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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在绿波廊的顶楼，看到上海的奥秘
3月 15 日夜晚 9 点，绿波廊酒楼里，最后一批客人还在依依不舍地拍照。送走他们，这家

老牌酒楼将进入 5 个月左右的升级改造期。暂别，是为了更好归来，也让习惯生活中有绿波廊
相伴的上海人，多了一份牵肠挂肚的理由。

1973 年初，上海在豫园设宴款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为其奉上了特制的 14 道点心。

正是这张菜单，将经典精致的茶食文化复兴演绎，催生了至今蜚声中外的绿波廊酒楼。而在常
州，一个小男孩的命运，也像被一根线牵住，与这幢建筑有了血肉交融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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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亚明，1968 年生 ，

绿波廊酒楼联席总经理，

国家高级技师。

1984年，绿波廊的建筑，很古老。16岁的
常州青年陆亚明，很年轻。

这一年，小陆离开老家到上海，顶替父
亲陆苟度中式点心师的岗位，进入绿波廊学
习点心制作。白天，他跟着上海点心泰斗周
金华学手艺，夜里，就睡在当时位于绿波廊
三楼的职工宿舍。

从三楼推窗望去，窗外低低一片黑瓦屋
顶，如一片波浪，连绵不绝，涟漪回转，构成
整个豫园地区的老城厢风貌，也构成陆亚明
对上海的认知的起点。

他太熟悉这里了。自绿波廊餐厅创立之
初，父亲陆苟度就在这担任点心师。从小，每
逢寒暑假， 陆亚明一有机会到上海来看爸爸，

总是到这里来玩。绿波廊的外观、飞翘的屋檐、

室内的桌椅， 还有萦绕在屋内的食物的气息，

他谙熟于心。现在陆亚明自己也来了。接过父
亲手中这一棒，穿上白色的厨师制服，作为其
中的一分子，而不再是家属，进入这幢建筑。

陆亚明想过的是，有一天自己要成为一
个很棒的点心师。 陆亚明没有想过的是，有
一天自己的手艺能被美国总统、英国女王品
尝到。陆亚明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
会成为当家人，和这座餐厅命运交融。

35年过去了， 陆亚明几乎天天来绿波
廊，但近在咫尺的豫园、周边的商铺、甚至就
在楼下的湖心亭，他都基本无暇去玩。但他并
不感到遗憾，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全上
海的动态，他不用刻意出门去了解，因为所有
和上海有关的事，会自己“走”到绿波廊来。

一切始于亲王

绿波廊原址虽有百年历史，但它作为餐
饮场所的历史，其实并不长。

它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早年是潘氏豫园
西楼阁群之一；1924年一部分开设茶馆，取
名“乐圃 ”，一时茶客云集。

1973年， 西哈努克亲王来豫园访问。市
里领导提醒说，西哈努克亲王在前站的南京
夫子庙吃过一顿饭，上海的招待自然不能输
给夫子庙。为此，当时的南市区饮食公司汇
聚整个城隍庙饮食行业精英，请大家拿出看
家本领，其中，就有来自松月楼的中式点心
师陆苟度师傅。 老师傅们使出各自绝学，最
后定下菜单，凝聚出十四道点心。根据当时
参与服务的工作人员回忆： 为确保用料精
细， 做点心的黑芝麻是一粒粒手工拣出来
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城隍庙后，在豫园绮藻
堂里用餐。 呈献于亲王面前的十四道点心
中，有桂花拉糕、眉毛酥、鸽蛋圆子等。点心
数量多，但又不能吃不下，因此在形状上动
脑筋。原 50克一只的金腿小棕，“瘦身”为仅
5克的“一叶小棕”。十四道点心个个小巧玲
珑，一口一只，吃完不觉撑，而是恰到好处，

回味无穷。

改革开放之初， 廖承志先生造访豫园，

品尝了亲王的十四道点心后， 赞不绝口。当
他得知，制作出这些美食的城隍庙老师傅们
大多年事已高时， 建议办一所饮食技术学
校，并开一家餐厅，将美食技艺传承下去。此
时，乐圃 还是豫园地区的办公场所，楼上
则有普通住户。1979年， 在饮食公司的统筹
安排下，乐圃 从办公用楼改为餐厅，以谐
音开设绿波廊餐厅。

除陆苟度和中式点心泰斗周金华外，绿波
廊创立之初，还汇聚了德兴馆的著名厨师李伯
荣等，名厨的加盟，使这家新开餐厅一炮打响。

辛亥老人田桓为餐厅题写匾额。1982年， 绿波
廊又推出了八宝鸭、锅烧河鳗、乳汁扣肉、红烧
鱼等几十种菜肴，并首创一道菜一道点心交

替的上菜方式，在民间被称作“雨夹雪”。

让总统换了三次筷子

厨师回家往往不下厨。点心师也一样。

在陆亚明的记忆里，从小到大，几乎从未
吃过父亲做的点心。只有一次，父亲休假回常
州老家，恰逢中秋节，陆苟度兴致上来，为家人
自制一批月饼。这一尝，让小陆亚明吃得惊艳
不已，连声说：“像店里做出来一样好吃。”父亲
陆苟度闻言大笑回答：“店里卖的，不就是我做
的？”这一段对话，让陆亚明心里，开始对点心
师的工作心生向往。

1984年，顶替退休的父亲，陆亚明来到上
海绿波廊，作为小学徒，从底层做起。每天清
晨，他早早起来，从三楼的宿舍到楼下的厨房，

手脚不停开始拖地、擦桌子、和面，有时也帮服
务员搬桌子、抬椅子。若是师傅有一天不叫他
干活， 他会立刻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别
人做一百个包子,速速包完交差。小陆师傅做一
百个包子，却不求速度，每包一个都想着能不

能比上一个包得好些。点滴积累，最终令他从
一众青年学徒中脱颖而出。

绿波廊作为一幢建筑，恒定不动。但影响
世界的人物会自己到绿波廊来。 作为点心师，

见证这些瞬间，也相当于参与见证了历史。

1986年 10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
湖心亭二楼品茗，服务员为她端上了一杯茶水
时，还在红木圆桌上，放上两盆来自绿波廊的
点心，其中就有陆亚明参与的作品。1991年，绿
波廊扩建为绿波廊酒楼，同年，陆亚明成为上
海餐饮行业最年轻的国家高级技师。1992年，

陆亚明通过豫园、 南市和上海市的层层选拔，

参加了第一届世界烹饪大赛，以一款“眉清目
秀”眉毛酥，获得点心组第一名。这款从父辈手
里传下来的点心，制作考究。光是酥皮的制作，

就需要用水、油、面粉等包在一起，等到起油
酥，再擀皮，一道工序就要准备近 3个小时。每
一道细巧的“眉毛”背后，全凭手工捏制，看似
不起眼的动作里，都蕴含了三五年的功夫。

1998年，克林顿一家访沪时选择在绿波廊
用餐，他们选择了上海普通人家的家常菜———

咸菜毛豆、海派腰果鸡丁等。此前自诩苦练筷
子技巧多时的克林顿，在一份桂花拉糕面前犯
了难，连试三副筷子，才夹住了软糯的糕点。但
看似黏黏的拉糕，入口却不粘牙。原来，为了这
一份“滑软油润、软糯甘饴，甜而不腻、清香袭
人” 的境界， 研发团队之前曾尝试了热食、温
食、冷食多种呈现方式。最终一个小时一个小

时试验下来，确定了在蒸好后冷却第八小时上
桌的最佳口感。1999年， 绿波廊再度升级更名
为上海绿波廊酒楼。

2014年亚信峰会在上海举行，绿波廊接到
了为元首夫人们设计制作点心的任务。 此时，

陆亚明已经担任了绿波廊的联席总经理，在他
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对各位元首夫人的文化背
景和个人偏好进行研究分析，最后确定了一套
“夫人套点”：葫芦酥、长寿桃、顺风叶、迷你粽
四种点心，既保持了上海传统点心风范，又有
时尚元素，且讨了“事事如意”的口彩。至今这
套餐点，依旧广受顾客青睐。

去年 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进博会
欢迎晚宴上，绿波廊团队呈现的“荷韵套餐”再
次展现海派点心可以精致到何种程度： 只见盘
中的点心，呈现了荷花、莲叶、藕节与鱼相嬉的
场景，一枚荷韵印章花纹成为点睛之笔，让人赞
叹上海师傅在传承之余的创新心思。

今年 3 月 15 日夜晚 9 点，知道绿波廊酒
楼即将闭门升级的消息后， 最后一批客人还
在依依不舍地拍照。送走他们，陆亚明来到三
楼，昔日的宿舍如今改建成厨房，推开这里的
窗向外望去，四周高耸起来的建筑和灯光，提
醒着陆亚明外部时间的流逝。 但以绿波廊为
圆心， 豫园所代表的这一片建筑没有外观上
的巨变。这份变化中的恒定，自有一份传承的
力量在，支持着陆亚明从 16 岁至今，在绿波
廊扎根。

老南市的老店
王大隆刀剪店， 清道光二十八年

(1848年)开设于邑城曲尺湾(今四牌楼路
处)，后在城隍庙开设分店。该店尤以店主
王志伟名字命名的“伟剪”，刃锋锐利，名
噪沪上。铁画轩紫砂陶瓷店，由金陵人戴
玉屏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创建于城
隍庙。“铁画轩” 坐落在老城隍庙九狮亭
畔，以经营宜兴紫砂陶器为主,兼营景德
镇瓷器、龙泉青瓷器,供应品种达 550种。

丽云阁笺扇镜架商店，原名丽云阁笺
扇庄，创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经
营书画笺扇、对联、屏条、红木镜框等精品
闻名。其中《红楼梦》人物剪纸长 1.6米，宽
0.63米，精细逼真，堪称一绝。永青假发店，

原名褚元兴假发店，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四
年(1908年)，商店自设假发工场。

上海五香豆商店为销售具有上海地
方特色的老城隍庙奶油五香豆的专业商
店，原名兴隆郭记五香豆店。抗战期间，店
主郭瀛洲采用上海嘉定和江苏吴江、浙江
余姚等地的“牛踏扁”大粒蚕豆，挑选上品,

精工烧煮，吃口咸甜香糯，回味无穷，取名
老城隍庙冰糖奶油五香豆，口碑载道。

全泰服装公司原名全泰服装店，1937

年开设在南京西路，1957 年迁老西门。

1982年，全泰首先创设中老年服装专柜,供
应适合中老年身材的大规格、 特殊规格的
服装。信大祥绸布商店 1929年开设于小东
门外大街(今方浜东路)，曾与协大祥、宝大
祥并称“三大祥”，共执棉布零售业之牛耳。

上海铜响器商店是由开业于清咸
丰元年(1851年)的老德泰铜锡号和开业
于咸丰十年 (1860年) 的王大有铜锡店
1967年合并而成, 设于人民路 5-7号，

专门经营铜锡制品响器，兼营铜管乐器
和佛教用品。 商店销售的戏曲水磨大
锣，音质浑厚，清脆悦耳，京剧大师梅兰
芳、马连良演出时都选用此锣。

南市螺丝商店前身为 1943年开设于
人民路 467号的鸿昌兴五金店， 后更名上
海第十一五金商店，1973年组成专业商店
时改用现名。曾首家经营造船、炼油、化工
等工业急需的高压高强度紧固件和不锈钢
紧固件，各种紧固件，成套供应，规格俱全。

万有全腌腊熟食总店，原名万有全火
腿店，创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专营
金华火腿、咸肉等零售业务。商店在金华
设有坐庄，采购“两头乌”猪的上等腿坯，

经过精心加工，制成火腿，精多肥少，腿身
饱满，大小匀称，外观整洁无污。上海乔家
栅原名永茂昌汤团店， 清宣统元年(1909

年)开设在南市乔家栅，因汤团质量好，顾
客习称“到乔家栅吃汤团”，店主遂将店名
改为乔家栅。1956年, 乔家栅迁中华路
1460号，常年供应各色汤团、擂沙圆和面
点，并以八宝饭、青团、粽子、月饼、薄荷
糕、重阳糕等节令美点招徕顾客。

葛德和陶器商店清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创设于今人民路 615 号，为上
海最早的陶器商店，专销自产的缸、甏、

钵、砂锅和祖传的均釉工艺陶器。老同
盛南北货总号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
设于邑城仪凤门内, 后迁方斜路 97号。

常年供应天津红枣、河北核桃、龙口粉
丝、莆田桂圆、宁波长面、金华火腿等各
地土特产品。 （摘自《南市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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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的星期天

星期天早上， 在连队宿舍外晒衣区，

雷锋洗完了衣服， 端着脸盆一件件抖开，

往铁丝绳上搭晾。

于泉洋来找他：“雷锋，走，我给你也
请了假，陪我上一趟街，我要买牙膏和信
纸、信封。”

雷锋说：“你去吧，我就不去了。喏，给
我捎一条肥皂回来。”说着掏钱给于泉洋。

于泉洋问：“今天休息，你有啥事？”雷
锋说：“连队今天吃包子，炊事班人少忙不
过来，我一会儿去伙房帮厨，帮他们干点
活儿。”于泉洋说：“我都打听了，今天两顿
饭。炊事班长说，等到中午12点才开始做晚
饭呢！ 现在还不到9点钟，咱们上街买东
西，三个钟头，回来干啥都来得及呀！”雷锋
说：“那好。我把衣服搭完咱们就走。”

雷锋和于泉洋并肩坐在市内公共汽
车的椅子上。车到第二站，上来一个拄着
拐杖的老大爷。雷锋忙招呼大爷坐下，他
站到前面去，像往常一样，又站在司机身
后， 聚精会神地看大客车司机熟练地开
车。又过一站，老大爷下车了。于泉洋喊：

“雷锋，有座了。”雷锋并没来坐，也不理
会于泉洋的招呼。于泉洋感到纳闷儿，也
站起来，到车的前部去。大客车司机熟练
地操纵着方向盘，车子全速疾驰，拐大弯
也极平稳。 雷锋对于泉洋说：“你看这位
老师傅经验多丰富，手法不一般，车子拐
这么大的弯，这么快，乘客都没有反应，

神了！” 于泉洋说：“你坐车也不好好坐，

不花学费也想学开车技术啊！”

在一家照相馆门前， 雷锋揣起取相
凭据，说：“一个星期后取照片。”于泉洋
说：“发现你挺爱照相的。” 雷锋笑笑说：

“是有这么个爱好。” 于泉洋说：“我要去
医院会一个老乡，跟我一起去吧！”雷锋

说：“不了， 我还有事儿要办。” 于泉洋说：

“那好，咱们分开行动。”

两个人分手后，在一家小理发店门前，

雷锋往里面看看，推门进来，坐在等候理发
的两三位顾客后头。有人拿报纸看。雷锋直
直地看理发师傅给人理发。 还有一位就轮
到雷锋理发了，他却悄悄站起来推门走了。

排在他后面的顾客不解地说：“下一个就是
他了，这个小兵还等不及了！”

不一会儿，雷锋来到另一家理发店，他
坐在等待理发的顾客中间。 别人闲聊、看
报，他仔细地观察理发师傅怎样用推子，用
梳子，还跟着比画。又差一个人就到了，他
起身走了。

过一会儿，他来到第三家理发店。他推
门而入， 恰好有一顾客刚理完， 交完钱要
走。理发师傅抖着白围裙，叫他：“解放军同
志，请坐这儿！”理发师傅见雷锋迟疑，指了
指墙上一条标志：“军人优先。”

雷锋坐在排着队的顾客中间说：“我不
理发。”

理发师傅疑惑地问：“你不理发？那你来
干啥？”雷锋说：“我，我，我是来看理发的。”

理发师傅更是不解：“看理发？ 理发有
什么好看的？”

雷锋站起身， 礼貌地实话实说：“是这
么回事，我们部队执行任务紧张，战友们很
少有工夫到街上理发， 我们买了把理发推
子，又都不会用，我就想学学……”

理发师傅这才明白了这个解放军战士
的意图，说：“嗨，这是好事呀！今后你有空
就到我这来，包你学会理发！”

雷锋感激地给理发师傅敬一个礼，说：

“谢谢了！”理发师傅让雷锋站在他身边，一
边向雷锋展示， 一边给雷锋讲授理发的窍
门，雷锋认真地听着、看着……

在新华书店里，雷锋在挑选要买的书，

他把挑选的十来本书抱到了收款处。

收款员算完了账， 抬头问：“写哪个单
位？”雷锋反问：“什么写哪个单位？”

收款员说：“开发票啊！”

雷锋说：“开什么发票啊？不开。”

收款员问：“不开？这么多书，不是给公
家买的？”雷锋笑笑说：“是我自己买的。”

收款员说：“我还以为你是部队图书管
理员呢！”雷锋笑笑，和收款员一起把书包好。

雷锋回到连队，在活动室整理图书，墙
上有一条醒目的红纸写的标语：“爱书吧！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许多战士围着雷锋， 看他用锤子在钉

木板。一名战士问：“你这是干啥？”

雷锋答：“钉个书架。”

那战士又问：“你开图书馆啊？”

雷锋说：“差不多吧。”他把自己红皮箱
的书一股脑儿地全拎来了。 书摊设在乒乓
球台子上，让战友们挑选自己想看的书。

有人问：“雷锋，借你的书登记不？”

雷锋说：“不用登记，但不能撕篇儿，不
能折页儿，不能画道儿，一定要爱护书！”

有人和他开玩笑：“借书不还行吗？”

雷锋笑笑说：“不还可不行！”

有人说：“别人的书， 我借来还保准能
看完；我自己买的书，往往是买来扔那儿就
完了，有的一直没翻过，你说这事怪不怪？”

另一名战士说：“有时我也有这个毛
病。”

战友们纷纷借书。 炊事班长走到跟前
问：“有科学养猪的书吗？” 雷锋很抱歉地
说：“哎呀！没有。”

晚上自由活动时间，在四班宿舍里，雷
锋拿着理发推子要给战友理发。 雷锋说：

“我可是请教过好几位理发师傅了，只是没
拿到文凭，别小瞧我。”

乔安山主动上前要求雷锋给理发。雷
锋说：“哎，还是有伯乐的。”

雷锋给乔安山围上白围裙， 并用别针
固定住，很熟练地理着。大庞走过来观看。

乔安山理完了发，用小镜子照着，雷锋又拿
过一面小镜子照着他的脑后， 问：“怎么
样？”乔安山笑了，“不赖，真不赖！”

于泉洋说：“这头一炮打响了！ 我来第
二个。”

大庞抢着说：“第二个是我。 咱也省两
角钱！”他已经快速坐在理发的凳子上了。

于泉洋说：“那我就是第三个！”

乔安山说：“雷师傅的买卖开张了，生意
兴隆啊！”雷锋笑着给大庞围上了白围裙。

（十五）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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