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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0 年 时 间 来 侍 弄 一 只 烤
鸭，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体验？

对全聚德集团的吴玉波师傅
而言，这个过程既非平淡如水，也
不惊心动魄。“我这个人，就是干工
作有点认真。”面对记者，吴玉波说
起自己的职业生涯反复提到的就
是“琢磨”这两个字：从鸭坯的选
用、晾制，到烤炉温度的拿捏，再到
片鸭时入刀的角度和力度⋯⋯琢
磨久了，琢磨深了，门道就琢磨出
来了。

（一）

吴玉波本来没想干烤鸭。
1975 年，刚毕业的他被分配

到全聚德前门烤鸭店实习，跟老师
傅从切肉切鱼等最基本的厨房基
本功学起。“实习的时候可没什么
门道，就是看谁更加勤学苦练。”吴
玉波告诉记者，那时候，他就喜欢
跟人“攀比”，“就是看谁能多干一
点。比如你今早上 8 点来上班了
吧 ，我 恨 不 得 明 天 7 点 50 就 要
到”。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吴玉波

在实习的时候，就能在厨房上手炒
菜，还得到了厨师长的认可。

1976 年，一年实习结束，吴玉
波 被 正 式 分 配 到 前 门 烤 鸭 店 上
班。不过，单位给他安排的任务却
是学习制作烤鸭。“其实那时我不
想去干烤鸭，不过分哪儿就在哪儿
干吧。”这一干就一直到了今天。

吴玉波回忆说，刚工作的时候，
前门烤鸭店的老前辈张文藻、蔡增
连、王东林、李兴录等师傅还在工
作。这些师傅各自的烤鸭手法技
艺不尽相同，这让他受益匪浅。

“有时候，我觉得这位师傅的
烤制动作不错，有时候又觉得那位
师傅的手法挺好，我就惦记着综合
他们的手艺，吸取经典之处。”吴玉
波告诉记者，烤鸭烤炉分为前梁和
后梁。烤鸭有一个环节叫燎裆，经
过几个步骤，烤鸭颜色基本上齐，
有时要前后梁倒换来采用不同的
炉温。有一次，他和蔡增连师傅学
习，燎完鸭子正要往后梁换时，蔡
师傅突然对他说，如客人不急着吃
鸭子，并不需要倒，用后梁也一样
成熟。而且后梁由于离后墙近，鸭

胸的颜色还会很匀。“这些技术细
节的积累对我烤鸭技术的提高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技术学习到一定程度，吴玉波
也渐渐开始发现和解决问题。“烤
鸭烧劈柴，会产生炭灰。我们在给
烤鸭上色的这个环节需要来回晃
动鸭体，鸭油滴到炭火里，就会起
烟，影响着色效果。”吴玉波几经琢
磨，想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

“我把完全燃烧的炭灰，在炭火上
盖上一层，油滴下来烟气明显减
少，鸭子烤出来油亮光鲜”。

（二）

从业多年，吴玉波曾经向领导
和同事征求意见，让自己负责烤鸭
这块工作到底行不行？答案让人
有点哭笑不得，“他们说，您就是有

点太‘事儿’了”。
“事儿”在北京方言里，有多事、

挑剔的意思。对这个回答，吴玉波
倒是十分坦然，“我不生气。这说明
我起码对这个企业负责。如果有
一天，大家都说我不‘事儿’了，对
企业来说未必就是件好事”。

几十年工作下来，吴玉波在
单 位 里 是 出 了 名 的 认 真 。 无 论
是烤鸭子还是带徒弟，甚至是搞
卫 生 ，都 认 真 到 近 乎 严 厉 的 程
度。“有人说差不多就行了，但是我
觉得差一点都说不过去。比如擦
地，一般用洗衣粉水擦一遍，地面
无水迹和油迹就行，但我还要强
调再用清水擦一遍，这样才清洁、
干涩、防滑。我觉得，年轻人就得
有认真工作的态度，如果连搞卫
生都不认真，学技术也不会精益
求精”。

在烤鸭的诸多工序之中，晾
坯是其中的关键一环。鸭坯如果
晾不干，会影响后续的烤制和片
鸭的效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吴
玉波每天上班都是第一个到店，到
店后就去晾坯间冷库查看一番。
冷库里一般装 2000 只鸭坯，标定
温度为零下 18 摄氏度。“我来了
以后，就会去看看晾坯间的空调
和风扇是不是正常开着，温度湿
度对不对。通过空调和除湿机来
控制温度和湿度，保证晾坯质量
达 到 标 准 。 晚 上 下 班 还 要 看 一
次。这要是出了问题可了不得。”
吴玉波回忆说，有一次他夜里睡觉
突然惊醒，心里怎么也想不起来
下班时晾坯间的风扇运转得怎么
样。他一骨碌爬起身，给值夜班的
同志打电话，确认无误后才踏实
睡去。

赶上忙的时候，吴玉波经常早
上 8 点就来到店里，晚上 10 点多
才会离开。有一年国庆节，店里客
人特别多。吴玉波一人烤两个炉
子 ，一 天 烤 了 将 近 300 只 烤 鸭 。
其他人都说，几乎到极限了，可吴
玉波却感觉“稀松平常”。“我们这
个技术，就是勤快。比如片鸭技
术 ，普 通 厨 师 学 两 年 肯 定 会 了 。
但是看着简单，里面也有学问。”
吴玉波告诉记者，仅就片鸭技术
而言，就有“推刀片”“拉刀片”“斜
刀片”“平刀片”“划切”等诸多刀法

技艺，“烤鸭有步法，片鸭有姿
势，这里面的东西，关键是得用
心去做。”

（三）

传承，是吴玉波很在意的话
题。他为此琢磨了许多。

为让烤鸭技术更好、更有效率
地传承下去，吴玉波广泛征求同事
们的意见，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
验，制定了一整套标准操作规范。
从鸭坯的晾制时间、温度，到烤制
时的动作、手法，乃至片鸭师的刀
法 、站 姿 ，全 都 有 具 体 的 标 准 要
求。采访时，他专门给记者提供了
他手写整理的关于烤鸭的技术规范
——“一只烤制成熟的 1500 克鸭
子，片下的鸭肉应在 500 克左右，
片下的鸭肉片不能少于 90 片，要
求片片带皮，鸭架干净整齐⋯⋯”

“我知道我很严厉。有的片鸭
师片完的鸭片薄厚大小均匀，码放
也还不错，可就是姿势难看，所以
我还是会提出意见。”吴玉波的意
见说来让人咋舌，“我们的标准专
门要求，片鸭师站姿双脚不能过
肩，站成横一字步，身体离片鸭车
或片鸭台远近保持在 10 厘米。”吴
玉波表示，对这个要求，片鸭师多
是半接受半不接受的状态，但他看
来却是很有必要，“要让顾客感受
到老字号的独特魅力，不仅要有美
食，同时也要让顾客有一个全方位
的体会”。

这种要求多少也反映出吴玉
波对技术的想法：一方面，标准化
的技术设定有利于口味的稳定，也
便于技术的传承；另一方面，老字
号之所以是老字号，多少有一些特
殊的底蕴和文化传承。“如果有一
天技术发展到这边是鸭坯进去，那
边出来就片好装盘了，那虽然也叫
烤鸭，但跟历史文化就没关系了，
也就不是全聚德了”。

150 年来，全聚德的烤鸭师们
一代代的传承，把这种代表北京地
域 特 色 的 美 食 推 广 到 了 世 界 各
地。同时，全聚德也形成了一个鲜
明的传承特征，像吴玉波这样的烤
鸭技师，每一代都会有几个突出的
人物，成为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集
体传承的代表。

走进“爱是咖啡店”，处处透着精
致用心。最显眼的是一面墙上，写满
了爱是⋯⋯其中一句是，“爱是永不止
息”。这里是爱是餐饮科技公司的第
一个项目，一家在北京 CBD 开业不
久、以品质生活为主题的咖啡馆。

徐若侃，北京爱是餐饮科技有限
公司 CEO，一位笑称自己一直打拼在
北京 CBD的“80后”。

他曾就读于北外、清华，一毕业便
就职于世界500强企业，后又成为互联
网广告公司联合创始人⋯⋯这样一个
牛人，选择放下一切开一家咖啡店，
为什么？徐若侃说，相信消费的升级
将让喝咖啡从休闲消费向刚需消费
转变。

准确的定位、充分的准备，使得
“爱是咖啡”刚开业满一个月就收获了
不少关注。至于原因，徐若侃认为是
品质和服务。虽然店里咖啡价格不是
周围最便宜的，但顾客最多的反馈就
是“你家咖啡好喝”。

“今天早上，我们刚丢掉一包‘冠
军豆’，就是因为顾客闻完没有及时
封好，会对口感造成影响。店里提供
的蛋糕等小甜品，也都是由高端法式
甜点工作室合作供应，品质毫不含
糊。”徐若侃介绍说，店里所有的咖啡
豆都要经过严格的品控验证，从源头
上保障咖啡的口感。店里还会提供
世界各地知名庄园的冠军级别单品
咖啡豆。

口 碑 有 了 ，大 订 单 就 来 了 。 如
今，爱是咖啡已经与 CBD 周边的多
家企业实现合作配送。这不，上周
五，他们刚为一家上市企业配送了
200 多份下午茶。徐若侃说，“把客
户服务好，就是要给客户下一次继续
用你的理由”。

有品质，是做产品的第一步也是
关键的一步，但要消费类产品更具有
生命力，有文化是关键所在。

用咖啡给生活加点爱，是徐若侃
对“爱是咖啡”的品牌定位。徐若侃
说，自己最爱的是家和家人。不论在
外面多忙多累，回到家就会放松、会
安心。他也很爱“爱是咖啡”的顾客
们。以色列的老先生、韩国的小姑娘、
英国的大叔⋯⋯似乎每一位老顾客，
徐若侃都能讲出一两件他们与咖啡
店的故事。

徐若侃说，自己爱咖啡，是因为咖
啡就像人生，有甜蜜，比如爱，也有苦
涩，比如创业。

创业最难的是什么？徐若侃的体
会是：前期做好选择，后期及时调整。
定位是什么，是开一家眼下很火的众
筹咖啡店、主题店，还是一家像“爱是
咖啡”这样看似普通却以品质为核心
的咖啡店？选址在哪里？这些背后都
关系着战略以及资源的使用和匹配。

“选择是最困难的，执行总是快的。我
光做这些选择就花了 6 个月，确定之
后反而简单了”。

此 外 ，创 业 中 及 时 调 整 也 很 必
要。当初在店面设计装修过程中，由
于不可控的因素，工期被延长了好几
个月。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打击是
巨大的，甚至直接意味着现金流的断
裂。于是，徐若侃果断选择融资。幸
运的是，一周内资金就到位了，这也
得益于他在之前工作经历中积累的
信誉。

创业起步了，如何做出好品牌？
徐若侃的体会是不要急功近利，要学
会沉淀。“创业中，千万不要想一蹴而
就、一口吃个胖子。哪怕是创业失败
了也不要紧，只要在过程中做足某一
方面的尝试和积累，比如管理经验、资
源人脉等。就像爬山一样，不要一味
地只顾登顶，而是要欣赏每一个阶段
的风景。”徐若侃说，“现在，太多创业
的人都仰望马云，却忽略了 20 年前的
马云在做哪些努力”。

先难后易，是他创业的另一点体
会。徐若侃说，之所以将“爱是”定位
为一家餐饮科技公司，是因为，他的目
标是希望做中型的咖啡馆连锁。但他
不会靠纯粹的线下门店复制，而是要
靠线上线下的互动。先把不擅长、不
熟悉的实体线下打牢基础、做出品质，
然后再发展线上模式。因为自己出身
互联网传媒公司的工作经验以及合伙
人的 IT 背景，打造线上相对容易，“互
联网+”只不过是顺序的问题。

徐若侃说，现代人的品质生活方
式和科技是分不开的。科技也可以是
一杯咖啡、一束鲜花的悠闲。好的科
技是工具，可以用来提升工作效率，也
可以解放自己，让人多一份从容淡定，
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

“爱是咖啡”创始人徐若侃：

用咖啡给生活加点爱
本报记者 闫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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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琢磨，门道就出来了
——记中国全聚德集团烤鸭技术总监吴玉波

本报记者 冯其予

2014 年，赵卉洲成为 APEC
会议服装核心主创设计师之一，
她和团队设计的“新中装”，惊艳了
世界。

与 APEC 的结缘，对于赵卉洲
来说意义非凡。“在西方服装界统
领世界时尚的今天，中国服装代表
的东方气质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在 APEC，我们只是播下一颗
种子，期望其赶快发芽、成长，直至
开花。用国际化元素表达东方韵
味，这是我一生的职业追求。”赵卉
洲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每一位设计师都苛求完美，赵
卉洲尤其执着。这位娇小的女性，
好像一个“永动机”。工作室是她
每天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已经在
业内享有盛名的她，至今仍对设计
工作满怀热情。

在赵卉洲的眼里，服装不仅是
用来看的、穿的，更是用来感受的，
它是有美感、有灵气，甚至是“带有
呼吸的有生命的东西”。在工作
中，她可以为了一个扣子和团队谈
论到深夜，可以为了面料的选择打
无数电话，也可以为了纹样样式做
上百份草稿。

“坚守自己的风格，表达内心
真实的感受。这是我 20 年来一直
的坚守。一条路走到底，是不是也
是一种工匠精神？”赵卉洲幽默地
问。工匠精神，在她看来，就是匠
心独运，就是不脱离传统的创新。

从小，赵卉洲就喜欢在衣服上
弄点小特别。大学时，她在湖北美
术学院学习服装设计，对服装设计
有了更加专业的认识。1997 年，

赵卉洲南下深圳，创办了艺之卉服
装品牌，开始了和服装结缘之路。

一开始，她只是单纯地设计自
己喜欢的衣服，但是随着见识的增
长、品牌的发展，她的设计动力转
变为对东方美学的根和魂在当代
时尚体系中进行阐释与浸透。

知易行难。文化底蕴的积累、
国际化视野、传统技艺的跨界融
合⋯⋯缺一不可。二十年如一日，
赵卉洲怀抱初心，不断创新。赵卉
洲认为，“原创”对于设计师来说，
就如生命一样重要。道阻且长，但
是她并不觉辛苦，反而很快乐。

赵卉洲的设计从来没有沉重
的着色和古怪的造型，她偏爱一份
清雅：“我的服装要创造幸福感。”

创造幸福感的人，首先要自己
体会幸福，感受生活美学。在生活
中，赵卉洲追求工作家庭“一个也
不能少”。她经常定期把工作采风
和家庭旅行相结合，把工作和生活
相融合。在米兰攻读时尚管理硕
士期间，她每年都要去米兰两次。
而每次进修，她都会带上家人陪
读，这样就可以在周末和先生及一
双儿女逛逛美术馆，聊聊生活琐
事。她说，“在一个幸福满满的状
态里，我常常感受到生活美学的启
迪，灵感纷至沓来”。

赵卉洲的包里随时揣着画本
和笔，一有灵感就赶忙翻出纸笔记
下。在酒店下榻，凝望房间外面的
湖泊，水面在不同的光线里渐次变
化，这种光影的变化或许可以运用
在面料上？在花园赏花，娇弱的花
瓣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这种动静相

宜 的 线 条 或 许 可 以 运 用 在 剪 裁
上？就这样，本子上的素描，画了
擦，擦了再画⋯⋯

“我追求工作、家庭、生活等不
同维度的统一。在生活的每一刻，
我都没有走出过设计。”赵卉洲有
点不好意思地“承认”。

赵卉洲对传统和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同样执着。

对于服装设计，赵卉洲有自己
独特的方法论。要做好服装设计，
仅仅从有限的服装圈里汲取营养
是不够的，要推动本土设计的持续
突破，就必须跨界合作。时装与生
活、艺术是没有边界的。怎样才能
发挥新思维，运用跨界合作的方
式，通过服装载体来表达品牌更深
层次的文化创意？

2015 年，赵卉洲成为首位登
上米兰时装周的中国女装设计师，
这次她带去的是汉绣。汉绣最大
的优点是装饰性，但是，传统文化
也需要现代的表达，方能成为现代
生活中的美学元素。赵卉洲尤其
痴迷于此。在米兰时装周上，她用
更带有现代气息的柔和色调取代
汉绣原有的过于鲜亮的色彩，体现
出内敛的东方气质美。

这套兼具东方神韵与国际元
素的设计一举成功，这也让赵卉洲
更加坚定地关注非遗传统技法与
当代时尚设计巧思的跨域。

在一次考察中，赵卉洲接触到
了贵州苗族的绣娘。当地精致的
非遗手工制品和落后的生产生活
方式又激发出她的创新灵感，“让
非遗文化活起来，成为设计和艺术

的源泉力量”。在她看来，当地产
品之所以只局限于旅游产品和低
端复制品，并不是因为工艺不达
标，而是因为缺乏创新设计。如何
解决这个难题，让传统手工通过服
装和设计走向市场？

赵卉洲不断探索对传统手艺
进行设计转化：她把过分浓郁的色
彩变得素雅，把复杂的图案进行精
简，把苗绣、蜡版画、银饰等更多手
工技艺运用到时尚设计中，把浓缩
了东方文化的元素，用现代极简的
手法去完成，将经典纹样与高超工
艺，用非常现代、国际化的设计语

言表达，展现东方美学中的意蕴。
如今，赵卉洲与贵州的“锦绣

计划”合作，成立了深圳市妇女儿
童发展基金会·卉基金，把苗绣、银
饰等非遗传统手作符号，转化成当
下的设计力，让传统手作能够产生
自我供血功能，持续发展。

“文化是设计的根。中国设计
师的责任就是传承中国人文足迹，
做有思想、有情怀的工匠。‘设计扶
贫’需要一代设计师去共同完成，
用设计创新力带动非遗手作的发
展，是我现在的追求。”赵卉洲坚定
地说。

女装设计师赵卉洲：

向世界展示东方韵味
本报记者 祝惠春

吴玉波工作照。 本报记者 冯其予摄

赵卉洲工作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