

龙蹂调芍药，园开鸡跖垂芙蓉。”1963 年，郭沫若先生为鸿宾楼题写

藏头诗: “鸿雁来时风送暖，宾朋满座劝加餐。楼头赤帜红于火，好汉

从来不畏难。”

文采的精湛性

1. 多采用诗体语言。诗词曲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闪烁灿烂光辉的艺

术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论是 《诗经》、《楚辞》，还是唐

诗、宋词、元曲等，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不可企及的高峰。由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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