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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轶伦

登上珠峰的哈尔滨食品厂蛋糕
杏仁排、蝴蝶酥、哈斗、西番尼、杏仁糕……如果连着念出这串名字，老上海人一定心领神

会：“哈尔滨”。

此处“哈尔滨”，不是中国黑龙江省省会的名字，而是特指淮海中路 603 号那家西点店。从
1936 年开始，它的香味和口感已经参与定义上海之味超过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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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记忆海

哈尔滨食品厂位置图

老卢湾的糖糕烟茶酒业

早在 19世纪末，高昌庙市、内日
晖市、 外日晖市等处已有销售糕点、

酒等食品杂货的店摊。20 世纪初，八
仙桥、南阳桥、太平桥地区食品杂货
店摊日多。1916年，霞飞路嵩山路（今
淮海中路嵩山路） 设大东食品店、柏
林食品店，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设
钱泰兴茶号。1922年， 老卢湾区内设
日新泰茶叶店。次年，开设天成烟店，

稍后有瑞和烟店、五昌烟行等。

20世纪 20年代起， 住在卢湾区
境内的俄国侨民开设有特卡琴科糖
果点心店、霞飞糖果面包房、克来孟
糖果冰激凌公司、泰东面包房、扑尔·
鹊格良面包公司、老大昌法兰西面包
厂、喀拉文茶叶商店等。1926年，康悌
路（今建国东路）上设有中国酿酒公
司，生产兼批发零售酒类。抗战爆发
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抗战胜利后
两个时期，烟糖业发展迅速，较大规
模的商店有汪裕泰茶号，号称霞飞路
上四大烟行的中华、中美、上海、锟和
等。而小型烟杂店、小酒店更遍布大
街小巷。

上海解放初期，卢湾区境内的糖
糕业店有 324家、茶叶店 77家、烟杂
店 1313家、烟杂摊贩 18250个、大小
酒店 290 家。1955 年， 有大小商店
1146家。1958 年成立区食品杂货公
司，1963年改名区糖业烟酒公司。

1949年前，糖糕业早期多为自产
自销。到 20世纪 40年代初，分两类，

一类为纯商业户， 专销外来商品，如
采芝邨、宝隆、合兴秦等店；另一类设
有工场，其中分专营批发户，如老和生、

老公记、何顺泰等店，或自产自销和
兼批发户，如大东、柏林、野荸荠等
店。自产品投料讲究，做工精细，口味
独特，如柏林、环球等店的水果蛋糕、

奶油蛋糕，大新公司等大店都指定经
销。茶叶业以小店零售为主，少数如
汪裕泰茶号等大店资本雄厚，备货充
足，批零兼营。烟杂业以夫妻老婆店
为主，遍布巷头衔尾，经营卷烟皂烛
等细小杂商品，店小服务好，即使夜
半亦随叫随开，深为市民欢迎。酒业
也以小店零售为主，少数兼设堂饮。

20世纪 50年代初， 开设在淮海
中路上的茅万茂、 老天丰等大型酒
店，以堂饮为主。后经调整，经营规模
逐渐扩大，许多商店保持传统的经营
特色，如高桥食品店的松饼、薄脆、一
口酥，茅万茂的各式拼酒、堂饮酒菜，

哈尔滨食品厂的糖果、面包、裱花奶
油蛋糕等。

改革开放以后， 票证逐步取消，

商店特色得以恢复和发展。哈尔滨食
品厂开发特选材料、特种技艺、特色
产品、特优服务的“四特”产品，20 世
纪 80 年代创糖果月销售量 20 万千
克、 奶油裱花蛋糕节日销量 4000余
只的纪录。 黄山茶叶店泡茶试味，先
品后买，电话购货，送货上门，代客拼
茶，代购代寄等，很受顾客欢迎。

（摘自《卢湾区志》）

1975年， 位于淮海路的哈尔滨食品厂，

还是前店后工厂格局。春节前夕，厂里接到
一个特殊的任务。

委托者来自国家体委，需要厂方生产一
种“既能保持一定水分，又能在摄氏零下三
四十℃不会结冻；适合各族人民口味，且营
养丰富，保存四五个月不会变质的特种水果
蛋糕”。这让食品厂的工作人员犯了难：“生产
普通蛋糕， 一个班组半月可生产 5000公斤；

生产这种规格的蛋糕，一个班组半月只能生
产 500 公斤， 产量只有普通蛋糕的 1/10，

费工大。” 在得知这是为了让中国登山队攀
登珠穆朗玛峰时食用后，哈尔滨食品厂的全
厂职工经过一次次调味、配料、试制、精工细
作，终于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

1975年 5月 27日，“攀登者” 们从北坡
登顶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员后来介绍，当时
带到位于海拔 5000米营地的全国各地的大
量食品， 多在进入海拔 7000米高度时就逐
渐干缩硬化，无法食用，唯有来自哈尔滨食
品厂的蛋糕， 过海拔 8000米线后依旧松软
可口。后来，这一种蛋糕，被命名为“登山蛋
糕”。而这，是这家成立于 1936年的食品厂，

80多年来定义上海传奇的故事一则。

山东人在上海卖俄式面包

1936年，一位山东人在上海的霞飞路（今
淮海中路）603号开设了一家“福利面包厂”。

这个山东人名叫杨冠林，年轻时曾在哈
尔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当过学徒，

以做面包为生，来上海后运用掌握的技艺，聘请
名师高手开店，生产各种俄式面包、蛋糕、饼干。

学者熊月之曾考证：1917年俄国十月革
命以后， 大批俄国贵族流亡上海， 到 1936

年，法租界外侨中的俄侨占 50.6?。这些俄
国侨民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甚至是世
界著名的艺术家，如作曲家齐尔品、钢琴家
扎哈罗夫、美术家爱罗先珂等。也有人来沪
前本是彼得堡歌剧院的指挥、乐手、歌唱家、

芭蕾舞演员和舞美人员。在国立上海音乐专
科学校， 俄侨音乐家是最重要的骨干师资。

1940年， 著名钢琴家马克列佐夫在霞飞路
915号设立音乐学校， 按照伦敦钢琴学校大
纲教授学生，学生毕业后可获得伦敦皇家学
院的文凭。大量外侨的迁入，带来了他们的
生活方式，并对上海市民产生了影响。自上
世纪 20年代起， 旅沪俄侨纷纷在霞飞路开
办珠宝、时装、餐饮、百货、西药、酒吧、咖啡
馆等高档商店，仅 1926 年至 1928 年，霞飞
路上新设的俄侨商店就有 100多家。到上世
纪 30年代， 这里已形成华洋杂处的居住区
和商业街，“罗宋大马路”就是当时上海市民
送给霞飞路的雅号。

美食作家沈嘉禄列举过这一时期这一
街区的俄式菜馆： 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馆、文
艺复兴、拜司饭店、DD?S、伏尔加、卡夫卡、克
勒夫脱、东华俄菜馆、康司坦丁劳勃里、飞亚
克、华盛顿西菜咖啡馆、亚洲西菜社、锡而克
海俄菜馆、奥蒙餐厅、库兹明花园餐厅、沪江
俄菜馆等四十余家。其中，思南路上的特卡
琴科兄弟咖啡馆， 不仅提供现磨现煮的咖
啡， 更有近乎宫廷规格的俄式大菜飨客，餐
厅里挂着俄罗斯画家的原版油画，唱机里播

放着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等俄罗斯著名音乐
家的作品。

而卖俄式口味面包糕点的福利面包厂，正
位于霞飞路上，最初也是瞄准了这一侨民社团
作为自己的目标客户群。开业一两年后，杨冠
林在原址扩大经营，将原本口感偏硬的俄式面
包和糕点， 改良至上海人更接受的松软度，并
将店名改为“哈尔滨食品厂”，以此向他年轻时
作为学徒生活过的城市致敬。

上世纪 50年代，哈尔滨食品厂改为国有，

它前店后工厂的形式、店里一批俄侨雇员和店
名，最初都被保留下来。霞飞路则在这一时期
改名为淮海路。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 在上海发表时，

外事部门需要一些特色糕点与糖果招待各方贵
宾，特向哈尔滨食品厂订购了一批酒心巧克力、

酥心糖等特色食品。来自哈尔滨食品厂的技艺，

就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走进了锦江小礼堂。

坐两个小时的地铁也要来

哈尔滨食品厂承接国家任务，见证历史时
刻， 但更多时候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角色。几
乎每一个上海市民，都有自己的一段和哈尔滨
食品厂的故事。

记者胡廷楣在一篇随笔里写过：“1976年，

我很幸运地找全了 8分钱，可以买一只苏蛋面
包（面粉、黄油、鸡蛋制成的面包）。那时已经
‘上调’回沪的未婚妻常常到我家里来读书，一
读读到晚上 8点， 我就到哈尔滨食品厂去。那
时热面包正好出炉， 要排很长的队才能买到。

如今老妻常常回忆起来，说她最‘好骗’，8分就
够。 这辈子无论吃火锅吃大席都弥补不了，我
永远被钉在‘阿巴公’的耻辱柱上。”

复旦大学人类学教授潘天舒也记得，他在
美国攻读人类学时的硕导和博导华如璧、华琛
夫妻二人，曾在上世纪 80年代访问上海，由此
爱上了哈尔滨食品厂的西点。“师母祖上是瑞
士人，那道西点只有很小的时候在欧洲旅行时
吃过，在美国已经吃不到了，却忽然在遥远的
地球另一端的上海再一次品尝到，惊喜溢于言
表。或许是上世纪初，来上海的东欧犹太人把
配方带到了这座城市。”

如今即便问资深老师傅，也说不出“西番
尼”“哈斗”“麦蒂拉”这些西饼单品名字的具体
出处。它们或许来自外侨语言中的音译，或许
是后来上海师傅们的创作。但这些词语，已经
随着哈尔滨食品厂门市部深入阡陌小巷，伴随
着时光沉淀入味蕾，成为上海人生活用语中的
常见词。

一个家住上海川沙的老阿姨，或许从未出
过国门， 也一生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却
终生保有俄罗斯式的糕点口味。她会坐两个小
时的地铁，到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食品厂买一份
糕点。只因为“这里是最正宗的”“是我从小吃
到大的滋味”。

这是上海这座城市里才有的传奇。

老字号面临的新挑战

1993年，哈尔滨食品厂被国内贸易部认定
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企业，2014年又获得首

批“上海老字号”称号。淮海路上最早的店址，

现在成为旗舰店所在。生产场地搬到了打浦路、

瞿溪路路口。走到这个街区，空气都是甜的。

循着这甜的空气，很容易就能找到厂家的
门牌。门面不大，六层楼高。市中心寸土寸金之
地，食品厂的大门全开，也只能容下一辆中型
小货车进出。每日，遍布上海大街小巷几十个
哈尔滨食品厂门市部里的糕点蛋糕，都从这里
运出。

走进楼内办公区域， 工作人员不断提醒，

“当心脚下”。虽然不是生产区域，但因为楼道
里常年浮动着奶油和糖的香气，地板也会轻微
地黏人。

“觉得香吗？”总经理曾茯林问。“我们天
天闻，已经感觉不到了。”随着国内外西点品
牌涌入，哈尔滨食品厂在上海市民心中独占
鳌头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哈尔滨食品厂对产
品做了创新：将产品原料中含有的人造奶油
（麦淇淋）全部用新西兰奶油替换，将所有产
品的糖分含量降低 10%，所有柠檬汁由新鲜
柠檬压榨出来，不用任何香精，也有了网上旗
舰店……

也有不变的地方：在生产区域，除了在走
廊窗口可以透过玻璃窗观看技艺的部分流
程，大部分工序都在后部“秘密区域”完成。除
了搅拌机和烤箱， 所有工序均是由经验丰富
的西点师傅用传统手工完成。 像杏桃排这样
的明星产品， 由专门的生产小组里拥有几十
年糕点制作经验的师傅全手工制作完成。

它的工艺不变。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保证
了味蕾感受不变。而这份不变，也就意味着无
数上海市民的童年记忆被好好保留了下来。

▲1936年创立之初，叫“福利面包厂”。

▲1975年，研发团
队殚精竭虑研发登
山蛋糕

日内瓦的间接谈判

1954年 2月朝鲜战争停战后，苏联
在柏林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
议上提议召开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
议。经过斗争和谈判，这个提议得以实
现。当年 4 月，中国与美、苏、英、法并
列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 但是美
国在公报中明确指出， 中国参加并不
是对中国外交上的承认。实际上，日内
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次以大
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 也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交上第一次和美
国直接谈判。

日内瓦会议议程除会议确定的商
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外，参加国
还在会外利用一切机会就他们共同关
心的问题与有关方面展开双边或多边
会谈。侨民回国问题就是中美代表团商
谈和磋商的一个重要议题之一。在中国
的美国侨民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
新中国建立后，留在中国大陆因触犯了
中国法律而遭受关押的美国罪犯。另一
部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在战场上
俘虏了一批美国士兵，另有一些非法侵
入中国领空被擒获的美国空军，中国政
府根据中国法律对他们进行了控制，赎
回这些人员是美国政府谈判的首要目
标。

对于我国政府来说， 新中国成立
后，刚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体系
的高等教育百废待兴，一时无法培养大
批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在这种
形势下，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则成为
年轻共和国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样就

为中美双方坐下来谈判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

但是由于美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 它又极想要回那些在华滞留人员，

于是美国想通过第三方来办理此事。于是
他们就找到自己的盟国———英国在北京
的 代 办 汉 弗 莱·杜 维 廉 （Humphrey

Trevelyan）接手协助办理此事。在周恩来
总理的英明决策下，中方代表团对此给予
积极回应， 特指定王炳南为中方代表，宦
乡和柯柏年也参加此事办理。

1954年 5月 17日上午， 杜维廉会见
了宦乡，宦乡不仅就英国公民回国提出意
见，而且说：所有美国在华公民，只要没犯
法，都可以自由离开。同时，宦乡提出了美
国扣押中国同胞的问题。当天下午，杜维
廉会见了美国代表，通报了他与宦乡会谈
的情况。他说，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党提出
来被禁止离开的中国人一事，提供了一种
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杜维廉还说，除非
原则上美国同意让被禁的中国人自由离
境，否则他不愿当中间人。美国代表同意
授权杜维廉作为一个中间人同中方对话。

美国代表还说，任何和中国的接触只能通
过中间人。最后，美国代表感谢杜维廉为

此付出的努力，希望这事能推动得越快越
好， 并希望这一方案不仅能包括美国平
民，也包括美国的空军人员。

5月 18日清晨，杜维廉来到美国代表
团就被扣美国人问题进一步听取意见。美
国代表团授权他按如下方针立即和中方
接触：借故宦乡提到的中国人被扣留在美
国的问题，杜维廉可以告诉宦乡他有理由
相信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是可以通融的，并
且要问一问：如果美方愿意让这些在美的
中国人自由回国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对
被扣美国人的态度会怎样？同时让杜维廉
在询问时要把美国飞行员也放在被扣美
国人之列。

5月 19日，杜维廉与宦乡会晤。杜维
廉首先把美国的态度向宦乡作了交代。宦
乡则正面阐述了中方的意见，还说，中国
从未扣留美侨， 而很多华侨则被无理扣
留，不予回国。最后，杜维廉指出，愿纯粹
以私人身份居中斡旋，使许多美侨在中国
不能回美国、同时也有许多华侨在美国不
能回中国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随后，美方代表把杜维廉同宦乡交谈
的结果向美国国务卿做了汇报。5 月 21

日，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致函日内瓦会议代表
团。信中说：“你们可以告诉杜维廉，任何
一名现在被美国政府禁止离境的中国人，

只要想回到中国大陆， 我们都将同意，只
要不违背外籍侨民出境的法律规定。并且
可以告诉你们，经过国务院、司法部、国防
部和跨部内务安全委员会之间的积极讨
论，我们确信，如果有的话，在这些仍想回
到中国大陆的少数中国人中，只有少数几
人的离开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损害。我们
希望杜维廉能利用释放中国人这一点尽
量和对方讨价还价。”

5月 26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向
新华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

法新社、国际新闻社等通讯社记者发表了
关于中美两国侨民问题的谈话。指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自成立以来，

对于居留中国境内的外侨，包括美国侨民
在内， 只要他们遵守着中国政府的法令，

一贯给予保护。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如果
他们要离开中国， 不论为着任何理由，都
可以按照法定手续向各级人民政府申请，

只要他（或她）没有什么未了的民、刑案
件，都可以获得准许。”最后指出：“美国政
府如果尊重国际法原则和人道主义，就应
该立即停止强迫扣留和虐待中国的留学
生和侨民，恢复他们离美返回祖国与家人
团聚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

针对这一声明，特别是黄华声明中指
出的美国扣留了 5000名中国学生。 美国
国务院否认有 5000 名学生被扣留在美
国，称自 1951年 6月以来，只有 120名在
美国的非美籍中国学生未获准离开美国。

他们还称，这 120名学生是因为朝鲜战争
而规定的条例被拒绝发给离境许可证的，

国务院还说，自从去年 10月以来，只有 4件
离境申请书被拒绝。

（十九） 连 载

钱学森的回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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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现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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