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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字号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有着浓郁、鲜明的民族特色。
它们不仅仅是一家家传统老店，不仅仅是一项项传统技艺，不仅仅是一款款独具特色的产品，更是悠
悠岁月凝聚起来的中华文化的瑰宝!    现代经济的发展，使老字号显得有些失落，但它仍以自己的特色
独树一帜。
在这些闻名遐迩的老店中，有始于清康熙年间提供中医秘方秘药的同仁堂，有创建于清咸丰三
年(1853)为皇亲国戚、朝廷文武百官制作朝靴的“中国布鞋第一家”内联升，有1821年始创后应达官
贵人穿戴讲究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瑞蚨祥绸布店，有明朝中期开业以制作美味酱菜而闻名的六必居，
这些数百年商业和手工业竞争中遗留下来的极品，都各自经历了艰苦奋斗的发家史而最终统领一行，
其品牌也是人们公认的好品质的同义语。
它们是中华悠久历史的一部分，您在这里经历的是传统，体验的是百年不变的服务。
    老字号不仅是一种商贸景观，还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现象。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使全聚德成为北京的象征。
而京城民间歇后语，如“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叫嫩”“六必居的抹布——酸甜苦辣都尝过”“同仁
堂的药——货真价实”“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些老字号的品牌特色。
过去老北京人夸富有旬口头禅：“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
”这里说的“脚踩内联升”，是说能穿上内联升做的鞋，是对身份的一种炫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海量外资品牌进入中国，强烈地冲击着我国的民族产业。
这些企业除了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更大的一个优势是在品牌方面。
面对奔驰、大众、福特、西门子等动辄有着几十年、上百年历史的百年老店，中国的民族企业有着一
种天然的劣势。
这些外来企业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而长盛不衰，充分地说明了它们具备极强的竞争力，否则无以在历
史长河中脱颖而出，无以获得消费者持之以恒的认可。
而中国同样拥有一批这样的历经岁月洗礼依然基业长青的老字号．这些老字号秉承的传统文化，主要
源自儒家传统，尤其是其中注重质量、诚信经营和周到服务，更是当前市场经济之下非常值得推崇的
优秀传统，正是这种优秀传统支撑着这些老字号百年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成为企业不可估量的巨大
无形资产。
    今天，大批老字号正在抓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积极利用金字招牌的无形资产，迅速恢复了青春
。
有些老字号比如同仁堂、全聚德、荣宝斋等优秀企业，更是扬帆起航，驶出中国，进军海外，开辟了
更为宏伟的事业。
全社会都已经认识到老字号所蕴含的宝贵价值，也在关注着它们的发展和成长。
相信这些久经考验、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国之瑰宝，一定会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一定会为国家和民
族争得更大的成绩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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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老字号的故事》讲述了：中华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
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
它们不仅是一家家传统老店、一项项传统技艺、一款款独具特色的产品，更是悠悠岁月凝聚起来的中
华文化的瑰宝!
在北京的民间歇后语中，如“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叫嫩”“六必居的抹布—— 酸甜苦辣都尝过”
“同仁堂的药——货真价实”⋯⋯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些老字号的品牌特色。
《中华老字号的故事》择选的百年老店，有始于1669年
“存心有天知”的同仁堂，有建于1853年的
“中国布鞋第一家”内联升，有创于1821年的“八大祥之首”瑞蚨祥绸布店，等等。
一个个动人的中华老字号故事，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图文并茂、意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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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个李金海是什么人呢？
他也是广东人，祖籍番禺。
李金海的家庭背景因时代久远已无可考证，只知道从1888年开始，他就在探花楼里当学徒。
他这人特别好学，而且做人做事都没得挑，很快就成为探花楼里首屈一指的大厨，人送外号“探花楼
厨神”。
很多客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就为一尝他做的菜。
在洪吉如时代，探花楼之所以能发展得那么好，与李金海的厨艺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这次推举大会上，李金海很快就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他们不但钦佩李金海的厨艺，更对他多年来的敬业精神和在这一行的威望感到信服。
选李金海当家，应该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那么，李金海呢？
其实，自从他走进探花楼开始，他就把探花楼当做自己的家，他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长
大，还在这里成家立业，他打心眼里希望探花楼好。
但是眼看着探花楼一天不如一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今天，大伙儿信任他，那他也应该为探花楼尽点力吧。
 李金海在大家的簇拥下站到了桌子上，他双手抱拳，对在场的人说：“各位都是我李金海的师兄师弟
，都是一家人。
今天，大伙儿信任我，推举我出来主持探花楼，我李金海接下了，义不容辞。
大伙儿放心，有我李金海一天，就有各位的一口饭吃。
”这之后，李金海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向欧老板盘下了小店。
因为时局不好，加上经营不善，欧老板向李金海出售小店时，其实是半卖半送。
李金海用剩下的钱，又从银行借了一些款翻新了探花楼。
翻新后的探花楼再也不能叫小店了，而是一座七开间、四层高的酒楼，全店可同时开宴席将近百桌，
成为当时沪上最大的粤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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