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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邓建生

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的发腱变化都是遵循一定

规律的。顺势者吕，逆势者亡，这是晰多规律中最为人们所理解

的规律之一。华山玉这一百年老字号的食品厂顺应“民以食为

天”的大潮流，历经几个朝代的沧桑，一代又一代员工苦心经营

至今，从手工作坊发展为拥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综合经营型食l铺

企业，可说是天高地迎，今非昔比了。

常听前辈们为华山玉没有一酃象样的厂志而呼吁，修厂志的

念头也就时时萦绕心间。町庆幸的是，重庆糖果糕点坍会秘书长

王洪泰同志和副秘书长车安吉同志欣然应允为修厂志挥笔并付诸

实践，历时两年多，终使洋洋十万占的厂志得以完成，前辈们的

宿愿终于成为现实。

修厂志所面对的是历史，历史的内涵是过去的真实：因此，

光亮而绚两的，暗淡而晦涩的，都应该统统收拢到一块写进去，

让历史以本来的面H走向未来。此次修志所涉及的内容之广泛，

从时期跨度剑空间范围，堪称华山玉史无前例。虽然如此，能否

使前辈、后辈均满意，仍／1：能断言。但是，把它称之为抛砖引玉

也罢，还是称之为铺路石也拦，实实在在的一点就是它对史料是

一次抢救。住此之前，华山玉没有一份象样的记史资料，町称为

“活资料”的老人电越来越少．相继过世，所剩无儿。不难预料，

随着岁Jj逝去，这项工作的难度会越米越大．若再不抓紧进行这

项工作，IiIJ使今后修r厂志，也将免4：丫留下诸多遗憾．

在这次修J一志的前期工作中，编写人员丌；辞辛劳地上作，收

集r火墙资料，并尽·jJ能地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考

征饮实，力编出一邴客观、翊实、准确n，J厂志作’J’很有意义的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献。其间，华山玉尚在世的老人们在听说修厂志的消息后，纷纷

主动提供资料；在接受采访中，一再表示，希望华山玉更加兴旺

发达．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厂志记载了前辈创业的艰辛，一些曾为华山玉的发展起了较

大作用的人员被列入其中，作为企业的功臣，受后代敬仰。同时，

企业以此为范，激励现在和将来的企业职工忠心耿耿地为企业工

作。

修厂志受历史时期限制，具有阶段性．以后的内容，有待于

后来者陆续编撰。为使厂志能长期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变化，我建

议，今后每隔十年修一次厂志，让厂志的内容与企业一道发展，

一直到很久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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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沿革



重庆华山玉食瞌总厂前身是一家百年老店重庆华山玉食品

号．据重庆华山玉食品号创办人孙志道的嫡孙孙宏定追述，华山

玉应创办于清咸丰二年(1852)，至今已有140年历史。自晚清至解

放ljf『，重庆华山玉食品号一度兴盛，逐渐衰落，是一小帧Ip国民

族工业的剪影。新中国成立以后，华山玉由于产业式微，无力经

营，价让给国家并逐渐与重庆兴记大昌(振兴)饼干糖果厂、重

庆新记花果园、华农(隆)饼干厂合并，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企

业，由重庆市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管理，更名为重庆市手工业合

作社联合社食品厂(简称市手工业联社食品厂)，成为全市较大

的国营食品企业。从此，华山玉获得新生，走上了兴旺发展之路。

1957年7月，这家企业由市手工业联社移交重庆市糖业糕点饮食

公司管理，更名为重庆国营食品厂。1958年4月，重庆市糖业糕

点饮食公司撤消，厂划归中国食品公司四川省重庆市公司领导．

1959年lo月14日，四川省重庆市饮食服务公司成立，重庆国营食

品厂义划归这个公司领导。1960年根据中共重庆市委财贸政治部

的指示，恢复华山玉这一厂名。196 1年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糖业烟

酒公司四川I省重庆市糖果糕点公司领导。文革初期，曾宣布为重

庆市新山城食品厂，不到一月，改为重庆市红卫食品厂。1980年下

半年再次恢复重庆华山玉食品厂厂名。1982q-：划归新成立的重庆

食品饮料工业公司．1984年底，划归重庆市第一轻工业局。1989年

一、二轻工局合并为重庆市轻工业鼻奇，华山玉厂直属重庆市轻工

业局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和经营有了很大发展。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1989年3月更名为重庆华山玉食品总厂。

从195 1年起，华农饼干厂，重庆兴记大昌饼干糖果厂、重庆

新记花果园，重庆华山玉食品号逐步合并成为市手工业合作社联

合社食品厂和后来的重庆国营食品厂，这是华山玉食品总厂发展

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四家厂的合并，加上1953年接收了国民

党的中国粮食公司重庆粮秣厂，使工J．的规模拓展，技术队伍壮

大，设备增加，产^^特别是铝特优产IIl^增多，企业的实力增强。

经过几年的发展，当恢复华山1三厂厂名时，这家厂已成为与公私



合营冠生园食品公司并驾齐驱的重要食品广，在全市食品企业中

名列榜首．叙述华山玉食品总厂的厂史，必须分别叙述华山玉、

大昌、花果园和华农几家厂的厂史以及中国粮食公司重庆粮秣厂

和中国粮食公司重庆饼干厂的历史。

华山玉的历史

‘

重庆华山玉的创办人为孙志道，系湖广移民(俗称湖广填四

JII)的后裔，家境清寒，幼小学徙。由于勤奋和聪慧，’学成了一

身翩做糖食的好手艺。青年时期，当上了蒙香斋糖食作坊的。掌

墨师傅”(木匠行掌墨师傅的借称)，即首席技师，很得店主的

赏识。蒙香斋的店主姓谢，是财雄一方的商户，在重庆府城产业

较多．位于朝天门过街楼与信义街交汇处的蒙香斋，只是谢氏产

业的一小部分。谢老板因喜爱孙志道的为人和手艺，将自己的小

女儿许配给孙志道为妻，招为上门女婿．谢老板去世后，其子将

蒙香斋作坊及店铺价售给妹丈孙志道．孙志道拿了积攒的私房

钱，还借了一些钱，买进了蒙香斋，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孙志遭创业很有见地。他独立经营后，第一件事就是为蒙香

斋取一个新的店名。为此使到处请教一些有学问的人。一位叫赵

资琛的翰林学士为他想了一仑店名，叫华山玉食品号。这位赵翰

林学士解释了取华山玉这个名号的根据：传说术太祖赵匿胤即帝

位前，过华山，遇陈抟，两人对奕．陈抟戏约：如赵胜，愿以所

居道观中供奉的一块白色壁玉相送；如陈胜，赵匡胤以华山赠陈

抟。赵匡胤欣然相许。局罢，赵负于陈。陈抟命童子以盘进茶点，

其色白如雪，其形如观中所供之玉。陈抟对赵匡胤说：你未赢模，

不能得华山之玉，以此慰之．赵匡胤即帝位后，果以华山赠陈抟，

以践前约。华山后来成为道家传教布遭的道场，香火大盛。孙志

道笃信道教，又是做点心的好手，听赵学士关于陈抟进点心如华

山之玉一说，十分高必，店名就定为华山玉食品号．于是请他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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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招牌，粉刚了门面，择吉开张。华山：丘这家百年老店狄此诞

生了．

据史载：陈抟是宋真定人．五代时隐居华山，寝处常订余日

不起。闻宋太祖(赵匡胤)登极，目，“大下至此定矣”。这说

明陈抟对当时的形势比较丫解，对赵匡胤其人也很信任。上引的民

间传说同史料有着有趣的联系，增加了华山玉这一店名的神秘色

彩。华山玉这个名字从音韵学上讲，出平转J人，铿锵清越，很

美，很动听．璧j三化茶点，茶点如壁玉，给人以形美、味天的状

想。华山玉这个名字有声有色有形有味，成为这家一【=『年老膳兴旺

发达，脍炙人U的重要因素。

孙志道夫妻经让的华山玉生意兴隆，发展微快。从一爿犬妻

店到收学徒，请帮工，到购嚣房产，扩大作坊，增肌f、】点，确实

春风得意。反正前，还拿钱为n己{}j了一个ji品同知的官。孙志道

惨澹经营几十年，到了晚年，华lll三ii已拥有许多房地产，并迁到

了上半城新址生产和营业，其地位予天官街与都|j{I：街交}r：处，邻

近都邮街口，正好是现在的解放碎基所在地。义逐步买一F-l,-邻右

舍的店铺，当时的华山玉占地约1000。2，三楼一底．砖木结构，底

层有“f’目J正房。临街一排铀fli『，kl；后是作坊．规模可观，气象恢

宏，为重庆同行之冠。华山玉在发袋过程中．形成_J，自己的生产

特色和经戗特色，也是这家d年老店成功的奥秘：

一一业精于勤。孙志道住龟4业初期，除j’自己上灶上案。制

作产晶和坐店销售之外，还提着货篮，走街}弘巷，到篆楼、烟馆销

售产品。这方嘶同著名糖制a^企业冠生吲的老板洗冠生相仿佛。

这小仪增加了销售量，还血接扶得多方曲f的信息，为华山玉增加

花色^^种，提高产晶质量指出方向，提供依据。音疆店后坊的形式

使生产经营融为一体；Il『场信息与生产经营一脉棚通，形成良性

循环。企业就住这种循环·lt迅遗发腱。=【=Ei{l旧商业发展史上，自先

秦以至当代，凡有成就的ffif人都是这么做的。孙志道深请此中三

昧，不一}fl辛昔，身俗力衍，袄{诤j’成功。』E r彳，j、辉苫(名醴熙、

7≯惑迪)，媳陈孝贤(人称孙老人婆)，』乓孙孙宏定(!≯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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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克绍箕裘，继承这种经营作风，使华山玉继续发展。

——名品引路。华山玉开业后，陆续创制了一批独具特色的

产品，靠这些有特色的产品，打开了销路，开辟了市场，赢得了

声誉，发展了企业。如白玉酥，荷油酥、癞头酥、冰糖麻饼、枣

泥麻饼、洗沙麻饼等品种，色香味形均臻予上乘，享誉百年，畅

销全市．一提到这些产品，就想到华山玉．，一到华山玉．就指名

要这些产品．产品与企业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除著名产品外，华山玉的产品注重节令，特另Ⅱ是春节，端午、

中秋三大节日，形成季节分明，节庆气氛浓郁的特色。如岁末家

家祭灶，民俗要陈列各色杂糖，以享灶君，华山玉就生产京果、

麻元、芝麻杆、花生块、玉兰片，黑，自芝麻片．大泡果，洒淇片

等产品，统称灶糖供应市场。春节前供应年糕、汤圆心子，成为

传统的节Fi产品．端午节日粽子四川历来是家庭自己制作，自己

享用．品种单一，商品性不强，华山玉仿造“下江粽子?(苏式

和广式)，粽子品种由单一变繁富．成为节令商品。盛夏季节，

华山玉生产和供应绿豆糕、潮糕等适令品种，尤以百果糕闻名．

中秋，华山玉推出各色月饼，除上文提到的白玉酥、癞头酥、荷

油酥等品种外，还有成系列的麻饼．麻饼即有馅的芝麻饼。川I式

月饼以麻饼为代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就传入四川。唐

自居易曾写诗赞麻饼：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华山玉的麻饼不但质量好，而且自成系列，有冰糖麻饼、枣泥麻

饼、洗沙麻饼、椒盐薄脆和椒盐茶饼等品种，名噪-时，极受欢

迎．

华山玉是最典型的重庆帮式(或称渝帮)糖食厂，但善于学

习。勇于创新，不囿于巴蜀食品文化，能够从各地食品文化中吸

取养料，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例如吸取了苏式月饼的长处，创制

了华山玉式的冬瓜酥饼。冠生园入川之后，把广式月饼带到了重

庆市场，华山玉立即仿制，很快就能生产广式月饼。由于改进了

配方，注重了工艺，华山玉的苏式和广式月饼，做到了。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使消费者刮目相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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