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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与老百姓的关系! 就像水和舟"

老字号因老百姓口口相传而逐渐兴盛!也会

因为老百姓用脚投票而走向衰弱"老字号要

重振雄风!关键还在于老百姓认可"

不论是哪里的老字号!不管是从事什么

行业的老字号! 其共同点就是诚信经营!绝

不弄虚作假!深得百姓青睐" 让老百姓消费

得开心又放心!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就是这样

被擦亮的"这种#老$的生命力可谓是生生不

息% 然而!现在有些&老字号$因为种种原因

而仅仅关注了&新$!要新模式'新产品!忘记

了自己为百姓服务的&初心$!因而逐渐被市

场所淘汰"

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老字号遇到一些

挑战'碰到一些困难是很正常的!只要始终

不忘老百姓!赢得老百姓的口碑!困难总会

过去!&金字招牌$也一定会重新闪闪发光"

闻香识梅家 知味聚名流
梅龙镇深耕沪上 !"年不忘初心服务百姓

本报记者 方翔

“明年，梅龙镇酒家就将迎来80岁生日，我们朝着‘百年老
店’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梅龙镇酒家总经理熊佳俊说，“梅龙
镇不仅要成为声名显赫的‘老字号’，更要成为一家百姓饭店，为
普通百姓服务。”

! ! ! !“许多人都看过电影《春风得意梅龙镇》。
电影中有关梅龙镇的故事，存在不少‘戏说’
的成分，但梅龙镇与文艺界的渊源却是非常
深。”熊经理介绍，“‘梅龙镇’的名字出自一出
古典京剧《游龙戏凤》。其中，明代正德皇帝微
服私访山西大同梅龙镇时，途经‘梅龙镇酒
肆’，与村姑李凤姐留下了一段轶事。”

据介绍，!"#$年春，两位京剧迷合伙在
威海路上开出一爿酒家，为图吉利，店名独
取雅致的“梅龙镇”，主要经营淮扬小吃。
%"&%年，&''多位左翼文化界、演艺界人士
集资盘进了行将倒闭的梅龙镇酒家，由演艺
界爱国人士吴湄女士任经理。!"&(年，因威

海路房屋租赁期满，梅龙镇酒家迁至南京西
路 %'$%弄 ((号现址。搬迁后，著名书画家
白蕉题写“梅龙镇”三字。白蕉还书写中堂一
幅，挂于店内)“天下无难事，也无易事；人生
有苦事，方有乐事。”精辟的人生哲理，令人
过目难忘。
此后，梅龙镇酒家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和

文艺界进步人士的重要活动场所。周扬、夏
衍、吴纫之、田汉、于伶、洪深、赵朴初等常在
此秘密商谈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郑君里、
白杨等一批从重庆归来的进步人士，与留沪
的同行曾在此举行会师宴。上海越剧界著名
的“十姐妹”在此举行过轰动上海的结拜仪

式，一时间，酒家享有“高堂尽鸿儒，过往皆
骚客”之美誉。

%"*$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在梅龙镇酒
家设宴款待上海冶金系统的专家和劳模。
“文革”期间，梅龙镇酒家曾一度改名为“立
群饭店”，只供应三四角的大锅菜。改革开放
之后，梅龙镇酒家重新焕发了光彩。著名书
画大师刘海粟为酒家题字，并由唐云、朱屺
瞻、王个簃、颜梅华、曹简楼、王明明等名家
补壁，重塑“梅龙镇酒家”金字招牌。除此之
外，餐厅还邀请了舞美设计大师苏石风来
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布局设计。装修后的
梅龙镇酒家，门前青龙楼牌、拱阶扶栏，店内
廊回室转、画栋叠梁，厅里彩屏高挂、宫灯悬
垂，墙上壁画浮雕、名家墨宝，显得古意回
荡，满楼幽香。每一件物件都见证了梅龙镇
的成长。

! ! ! !梅龙镇酒家之所以享有盛誉，除了深厚
的文化底蕴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烹饪中选
料精细，操作考究，质量稳定，既保持川菜
“百菜百味，一菜一格”的特色，又能根据上
海人口味进行改良。
“我们的菜肴以川菜扬点为本，博采众

长，兼收并蓄，自成一格，形成了以‘香嫩滑
爽+清鲜醇浓’为主要特征的‘梅家菜’，推出
了 (,'多款传统创新菜点。”熊经理说，“脍
炙人口的名菜有干烧明虾、水晶虾仁、生爆
鳝背、富贵鱼镶面、三虾豆腐等。梅龙镇酒家
素以继承发扬中华烹饪之真谛为本，不因趋
附潮流而变其宗，然而又兼收并蓄，不断出
新，在传承发扬之中显露‘梅家菜’之火候真
功，从而为梅龙镇酒家赢得了‘闻香留步名
酒家，知味停车梅龙镇’的美誉。”
在熊经理看来，梅龙镇最大的财富就是

其代代相传的大厨，“梅龙镇的第一代川菜

泰斗是沈子芳大师，他的徒弟则是国家高级
技师徐正才，现在的包国京大师，则是‘梅家
菜’第三代传人，他的徒弟周晓敏大师，现在
已经成为了第四代传人，正是这样清晰的脉
络，造就了梅龙镇独一无二的口味。”
“尤其是我们的包大师，可以讲是我们

烹饪界的‘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当年曾经上门给巴金做过饭，他的故事很
多。”熊经理说。
“其实，名人们喜欢吃的，大都也是家

常菜。”包国京说，“像巴金先生、刘海粟先
生、唐云先生等，吃‘梅家菜’时，必点的一
道就是回锅肉夹饼，别看是一道各家饭店
都有的家常菜，我们的回锅肉可是放入郫
县豆瓣酱，成盘的回锅肉宛若灯盏，微微打
卷，用薄饼包着回锅肉一同入口，薄饼柔
软，回锅肉香气四溢，辣度适中；富贵鱼镶
面是道中国名菜，出锅时鱼肚很挺、形状完

整，鱼肉配上盖料，香辣但又不呛喉，佐一
筷子面条小菜，后味依旧浓郁；水晶虾仁，
透过虾仁，可以看出盘子上干干净净，没有
任何拖泥带水的酱汁，虾仁依旧弹牙、清
爽，留下满嘴鲜香。”

%""-年+ 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应邀访
华，其间在梅龙镇酒家用餐时，宴罢喜形于
色，称“梅家菜”是最好的中国菜；%"$$ 年，
梅龙镇酒家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年，
梅龙镇酒家跻身全国饮食业 *'强之列，其
中利润率位居全国第一；%"". 年上海在市
公关协会组织的“驻沪海外人士看上海”一
项问卷调查评选活动中，梅龙镇酒家是全
市唯一一家被评为“最喜欢的上海餐馆”；
/''.年，梅龙镇酒家被全国酒家酒店评定
委员会评为国家特级酒家；/''-年，梅龙镇
酒家被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推荐为
“上海名牌”；/''$年，梅龙镇酒家经中国饭
店业领袖峰会组织委员会评选及审议通
过，入选“/''-0/''$ 年度中国百佳餐饮品
牌”，荣膺“全国十佳中华老字号餐饮品牌”
殊荣。

! ! ! !“早些年，梅龙镇曾经一度以涉
外旅游作为自己的经营策略，那个时
候晚上的饭桌上，大都是洋面孔，大
概在 /''$年金融危机时，我们感到
这样的路走不下去了，唯有挖掘内
需，适应普通百姓消费，才能让梅龙
镇重振辉煌。”熊经理说。
不少久居海外的上海人，回乡之

后总要到梅龙镇寻找记忆中的味道；
而对生长在上海、生活在上海的人来
说，梅龙镇往往是见证他们人生许多
重要时刻的场所。据熊经理介绍，在
梅龙镇常常可以看到爷爷奶奶结婚
在这里，儿女结婚也在此，现在第三
代的满月酒也会放在这里，“上世纪
$'年代，在我们这里结婚办酒水是
件十分体面的事情，当时一桌喜酒的
价钱大概在 &'元左右，相当于一个
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少在梅龙
镇吃过喜酒的人还清晰地记得，阿拉自制的桔
子水要比如今现榨的橙汁强多了。”
“现在不少酒店都是将海鲜、鲍鱼作为自己

的主打菜，这些菜的利润是高，但是不适合梅龙
镇。”熊经理说，“当年周总理曾经对于‘酱爆茄
子’赞不绝口，他说，‘你们用普通的原料烧成这
么好的菜肴，将来生意肯定做不完。’这句话对
于今天的我们触动依然很大。我们根据市场实
际情况，及时调整了菜单，特别是加大了像回锅
肉、酱爆茄子这些既适应百姓消费又体现海派
川菜特色的菜肴比例，同时还推出了‘平价酒
水’，尽量让利于普通消费者。应该说，这两年我
们的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今年的年夜饭营业额
以及一月份的营业额都创了新高，我们的年夜
饭已经订到了 /'%"年。”
“做百姓饭店也要有特色，私人订制宴就是

梅龙镇的一大特点。”熊经理说，“我们的周晓敏
大师推出的私人订制宴中，许多都是外面看不
到的特色菜、功夫菜，像龙园豆腐就是我们的特
色菜。这道菜原名龙眼虾仁豆腐，说起‘龙园豆
腐’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小故事：在 %"&*

年的某天，文艺界几位知名人士来酒家龙凤厅
聚餐，当此菜上桌时，大家食趣被引发，认为此
菜原料讲究，色泽鲜艳，清香扑鼻，一致认为只
有到梅龙镇龙凤厅里才能品尝到此菜，故称为
龙园豆腐。在私人订制宴中，许多都是需要事先
加工数小时的菜肴，像川菜的经典菜———开水
白菜，看上去只有一道清水浮着一棵白菜，但为
了准备高汤需要八个小时的熬制，这些‘吃功
夫’的菜不仅体现了梅龙镇酒家的实力，也是一
家百年老店在传承中华美食传统上所应承担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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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家大厨包国京和熊经理探讨家常菜如何更有海派味 " 大厨们严格执行&现点现炒'一菜一炒$的规定!让顾客吃到可口的招牌菜 本版摄影 种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