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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的“华”
时间回到30年前。1991年12月26

日，青岛华联商厦开业了。第一家万米商
厦，第一个有自动扶梯的商场，第一个有
娱乐功能的商厦……如果说这些名号是
华联的光环，那一天它确实站在了舞台的
中央。
“华联全称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业联合大厦。‘华’字，代表的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宋本平的一番话，道出了华联名
字的渊源，关于它的解读有一段特殊的历
史背景。
1989年12月26日，在天津召开的全

国华联商厦集团成立大会，标志着“华联
商厦”的诞生。当时的商业部出资1 . 5亿
元，分别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支持和帮
助地方政府筹建华联商厦。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青岛华联商厦自1989年11月14
日破土动工，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历
时两年完工。青岛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于1991年5月23日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登记成立。
宋本平等第一批创始人是在开业前

半年多入驻华联的。“那时候华联的主体
建筑刚刚完工，还没装修好。基本就是个
大骨架，楼梯是砖块的，还没抹上水泥。”
这时入驻的创始人基本都是楼层经

理，提前入驻是为了招商引资，为商场铺
设商品。
“筹备阶段，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
宋本平等人先后前往上海、广州等地的华
联商厦，边学习边采购。“当时为了赶在开
业之前把商品铺满，我们经常连续出差
40多天，半年多时间走遍了好几个省份，
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全国的华联商厦基
本都是这样的招商方式，有好的货源大家
内部互通信息，资源共享。”
借助华联商厦集团内部的资源优势，

宋本平经营管理的商厦一层以生熟食品、
百货化妆等快速消费品为主，创下了多个
第一：第一个食品自选购物区，第一个化
妆品品牌专柜销售，第一个国外名酒专
柜，第一个进口百货商品专柜……由于靠
近火车站的地理优势，本地干海鲜也是一
楼的畅销品，旅游旺季里海米、虾皮等商
品一天的销售额就达二三十万元。

曾经的流量担当
“开业当天，我们预计营业额能达到
200万元，但是没想到竟然超过300万元。
开业百余天，营业额更是破了亿。”在宋本
平的回忆里，当时的华联商厦是名副其实
的流量担当。
1992年，中国旅游购物节青岛地区

主会场就设在这里。也是在这一年，华联
商厦荣获“全国百家最大规模零售商店”，
跻身山东省十大商厦行列。在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的年代，青岛华联不但充分
发挥了它流量体质“吸金”的作用，还引领
了时尚风潮。
华联商厦是山东省第一家有礼仪小

姐的商场。身穿黄色礼服、头戴精致的礼
帽，举止优雅，身材高挑，眼睛笑成月牙儿
的礼仪小姐们自成一道旖旎的风景线。
“商场设礼仪小姐，在当时的青岛也是很
轰动的，这是借鉴的大连华联等地的做
法。”宋本平回忆，当时的礼仪小姐选拔非
常严格，从报名的几千人中才选出二十几
名佼佼者。礼仪小姐经过严格的培训才能
上岗，主要是迎宾和导购的工作，站在电
梯口维持秩序。
开业后的华联一度是青岛的时尚地

标，也是结婚谈恋爱的年轻人必须打卡的
“网红地”。当时一部热剧《站直了，别趴
下》的拍摄就选景在华联。“商场上午9点
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次商场下班后，几
十号群众演员呼啦啦地就进来了，有人扮
演营业员，有人扮演买东西的顾客。剧组
都是在晚上进来拍摄的，一直拍到天亮，
差不多拍了一周左右。”宋本平还记得华
联的很多同事也加入了群众演员，有了人
生中一次难忘的“触电”体验。
“穿在华联，美在华联”是当时华联的
一句广告语。一位曾在华联二楼服饰楼层
工作的老员工回忆，华联开业之前，青岛
其他商场的服饰以经营青岛本地服装品
牌为主，华联首次大规模引进外地服装品
牌，北上广、天津等地的时尚潮牌纷纷进
驻，新颖的款式让人耳目一新，受到时尚
女士们的追捧。

商场里开直播间
华联的自动扶梯只运行到4楼，上5

楼是没有扶梯的。没有扶梯的楼层，客流
量明显冷清。筹备之初，华联的领导决策
层对5楼定位是展销场地。开业前的10月
份，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经担任华联5
楼楼层经理的刘炳军大胆提出了自己的
异议：展销场地流动性大，对顾客没有黏

性。随后，他又提出了自己对于5楼的发
展设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
定位为精品商场，以经营皮具、皮衣、羊绒
衫、工艺品、高档家具等为主。
经过两天的会议讨论，领导同意了刘

炳军的提议。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刘
炳军发挥自己常年跑广州货源的优势，把
皮尔卡丹、老人头、金利来等高档箱包引入
华联，并引进了当时比较火的聚酯家具。
为了吸引客流，刘炳军和同事们还策

划了很多有创意的活动。比如在5楼搭建
了一个玻璃房子，里面陈列一些名表，曾
经还展出了一块价值30多万元的劳力
士。当时市民的月工资普遍就几百元，30
多万元的手表算得上天价的奢侈品了，很
多人赶来只为一睹它的风采。
1993年，华联商厦在5楼引进了刘晓

庆时装展示专卖会，开业当天，刘晓庆现
身华联剪彩，在岛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同一年，华联与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在5
楼开设新闻直播间，直播间是一个透明的
玻璃房子，每天有主持人在里面直播半小
时的经济新闻，主持人如何工作，如何调
用设备，这个小创意吸引了很多好奇市民
们前来围观。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经济觉醒的年代

里，华联开始了对前路第一步的摸索和探
讨。为了迎合时代的角逐，商业营销模式
如何创新，“流量担当”肩负了领路人的角
色。

最后的贡献
从 1991年 5月 23日注册成立，到

2021年5月22日闭店，青岛华联商厦整
整走过30个春秋。
近年来，商业风云迭起，城市多点开

花，老牌商业的洗牌进一步加速，华联昔
日风光不再。甚至对于很多新市民来说，
“华联”可能都是个陌生词。时代倏忽万
变，青岛华联就此谢幕。
辞旧得以迎新，继往方能开来。30年

前它昂首起身，为青岛打开一扇迎接改革
开放东风的窗口；如今它褪去风采，为“出
了火车站，一眼看到海”做出最后的贡献。
起身俯身，皆为担当。
随着华联商厦的拆除，青岛湾的规划

设计方案正在广泛征集中。该项目是青岛
市历史城区保护更新的重要项目之一，
“一广场两路三片区N个街区里院”整体
布局中，“一广场”即火车站前滨海广场项
目。市南区历史城区保护发展局相关项目
负责人尹英桥，对未来的规划如数家珍，
“目前青岛湾的规划发展是朝着地下空间
利用为主，给周边区域缓解停车问题。”火
车站前滨海广场远期将跟前海的地下隧道
相连接，城市更新的思路带动周围整个区
域的发展，实际上它是有深层次含义的。
在沿海三座大楼原址上建设的青岛

湾广场，不仅为沿海视线“留白”，让人们
一眼看见大海，还以一“点”之力为老城复
兴更新规划空间，为中山路北部发展留客
引流，为新兴网红业态助燃烟火。

青岛火车站是全国独
一无二的最靠近大海的主
城区火车站，距青岛湾直
线距离仅300米。从2020
年10月开始，青岛市市南
区开始对火车站临海一侧
的三栋高楼进行拆除。国
风大酒店、海润大厦拆除
工程已经完工，华联商厦
也将在今年完成拆除。游
客们一出火车站就能看见
大海，即将兴建的火车站
前滨海广场规划也提上了
日程。而华联商厦，作为改
革开放初期青岛最火的
“老网红”商场，它的故事
颇为传奇。

拆除中的华联商厦。 半岛全媒体记者 何毅 华联商厦刚开业时的礼仪小姐。 逄淑才供图 市民保存的华联商厦老发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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