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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只
用进口料，国产料我们不考虑。 ”
魏峰已经记不清第几次被客户挂

断电话了。
魏峰是中国石化化工销售华

东分公司合成树脂部客户经理，有
着十五年树脂产品研发经验，转岗

做了销售之后， 性格依然敢做敢
为，已成为新产品专用料市场推广
的行家里手。 被客户拒绝是推广新
产品的家常便饭，但反而促成了他
执着、坚持的秉性，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新产品推广的难关。

前一阵， 魏峰瞄准了福建某
知名饮料上市公司， 推广中国石
化上海石化生产的热灌装聚丙烯

专用料。 该公司在行业内处于标
杆地位，一旦获得准入生产，将产
生市场引导效应， 可以获得大量
衍生订单。

“国产原料我们不需要，试过

不下十几种型号， 成品率最好也
就 80%，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
该公司技术总监对魏峰推广的新

产品表示不太感冒。
“首先，这一专用料是一款获

得食品包装认证的丙丁共聚聚

丙烯,相比乙丙共聚聚丙烯，析出
物低，安全性更高；其次，产品的
刚性好，热灌装后完全可以承受
超过行业标准的高温高压 ，成品
率肯定超出你的预期 ； 第三 ，和
进口料相比，这款专业料品质相
当 、供应稳定 ，采购到货三日内
完成， 我们提供 7×24 小时的技

术及售后服务，性价比高。 ”魏峰
不遗余力，极力推荐。

“我们的生产线全部是进口
的，试料造成设备损坏谁负责？ ”
技术总监咄咄逼人， 想让魏峰退
缩放弃。 魏峰从产品的熔融指数、
熔点、结晶速率、加工工艺等方面
出发，全方位比较中国石化生产的
专用料与进口料的差别，对生产工
艺参数提出相应调整建议。 同时，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电脑进行模拟

注拉吹瓶试验，让工厂更直观地感
受新产品的特性和优势。

面对一整套完整详细的试验

方案，工厂也有点动心。 汇报公司
管理层后，同意先试试料。 可生产
车间只试了一包试验料， 就以性
能一般、成品率低为由，不愿意再
试了。 魏峰对新产品很有信心，他
抓住生产人员的手真诚地说：“一
定要试完 300 公斤样料， 在工艺
参数稳定后， 产品才能达到最佳
的光洁度、透明度和挺度。 ”

一波三折， 晶莹剔透的瓶子
终于呈现在眼前 ， 成品率达到
95%以上，客户对魏峰的执着和专
业心服口服。

“打入市场是艰难的， 用户都
是挑剔的， 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是我
们的目标， 也是我们的动力。 中国
石化的品牌、 过硬的质量给了我推
广的底气。” 魏峰拿着该公司的年
度长约笑着说。 ■ 张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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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七十年“寻路之旅”第三
站，我们找到了陕西北路。在这条
近千米的支马路上，300 年历史的
雷允上，中国第一个时装品牌鸿翔
女装，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的龙凤旗袍、亨生西服……一
爿爿百年老店几乎浓缩了半部上

海近代商业史。这里，也是上海老
品牌复兴之路的一个“起点”。

海派旗袍
绣在旧时光里的繁花

中西合璧的款式、精良细致的
盘扣、流畅曼妙的曲线，海派旗袍
在中国近代史的长卷中定格，摇曳
生姿。 它曾是中国近代女性的国
服，也是“东方巴黎”上海的时尚标
签。 一件做工考究的海派旗袍，早
已超越了一般的服饰功能，是东方
审美与西方潮流、传统生活方式与
现代社交风尚的兼容并蓄。

“上海妇女无论老的少的幼
的， 差不多十人中有七八人穿旗
袍。”周瘦鹃的《我不反对旗袍》对
当时旗袍的流行程度有过详细描

述 。1929 年 4 月 16 日 ， 《服装条
例》公布。条例规定在重要场合，
中国女子的礼服由两种服饰构

成，一种是短袄长裙，另一种是旗
袍。 旗袍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得
以确立。

“龙凤的前身， 是 1936 年朱
林清创办的朱顺兴中式服装店。”
在位于陕西北路上的龙凤旗袍店

里， 经理陈月琴把龙凤旗袍的历
史娓娓道来。 朱顺兴从打杂工开
始做起， 逐渐成长为在上海滩颇
有名气的裁缝师傅， 他不仅保留
了传统旗袍的制作手艺， 而且风
格上大胆创新， 将西方裁剪工艺
运用融汇其中， 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海派旗袍制作工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人们的
着装也发生了变化。 妇女穿衣都

学解放区的样子，不喜穿红戴绿，
崇尚衣着朴素。 旗袍淡出了人们
的视线，仅仅局限在资本家眷属、
知识女性、 文艺工作者以及参加
外交场合的女性范围内。至 20 世
纪 50 年代末，旗袍逐渐被视为沦
落的生活方式产物而遭到摒弃 ，
几近绝迹。

1956 年， 在全国性的工商企
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中， 上海的服
装制造业也加入这一进程 。1959
年， 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
夕，以朱顺兴为代表，联合当时上
海最有名的其他四家成衣铺 “范
永兴”、“钱立昌”、“阎凤记”和“美
昌”，合并成立了“上海龙凤中式
服装店”，主营中式服装的制作和
加工，店址为南京西路 849 号。

凤凰涅
颠沛起伏数十年

“当时龙凤这个名字是有争议
的。” 今年 75岁的王荣发，20岁开
始在龙凤旗袍工作，看尽了店里几
十年来的起起伏伏。“当时的环境
下，店名叫龙凤，有人说不好。后来
吵到陈毅市长那里，陈毅说龙和凤
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才定
下这个名字。”王荣发说。

在 “文革 ”前期 ，龙凤的经营
到达历史巅峰。“那时候， 龙凤是
上海唯一一家手工旗袍店， 龙凤
中式服装的生产量占据着超过

80%的份额，光缝纫师傅就达四百
多人。”但短暂的辉煌过后 ，龙凤

也不可避免地随历史风云而起

伏。1966 年 12 月， 龙凤中式服装
商店更名为红雷服装店， 一直延
续到 1978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橱窗里的
模特都敲掉了， 可是企业要生存
下去，就不能坐以待毙 。”王荣发
说，那些年，旗袍在人们视线中消
失，龙凤自然不能再生产旗袍，就
改做成衣，设计中西式的棉衣。经
济形势不好， 空下来的龙凤师傅
们却不肯闲下来， 大家就在店堂
里拼命练内功，研究工艺技术，师
傅带着徒弟手把手、 一针一线地
练习。 这一在当时看来有些无奈
的举动， 却为之后培养中式服装
接班人才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 年 10 月 5 日，整个国家
尚未完全从 “文革” 的破坏中复
苏， 静安区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对
“红雷服装店”恢复原名的申请做
出了批复， 那个名噪一时的龙凤
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龙凤
中式服装店正名之后， 它的业务
范围也开始扩大，包含“主营中式
服装，兼营时装”的内容，除了制
作中式服装与旗袍， 也开始对时
装制作进行尝试。

时间走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来， 旗袍开
始渐渐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我们
到北京去拓展市场， 当时北方还
没有旗袍 ， 我们做了 3000 件现
货，卖掉了三分之二，有印花的、
织锦缎的，非常受欢迎 。”随着大
众流行文化的传播， 旗袍作为一

个充满怀旧风格的文化符号 ，一
种集体记忆的表达方式， 再次流
行开来。

这时，龙凤旗袍也步入第四代
传人焦义刚的时代。“我 1979 年 8
月毕业后进入龙凤中式服装店 ，
从面料上的尺寸定位开始学起。”
三年后，焦义刚出徒。老字号不能
吃老本，传统之中见时尚，最是不
易。焦义刚和师傅创作的“吉祥如
意”旗袍，成为“镇店之宝”。

“一路走下来我们发现，就因
为当年在低谷时修炼内功， 培养
了人才，后面等到机遇来敲门时，
我们才能抓得住。”龙凤旗袍店铺
经理陈月琴感叹道。 社会的审美
需求从严苛的禁锢下释放出来 ，
老字号迎来了好时机。“1990 年，
龙凤扩大经营规模，1992 年，在石
门一路上开设了第一家分店。”就
这样，龙凤走出了南京路。直到今
天， 龙凤旗袍还保留着当年前店
后工场的生产模式 。1993 年 11
月，包括龙凤在内的系列产品，被
评为名牌产品， 获得上海名牌证
书。“国家领导人及夫人出国访问
的中式服装，都由龙凤制作。邓小
平夫人、李先念夫人、原香港特别
行政区首席长官董建华夫人等 ，
都是我们的客户 。20 世纪 90 年
代， 很多海外人士来上海订做衣
服，荣氏家族成员、陈香梅女士以
及各国领事夫人都来龙凤做旗

袍。”陈月琴说。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如

今龙凤依然是沪上最著名的手工

旗袍制作商店， 并在新世纪来临
之后，重新赢得了业内的声望。这
个过程既是龙凤自身经历的凤凰

涅?， 更是海派旗袍作为一种传
统文化经历的浴火重生。

重返后街
老字号迎来复兴迭代

2011 年， 对于上海的老字号
品牌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百年
陕西北路与百年老字号们走到了

一起，这次相遇的背后，是后街经
济的重振与老字号的复兴。在《南
京西路后街经济战略规划》中，静
安区政府详细规划了吴江路 、铜
仁路、愚园（东）路、陕西北路等南
京西路周边约 1.8 平方公里的 11
条后街， 发展成既有个性也有不
同地域特色的业态。

陆家嘴和外滩是上海的地

标，然而想要读懂上海人的生活，
还是要回到一条条有烟火气的支

马路。支马路背后，还连着一条条
小弄堂， 他们就像这座城市的血
脉，是上海生活和文化的精髓。陕
西北路以其百年文化传承， 成为
复兴老字号的最佳选择。

修旧如故的外立面， 老建筑
的真容得以展现， 石库门特有的
红色砖墙， 落地玻璃格子窗……
陕西北路上的每一处细节， 承载
的都是城市文化和记忆， 再现的
是海派风情。

“龙凤虽然搬迁过几次， 但是
始终没有离开过南京路，这次搬到
陕西北路， 一来是配合政府规划，
二来也是龙凤自身发展的需要。”
搬到陕西北路后，龙凤旗袍的经营
面积得以扩展，同时在老字号一条
街上，也与诸多老字号品牌相互辅
助，彼此呼应，融入上海整体经济
与文化发展定位之中。

伴随着迁址， 老字号们也开
始调整战略。 门店改造了店铺形
象和展示陈列， 推出全新开发的
系列产品和私人定制等体验服

务，在服务、产品和内涵上不断提
升。当下，静安全区约有 45%的老
字号品牌开始发展电子商务 。静
安区还探索区域老字号抱团进行

线上线下营销传播， 例如组团入
驻第三方电商平台，依托微博、微
信等平台加快老字号品牌文化传

播，探索开展事件营销、话题营销
模式。

变的是发展方向， 不变的是
文化和技艺的守护。 “明年我就退
休了， 这些年轻人的手艺都可以
独当一面啦。 ”焦义刚很欣慰，百
年历史风云， 就在这一针一线中
缝制。

一条陕西北路， 是百年老字
号的成长路， 更是一座城市传统
制造业的复兴之路。

70年前，陈毅大军解放上

海时，交到人民政权手

中的，除了一座摩登的国际大

都会，还有沉淀深厚的“上海制

造”。那些年，上海的制造业撑

起了新中国工业的半边天，上

海出品的服装鞋帽手表，就是

时髦、洋气、精致、优雅的代名

词。

陕西北路：百年老字号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