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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 朱宁上海报道

因为店招中含“青花椒”字样，四川
多家餐馆老板成了被告！原告上海万翠
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万翠堂）
认为，这些餐馆涉嫌侵害其商标权。该
事件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报道后，原
告上海万翠堂被质疑涉嫌“碰瓷诉讼”、
恶意诉讼。

12月25日下午，记者采访了上海万
翠堂董事长左正飞。他就此回应称，所
有诉讼均系第三方——正尚律和（北京）
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正尚律和）
发起，并非上海万翠堂本意。维权过程
中，正尚律和已完全歪曲公司正当维权、
保护品牌的初心。

“我们已责令正尚律和撤回全部诉
讼，并停止与其合作，以及保留追究其责
任的权利。”左正飞说，“我想通过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向四川父老乡亲诚挚道
歉，青花椒本来就是川渝地区的东西，

‘青花椒’三个字大家都可以用。也希望
和大家一起，把这道菜继续做好！”

万翠堂是家什么公司？
上海有两家鱼店厨师全来自四川

连日来，四川成都、遂宁、眉山等地多
家餐饮企业因店名含“青花椒”，老板成了
被告。原告上海万翠堂认为，这些餐馆因
店招含“青花椒”字样侵害其商标权。

12月24日晚7点，记者来到位于上
海市徐汇区乐业创意园的万翠堂总部，
看到其荣誉陈列处有多块奖牌与四川有
关。其中，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在2018
年 3 月授予其年度校企合作先进单位，
四川新东方烹饪学院在 2018 年 7 月授
予其毕业季暨校园人才双选会金牌合作
单位。万翠堂总部一名员工告诉记者，
已关注到网上有关信息，但作为普通员
工不便发声，将把信息转达给董事长。

12月25日，记者又来到位于上海市
徐汇区光启城的“青花椒秘制烤鱼”店，
大堂经理介绍，该店与“青花椒砂锅鱼”
是同一公司经营，“我们的厨师全是四川
来的，都是新东方毕业的。”

此前，有报道称，万翠堂董事长左正
飞在经营两年烤鱼店后，开始琢磨创新产
品。2015年，他到川菜发源地开启寻味
之旅。在四川，他惊叹川菜的博大精深，
看到了酸菜鱼、水煮鱼、花椒鱼等丰富的
做法。回到上海，左正飞就上新了水煮
鱼、花椒鱼等产品，并决定用砂锅做鱼。

谁发起了这波诉讼？
四川十多起诉讼均系第三方所为

左正飞说，自己也是从四川朋友那
儿知道，公司因为“青花椒”维权闹得沸
沸扬扬。“我们的员工，90%都是四川
人。青花椒鱼也是跟四川大厨一起合作
研发的，我本人每年也要去四川好几
次。我对四川和川菜都很喜欢，完全没
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个事。”

左正飞说，发起对四川 10 多家“青
花椒”餐馆诉讼的，实际上是正尚律和

（北京）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过去我
们也维过权，但主要是针对那些恶意模
仿我们店名、装修甚至骗取加盟费的商
家提起诉讼。”左正飞表示，在维权过程
中，公司感到身心疲惫，维权索赔的费用
甚至还不够律师费。去年，正尚律和找
到他，提出免费帮忙维权，维权所得归该
公司所有。“当时我觉得很好啊，不用公
司去费时费力整这个事了。没想到今年

却出了这样的问题。”
左正飞提供的一份合同显示，上海

万翠堂与正尚律和签署了《知识产权维
权服务框架合同》，乙方（正尚律和）接受
甲方（上海万翠堂）委托，以全风险代理
的方式，代理甲方有关侵犯其“青花椒”
等注册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的知识产权
诉讼及非诉讼维权业务。

左正飞说，在实际维权中，自己并没
有参与，也不知道告了这么多四川餐
馆。后经了解，正尚律和找到“青花椒”
诉讼对象后，会出一个委托证明，交万翠
堂员工盖章确认，诉讼全程万翠堂本身
并不参与。“经过查证，目前已收到 2 笔
维权赔偿，共计35000元，我们一分都没
有得，全部给正尚律和了。”

左正飞提供的银行回单显示，2021
年4月4日和4月9日，其公司收到两笔个
人汇款，一笔15000元，一笔20000元。4
月23日，上海万翠堂向正尚律和支付了两
笔费用，一笔15000元，一笔20000元。

交易附言为：代收代付律师费。

为何维权“青花椒”？
初衷是打击恶意模仿和骗加盟费

左正飞告诉记者，自己原来是做翡
翠生意的，因为喜欢吃辣、喜欢川菜，在
2013年开始做餐饮。“最开始是做烤鱼，
在注册商标过程中，发现很多名字都被
注册了，注册困难。当时就想了20多个
名字，看哪个注册起了就用哪个。”左正
飞介绍，旗下的可奈实业公司成功注册
了“青花椒”品牌，所以就用这个品牌做
烤鱼，“我们开的第一家店，在徐汇光启
城，就叫青花椒烤鱼。”

左正飞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公司
改换赛道，开始做青花椒砂锅鱼，并注册
了相关品牌，每年投入 300 多万元进行
品牌推广，“目前公司在江浙沪地区有数
十家店，全部直营。”

“随着企业越做越大，前来学习参观
的人越来越多，模仿的也越来越多。”左
正飞说，“江浙一带开始冒出很多青花椒
鱼，店招、装修、砂锅完全模仿我们。甚
至网上开始出现招商加盟，留的名字和
地址全是我们的，但电话不是我们的，这
些让我们深感痛恶。”左正飞说，基于此，
万翠堂开始维权，本意是打击那些恶意
模仿甚至骗取加盟费的不良商家。而起
诉四川这些青花椒鱼餐馆，绝非万翠堂
的本意。

是否存在碰瓷诉讼？
承认管理有漏洞向四川老乡道歉

“我想通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向四川的父老乡亲致以诚挚的歉意！因
为我们公司的管理漏洞，给大家造成了
这么多不必要的麻烦，作为董事长，非常
抱歉！”左正飞说，虽然诉讼是由第三方
提起，但在办理委托手续中，万翠堂公司
员工没有做好审核，这确实是公司管理
的漏洞。

“昨天我已经要求相关人员与正尚
律和联系，一是终止合作，二是要求他
们全部撤诉，三是进一步沟通，是否存
在过度维权，保留追究正尚律和法律责
任的权利。”左正飞说，“万翠堂没有拿
过维权的一分钱。我本人也可以发誓，
绝没有通过恶意诉讼或者利用商标来
赚钱的想法。”

“青花椒本身就来自川渝，是一个品
类和食材，大家都可以用。”左正飞表示，
自己今后只希望继续把青花椒这个品类
做好，把青花椒鱼做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易弋力

针对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起
诉四川多家餐馆“青花椒”商标侵权一事，
四川省调味品协会、四川省火锅协会分别
于25日晚和26日相继发表声明称，“青花
椒”不宜作为商标注册，将提起无效申请。

企业担忧：
“青花椒”被占用无疑釜底抽薪

“青花椒事件”在四川餐饮圈引起了
巨大的波动，不仅四川网友对此感到诧
异与不解，就连中国烹饪大师、川菜大师
肖见明也表示：“我做了一辈子川菜厨

师，连青花椒这个词都不准我们用，是没
有道理的行为。”

记者查询发现，仅在成都，店名带青
花椒的餐厅至少有3000家，几乎每家川
菜馆都有青花椒这个味型的招牌菜。

作为成都一家以青花椒为主的特色餐
饮企业，吃城都·青花椒火锅鱼总经理袁先
祥表示，“青花椒事件”让他感到特别震惊，

“大家都知道花椒是川菜的灵魂，花椒分
为青花椒和红花椒。吃城都不仅拥有三
代单传的青花椒鱼技艺，还是荣获某第三
方消费点评平台青花椒必吃榜的餐厅。
青花椒对于我们来说是灵魂，如果被其他
人占为己有，相当于是釜底抽薪。不只我

们，许多餐饮同行也会受到波及，这对我
们四川餐饮行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协会发声：
“青花椒”不宜作为商标注册

12月25日晚，四川省调味品协会发
表声明称，青花椒是四川、重庆、云南、河
南、安徽等地的一种农产品、一种原材料，
是川渝地区家喻户晓的一个通用名称，不
宜作为商标注册。在“青花椒”诉讼中，一
旦法院判决限制餐馆在菜谱、招牌中使用

“青花椒”字样、图案，将使餐饮业处于被
动局面，并殃及调味品品牌，进而造成整
个产业链断裂。鉴于此，四川省调味品协

会期待相关部门能妥善协调、司法机构能
依法慎重处理“青花椒事件”。

四川省调味品协会称，必要的时候，
四川省调味品协会将联手法律团队，团
结种植、餐饮、医药行业，会同各大调味
品协会、餐饮协会及相关协会，对“青花
椒”商标提起无效申请程序，并不排除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解决“青花椒事件”
中所涉的法律问题。

12月26日，四川省火锅协会也发表
声明表示，将对商家提供法律援助；组织
行业专家研究，成立知识产权维权中心；
对“青花椒”商标提起无效宣告诉讼；呼
吁商标部门健全相关法律。

上海万翠堂董事长独家回应借青花椒“碰瓷诉讼”：

诉讼系第三方发起 深感抱歉、全部撤诉

四川省调味品协会、火锅协会相继发声：

“青花椒”不宜作为商标注册，将提起无效申请

▲万翠堂董事长
左正飞展示有人
利用其品牌骗取
加盟费的图片。

◀ 上 海 万 翠 堂
2013 年在徐汇
区光启城开业的
“青花椒”首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