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隨春晚打卡長安千年美食 西安老字號受熱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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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能帶來好運的「魚化龍」金手
鐲，充滿 Ins風（社交媒體上的潮流風
格）的金項鏈，還有直接命名為「有
錢花」的金手鏈，春節期間走入老字
號老廟黃金位於豫園的景容樓店，映
入眼簾的都是國潮範兒十足的年輕化
產品。櫃枱上擠滿了正在挑選黃金飾
品的消費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
「90後」。近年來，大量年輕人開始
迷戀上黃金飾品，款式時尚、國潮系
列及帶有好運寓意的金飾品，成為年
輕人爭相購買的爆款。在抖音、微
博、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往往都是
年輕人在「晒金」，從「金首飾疊戴
搭配」到「本命年好運系列」，這些
年輕的消費者晒出的金飾，很多都是
老字號創新後的產品。
老廟黃金景容樓終端負責人陳夢逸
在店內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今年
店內的「富富有餘」系列頗受年輕人
的歡迎，這些產品採用了簡練靈動的
設計語言，將「魚化龍」的傳說表達
在金飾上，不僅寓意了好運文化，更
是符合當下最流行的國潮風格。香港
文匯報記者看到，這些金飾上的「魚
化龍」大多採用簡約的線條進行表
達，既能看出是魚的圖案，又非常時
尚。特別是一組名為「有錢花」的產
品，好多年輕人一聽名字就願意買
單，「有錢花」的金飾結合中國傳統
文化中象徵好運的「錦鯉」與西方文
化中預示幸運的「四葉草」，中西合
璧，有又連年有餘、財運不斷的祝
願。

設計新穎打破傳統 展獨特個性風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後又採訪了邊上
正在挑選手鐲的兩名年輕的女生，她
們直誇老廟黃金的產品都很「 Ins
風」。其中一名消費者表示：「我媽媽一輩買的金
飾，多為祥雲、龍鳳等傳統圖案，但現在的老字號
的金飾品都很新穎，滿滿的時尚感和高級感，帶出
去很有面子，過年一定要添置幾件。」
另外，老廟黃金的婚嫁產品裏，也出現了更現代
的設計，特別是一款婚嫁項鏈採用了AB鏈，即由
兩種不同設計的項鏈結合而成，不對稱的設計打破
了傳統單一的風格，展現出獨特的個性和風格。陳
夢逸還表示，年輕人喜歡購買的金飾中，還有很多
5G黃金工藝，因為這些黃金首飾具有高硬度和高
韌性，設計師們可以更加放心大膽地設計出更多款
式，也一改黃金土俗、厚重等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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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在金店內選購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現在
天津古文化街上到處都能找到新鮮感。」市民莊女
士說，老字號耳朵眼炸糕，除了傳統的豆沙餡，還
推出了香芋、黑芝麻等口味，客人們排着長長的隊
伍，為的就是嘗一口鮮。百年洋味起士林，除了傳
統的糕點，還推出了各種新式花樣巧克力、牛乳
糖，讓「老字號」重新走進年輕人的生活。
隨着2024龍年新年的到來，位於天津市南開

區的古文化街遊人如織，喜氣洋洋，充滿了濃濃
的民俗年味兒。這條百年老街上，老字號、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目不暇接，為了吸引更多的年輕
消費者，十八街麻花、楊柳青畫社等天津傳統老
字號紛紛推出新品。在桂發祥古文化街店，香港
文匯報記者看到不僅麻花種類繁多，「小八
件」、鮮花餅、方便裝鍋巴菜等點心小吃和元宵
等傳統節令食品，擺滿了貨架。

保留傳統韻味 增添現代感
「我們不滿足於做強麻花這個明星產品，更借

助品牌延伸開發中西糕點、休閒食品、節令食品
等100多個品種。」 桂發祥品牌總監徐燕青說，
為了滿足年輕消費者的口味和消費習慣，我們在
保持傳統工藝的基礎上，推出了多種新口味和新
包裝設計。這些新口味結合了現代人對健康和營
養的追求，如低糖、無添加等概念，同時在包裝
設計上融入了更多時尚元素，使其既保留了傳統
韻味，又增添了現代感。
據了解，天津有豐富的老字號資源，現有72

家中華老字號、183家津門老字號正在通過組
團、跨界、聯名開闢新賽道。走進位於天津古文
化街的楊柳青畫店內，不少年輕人諮詢着「數字
藏品」如何購買，年輕的情侶在試背印有「年畫
娃娃」的帆布包。「提起存續400多年的天津楊
柳青木版年畫，懷抱紅鯉魚的胖娃娃形象就會浮
現眼前。但長期以來，因產品單一、實用性不
足，楊柳青年畫難以激活新的消費群體。」天津
楊柳青畫社社長劉岳說。

新技術應用激活新消費群體
「憑借新技術應用與文創產品火爆，我們的銷

售額明顯提升。」劉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依
託經數十年搶救性保護收集到的6,000多塊古
版、2萬多張年畫，開發出了一批能夠「全年走
進百姓家」的文創產品，將記憶中的「胖娃娃」
等經典元素印製在杯子、絲巾、掛件、瓷瓶上，
用吉祥的寓意引領新國潮。「我們將繼續加快創
新發展，拓展更大市場，打造新時代的『新形
象』，在煥發非遺活力上繼續發力。」

津門百年老字號 跨界開闢新賽道

「其實對於我而言，過去一直很排斥老字
號，覺得它就是一塊招牌而已，而這次

在西安，卻徹底改變了我。」 對於來自湖南長
沙的遊客李莜冉而言，從除夕夜看着「李白」
踏入長安城那一刻開始，她就有了一種「夢回
唐朝」的衝動。大年初三，當李莜冉終於站在
大唐不夜城之時，讓她驚喜的除了滿目的流光
溢彩，還有驚艷的美食。

穿唐裝品佳餚成風尚
據介紹，西安作為十三朝古都，在漫長的歷

史變遷與歲月更迭中孕育了獨特的舌尖味道。
特別是隨着去年首屆中國——中亞峰會「本地
酒、家鄉菜」的火爆出圈，也讓全國更多的人
認識了西安飯莊、同盛祥、德發長這些百年老
字號。
大年初三，李莜冉中午就來到了大唐不夜
城，站在「長安街市」上，看着來來往往的唐
裝少男少女，她恍惚間有了一種夢境的錯覺。
「傍晚時分，本來想去附近的商場吃飯，但突
然間就被一個大老碗的飯莊幌子所吸引。」出
於好奇，李莜冉走進了這間號稱創建於1929年
的老字號——西安飯莊，一進門她便挪不動步
了。
「裝修和大唐不夜城的唐韻氛圍有一種很深
的契合感。」除了氛圍，讓李莜冉更感興趣的
是這裏的菜品。「雖然是百年老字號，但是它
卻精準地抓住了年輕人的心，菜品除了名稱、
製作、排盤，還有營養搭配，都很有特色。」
李莜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比如那道「長安
葫蘆雞」，除了葫蘆諧音「福祿」，代表着健
康長壽，富貴吉祥，興旺發達；相傳還是當初
由宰相韋陟進獻給唐玄宗，從此成為宮宴珍
品，幾經周轉後才流傳於民間。
「每個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味道，而西安的
味道無疑就是『唐』。」西安飯莊工作人員李
先生表示，這兩天生意特別火，很多遊客來，
都會說起《山河詩長安》的那些場景，而他們
在這些百年老字號似乎找到了這種感覺。這個

春節，在大唐不夜城穿一回唐裝、對一次唐
詩、看一場唐舞、品一次「本地菜、家鄉
酒」，成為一種新的時尚。

老字號推年夜飯到家
而和李莜冉一樣，因為這個春節而喜歡上百

年老字號的年輕人，還有西安市民王珉。作為
一名「00後」，王珉特別喜歡西方的快餐，而
對於百年老字號，總有一種「費錢費時費力」
的誤解。
春節前，由於時隔三年，家裏的很多親戚要

在初二一起聚餐，思來想去，王珉也沒找到一
處合適的就餐地，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看到
了西安飲食集團推出的「老字號年夜飯到家」
的信息，抱着試一試的心態，王珉撥通了電
話，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他們一家人便在家
享受了一頓豐盛的「國宴」。
「價格很親民，菜品卻很豐盛，也很高大

上。」王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些套餐都
是正宗陝菜，風味小吃，也都是由非遺大師主
理，傳承百年匠心。國宴葫蘆雞、陝西粉蒸
肉、水晶八寶飯、四喜丸子、紅燒魚、酥點雙
拼、時令果盤等等，一道一道滿是家的味道。

足不出戶吃國宴菜品
西安飲食集團相關人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在很多人看來，百年老字號似乎總是高高
在上，都是普通百姓平常難以消費的。「去年
中亞峰會讓陝菜國宴走紅，我們就想在這個春
節，讓國宴走進尋常百姓家，足不出戶也能吃
到國宴菜品。」這位人士同時表示，選擇在春
節這個傳統節日，也是想讓百年老字號更進一
步走近百姓，消除一些人的誤解，讓更多的人
知道，百年老字號來源於百姓，更會永遠服務
於百姓。
據悉，西安飲食集團多家百年老字號推出年

夜飯到家服務之後，很快便被訂購一空，而且
備受好評，未來他們還會推出更多的到家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

月……」今年除夕夜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西安分會場《山河詩長安》引發全國熱

議。當城門開啟，AR技術呈現的「李白」穿越千年來到大唐不夜城唐禮坊，舞龍、社

火、秦腔、美酒、美食一一登場，盡顯大唐韻味的坊市繁華。從大年初一開始，隨着

充滿「大唐煙火氣」的「長安坊市」的再度爆火，位於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眾多百年老

字號飯店，也迎來一批又一批前來打卡的遊客。

「牌匾上寫着南北涼果、海味乾

菜，百年前可能是家副食店或者餐

館。」11日，海口市中山路歷史建築

「全豐泰」前，陝西遊客安彥亭猜想

這家老字號的過往。

龍年春節，中山路所在的海口騎樓老街熱鬧非

凡，中外遊客遊覽街區，感受老海口的韻味。記

者看到，如織的人潮緩緩前進，很多遊客的手機

一直舉起，拍攝經過的每一棟建築。

海口騎樓老街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時

期。近代隨着海上貿易與航運的發展，活躍於東

南亞的華僑在海口建起混合巴洛克、文藝復興、

南洋三種風格的獨特建築。

歷經時代變遷，騎樓老街從輝煌到衰落。近年

來，海口市政府系統保護與修復老街，舊時繁華

重現。 騎樓老街曾匯集大批老字號商舖，絕大

多數牌匾直接鐫刻在建築上。經過挖掘，一家家

老字號重見天日。「『五邑會館』是顏體風格，

結構勻稱大方。『源豐隆』是隸書風格，舒展沉

穩，『陳記』二字很是飄逸。」安彥亭是書法愛

好者，他仔細端詳着每幅牌匾，「雖無書家落

款，但字體各具風采，可見當時文化之興、商貿

之盛。」

海口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

水巷口過去曾是下南洋碼頭，店舖鱗次櫛比。今

人在老建築內做起海南清補涼、椰汁咖啡等時尚

甜品生意，地道風味引遊客排隊購買。

來自新加坡的遊客陳先生注意到，有兩幢騎樓

「南興舖翅」和「柯華記」與眾不同，中文牌匾

下分別有醒目的泰文和英文。

「通過三種語言的招牌，可以想像到『南興舖

翅』店主曾經遠赴泰國闖蕩，事業成功後回鄉投

資的往事，想像到『柯華記』的店主專心修理進

口鐘錶的情形。」陳先生說，騎樓的老牌匾和新

生意，是古與今的時空連接與轉換，普通人的奮

鬥故事綿延不斷。 ◆中新社

中外遊客海口騎樓老街尋古訪今品「僑味」

◆年輕人採購桂發祥產品。 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

特稿特稿

◆西安百年老字號飯莊推出的非遺體驗吸引眾多小
朋友。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西安大唐不夜城唐食坊百年老字號飯店吸引眾多遊客。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西安大唐不夜城百年老字號菜品備受年輕人喜
愛。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