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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四川广安市民朱派宣在
城区刘家巷开了一家叫“宇宣青花椒
鱼 庄 ”的 餐 馆 。 朱 派 宣 没 有 想 到 ，
2021 年 9 月底，因为其店招有“青花
椒”三字，被比他晚两年开店的上海
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告到广安
中院。

尽管朱派宣事实上胜诉了，但他仍
然气不打一处来：“我们四川人吃青花
椒、卖青花椒几百年、几千年了，却因为
店招上有“青花椒”三字就被告上法庭，
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开青花椒鱼庄，已有10年了。”

朱派宣说。
2011年3月，朱派宣的“宇宣青花

椒鱼庄”开业，营业执照上明确注明店
名叫“宇宣青花椒鱼庄”。但2021年9
月底，上海万翠堂公司以“宇宣青花椒
鱼庄”门头牌匾、收款码、名片等处突出
使用“青花椒”字样为由，向广安中院状
告“宇宣青花椒鱼庄”侵犯其商标专用
权，要求判令“宇宣青花椒鱼庄”停止侵
权，拆除店铺门头上的“青花椒”，并赔
偿5万元。

上海万翠堂系何方“大神”？朱派
宣上网查询发现：上海万翠堂在 2013

年办理营业执照，在上海开了一家“青
花椒砂锅鱼”，2014 年以后注册了相
关商标。“‘青花椒鱼’开得比我晚，还
好意思来起诉我！”朱派宣觉得上海万
翠堂此举既好笑又气愤，于是怒怼了
对方的一切诉求。

2021年11月24日，上海万翠堂向
广安中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申请
被告赔偿1万元。朱派宣不同意。

11 月 25 日，上海万翠堂向广安中
院申请撤诉。同日，广安中院裁定：准
许上海万翠堂撤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汪仁洪

广安“宇宣青花椒鱼庄”老板：

“开得比我晚，还好意思来起诉我”

朱派宣：我开青花椒鱼庄比原告早！

▲唐女士火锅店
门头原有的“青
花椒鱼”招牌中
的“青”字已经
去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朱珠 戴竺芯朱宁 苟春

近日，成都一火锅店店主唐女士收
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她
才得知其火锅店因为店招中有“青花椒”
三字被人告了，这让唐女士苦恼不已。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唐女士的门
店，成都、遂宁、眉山等地的多家餐饮企
业也因为使用“青花椒”三字成为被告，
甚至有餐饮老板和律师私下“谈价钱”
和解，而这些案件的起诉方都指向上海
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前有“逍遥镇胡辣汤”“潼关肉夹
馍”商标诉讼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而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出面对相关行为
进行了否定，如今“青花椒”又站上风口
浪尖。

青花椒是四川有名的调味料，餐馆
店招能不能使用“青花椒”三字？上海
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又是何来
路？12月23日，记者了解到，四川多家
涉事餐饮企业老板已经自发组群准备
维权。

“青花椒鱼”两次成被告
店主糟心：卖青花椒鱼也侵权？

12 月 23 日，位于成都市青羊区
万寿四路的“重庆青花椒鱼”店已关
门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店招牌
中的“青”字已经去除，只留下“花椒
鱼”三字。

店主唐女士说，她已两次收到成都
市中院发来的传票。传票显示，上海万
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起诉唐女士经
营的店铺侵害其商标权，要求其停止侵
犯原告“青花椒”字样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行为，拆除带有原告商标的店铺门
头，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5万元。

“我们都没有想到，卖个青花椒鱼，
怎么会侵权？”唐女士觉得不可思议，四
川是青花椒的生产大省，青花椒的使用
非常普遍，自己给店铺取个名字，怎么
就惹上官司了？

2017 年，唐女士和丈夫在万寿四
路租下一间门市，开起了火锅鱼店。“吃
鱼嘛，大家都晓得青花椒鱼好吃，就这
样打了招牌。”唐女士说，前几年的经营
过程中，并未有其他经营者向他们提出
异议，直到今年11月突然收到传票。

第一次收到传票的唐女士觉得很
害怕，于是迅速拆除了门头招牌上的

“青”字。11月17日，唐女士前往法院
应诉，被法院告知原告已撤诉。然而
12月6日，唐女士再次得知，对方公司

又起诉了自己，目前法庭已立案。
这次遭遇让唐女士觉得很糟心。

“收到传票后，我瞌睡都睡不着，很焦
虑，不知道该怎么办。”让她感到疑惑的
是，为什么“青花椒”三字能注册商标？
她认为，青花椒是一个通用名称，是川
渝地区的特产，如果“青花椒”可以注
册，以此类推，那以后“回锅肉”“水果
店”是不是都不能用了？

唐女士称，因疫情影响生意本就
不好，她和家人商量后，目前已关停
了门店。

有店主接到“协商”电话
四川多家餐企联合组群维权

无独有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走访了解到，四川已经有数十家餐
饮店因为使用“青花椒”三字被告侵
权。位于成都武侯区的一家火锅店老
板吴先生说：“一些商家赔了钱，但还有
商家收到了所谓的协商电话，价格从3
万谈到1.5万。”

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万翠堂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最新申请注册的“青花
椒”商标是在今年7月21日申请的，初
审时间是 10 月 27 日，然而从 2017 年
开始，这家公司就频繁注册各种“青花
椒”商标，但多数被驳回，已经通过的大
多带有明显的图标。吴先生认为，被告
餐饮店大多数都经营了数年，被起诉侵
权根本不合理。

针对“侵权”苦恼，吴先生已经和
18 家被起诉的店主联合起来，组建了
维权群准备维权：“这明显存在恶意，大
家联合起来咨询知识产权相关专家，在
适当时间可能要反起诉，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

12月23日，记者来到吴先生的火
锅店，发现其招牌为“青花椒自助火锅
鱼”，店员告诉记者：“最近很多人过来
询问拍照，他们将这些照片发布到网
上，所以上海那家公司才找到我们把我
们告了。”

事实上，或许是由于对商标法的不
了解以及对法院立案的担忧，店员们似
乎也认为自己可能真的“侵权”了。

◀起诉方旗下“青
花椒砂锅鱼”品
牌官网显示了一
则“维权申明”。

起诉方回应：
“青花椒”商标合理合法
有权对侵犯主体提出诉讼

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万翠堂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等。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实缴
资本只有50万元，而股东却有8个，还包括
5家投资企业。其旗下的青花椒砂锅鱼品
牌官网还显示了一则“维权申明”，称“青花
椒”品牌(商标注册号:12046607)权益包括
门头形象、菜单内容、品牌名称、装修形象
等，警告“一些企业”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记者联系到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对方表示：“我们的商标合理合法，
有人侵权，我们自然采取相关的对策。”

随后，记者致电为上海万翠堂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注册“青花椒”商标的上海段
和段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其工作人员
表示，“青花椒”商标是客户申请的，由商
标局审批，相关诉讼和段和段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无关。不过该工作人员也强
调，商标已经申请通过，那就赋予商标持
有人相关的权利，也包括对其认为侵犯自
己商标权的主体提出诉讼。

那么，为什么大众普遍认知中的调料
“青花椒”能够通过审批呢？前述工作人
员称，在商标法中，只要“青花椒”不作用
于花椒这个调味料中，在其他领域就可以
形成商标，在申请上没有法律障碍。

业界声音
是否侵权看情况

针对“青花椒”到底能不能够成为商
标来起诉“侵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
行业人士。

鼎宏知识产权集团商标事业中心总监
王璐认为，“青花椒”商标是有专用权的，可
以禁止其他非权利人来使用。但是商标法
除了赋予商标专用权以外，还有一些例外
的情况，例如“青花椒”以一个花椒品种成为
一种通用名称，由此使得侵权不成立。在
这种情境下，哪怕公司拥有商标的专有权，
也不具备就该商标提起诉讼的正当理由。

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元辉则
认为，上海万翠堂“青花椒”商标能够注册
成功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商标法并不禁止通
用名称跨类别注册。因此，“青花椒”文字
如果第30类商标即调料用品等类别商品
申请注册，可能就会因属于通用名称无法
注册。但本案中上海公司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获得了第43类“青花椒”文字的多个有
效商标，该类别范围是快餐馆、饭店、餐
厅、公司食堂餐饮供应等服务，因此，若其
他企业在这个范围内使用了青花椒字样，
容易使公众产生误导的，就可能构成侵权。

店招中有“青花椒”四川数十家餐饮店成被告
起诉方为上海一公司，涉事餐饮企业老板已自发准备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