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发祥茶食 

 

    老傅家甸的人们，一提起合发祥茶食店，有的说合发祥的糕点好，特别是是"槽子糕"  

(蛋糕)两面烤制，色美、味香，松软香甜；有的说合发祥的冰棍风味独特，蛋奶味浓，软硬

适度，芳香可口，老少皆宜，是消暑的佳品。 

    民国 3 年(1914 年)，满族兄弟项殿一、项殿?二人随父项国蕃由辽宁省海城县来到哈尔

滨。开始在哈尔滨东郊荒山嘴子落户务农，苦干三年，积累了一些钱。民国 6 年(1917 年)

大批外国人涌进哈尔滨，大批关内外农民，为了谋生纷纷来到哈尔滨。项氏二兄弟也来到哈

尔滨，在傅家甸东新街(道外南十六道街)244 号开了一个小茶食店，取名"合发祥"。 

    当时傅家甸东新街是一个繁华街道，这里不仅有华乐戏院，各种小食店，更多的是妓院，

最出名的是"荟芳里"，俗称"圈楼"或"圈里"。合发群的店址南邻华乐戏院，后院楼上则是"

德凤下处"(二等妓馆)。因此，每天来往游客非常多，昼夜不息，是经营食品店得天独厚的

好地方。最初合发祥资金只有 800 元现大洋，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各半。经营的品种为烟、

酒、糖、干鲜水果等类。由于地点好，加上哥俩的苦干，营业额直线上升，资金不久已升为

两万多元现大洋。到 1920 年，项氏兄弟为适应市场需要，获大利，合发祥开始自产"槽子糕

"。1931 年，合发祥生产人员扩大到 12 人，不仅生产蛋糕，还能生产一些点心，特别是能

大批生产仲秋月饼。自此，合发祥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的规模基本形成。     

    1932 年，项殿?病故；合发祥由项殿一挑起。1940 年，项殿一因年老体弱退居后屋，合

发祥由我经营。当时我刚满 18 岁，虽然年轻，但我肯吃苦学习，因此经营颇有起色。但好

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不允许民族资本进一步发展，经济统制越来越残酷。1943 年，日伪

当局制造了一起迫害民族工商工者的"罐头事件"，以"经济犯"把我关进道外正阳警察署监

狱。伯父项殿一用大把血汗钱，千方百计把我保释出狱。出狱后，我把合发祥关闭，在原店

门前出床子，还卖那些商品，后厂白天不干晚上生产，就这样一直到日本投降。 

    1946 年 4 月 28 日，哈尔滨解放了。党和政府积极鼓励和扶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我的

劲头更大了。1956 年 5 月，响应党的号召，合发祥很快公私合营。现在的合发祥已改为合

发祥冷食厅。1985 年，市政府拨款 5 万元，工商银行贷款 15 万元，购置了成套新设备，扩

大了营业范围和经营品种，职工已增加到 20 余名。现在的合发祥不仅保留了老合发祥风味

蛋糕、冰糕、冰棍的生产，而且还增添新的产品，蛋卷冰淇淋、蛋白雪糕和各样的冰点心，

还备有牛奶、咖啡、油茶等可口的饮料。 

    现在，我被选为省人大代表，道外区工商联主任委员。回想几十年的经商之道，我琢磨



万国鼠疫研究会上郑兴文以高超的厨艺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赞誉，获得大会颁发的荣誉

牌匾《滨江膳祖》。 

 

第七章 历史名人 

 

许景澄 

 

  许景澄与哈尔滨的渊源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开创者，但是哈尔滨的开创者之一许景澄，却终其一生没有踏上

哈尔滨的土地，这似乎是一个传奇。 

  哈尔滨的现代城市建设史只有百年，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从小渔村开始

萌芽，到现在成长为屹立东北亚的国际都市，哈尔滨在城市建设史上迅速完成了凤凰涅槃。

盘点哈尔滨的百年春秋，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有一个地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清政府任命

的中东铁路总办许景澄。总办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董事长，全权主管中东铁路事务。可以说，

许景澄是这座现代城市的奠基者。 

  如今车水马龙的国际都市，当初萌芽时的芽孢，起源于中东铁路的建设。当年，清政府

与沙俄在彼得堡举行谈判，议定修建中东铁路，清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许景澄。从那一

时刻起，这个城市开始打上许公的印记。此前，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

密约》，为合办铁路事宜签署了框架协议，定了调子，但许景澄在谈判桌上依旧据理力争，

维护了国家主权。五十余岁的许景澄，生于一个朝代走向衰弱的时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每一个条款上为国家据理力争。最后，许景澄代表清政府，在《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

上签字。 

  许景澄远在彼得堡签下的一纸协议，打破了哈尔滨地区的千年沉寂，一个现代城市开始

萌芽。哈尔滨的现代城市史发源于中东铁路，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个荒寂的渔村，开始

成长为远东最重要的商埠，成为各国探险家的乐园。曾经的沼泽与湖泊，泥泞中出现小路，

出现房屋，出现现代建筑。一百年，一座现代城市拔地而起，而他的开创者逐渐被这座城市

所遗忘。终许公一生，也没有到过因为他一纸签字而发达起来的城市。 

  1896 年底，许景澄被任命为中东铁路公司总办，办公地址在首都北京。许景澄在任期

间，铁路公司每年发给他的办公经费 1.5 万两白银，许公分文不取，全部上缴总理衙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