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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

进一步深入， 上海的餐饮业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1993 年，在市中心人民广场的

北部，一条以家常小酌为主，包括已经改

良过口味的川菜、湘菜、贵州菜等菜肴的

美食街受到了上海本地人的欢迎， 这就

是黄河路美食街。 在短短 755 米的马路

上，密集的餐馆和特色美味直面扑来，吸

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 这条令许多

人念念不忘的美食街，曾经艳阳高照，也

经历过疾风骤雨， 它承载着创业者的艰

辛和梦想，也见证了一个生机勃勃、激情

澎湃的奔腾年代。

得风气之先，领潮流之变

1995 年，年仅 18 岁的陈宗余来到黄

河路苔圣园酒家，成为端盘子的服务员。

后来陈宗余当上了苔圣园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黄河路店的经理， 回想起初来乍到

的日子， 这位已经人到中年的四川妹子

不由得感慨万千。

“美食街生意特别好，刚刚来还不太

适应，觉得好辛苦，每天要工作十二三个小

时。一开始犹豫是不是要放弃，不过这里有

位经理，人好又特别热情，店里还包吃住，

我就这样留了下来， 没想到一做就是近三

十年。”陈宗余决定留在苔圣园的 1995年，

正是黄河路美食街生意最火爆的时候。

这条 1993 年才开发的美食街，刚刚

兴起的时候，仅有数家饭店试水。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逐渐声名鹊起，迎来

了它的鼎盛时代， 两旁的饭店迅速增加

到了八、九十家，成为人们品尝各种美味

佳肴的一个好去处。 陈宗余回忆，大家在

南京路逛一逛之后， 一般都会再来美食

街吃一吃，那时候的新式菜肴如醉膏蟹、

温蟹等只有黄河路才能吃得到。

因为生意红火， 饭店对服务员的要

求无形之中就变得更高了， 要形象好一

点、年轻一点的。 如今已成为粤味馆经理

的张孝霞回忆：“老板第一眼看到我呢，

他就讲，啊？ 这个小姑娘怎么能干活的？

人这么瘦小。 那么我讲，试试看好了，不

行再说嘛。 ”

当时的四川妹子陈宗余和安徽姑娘

张孝霞因为年纪轻， 经过试用都留了下

来。 而后来成为乾隆美食老板的王金招，

那时候已 28 岁， 在当时属于大龄青年，

最终这位浙江姑娘被宝玉大酒店录用做

了仓库保管员。

黄河路紧挨着老牌星级宾馆———国

际饭店，与繁华的南京路毗邻。 绝佳的地

理位置，使得这条马路与乍浦路、云南路

曾被称为上海三大著名美食街。

唐怡春老先生的家就在黄河路功德

林后面，他从小跟着家里大人在这条路上

进进出出。 在他的记忆中，这条路是有底

蕴的：黄河路初名东台路，后改称派克路，

1943 年改为现名。 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

寓（今长江公寓）是张爱玲曾住过的地方，

它的旁边是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

创办于 1922年的功德林，1932 年（也有

一说是 1930年） 从北京路搬到了黄河路

后，规模扩大了很多，成为一些名人聚会

议事的场所。 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李

公朴等爱国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

各界救国联合会”时，就在功德林以聚餐

为名联络各界。 七七事变后，“七君子”仍

经常在功德林开展抗日活动。

美籍华人李丹尼小时候住在大统路、

南星路， 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非常方便，

而黄河路也就成为他前往人民广场的必

经之路。“过了新闸桥，穿过新闸路，就到

了黄河路，再走一段就到了南京路……小

时候也喜欢在人民公园玩，就在国际饭店

对面。 ”因为李丹尼的奶奶吃素，李丹尼的

父亲就经常带着小小年纪的他在功德林

买了素食带回家给奶奶吃。

“功德林是百年老字号，用材好，味

道也好。 ”1980年，李丹尼办好了美国签

证， 去了拉斯维加斯的一家中国餐馆打

工。 当他再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十多

年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脚下这条

非常熟悉却又今非昔比的黄河路， 让这

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激动不已。

“感觉真的是一夜巨变，原来黄河路

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中，是一条小马路，

两边的建筑也比较陈旧， 但后来变得灯

火辉煌，热闹得不得了，人来人往，熙熙

攘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未完待续）

吃在黄河路的真实历史，你了解多少？

（上）

假期里，我与父母回到乡下看

望爷爷奶奶。 一下车，湿润纯净的

空气将我们包裹，夹杂着的缕缕菜

饭香气，与我记忆深处的那种芬芳

渐渐重叠……

“囡囡，来吃饭了！ ”奶奶的呼唤

与菜饭香一同飘来。小小的我揉揉早

已饿得“咕咕”叫的肚子，不禁咽了咽

口水， 飞奔回家。“吃完饭再一起玩

噢！ ”我不忘向小伙伴们约定好。

回到家，只见饭桌上，我的小

瓷碗里盛了满满一碗菜饭，在阳光

下微微泛着油光。 米饭颗颗晶莹剔

透，碧绿的青菜、赭红的腊肉点缀

其间。 我赶忙抓起筷子，狼吞虎咽。

猪油的醇香和青菜的清爽交

错着盈满了口腔。“囡囡，好吃伐？

这是邻居家阿婆烧好分给我们

的。 ”“嗯！ 真好吃！ ”嘴里的饭来不

及咽下，于是我摇头晃脑着，含糊

不清地答道。 小小一碗饭很快见

底，放下碗筷的那一刻，我抬头发

现爷爷奶奶看着我，笑得欣慰。

“囡囡，来吃饭了！ ”邻居家阿

婆的呼唤与菜饭香一同飘来。 爷爷

奶奶有事出门， 阿婆

便热情地担负起照顾

我的责任。“来了！”我

与哥哥姐姐们欢闹着奔回去。

循着香味，我们来到灶台边。膛

里的火一窜一窜烧得正旺， 时不时

还有火星跳跃着， 丝丝香气从锅盖

的缝隙中钻出。 迫不及待地催促大

人揭开锅盖， 翻滚着的水汽裹挟着

更浓郁的香味直冲而上。 这对于在

外疯玩了一天的我来说如久旱逢甘

霖， 我眼巴巴地仰起头望着灶台。

“小馋猫哟！ ”阿婆俯下身刮了刮我

的鼻梁，递给我满满一碗菜饭。

“囡囡，来吃饭了！”奶奶的声音

将我拉回现实。 我兴冲冲地奔进厨

房却只看到冰冷的煤气灶和电饭

煲。 妈妈招呼我去隔壁阿婆家：“知

道你喜欢吃菜饭， 你奶奶特地问阿

婆借了土灶头烧呢！这么久没回来，

你奶奶可想你了！”我一下瞪大了双

眼———在这个追求快捷便利的时

代，邻居居然还保留着土灶！

现在的我早就比那灶台高，儿

时专属于我的那只瓷碗也不知何

时被磕掉了一角。 菜饭的香气却没

有被时间冲淡。 两家人坐在一起唠

唠家常，时光平静地流逝着……

记忆深处那一碗菜饭

�徐汇中学初三（5）班 张荷溢

“一轮旭日照在碧绿的嘉陵江

上。 ”50 多年前我上中学时读了小说

《红岩》，书中主要人物、情节及全书结

句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以江姐为代

表的红岩先烈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

英雄气概深深震撼了我。 打那时起，我

就有了一个心愿：今生我一定要拜谒歌

乐山，临场感受、缅怀红岩先烈们。

最近我随老年旅行团去三

峡、重庆，拜谒了歌乐山，参观了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仔细

观看了渣滓洞监狱和白公馆监狱

旧址。 我情感的潮水如读小说时

一般奔流起来。

痛哉，红岩先烈们！昔日的牢

房阴暗潮湿，如同铁罐。刑询室内

摆满各种刑具，有老虎凳、钢鞭、

皮鞭、竹签、烙铁。 牢房内有狱中

难友用竹席篾片和放风时摘的野

花扎成花圈， 举行被害战友追悼

会的大幅照片。 红岩革命先烈受尽常

人难以忍受的酷刑与随时遇难的场

景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 剜心之痛又

一次袭击了我。

壮哉，红岩先烈们！ 当江姐受到

竹签钉指甲酷刑时， 她坚强地说，共

产党人的意志比钢铁还坚硬，小小竹

签算得了什么？！ 有一烈士在遇难前

写道:“只要党在，我就没有死！ ”狱中

难友为遇害同志撰写了一副对联:“我

辈今朝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悲

壮之声又一次震撼了我。

惜哉，红岩先烈们！ 1949年 11 月

27 日，重庆解放前三天，蒋介石下令

在渣宰洞、 白公馆对我革命志士进行

大屠杀。 他们把“犯人”集中关进一个

牢房，用机枪朝内扫射，打开牢门后逐

一补枪，再浇上汽油焚尸，真是残忍之

极！ 以江姐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

志士在听到我解放大军隆隆炮

声之时倒在了敌人枪口下，他们

奋斗了一生却没能等到胜利之

日。 惋惜之情又一次包围了我。

慰哉，红岩先烈们！ 有一首

歌颂先烈的歌，歌名叫《假如你

今天还在》， 其中三句是：“假如

你今天还在，你看到的一切是否

是你当初的期待？ ”“你昨天的牺

牲，就是为了今天的时代。 ”“不

管你今天在还是不在，你生命的

花朵已在祖国遍地盛开!” 红岩先烈

们， 你们似红岩上怒放的红梅，“唤醒

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 ”今天

的祖国艳阳高照， 百花盛开， 国家富

强，人民安康。你们的梦想已变成了现

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也是你们的梦，一定会如期实现！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

诗。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

长歌当哭红岩魂，红岩先烈永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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