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阿翔 《廿
年 来 广 州 茶 楼
进 化 小 史 》 记
述 ， 在 1920 年
代，广州各茶楼
就 多 用 女 招 待
了。这要比香港
和 上 海 非 租 界
早了十几年。

当时 ，有广
州商人借助五四运动后初兴的女子实业
运动 ，以女权平等为旗号 ，在永汉路附近
高第街对面首创一家平权女子茶室 ，又在
十八甫开设一家平等女子茶室 ，从业者全
部为女性。

不过 ，大娣的茶室刚开 ，很快就因 “有
伤风化 ”被迫停业 ，但当时就有律师出面
抗争。广州的“女博士”还得到了女性团体
的认可。 1922 年，当局对“一匹茶室”雇佣
“女博士”的罚款处罚 ，竟引发了女界联合
会的集体抗议 ，领衔者包括廖仲恺的夫人
何香凝、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等。十几年后，
香港茶楼开始雇佣女招待 ，则被认为是香
港女性走入社会的先驱。

茶楼里的“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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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 粤菜为什么会在近代得到
长足发展，并在上海、香港影响深远？

周松芳：因为一口通商，广州成为“金
山珠海，天子南库”，饮食的豪奢早有显示。
比如见诸记载的十三行行商的各种招待极
尽奢华。

但文献显示，“食在广州”之得名，却是
晚清民初的事。 一种菜系，如果想得到广泛
认可，需要有一定的传播范围和接受过程，
这得等到近代五口通商之后，外商北上，粤
人买办及粤商随之逐鹿沪上以及京津，才
有具有全国影响的“粤菜”概念相伴而往。

在粤菜接地气、谋发展的过程中，作为
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及广东人，影响日隆，粤
菜的被接受程度便也越高， 良好的出品才
能被进一步放大。 特别是在作为近现代传
媒大本营的上海， 经由各大媒体的大肆宣
传，“食在广州”更是深入人心，成为至今不
可替代的广东第一金字招牌。

“食在广州”南传香港，更加容易理解。
香港开埠之初，不过数千人的小岛小港，后
来的移民多为广东人， 饮食自然为省城是
瞻。 最佳的说明是，五卅运动时商民离去，
香港茶楼酒肆几乎停顿， 可见从厨师到侍
者，几乎都是省内之人。

羊城晚报：从年鉴学派到历史人类学 ，
越来越多历史学人把视野放在了日常生活
上。 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研究的价
值？

周松芳：微观的物质生活史研究，更容
易具体而微地体会和把握时代的脉搏，也
更容易“具理解之同情”。 相对而言，偏观念
层面的历史研究，则容易出现偏枯蹈虚。

比如海外华人华侨历史研究， 饮食生
活特别是中餐馆历史发展视角更易让人亲
切可感；海外留学生和学人的生活史，也是
非常好的留学生研究视角———他们如何适
应留学地的生活， 特别是勤工助学的生活
经历及相应的观念改变与重塑， 对其学术
研究生涯等，无不具有终身的深刻影响。

粤商逐鹿北上
粤菜相伴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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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饮食文化来说， 除了出品
之外，环境气氛至为重要。上海对广
东餐馆、 茶楼的文化环境就揄扬备
至，按照 1933 年《上海周报》上一
篇署名“春申君”的文章中所说：广
东 菜 馆 在 上 海 发 达 的 重 要 原 因
是———清洁。

确实，与其他外来餐馆相比，广
东菜馆内部布置精致细雅。 这一点
引发了文化人的强烈共鸣， 国学家
胡朴安就曾说，广东酒楼布置“均用
珍贵之品，估其价值，每厅有达数千
元者”。

就好像谈论巴黎文化界时避不
开左岸的咖啡馆一样， 位于上海四
川路的新雅粤菜馆， 可称是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沪上的文化地标。
新雅粤菜馆早年作为茶室时，

曹聚仁就已经说“文化界熟的朋友，
在那儿‘孵’大的颇有其人”。 鲁迅
日记里也多有去“新雅” 的记载。
《时事快报》副刊主笔林微音常喜欢
约人在新雅聚谈， 当时就有人说他
开了“上海滩文人相约新雅之先
河”， 堪比林徽因在北京的太太客
厅。

最为人所乐道的， 当是几则经
典的恋爱初见。 巴金与萧珊的初次
相见，约的是新雅；郁达夫与王映霞
的初次订交，也是新雅；戴望舒与穆
时英胞妹穆丽娟初坠爱河， 还是在
新雅。

作为公共空间的粤菜馆， 与海
派文化擦出火花。无论是邵洵美、陈
望道、林语堂、叶灵凤、施蜇存以及
广东梅县籍的作家张资平等文化名
人，还是演艺界的周信芳、白杨、赵
丹等，都是新雅常客。在这批文人墨
客的常客之中， 摄影泰斗郎静山特
在新雅中辟有专门的“静山茶座”，
是为上海滩的顶级摄影沙龙。

这股由粤菜馆点燃的文坛“时
尚”，一直传承了半个世纪 。 行事
素称低调的何满子也为此写过一
篇《话题围绕着新雅酒店》，记述
自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八十年
代，他与陈望道、黄嘉音等在这家
粤菜馆的相聚。

美食历来是地方的名片。对初到广东的人来说，各式各
样的粤菜美食才是他们认知岭南文化真正的“第一印象”。

近年来 ，广东推动 “粤菜师傅工程 ”，通过传承岭南粤
菜精髓 ，促进城乡劳动者技能就业 、实现技能致富 。 同时 ，
这也是发展旅游的新机遇、传播粤菜文化的新推手。

回望历史 ，粤菜自成流派 ，特别在近现代以来 ，越过岭
南 ，东征上海 ，南传港澳 ，出走海外……堪称岭南文化在中
国、乃至国际的重要文化招牌。

文史学者周松芳在岭南饮食文化方面著述甚丰 。 他认
为 ，梳理 “食在广州 ”兴起的历史及其缘由 ，对粤菜的传承
发展大有启示。 “食在广州”的底色，乃是文化。

广州自建城以来， 对外
开放不歇， 汇聚各方人流物
资。 时至清代，“食在广州”
的格局，已渐次形成；在众多
名家笔下， 已写出“食在广
州”之实。

清代著名史学家、 文学
家赵翼调任广州知府， 就震
惊于广州的饮食奢华。 即便
赵翼勤于政事，是一位“每食
仍不过鲑菜三碟、羹一碗”的
清官循吏， 但所得到的制度
性供给仍达到了“演戏召客，
月必数开筵……古所谓钟鸣
鼎食殆无以过”的程度。于是
赵翼由此生发感叹， 一生仕
途， 只有在广州的一年间吃
得最好， 再没有他处的饮食
繁华可堪比广州。

“食在广州” 也有赖于
“走广”所带来的各帮菜式所
形成的融合。 广州是华南政

治、经济的枢纽，宦游于该地
的人， 大都带着本乡的厨师
以快口腹。 但若是主人一旦
罢官他去， 来自各地的厨司
常流落在广州开设菜馆，此
地的美食风味也就愈加丰
富。

民国食品大王、 佛山籍
的冼冠生曾经亲自撰文说明
这一点， 把粤菜的“外省渊
源”说得淋漓尽致：

“挂炉鸭和油鸡是南京式
的，炸八块和鸡汤泡肚子是北
平式的，炒鸡片和炒虾仁是江
苏式的，辣子鸡和川烩鱼是湖
北式的，干烧鲍鱼和叉烧云南
腿是四川式的，香糟鱼球和干
菜蒸肉是绍兴式的，点心方面
又有扬州式的汤包烧卖……
集合各地的名菜，形成一种新
的广菜，可见‘吃’在广州，并
非毫无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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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李一氓教授著作《存在集》
中指出，区域饮食文化的认知，还得等到国
内市场有一定发育，人口流动有一定规模，
并且有了一定数量的职业厨师，才可达成。

“食在广州”后来的声名鹊起，实有赖于上
海的鼓吹以玉成。

民国年间，上海自五口通商开埠以后，
迅速成为远东国际贸易中心。 经商灵敏的
广东人蜂拥而至， 一时间居沪粤人激增数
十万。 配套的家乡风味菜馆随之成行成市，
集中开在了四川路、武昌路一带。

虽然粤菜馆初期主要是满足同乡间的
“内销”， 但很快就以出众的品质征服了江
浙本地人，以及各地移民，尤其是一众有能
力摇笔弄舌的文化人。 由此，“食在广州”不
胫而走，渐渐达到“表征民国”的地步。

在上海地标的南京路上， 一度主要的
餐馆竟然都是“广东帮”。 如永安、先施、新
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均为粤人所开，内设
高级餐厅。 由新新公司独立出来的新都饭
店，特为上流社会青睐，上海滩大亨杜月笙
当年就在此为其子设婚宴。 而与新都地位
相仿的新雅粤菜馆， 则是代总统李宗仁宴
请各国各界贤达的首选之地。

最早高度宣扬粤菜的著名人士， 是客
居上海的杭州人徐珂。 他在传世名著《清稗
类钞》及《康居笔记汇函》里，对粤菜一再推
崇，甚至上升到人文高度，认为粤菜的制作
离不开粤人性格中的冒险果敢，“粤多人
才，吾国之革命实赖之”。

周松芳说，进入民国以来，作为革命策
源地与新经济文化的衍生地， 岭南饮食在
革命北伐与经济北伐的双重驱动下， 开创
了“食在广州”的时代先河。 粤菜在上海更
是赢得了“国菜”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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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后， 岭南经济得
到强劲开发。 尤其是清代以
来， 一口通商的外贸优势更
使得岭南富甲天下， 表现在
饮食方面， 则如屈大均《广
东新语》 所言：“天下食货，
粤东尽有之 ； 粤东所有食
货，天下未必尽有。 ”

但是， 这仍只是奇货可
居于一方，“食在广州”的创
设与得名， 还要得益于文化
的开创。 最为典型的范例，
一是太史公江孔殷， 以文化
奇才的创意， 使粤菜从远闻
的猎奇成为可近尝的珍磋；
二是钟鸣鼎食的谭家， 借着
酒朋诗侣的招待， 以谭家菜
之名令粤菜通过了“进京赶
考”。

在周松芳看来， 这两家
的成功， 最深层次的原因还
在于其文化品位， 即为粤菜

的底蕴赋予文化基因。
江孔殷是进士出身，点

翰林。他创制的菜式，十足文
人化， 平取食材， 而凭空出
奇。命门下的厨子反复试验，
直到试出其想象的味道为
止。

至于谭家菜的本色，也
与文化息息相关。 首先其家
学甚深， 初创者谭瑑青是一
代岭南大儒谭莹的孙子，谭
莹曾出任学海堂的学长，后
助力十三行巨商伍崇耀整理
刊刻《岭南遗书》《粤雅堂丛
书》等典籍，是岭南文化史上
的重要人物。 谭瑑青本人也
是风雅之士， 在清末已刊有
《聊园词》。 他的同乡伦哲如
赋诗纪咏谭家菜时， 开篇就
写“玉生丽体荔村诗，最后谭
三擅小词”，着眼其祖孙三代
的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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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之交，位
于珠三角一隅的香港和上海往来
也越来越密切 ， 也越来越相似 。
1938 年《申报》上《在香港广东人
的衣食住行》一文称，香港“和上海
可称为姊妹花”， 更以香港代表广
东。 文章认为，战后“羊城美点”难
继其名， 而香港因大量难民涌入，
更趋繁荣，品尝岭南饮食，唯有在
香港而已。

还有郁琅在 1939 年的一篇文
章中干脆说：“食在广州” 暂趋式
微了，“食在香港” 则加倍奉还：
“香港的吃， 真是整天二十四小时
不停……”刚一开年，香港有不少
大规模的酒家饭店， 加工赶造，准
备在农历新年前开张。 如此架势，
让人寻思， 在这抗战方兴的年头，
这么个吃法是不是有些“不合时
宜”？

抗战胜利后， 有更多上海人、
尤其是有钱阶层移居香港，香港饮
食更趋繁荣。上海人卫理在《茶话》
发表了一系列的“吃在香港”，对香
港饮食地图作了详尽指南。 自此，
粤菜就以广州与香港，作为这一菜
系的双城演义而推衍开来。时至今
日，粤港澳大湾区九市二区美食文
化同宗同源，粤菜是大湾区美食文
化的“天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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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物质文化研究者看
来，一地饮食之发展，离不开物流、
人流的汇聚交融。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餐饮业因
多方面需要而获得超常规发展。
1956 年，广州举行“名菜美点展览
会”，展介菜肴 5774 种，点心 815
种，小吃 200 余种，师傅大抵传承
自民国。

作为酒楼核心竞争力的厨师、
点心师，可以根据政府需要无偿调
配，省里还帮助从广东全省罗致人
才。 以广州酒家为例，五十年代由
“翅王” 吴銮当家， 六十年代由有

“佛山天王”之称的黄瑞主政，尤其
是点心界的“四大天王”中的三家

“禤东凌、李应、区标”都集于它一
家。

此外，政府组织和投资改造了
泮溪酒家和北园酒家，使其承担重
要对外接待任务。 周松芳认为，此
举既保持了“食在广州”的标杆性，
也为改革开放后“食在广州”的历
史复兴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先行一步的广
东自然在饮食上，再开风气，规模
也不断扩大。 沈宏非、易中天等文
化人惊叹，从“食在广州”到“广州

在吃”，开遍全城的“大排档”展现
了更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大排档”
就像是“食在广州”的一个注脚，成
了最早进入全国公共词语的粤语
之一。

随着滚滚人流而来的，是各大
菜系的各式餐馆在珠三角城市如
雨后春笋开出来。 另一边厢，渊源
自广州的香港饮食界，利用自由贸
易中心优势， 更容易获取全球食
材，又形成新派粤菜，也有“反哺”
内地之功。 大湾区时代的省港共
舞，正为“食在广州”的历史传承注
入新活力。

民国以后， 广东作为革命策源地与新经济文化衍生地的影响力，
助推岭南饮食文化自成一派、辐射甚广

民国时期广州西关宝华正中约“集雅园”座无虚席

民国时期的广州茶客在欣赏粤剧

民国画报中的“茶博士”

誉满京津沪 香传海内外粤菜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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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力”
企业“给力”

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程行欢 王丹阳

广东进出口总额增速回到正增长区间
7 月 21 日，上半年广东外

贸进出口数据“新鲜出炉”，根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数据显
示， 上半年， 广东外贸进出口
总值 3.06 万亿人民币， 比去
年同期下降 7.1%， 降幅较前
5 个月收窄 1.7 个百分点。
其中，6 月份，进出口总额增速
已经回到正增长区间， 同比增
长 0.8%。

广东稳住外贸基本盘，既
得益于政策“发力”，也离不开
企业“给力”。 今年以来，广东
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稳投资政
策， 加大银行和保险业支持外
贸力度，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
水平等，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另一方面， 外贸企业发挥主观
能动性，借助新业态、新模式、
新产品， 在逆势中站稳脚跟实
现增长。

●上半年， 广东完成货物进出口总额
3.06 万亿元，同比下降 7.1%，降幅较一季度收
窄 4.7 个百分点 ， 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
比一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 ，其中 ，6 月份 ，进出
口总额增速回到正增长区间 ， 同比增长 0.8%，其
中出口下降 1.8%，进口增长 4.9%，对经济的增长的
贡献正在显现。

●今年 1-6 月， 广州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
平台进出口 175.2 亿元 ，位居全国首位 ，占全国
105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出口总值约 1/5。

●今年 1-5 月 ，广东全省吸收实际
外资 553.0 亿元 ，新设外商直接投

资项目 4431 个。

数据融资快
政策支持解决燃眉之急

广东作为外贸大省， 进出口总额
占全国近四分之一， 受疫情影响比较
大。 面对不利局面， 广东及早研判部
署， 全力促进外贸稳定健康发展。 要
落细落实惠企政策， 进一步释放减税
降费、出口退税、信用保险、贸易融资
等政策红利，及时解决企业迫切需求，
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

作为支持外贸出口的国家政策性
金融机构，在商务厅支持下，广东信保
进一步推动落实“贸融易”中小外贸企
业融资扶持政策， 联合建设银行广东
省分行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纯信用、
无抵押、利率优惠的融资方案，解决了

企业的燃眉之急。
截至目前，“贸融易” 政策项下已

经为 500 多家符合条件的中小外贸企
业提供融资支持 。 据统计 ，2020 年
1-6 月， 广东信保服务支持小微企业
12574 家，同比增长 19.4%；支持小微
企业出口规模 43.18 亿美元 ， 增长
29.8%。

在通关便利化、 加快重点外资项
目落地、 打造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
方面， 广东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为企业提供便利。 今天 1-6 月，通过
广州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的进出口
单量达 9200 多万票，日均达到 50 万
票，平均每一秒就有 11 个订单实现顺
利通关，进一步刷新了跨境电商的“广
州速度”。而为了吸引外资项目投资落
户，广东出台了《广东省鼓励跨国公司

设立地方总部办法》（征求意见稿 ），
提出对年实际外资金额超过 1000 万
美元的总部型企业， 最高可奖励 1 亿
元，以筑巢引凤，带动更多外资落地。

模式新
企业“自救”开拓国外市场

实际上，就在今年 6 月份，广东顺
利举办了第 127 届广交会， 在这一次
特别的云上广交会上， 广东外贸企业
各显身手，锤炼直播团队，顺势而为推
出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打开了外贸新
局面。

“广交会之后我们一直处于爆单
状态。”粤华卫浴销售总监黄杰恩告诉
记者，今年以来，公司新研发的“无尽
泳池” 吸引了客商的眼球。 受疫情影

响，更多人选择在家运动，这款“无尽
泳池”自带游泳训练系统，产品设计还
加入新元素， 今年以来海外订单明显
增加。

新产品成功打开了新市场。 黄杰
恩介绍，截至 6 月初，粤华卫浴已达到
去年全年的产能， 预计今年可实现产
值翻一番，“我们将重新修整直播间，
组建更强大的团队， 继续开拓国外市
场”。

广东外贸企业积极“自救”，取得
了不俗成绩。其中，珠海中电在传统的
电子产品出口受冲击的情况下， 在防
疫物资、跨境电商、产业供应链等方面
不断转型尝试，截至 6 月份，公司实现
14%的同比增长。 蒙娜丽莎公司上半
年业绩预告显示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2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