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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工信部公布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哈尔滨卷烟
厂旧址——老巴夺父子烟公司砖造纸烟工厂（“大黄楼”）成功
入选，这也是我国烟草工业企业首次入选国家工业遗产——

1922年，烟厂员工在工厂大楼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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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楼”的百年往事
□孙铭阳

日前，工信部公布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哈尔滨卷烟厂旧址——老巴夺父子烟公司砖造纸烟工厂（“大
黄楼”）成功入选，这也是我国烟草工业企业首次入选国家工业遗产。2021年，是“大黄楼”建成的第101个年
头。新百年，新使命。近日笔者走进位于一曼街69号的这座老房子，聆听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余音回响。

1903年的一天，年轻的退伍军人、莫斯科老巴夺烟厂厂长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夺在莫斯科火车站送
别曾经的战友踏上征程时，偶遇了即将前往哈尔滨的随军护士季娜依达·米哈伊洛夫娜·施巴科夫斯卡娅。三
个月后，老巴夺决定追随季娜依达所在的部队，从莫斯科前往哈尔滨。很快，两人在哈尔滨结婚定居，并将自己
莫斯科的烟厂和哈尔滨中国大街（现中央大街）的卷烟作坊全部迁至埠头区宽街二十号（今道里区西十三道街
巴拉斯旅店旧址处），创办哈尔滨葛万那老巴夺制造烟卷公司（即：葛万那烟庄），这便是哈尔滨卷烟厂的前身，
并从此开创哈尔滨现代化制烟工业的先河。

季娜依达在哈尔滨开设了一家诊
所，老巴夺则继续经营他的烟厂，虽远离
故土，但先后诞生的三个孩子，淡化了他
们的乡愁。

土耳其风味的俄式卷烟、哈瓦那雪
茄、手切烟丝让因修建中东铁路涌来哈
尔滨的外侨找到了故乡的味道，也为从
未体会过洋烟的本地人打开了一扇窗。

1909年葛万那烟庄正式更名为老巴
夺父子烟公司，不料企业“蜚声海外”的
强劲发展势头引起了全球垄断烟草组织
——英美烟草公司的恐慌。1914 年 5
月，英美烟草公司为阻挠老巴夺父子烟
公司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通过“合
资”协定的手法，把公司合并，企业也更
名为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也
是在这一年，英商老巴夺父子烟公司与
中东铁路管理局酝酿哈尔滨铁路沿线建
设新工厂。1920年，新厂房在南岗区山
街（现一曼街69号）正式开工建设。新厂
房建设之初为清水红砖，新中国成立后，
才被通体被涂成黄色，“大黄楼”也由此
得名。建筑总体为折衷主义风格，半圆形
的窗户、三角形的檐口线、精致的锁心石
是这座楼典型的标志。大楼造型简约，通
过重复性叠加设计，增加了工业企业的冷
静与严肃，也就显得更加古朴庄重。

资料记载，“大黄楼”的设计者俄国
人维萨恩，他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工务处
著名设计师，享誉中外的马迭尔宾馆便
是他的代表之作，同时他在哈尔滨还留
下了吉黑邮务管理局（现黑龙江省邮政
博物馆）、吉林铁路交涉局（现中苏友好
协会旧址）等一大批经典之作。

“哈尔滨独一格，南岗上坡老巴夺，
地窖择烟叶，二楼糊烟盒，三楼包烟卷，
四楼‘马神’客。”多年前的这段童谣形象
地描述了当年“大黄楼”的格局。

“大黄楼”整体为四层。最顶处设有
水房，南北各设货梯一部。一楼（半地
下）为烟叶存贮室，同时设有分叶、抽梗、
切丝、烘丝工序。二楼中间是用于制作
浆糊的制糊室，北段区域订制包装木箱
并与库房相连，南段设置手工糊制烟盒
工序。三楼是手工包装工序，四楼则排
满了35台大白杆制烟机。整个生产工序
有效地利用了工厂的有限面积，符合工
艺对烟丝成品的基本要求，通过两台电
梯，提高了流水化生产的作业效率，直至
上世纪90年代哈尔滨卷烟厂生产车间搬
迁之前，除个别工序调整外，工人们依然
按照当年的生产布局进行现代化的卷烟
生产加工。

哈尔滨沦陷后，党组织先
后派遣赵一曼等在厂内开展一
系列革命工作，同时成立了由
党领导的工会组织。1939 年，
日本侵略者对原“大黄楼”向南
进行了扩建。同年9月，扩建工
程竣工，“大黄楼”南北长度达
到了 100.74 米，东西最宽处为
24.49米，大楼整体仍然为四层，
每层的建筑面积基本达到 2000
平方米以上，扩建部分为混凝
土浇灌，楼里配有独立的室内
卫生间，厂区后来逐步增建“存
煤处”“浴室”“仓库”“砖造警察
用房”“宿舍房”“砖造更夫房”
等。

哈尔滨解放后，在党的领
导下，“大黄楼”里灯火通明，夜
以继日加班生产，全力保障解
放战争前线物资的供应和城市
的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哈尔
滨市政府以烟厂为试点大胆实
行劳资合作合理分红制度。

1950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
成立一周年之际，刚入厂不久
的年轻员工孙尚智，在工友的
帮助下，爬上了“大黄楼”的楼
顶，这座历经风雨的老楼第一
次悬挂上了五星红旗。

伴随着建国初期社会主义
改造，老巴夺父子烟公司于
1952年 4月 2日，正式有偿归为
国有，更名为国营哈尔滨制烟
厂，企业也走向了跨越式发展
的新阶段。自那时问世的“葡
萄”“迎春”“哈尔滨”等“老三
样”香烟成为老一辈哈尔滨人
永恒的回忆。

1959 年，太阳岛牌香烟从
这里问世，伴随着《太阳岛上》
歌声，香飘至今。

上世纪 70 年代初，林海灵
芝牌香烟从这里诞生，作为中
式卷烟的典范，见证了中国卷
烟走出国门的历史瞬间。

上世纪 80年代，“老巴夺”
牌香烟开始试生产，这个不晚
于 1914年诞生的老字号品牌的
经典再现，为百年企业的历史
文脉续写了浓厚一笔。

历经百年风雨的“大黄楼”，在拂去
历史的尘埃后，其前世今生的故事，在讲
述给世人后，依然生动。在此，不得不提
到一代代哈尔滨卷烟厂“大黄楼”的守护
者。

哈尔滨卷烟厂（以下简称哈烟）副厂
长易守标告诉笔者，回望历史，百年哈烟
与国家、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共成
长。守护好企业的历史遗存，是我们哈
烟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一代代哈烟领导对历史的尊重，才
让百年哈烟清晰厚重的历史延续至今。
在哈烟百余年的历史上，留下了三部详
尽的厂史，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一直激励
着哈烟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1990年
初，“大黄楼”一度成为危楼面临拆除，企
业的决策者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斥巨资
对其进行保护性修缮。 同时，企业与哈
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等专业学术团体紧
密合作，为企业历史学术问题进行专业
化顾问指导。

进入新时代，为了更好地把企业的
历史遗存守护好，企业成立了以厂长为
组长的哈烟精益课题小组，以当下最新
的学术成果和最新开放的历史档案作为
支撑，对企业的百年文脉进行了历史上
最为细致的梳理。

作为哈烟精益课题资料小组的一
员，张万权负责企业资料的全面收集整
理。能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成为“大黄
楼”年轻的新一代守护人，他觉得唯一能
做的，就是不让前辈们失望。六年来，他
尽其所能，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通过国内
外的学术组织最新的研究成果，档案馆、
图书馆最新开放的图文资料，拜访古玩
店主、收藏家，他发现了大量的有关哈烟
厂的史料和遗存，无论是早期的建筑图
纸、地图、杂志报纸；还是烟标，烟支，烟
画、电话薄、回忆录……在他眼里，每一
份历史信息都是历史留给企业的不可再
生的财富。

作为精益课题影像小组的成员，刘
辉一直用手中的镜头记录着这座老楼一
点点变老，也记录了这座老房子在企业
的精心呵护下逐步焕发神采。这些年，
他同样也与时间赛跑，他为一大批亲历
历史的老人拍摄整理口述历史，为企业
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他镜头下很多老
人如今都已经不在了，但他觉得，那些留
下的影像可以让他们永生。

在“大黄楼”新一代守护者的努力
下，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记载中，全面
考证了葛万那烟庄的旧址；发现了厂区
的变电所、“大黄楼”北墙浮雕等历史建
筑遗迹；找到了企业始建于 1898年的最
新证据；找到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企业公
章；找到了建国后企业第一位抗美援朝
烈士王兆连的部队番号；第一次运用3D
动画技术复原了 1922年“大黄楼”的历
史风貌……

2014年，为适应现代卷烟生产的需
要，哈烟整体迁至江北新厂。也就是从
那以后，散落在松花江两岸的两份荣耀，
便愈加光辉闪烁；一边历经沧桑风雨，一
边汇融现代智能；一边守护历史，传承文
脉；一边跨越时光，拥抱未来；他们彼此
交融，他们交相辉映，共同见证哈尔滨这
家百年工业企业的传承与变迁。

2019年，“大黄楼”被列入中国工业
遗产保护名录，2020年入选国家工业遗
产。从此以后，百年老楼，又有了新的历
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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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红色的激流汇入黑色的
土层，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1923年，“中共哈尔滨组”在哈尔
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成立
的第一个党组织。自此，星星之火在白山黑水间逐渐形成燎原
之势。

日前，笔者来到哈尔滨党史纪念馆“中共哈尔滨组”展区，
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字介绍，把我们带入那段风雷激荡
的红色岁月。

“历史上，哈尔滨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最早传播的地方。
哈尔滨这座城市是中东铁路的重要枢纽，是中共党员和先进知
识分子往来于苏俄的中转站，打通这条国际通道非常重要。”哈
尔滨党史纪念馆负责人马天龙详细介绍了“中共哈尔滨组”成
立的历史背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在东北地区建立党的
工作组织，多次派人到东北考察和开展革命活动，计划建立党
组织。

1921年冬，中共北京区执委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
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到东北考察工运和筹建党组织。

1923年3月，中共北京区执委根据罗章龙的建议，派遣陈为
人、李震瀛到哈尔滨筹建党团组织。

陈为人、李震瀛到哈后，与《哈尔滨晨光》报主办人韩迭声
取得联系，并进入该报社以记者身份开展革命宣传，培养进步
青年。

《哈尔滨晨光》报刊发的新闻内容是比较进步的，非常受欢
迎，经常发表一些抨击军阀的罪恶行径以及外国列强对中国人
压迫的文章。

1923年8月，中共北京区执委又派中共党员陈晦生、社会主
义青年团员彭守朴来哈尔滨协助陈为人、李震瀛筹建党组织的
工作。1923年9月，陈为人与李震瀛、韩迭声在哈尔滨道里十四
道街创办了“哈尔滨通讯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创办的
第一家新闻通讯社。并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建立了业务关系，利
用翻译电台稿件的优势，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经过前期的努力和准备，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3年10月，在陈为人领导下，正式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组（亦称
中共哈尔滨独立组），这是东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组织。此时，
哈尔滨有党团员9人，其中党员3人，团员6人。

随后，1923年11月，陈为人与李震瀛还成立了“哈尔滨青年
学院”，主要吸收知识青年、工人和一般劳动者参加学习。由于
学院的教学氛围自由、宽松、民主，因而吸引了大批青年到这里
学习。

“中共哈尔滨组是东北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刚组建
时，人数不多，但它是撒在东北大地上的一颗革命火种，它在东
北地区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成立标志
着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地方党组织正式建立，革命火种已经点
燃，从此掀开了东北地区历史崭新的篇章。”中共哈尔滨市委史
志研究室党史编研处副处长边清山这样评价中共哈尔滨组成
立的历史意义。

以“中共哈尔滨组”成立为开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大连、
奉天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共产主
义的火种在东北大地上熊熊燃烧。

如今，在哈尔滨党史纪念馆一楼阳光大厅内，巨幅党旗如
鲜血浸染，分外醒目。“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在党旗见证下，一批批青年人右手握拳，进
行入党宣誓。他们的声音交汇在一起，一句一字坚定有力。

穿越近百年时光，从“中共哈尔滨组”诞生那一刻起，融入
哈尔滨城市血脉的红色基因正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白山黑水间
第一个党组织

□文/摄 闫一菲

哈尔滨党史纪念馆“中共哈尔滨组”展区。

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出有关“哈尔滨通讯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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