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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群舞 抓住时尚密钥

“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

大祥，腰缠四大恒”，这说的是昔日京城

达官贵人流行的穿着打扮。其中，“脚踩

内联升”说的就是内联升布鞋，以做朝靴

起家的内联升，曾为皇亲国戚、朝廷文武

百官制作朝靴，详细记录了京城达官显

贵的制鞋尺寸。

现在，购买这些朝靴的客群早已是

“90后”乃至“00后”的新潮人，纳鞋师傅

摇身变成主播达人，90余道纯手工工序

制作的“千层底”、反绱、每平方寸九九八

十一针的一字底等传统纳鞋工艺，通过

主播和直播间传到了年轻人圈子里。

有着168岁高龄的内联升，坚持做着

朝靴，但朝靴却大变样了：故宫里象征着

步步高升的锦云栩栩如生、大鱼海棠里

的海棠花开在榨蚕丝面料的鞋面上、迪

士尼的米奇与米妮也搬上了鞋面……抓

住了年轻密码的内联升，打开了时尚的

大门，引得众多年轻人爱上了这双千层

底朝靴。

尽管已经过去了五年，内联升副总

经理程旭仍然感慨道，“与迪士尼合作，

内联升打开了年轻化尝试的大门”。合作

期间，迪士尼向内联升开放了100本卡通

素材库供其使用。不仅限于此，大鱼海

棠、愤怒的小鸟、故宫淘宝、Happysocks等

众多活跃在大银幕、文创界的“顶流”均

与内联升有了联系。

像内联升这样敢于吃螃蟹、接受新

的传播渠道与新潮设计的北京老字号不

在少数，它们怀抱着百余年的历史，又积

极拥抱北京这座城市的商业创新，跨界

往往是最为直观的外在体现。

牛舌饼味的奶茶实现了北京稻香村

将传统糕点与年轻茶饮碰撞的心愿，同

仁堂借着新品牌“知嘛健康”的熬夜水、

神仙水、虫草咖啡跨界进入咖啡领域。吴

裕泰的茶冰淇淋、茶月饼、茶爽口香糖、

抹茶年轮蛋糕、抹茶奶酪等，已经是年轻

人的心头好，更是商业街吸引客流的扛

把子。吴裕泰带着“老字号”标签，却没有

停止对新品的追求。

京城老字号不断突破产品界限，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自然也留得住消费者。

面对个性化的“90后”“00后”，百年老店

不断尝试各种方式与他们深度交流。

擦亮“金名片”助力城市发展

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道路上，老

字号必然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稻香

村、吴裕泰、内联升、同仁堂、瑞蚨祥……响

当当的“北京老字号”是北京文化底蕴的“金

名片”，它们的数字化升级也将在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品牌矩阵中占据重要一席。它

们传承着当地商业文明的精髓，是城市独特

的文化亮点。

北京市也不断出台政策鼓励老字号创

新发展，擦亮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北京培育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中明确提

出，坚持首善标准，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发

展，力争到2025年，“北京老字号”认定总数

达到230家左右，拥有的国家级非遗技艺达

到50项左右、市级非遗技艺达到90项左右。

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

中，北京市鼓励打造50个以上老字号博物

馆，开展“老字号博物馆探秘”活动，积极

宣传老字号文化。同时，北京市鼓励老字

号企业创新经营模式，与知名IP跨界合

作，推出蕴含京味文化的联名系列、文创

系列和伴手礼系列产品。发挥北京老字号

协会平台作用，持续开展老字号嘉年华、

新国潮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动老字号

精品上高铁、进社区、入驻线上平台，提升

老字号品牌影响力，推动老字号在新时代

焕发新生机、新活力。

年轻化是消费市场的主流趋势，老字号

需要行动起来，改变固有的品牌印象。中国

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认为，老字号是珍贵的

文化遗产，需要社会的保护与关注。从长远

发展来看，老字号应不断增加产品种类，加

大对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在市场化的过程

中，不断推陈出新，为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

符合其需求的产品。

王鹏进一步解释称，通过增加产品种类

的方式开发和拓展市场上的潜在客户群体，

对老字号的发展不失为一个好方式。“传统

老字号的产品之前只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

式进行推广。互联网时代，这些传统老字号

应该巧妙地运用互联网手段，加强自家产品

的推广和销售。”

保留、发展老字号，也是继承和发展城

市的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近年来，保护老

字号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是国家越来越重

视老字号品牌的挖掘、保护和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