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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人类学对老字号研究的一部新力作 
——《文化记忆视域下老字号工匠精神传承研究》  

书评 

 

张继焦 

 

我曾经给王焯研究员 2015 年出版的专著《中国“老字号”的传

承与变迁》，写过序言。这本书经过修订之后书名为《百年百号：

老字号的传承与变迁》，于 2020 年出版。 

在过去的几年里，王焯经过刻苦钻研，于 2022 年完成了一个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成果为专著《文化记忆视域下老字号工匠

精神传承研究》。因此，她再次邀请我为这部新作，写个序言。 

借着这部新专著的出版，我想谈两个方面：一个是老字号研究

中的学科性研究，另一个是老字号研究中的问题性研究。 

首先，谈一下老字号研究对企业人类学（甚至人类学）学科建

设的价值和意义。在从 2010年起的 10多年老字号研究过程中，我们

探索出来了“三个一”工作法、文化记忆理论、“四层次分析

法”、“二元社会分析法”和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等，是人类学

第四次革命的重要成果。 

“三个一”工作法包括：“一本绿皮书”，即以公开出版一本

“老字号”绿皮书（至今已出版 7 本）为目标，分年度汇集和展示

“老字号”系列研究成果；“一支队伍”，即以“老字号”研究为

抓手，建立起一支全国性的研究队伍，涵盖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

的学术人才，以及各省市“老字号”协会、“老字号”企业中的管

理人员；“一个学科”，即以“老字号”研究为抓手，推进企业人

类学的学科建设，加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建设。  

 
 张继焦，博士，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

员、研究室主任。Email：jjzhang@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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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焯的这部新专著，通过将文化记忆理论的核心框架提炼为媒

介说、类型说和模式说，并通过大量一手调研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分别与老字号工匠精神的内涵与形式、传承的动力机制和路径相对

应，提出了老字号工匠精神传承的三种形式、三个特性、三种动力

机制和三个维度的路径，这是一种文化记忆理论中国化的实证研

究。它既是老字号领域研究的一种理论创新，也是中国企业人类学

的一部新力作。  

基于老字号研究，发展出来的企业人类学“四层次分析法”包

括：微观层面，对“老字号”企业进行个案分析；第一个中观层

面，把“老字号”企业放在某个产业链、行业、价值链、供应链中

进行考察，对“老字号”企业的长寿秘笈和现代转型进行探究；第

二个中观层面，从政府、市场之外的社会性因素的角度，探究“老

字号”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宏观层面，将“老字号”企业放在政

府、市场、社会性因素等复杂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此外，还形成了

“二元社会分析法”、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等。 

概括来说，企业人类学对老字号的研究，即人类学在研究复杂

社会的复杂组织（老字号企业）中，形成了一套中西兼容、自成体

系的理论和方法，为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次，谈一下老字号研究中的问题性研究，即老字号研究的现

实选题及其意义。 

近年，国家商务部对 1128 家“中华老字号”企业经营状况的调

查显示，84%的企业处于盈利状态，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中国绝大

多数老字号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但少数老字

号企业存在创新能力不够、发展水平不高等经营问题。老字号的价

值在于“老”，创新发展的出路在“新”，体现在三大主要方面： 

第一，老字号企业必须要“触网”，在互联网时代要转变经营

模式，充分运用现代企业的“电商”经营管理方式。 

12 年前（2011 年），中国社科院老字号绿皮书课题组对广东、

北京、上海等 12 个省市的老字号企业的调查显示，老字号企业的信

息化程度普遍较低：采用“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占 20.7%、“建立

公司网站”的占 18.0%，采用“财务信息化系统”的占 16.8%。只有



中国企业人类学对老字号研究的一部新力作 

319 
 

6.8% 的“老字号”企业采用“网上销售”。最近几年，老字号企业

的信息化程度逐渐提高，“触网”的老字号企业越来越多。从去年

到今年的两年时间里，我指导一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一篇博士论

文，探讨了互联网社会与老字号企业管理变革的关系问题。我们发

现，一些老字号企业在互联网这条他们原本不占据先天优势的赛道

上，重新擦亮他们的金字招牌，努力让自己在年轻消费群体中重新

“香”起来，实现“逆生长”。 

一方面，在销售渠道上，老字号企业在京东、天猫等互联网平

台上，开旗舰店，拓展线上渠道；在营销上，老字号企业在各大社

交媒体平台，开设了账号，扩大微信推广力度和广度。另一方面，

那些互联网平台也从品牌营销、消费者运营、新品研发等各个方

面，给了老字号资源倾斜，助力老字号企业复兴，不断地增强老字

号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近些年，国潮风起，老字号企业积极找准与新时代新消

费之间的“契合点”。 

2022 年 8 月，我受邀参加了“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暨老

字号品牌发展高峰论坛”，其主题是“国潮国货，品质生活”。 

近年来，国潮国货风起云涌，老字号正在驱动国潮新消费。在

新的消费语境下，国货品牌该如何融入新消费群体，成为更多年轻

人的选择，是“老字号”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年轻消费者正成为市

场主流，是老字号企业需要重点研究和吸引的消费对象，他们代表

着消费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比如，在消费品领域，以国潮为代

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主要的文化性因素；80 后、90 后①正式

成为主力消费人群是主要的社会性因素。众多老字号品牌正在通过

产品定位、渠道拓展、营销传播等维度重塑品牌，面向 Z 世代进行

创新发展。老字号在做好传统产品的同时，需要不断推出符合年轻

消费者的新产品。 

近年来，不少年轻消费者爱上了老字号的商品，如传统食品、

传统餐饮、传统服饰、传统手工艺品等。举个例子，北京有个姑娘

近期要结婚，她想到了一家百年老字号丝绸企业，专门去定制了一

 
①“80 后”、“90 后”泛指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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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旗袍来穿。北京的这家中华老字号丝绸企业的中式服装手工制作

技艺自清末至今已经延续了 100 多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技艺风格

特点，推出高级定制服务，创新开发了新的国风套系，成为追求文

化品质年轻人喜爱的热销商品。我们可以看到，众多老字号品牌正

在国潮风口中复兴。 

第三，通过复兴老字号，增强城市竞争力。老字号作为城市历

史、文化和商业的承载体,既是城市内源性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是

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和发展老字号，不单是每个城市商务部门和老字号企业自

己的事，而且是整个城市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和各家老字号企业共同

的事。各个城市的政府和老字号企业要通力合作，鼓励有条件的街区

打造老字号特色街区，鼓励特色商圈、旅游景区和各类客运枢纽引入

老字号企业开设旗舰店或体验店，鼓励建设“老字号博物馆”，支持

老字号展览展销和文化体验活动，鼓励将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纳入

旅游路线等等。总之，每个城市要把老字号的点、线、面等各种资源

整合起来，形成这个城市发展的内源性活力和动力。 

老字号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单个老字号与单个老字号之间的竞

争，而是不同城市之间老字号群体之间的整体竞争。城市政府和老

字号企业不但要保护和发展好个别老字号成为消费新势力，而且要

使各个城市里的老字号集体转型和升级成为消费新势力：在新一轮

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不但要让各个城市的老字号整体上提升活力，

而且使之成为城市内源性发展的动力，由此增强城市竞争力。 

总之，老字号创新发展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老字号必须

要积极运用互联网经营；二是老字号在国潮国货的风口中抓住年轻

一代的新消费群体；三是把老字号作为城市内源性发展的活力和动

力，增强城市竞争力。希望这三个方面，可以成为未来几年老字号

研究的新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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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王焯这部新专著的出版，作为一位研究老字号的同行，我

谈了上述几点老字号研究和企业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感想和建议，与

全国各地的老字号研究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同行共勉。 

是为序。 

责任编校：陆思麟 

 





               

 

重现被遮蔽的文学风景 
——《晚近志怪笔记小说汇刊》前言 

 

苗怀明 

 

说到晚清以降的小说创作，人们通常会从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

说界革命谈起，并刻意强调这一时期小说的一系列变革和创新。的

确，这一时期的小说无论是内容、形式乃至传播、接受，都发生了

一系列新的变化，为此有研究者提出没有晚清就没有五四之说。应

该说，这一论断是可以成立的，但还不够完整。因为这一时期中外

交融，古今杂糅，小说发展演进的情况颇为复杂。不管在任何时

候，文学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小说而

言，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各自形

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创作传统，而且一脉相承，绵延不绝，传统

的东西不可能被人们一下放弃，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只是人们更

多关心新变的一面，对那些沿袭传统或潜在发生改变的东西，则关

注不够，甚至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或遮蔽掉。 

小说史研究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尽可能还原小说发展

演进的原貌。抓住当时显性的线索固然重要，展示那些被遗忘的文

学风景也同样重要，这有助于还原历史的原生态，更为全面深入地

把握一个时期小说的全貌。具体来说，除了小说界革命，除了白话

文运动，除了四大谴责小说，除了小说报刊，晚清以降作为守旧代

表的文言小说在这一时期是如何发展演进的，与以往有何不同，这

同样是需要加以关注的。少了这一环节，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史的

了解是不完整，也是有欠缺的。 

 
 苗怀明，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Email：mhm@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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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作品数量上看，晚清时期受新文艺思潮影响创作的小说

固然不少，那些继承笔记小说传统撰写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放在一

起也是相当可观的。据统计，仅光绪年间，各书坊就刊行了五十多

部笔记传奇作品集，民国期间共刊行文言小说集上百种，至于报刊

刊载的文言小说更是有上千篇①，加在一起的总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由此可见，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尽管新小说声势浩大，成为小说创

作的主流，但文言小说的创作并没有停止，反而表现出顽强的生命

力，形成文白并峙的文学景观。之所以如此，与其背后庞大的读者

群有关。1908 年，曾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小说行情：“就今日实际

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②这个观察是符

合当时的实际的。 

值得一提的是，新旧小说的创作并不是辨别新旧派文人的必然

标志，尽管人们很容易这样做。这一时期的不少新小说家如吴趼

人、李伯元、徐枕亚、李汉秋等皆为多面手，他们在写新小说的同

时，也在创作旧体小说。以吴趼人为例，其在文坛的名声主要来自

新小说的创作，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

冤》等，风行海内，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但同时他也撰写

《札记小说》、《我佛山人笔记》这样的笔记小说。对这一现象可

做多方面的解读，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写这样的作品更为顺手，更

接近自己所受的教育及以往的阅读体验。当然，这类作品读者多，

有着很大的市场，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他们不会公开刊布这

类作品，毕竟他们的创作是市场化的。 

这一时期，新小说有其读者，旧体小说同样有着相当庞大的读

者群。这表现在很多笔记小说被翻印，其数量并不少，比此前各个

时期都多，销路也不错。晚清以降小说的繁荣也包括旧体小说在

内，这是需要强调的，以往的研究者很少提及这一点。 

总的来看，晚清以降文言小说的创作主要有如下两种类型： 

一是对小说传统的继承，即采用传统笔法创作的小说。这在林

纾的《畏庐笔记》、《畏庐漫录》、《畏庐琐记》等作品中体现得

 
① 参见张振国《民国小说史》，凤凰出版社，2017 年，第 9 页。 
② 觉我《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余之小说观》六），《小说林》第 10期，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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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明显，这类作品采用笔记体，或记录见闻，或谈论掌故，或针

砭时弊，随兴而谈，篇幅不长，汇而成编。林纾可谓传统文化的守

望者，面对时代的变革，他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守旧立场，并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频频发声，成为一个标靶型人物。这种守旧也

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他继承的是小说创作的旧有传统。当然，其创

作完全沿袭古人的老路是不可能的，他也在进行着变革。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位守旧者，竟然翻译大量外国小说，广受欢迎，不知不觉

中成为时代的启蒙者。只不过林纾进行的变革更多限制在文学传统的

范围内，他进行的是文学演变而非文学革命，不易被察觉。 

在这类创作中，值得关注的是较为集中出现的一批《聊斋志

异》的仿作，如留仙后人的《聊斋志异外集》、饮香室主人的《新

新聊斋》、治世之逸的《新聊斋》、《后聊斋志异》、吴绮缘的

《反聊斋》、贾茗的《女聊斋志异》等。这些小说明确以《聊斋》

作为书名，一方面表明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借

助这部名著显赫的名声，便于书籍的销售。可以将这类小说的创作

看作是晚清以降作者向蒲松龄、向中国传统小说的致敬。《聊斋志

异》所讲不外鬼狐花妖，虽然在当时看来是反科学的，但并不因时

代的变革而被淘汰。即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受到严厉的批评

和指责，而一旦小说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立即与《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一起，成为中国古代

小说的经典。这就是传统文学的魅力和力量，在强调晚清以来新文

学的创新时，同样需要注意这一点，否则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认知是

存在偏颇的。 

同样向传统致敬的还有虞初小说系列，如胡怀琛编订的《虞初

近志》、姜泣群选辑的《虞初广志》、王葆心编纂的《虞初支志》

等。《虞初志》系明人陆采所编，将前人特别是唐人传奇小说汇为

一编，面世之后，广受欢迎。此后不断有人模仿这种编辑方式汇编

前人小说，如《续虞初志》、《广虞初志》、《虞初新志》、《虞

初续志》、《广虞初新志》等，形成一个颇有特色的虞初小说系

列。这一时期，这一系列再添新品，说明这类作品仍深受欢迎。对

晚清以降小说的变革固然可以唱颂歌，但不能简单地将当时继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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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创作一概视作僵化落后。这是文学发展演进的正常现象，应该

以平常心看待，少一些价值判断，多一些观察理解。 

二是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的创新。比如徐枕亚的《玉梨魂》，作

品描写了青年教师何梦霞与年轻寡妇白梨影的凄美爱情，这在题材

及思想内容上无疑是个创新。尽管中国古代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品很

多，但还没有写寡妇之爱的作品，比如《红楼梦》中的李纨就是一

位年轻的寡妇，作者写到贾宝玉、秦钟、智能儿、司棋、小红等人

的爱情，但绝不涉及她的情事，而是将其塑造成一位心如死灰，终

身守节的贞女。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寡妇恋爱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

情，是绝对禁止的。在明清时期，这可以说是小说的一个禁区，没

有人敢触及这一禁区。到晚清民国时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徐枕

亚不仅触及这一问题，而且予以正面描写，这是需要勇气的，具有

鲜明的时代色彩。且这部小说的文句骈散相间，语辞华美，与此前

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代表着小说的创新。与徐枕亚《玉梨魂》

相映成趣的还有苏曼殊的《端鸿零雁记》，这部小说正面描写了一

位僧侣的爱情，这在题材及写法上也是一个突破。此前的小说往往

将涉足情爱的僧人丑化，塑造成十恶不赦的淫僧，如《水浒传》中

的裴如海，“三言”、“二拍”中也有不少类似的描写，透出一种

恶趣。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晚清时期的小说界革命中，文言小说并

没有缺席，也在发生着改变。 

晚清以降，时代发生巨变，西方思想特别是科学思想及文艺思

想的传入，对中国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志怪类小说而

言，科学思想的接受使这类题材作品的写作发生重要改变。此前干

宝撰写《搜神记》固然是小说创作，但其目的却在“明神道之不

诬”①。其后的作者在此方面态度含糊，对鬼神在信与不信之间，像

纪昀写《阅微草堂笔记》以神道设教这般清醒的人并不多，正如鲁

迅所言：“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

得不以神道设教。”②到了这一时期，人们逐渐接受科学启蒙，志怪

 
①【晋】干宝《搜神记序》，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第 19 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

第 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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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写作摆脱迷信思想，其中的鬼神等超自然描写逐渐演变成为

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学创作手法，这类小说的文艺性反倒由此增强。

文言小说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没有新小说那

样激进，那样引人注目。如果说新小说反映的是引领文学潮流者的

理念，文言小说则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学创作的共同进步，当然步伐

会相对稳健一些。 

除了题材内容、思想内涵，晚清以降文言小说的文本形态也发

生了较大变化，比如出现一批采用骈体创作的作品，此前骈体类的

小说只有《游仙窟》等少数几种，这一时期的作者则有意采用，形

成一个文学现象；再比如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有长篇化的倾向。就

传统而言，文言小说大多篇幅短小，长篇仅有《蟫史》、《燕山外

史》等，数量极少，到了这一时期则出现了长篇化的趋势。特别是

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不仅长篇化，而且使用第一人称，个性

鲜明，抒情性强，与以往的文言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上述这些带

有探索色彩的文学创作表明，随着文化语境的改变，文言小说与白

话小说一样，也在顺应时代，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文言受到指责乃至被废除戛然而止。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此前此后的文言小说创作有着较为明显的

差异。 

这一时期围绕着文言小说的种种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发

展演进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果没有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

以废除文言为口号的文学革命，依靠文学自身的演变机制，能否完

成中国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答案应该说是肯定的，至于时

间，肯定要大大延迟，过程会比较漫长。文言的被废除有其必然

性，但也有偶然性，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有一个事实摆在那

里，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借助官府的力量废除文言之后，文言小

说的创作尽管被边缘化，却并没有停止，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间，不

断有新作刊行面世，由此可见旧体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这些旧体小说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自身具有文学价值，从中

可见中国小说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其中有不少作品有着很高的文

学水准，此外还具有认识价值，从中可见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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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这些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异常丰富多元的世界，是晚清

到民国时期的浮世绘，中与外、新与旧，就这样错综地交织在一

起，通过这个作品，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通

过旧体小说看到的世界与新式小说所展现的时代风景有着很大的差

异，这是其价值所在，而且是不可取代的。 

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与不断深入，人们对晚清小说的

认知与阿英撰写《晚清小说史》的时候大为不同，与上个世纪八九

十年重启近代文学研究的时候也不一样，进入新世纪后，晚清到民

国时期的旧体文学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逐渐成为近年来一个

新的学术热点。相比之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章回小说受到较多关

注，文言小说则仍是一个较为冷门的领域，相关著作只有张振国的

《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民国文言小说史》、吴礼权的

《清末民初笔记小说史》、郭战涛的《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等为

数不多的几部。之所以如此，与学界的不够重视有关，也受限于文献

资料的缺乏。大量的作品在当时刊布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版过，分散

于各类报刊中，分藏于各个图书馆里，即便是有心研究，也有种种不

便。总的来说，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可供开拓。 

在此情况下，有必要从文献的搜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开始，将

这一时期的旧体小说汇编出版，为研究者集中提供一批以往被忽视

的重要文献，推动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振良主编的《晚近志怪笔记

小说汇刊》就是这样一部顺应学术需求而编印的大型旧体小说丛

刊，该书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七十多种志怪笔记小说汇为一编，在

同类书籍中是规模最大的一部。这七十多部作品集中展示了晚清到

民国旧体小说创作的风貌，为我们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小说史的别样

风景，这样的风景自有其动人之处，长期以来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

了。全书所收作品有些人们较为熟悉，比如林纾的《畏庐笔记》、

《畏庐漫录》、《畏庐琐记》、徐枕亚的《枕亚浪墨》等，但更多的

则是人们不大熟悉甚至可以说是颇为陌生的，而且其中不少作品现在

已很难看到。晚清民国时期虽然距离现在不远，但很多书籍印量很

小，流布不广，研读使用并不方便，由此可见该书的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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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振良兄多年以来致力于各类文史文献特别是天津文史及

古代小说文献的挖掘整理，成就卓著，在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方

面，先后编印《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民国红学要籍汇

刊》、《民国时期小说研究稀见资料集成》等大型小说文献丛刊，

造福学界。这次再次出山，推出《晚近志怪笔记小说汇刊》，可谓

功德无量。 

总之，《晚近志怪笔记小说汇刊》的出版为研究者的阅读研究

提供了很大便利，对晚清到民国旧体小说的研究无疑会产生积极的

推动作用。期待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关注并投入这一领域，推出更多

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校：陆思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