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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的版图形似天鹅，而哈尔滨仿佛天鹅项下一
颗璀璨的明珠，风光旖旎，美不胜收。秀丽的松花江宛若
天上的银河飘落北方黑土，迷人的太阳岛恰似瑰丽的宝石
镶嵌在银河北岸。巍峨矗立的防洪纪念塔、凌空飞渡的松
花江公路大桥更是衬托出哈尔滨的飒爽英姿。东北虎林
园虎虎生威，令游客叹为观止，冰雪大世界享誉全球吸引
了千千万万的国内外游客……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我与妻子漫步在亚洲第一街——
哈尔滨中央大街上，尽情欣赏街区内古老的欧式建筑与中
国现代文化元素的完美结合。一座座精致的雕像，激情跃
动的喷泉腾空而起，袅袅飘荡的音乐似水柔情。远远望
去，整条街霓虹闪烁、流光溢彩、庄重典雅、富丽堂皇……

世界上本不缺乏美，只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我和妻
子心情颇佳，脚踏着百年面包石铺就的路面，走走停停，竟
观察到了那么多平时被我们忽略的美丽。

不远处一个衣着简朴，额头挂满汗珠的女孩儿，左臂
挽着一大束玫瑰，右手拿着一只黑色的皮夹。一边声音嘶
哑地说：“叔叔阿姨买花吗？三元一枝，您看这花多美多香
呀。”一边问：“我捡了一只皮夹子，是您的吗？”我走近她，
看到了一双天真质朴的明眸。

“叔叔买花吗？三元一枝，叔叔您丢皮夹子了吗？”
我微笑着说：“丢了，里面大约有六百元钱、一张我和

妻子的合影。”女孩儿打开皮夹核对后摇摇头，说里面的钱
不止六百元而是很多，也没有合影照片。她催促我抓紧去
别的地方找找，晚了恐怕找不到啊。

我给妻子买了九朵玫瑰，说：“谢谢你，妹妹，叔叔是和
你开玩笑呢，你很棒，赞你！”我俩边走边感叹这女孩儿美
丽的心灵。是啊，卖一枝玫瑰大约赚五角钱，可她宁愿用
辛勤的汗水来换钱，也决不昧了自己的良心。

再往前行，一名驼背的老妈妈映入眼帘。她一手提着
长把撮子，一手握着笤帚在清扫街道。老妈妈特别仔细，
不放过任何一个犄角旮旯。有一处十分狭窄，用笤帚颇为
不便，老妈妈就蹲下身，用手一点点往外抠。

我走过去问她：“您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怎么
还出来工作呢？”老妈妈笑呵呵地说：“我呀是志愿者，不拿
政府一分钱的。我给城市当那什么、什么来着？对，当义
务美容师。”

妻子很感动，用背包中的小剪刀把玫瑰枝剪短，把刺
剪掉，插进老妈妈左胸的口袋里。老妈妈低头看着玫瑰
花，嘴角微微地颤动。妻子走过去给了老妈妈一个深情地
拥抱，并把自己的精致手帕放入了老妈妈的衣兜。

大约十分钟后，看见一名身材偏瘦的民警搀着个醉汉
踉踉跄跄从饭店出来。醉汉是个外国人，看上去足有二百
多斤，他咆哮着，污物吐了民警一身。我伸手打算帮忙，民
警连连说：不用，谢谢你。他是俄罗斯人，来哈尔滨务工，
失恋了。“今晚我值班，我们民警都懂些俄语的。”民警说。

民警扶着醉汉坐在街边的椅子上，用手轻轻拍打他的
后背安抚着。又接过我妻子递给他的矿泉水，帮助醉汉喝
下去。

不知不觉间，身边走来一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女小
提琴手，拉起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慢慢地，我俩来到了松花江畔，但见橘红色的灯光倒
映在江面上，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涟漪。灯影摇曳，碎金铺
满了江面，闪闪烁烁，恍若群星降落凡尘！于是我随口吟
诵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这时身后的防洪纪念塔周边热闹起来，一场露天音乐
会隆重开幕。民族舞蹈、独唱、器乐合奏等多个精彩的节

目过后，主持人邀请现场观众即兴表演。妻子拉了拉我的
手，示意我献歌一首。我整了整衣襟，拢了拢头发，步履轻
盈地登上舞台。接过主持人递过来的麦克风，清了清嗓
子，一首《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在空中回荡：松花江水波
连波，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歌唱天鹅项下珍珠城啊，江
南江北好景色。绿水载白帆，两岸花万朵，大桥跨南北，
游龙如穿梭。哈尔滨的夏天多迷人，唱不尽我们心中的
歌……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部描写抗日地下斗争的电
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风靡全国，达到了家喻户晓的
程度。如今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之夜，如一杯散发着清香
的茉莉花茶，使人留恋；又似一盏弥漫着醇香的葡萄美酒，
令人神往。

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从未驻足
来仔细审视她、欣赏她，让那么多温情从我们身边悄悄溜
走。今天的漫步让我感慨良多：一天内短短三四个小时发
生的几个小故事，是否是一年365个日日夜夜的缩影呢？我
坚信，在这座温暖的城市里，在美丽的中央大街上，每天都
会有动人的故事发生，与你与我与美丽的哈尔滨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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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踏入这一方凝聚着历史与文化的空间，仿佛瞬
间穿越了时空的隧道，哈尔滨往昔岁月如画卷般铺陈眼
前。“傅家甸城史文物馆”中数百件历史遗存的实物展
品，静静地陈列在展馆中，仿佛拥有着生命的律动，它们
印证了城市当年的繁盛。百年前的老道外，一条正阳街
（靖宇大街）及其二十几条辅街上，银号、钱庄、百货、金
店、茶庄、药房、饭店、影院、剧场、客栈等应有尽有。同
记、大罗新、天丰源、公和利、同义庆、洪盛永、裕庆德等
老牌民族工商业，凭借着诚信和勤奋，在这里聚集崛起，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和辉煌。

51岁的宋兴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精力充沛，沉稳
质朴。他出生于道外的大杂院，从小就对哈尔滨这座城
市充满了深厚的感情。道里区那充满欧陆风情的建筑，
中央大街周围洋气而独特的风貌，让他为之着迷。而道
外靖宇大街上商铺连成一片、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以
及独具特色的中华巴洛克建筑风格，更是深深地印刻在
他的心中。道外的老房子，“前脸”墙立面是洋式的柱样
构件和浮雕，“进身”则是中式台阶、栏杆、斗拱和传统花
卉图案，这种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建筑街坊，也成为了他记忆中最美的风景。

高中毕业后，宋兴文攻读了三年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学毕业后，他投身于广告创意领域。他勤奋好学，阅
读了大量书籍，练就了扎实的文字功底。后来，他与爱
人李胜携手创业，共同创办了文化广告公司。2007年，
他们编制了第一份《哈尔滨美食地图》，在当时引起了不
小的轰动。这份地图搜集了一百多家老字号、名小吃和
民间特色餐馆，深受大众的喜爱，销量极佳。此后，他们
不断改进丰富，陆续推出新的版本，每期印刷发行一万
份。这不仅让他们结交了众多朋友，还为他们的事业发
展提供了更多的知识、资源和动力。

在尚志大街与西十道街的交口，有一座三层东南朝
向转角楼，其典雅漂亮的折衷主义风格令人眼前一亮。
这就是由宋兴文和李胜共同精心打造的“哈埠菜历史收
藏馆”，又名“拾楼壹号”。它将历史建筑、文化餐厅和博
物馆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复合体，如今已声名
鹊起，参观者和顾客盈门，成为哈尔滨首家饮食文化博
物馆。

“哈埠菜历史收藏馆”的一楼是新艺术大厅，也是散
座餐厅。为纪念新艺术运动传入哈尔滨 120周年，大厅
的门楣、棚花、墙裙、隔断等都精心撷取了具有历史感的
文化元素，营造出明亮大气的氛围。拾级而上，艺术走
廊中的铁艺栏杆展现着哈尔滨的特色图案，仿佛在诉说
着这座城市的工艺特色。三楼以场景复原的形式，展示
出哈埠饭店一条街的昔日辉煌，新世界、福泰楼、春华楼
等曾经的繁荣景象仿佛重现眼前。

宋兴文深知，历史的展示，必须要有实物做支撑。
2014 年，他收藏到一批老照片底片，其中很多是

1920年代在哈尔滨拍摄的。经过探寻，发现是当年一位
“闯关东”在哈经商的山东人所拍摄，涵盖了哈尔滨的街
景、生活照等方方面面。此后，他一直通过山东的朋友，
努力寻找这批照片底片的出处。终于，2018年，朋友传
来好消息，找到了照片主人的后人。他立即飞赴山东，
采访了照片主人已经90多岁的儿子，并又收购了一些珍

贵的信件、票证。这套丰富完整的史料，成为“闯关东”
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鲜活见证。

2018年，宋兴文在历史文化名镇横道河子买下了振
兴路一处占地一千平方米的院落，院落中有一处一百平
方米的中东铁路老俄房。宋兴文对闲置了二十多年的
老屋进行修缮，将其打造成了一个中东铁路主题俄风民
宿，他还在其中展示了从当地各处搜集到的一些极具历
史价值的中东铁路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1905年出版的

《中东铁路大画册》。

因为研究餐饮史，宋兴文结识了住在道里区买卖街
老房子里的老俄侨娜塔莎。娜塔莎今年72岁了，她的姥
姥是俄罗斯人、姥爷是中国人。1927 年他们一家从海参
崴移居到哈尔滨，娜塔莎是第三代了。宋兴文亲切地称
呼娜塔莎为阿姨，他们之间的情谊源于对哈尔滨历史文
化的共同热爱，也来自于至今二十几年的合作，他们共
同修缮了江畔餐厅并在端街 4 号老建筑里创办了“老俄
侨文化复合体”。2017 年，江畔餐厅修缮营业，两层楼外
加室外回廊雅座。楼内环境典雅温馨，展示出许多老物
件。每到夏天，客人络绎不绝。2021年，宋兴文将端街4
号的奥谢金斯基大楼部分房屋租下，他们对这栋有着一
百多年历史的老建筑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修缮利用，被评
价“既有颜值也有灵气”。他们将这栋老建筑打造成了
一个有俄侨菜馆、俄侨咖啡馆、端街博物馆和古旧小书
屋的“老俄侨文化复合体”，充满了俄罗斯家庭的温馨
感。

哈尔滨是有自己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是城市
历史文化的载体，搜集、保护、传承至关重要。宋兴文
说，他要继续搜集更多的历史文物，让更多的老建筑焕
发活力。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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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他们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与热爱，为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和城市文明默默付出着。

2024年7月1日，和煦的阳光轻柔地洒在城市的角落。在道外区中华巴
洛克历史街区南三道街，“傅家甸城史文物馆”正式开馆。作为哈尔滨首家专
门收藏展示老道外百年历史的博物馆，“傅家甸城史文物馆”系统地展现出了
老道外金融业、百货业等工商业的发展图景。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时光
的幕布上绽放出独特耀眼的光彩。我怀着期待与喜悦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
展馆，在这里见到了这座文物馆的创办者和主人，哈尔滨市文物收藏家和城
史研究学者宋兴文。

岭上有鲜果，个儿小红胜火，身上
有波纹，小名叫托莫。托莫托莫，一想
到它的滋味，我就垂涎欲滴；一叫它的
名，我的脑海里就映出一片诱人的色。

托莫果，大名树莓，祖父叫它玛林
果。在大兴安岭，托莫果与都柿、雅格
达、山丁子、稠李子、高粱果、羊奶子、水
葡萄并称“岭上八仙果”。我原以为，大
兴安岭地名豁亮，山连着山岭挨着岭，
漫山遍野肯定长着许多大个儿的野
果。可随父母到这里生活后，却不见哪
家采来像模像样大的果子。倒是豆粒
般大的紫都柿、黑黝黝的稠李子，还有
更小的红粒山丁子、雅格达，每到夏秋
时节，就一筐筐一篮篮一桶桶地摆满山
里人的院子。托莫果该是大果子吧，可
最终我还是失望了。

托莫果属落叶小灌木，不比稠李子
树和山丁子树高大，枝纤条细，矮矮叉
叉，绕匝勾连。那上面的托莫果，没葡
萄粒大。产量还很低，采摘后难保存，
显得很娇贵。可越娇贵，越充满诱惑。
每年盛夏，漫山遍野都是采托莫果的
人。采摘果不必登高跷脚，似乎触手可
得。可真要摘，却需费些心思。不到一
米高的小灌木枝上，长满了毛刺。它们
就像一个个英勇的卫兵，守护着红红的
托莫果。家在塔南的那几年，每到暑
假，父母都会领着我到不远处的南山采
托莫果。即便天再热，出发前，母亲总
会给我穿上长衣长裤，好让自己的孩子
免受毛刺的伤害。邻家大姐提醒过，托
莫果最好采下就吃，那样口感更好味儿
更鲜。要是想带回家吃，最好带把剪
刀。采它时，在果托下一寸左右的地方
剪。拿果要轻拿轻放，尽量别磕着碰
着，也别挤压太重。装果的篮子，最好
找块深色的布罩好，免得果蔫巴。

托莫果并非稀罕的果。它生于天
地间，圆润喜庆，雅致中不失实诚。坡
上坡下，山坳里，丰草间，幽林中，只要
你细心，就会发现它们的踪影。你看，
一片低矮的灌木丛，缥缈蔓延，雾影婆
娑。风一吹，枝条形摇体曳，个个丰盈
迷乱。上面那一颗又一颗，一串又一串
的果实，就像一只只点燃的红灯笼，在
碧绿的丛中不停地闪耀。我兴奋难耐，
不顾毛刺扎，几步跑进丛中，边摘这娇
嫩的红果边往嘴里放。真美呀！这托
莫果酸酸甜甜，味道清爽，比樱桃味美，
比草莓更鲜。我满嘴流汁，吃得不亦乐
乎。陶醉过后，手上泛起阵阵疼痛，数
个小毛刺早已扎在上面，正勇敢地向我

示威呢。我跑出托莫果丛中，拔掉小毛
刺，采摘之兴荡然无存。唉，偌大的山
岭，咋不让人踏实地吃个果子呢？我闷
闷不乐坐在一棵倒木上。父亲似乎看
出了我的心思，走过来小心放下篮子和
剪刀，坐到我的身边：“怪托莫果不好
摘？”“嗯，扎人不说，还太小了，不实
在。”我噘着嘴。父亲爽朗地笑起来：

“别小看这托莫果，它不仅生津止渴，养
颜美白，还有着顽强的品格。它珍爱脚
下的土地，迎风斗雪奋力生长，是咱们
大兴安岭的红色种子。”父亲一面说着，
一面用手轻轻抚摸我的头。身旁那篮
托莫果，正红彤彤地闪着耀眼的光。我
眼睛一亮：“爸，这托莫果该叫英雄果
呀！”“对呀，咱们就把它叫英雄果！”父
亲欣慰地站起身，向远处的群岭眺望
着，明亮的目光里多了一份坚定。

托莫果是红色的种子，它在八百里
兴安孕育着无限的生机。这生机就像
一道道美丽的北极光，在辽远深邃的夜
空上不停地闪耀，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吉
祥。从二十世纪 60年代参加开发建设
大兴安岭的十余万军民，到现今扎根边
疆、默默奉献的数十万林区儿女，他们
汲取着红色营养，传承着革命精神，战
严寒斗风雪，在中国最北部，建立起坚
固的生态屏障。他们就像托莫果一样，
虽身处艰苦环境，却能开出娇艳的花，
结出甜美的果，一茬又一茬，一代又一
代贡献着自己的全部能量。

托莫果甜润，根却苦涩。母亲在世
时，时常淘换托莫根，好以泡茶方式给
全家人饮用。时至今日，还记得她老人
家的教诲：“日子好过了，也别忘本。没
有早年的苦，哪有今天的甜！”

果实去，秋已近。拿上一把铁锹，
去挖泥土下的托莫根，洗净晒干，切成
段状，开水浸泡。细品细饮，苦若生茶，
稍后似有香草味在血液中散发。不一
刻，身上的倦一扫而光，心清了肺润了，
浑身充满了力量。

拿起手机，无意间浏览到一位美丽
大方的女主播正手举一包托莫根滔滔
不绝：“看啦看啦，这袋茶不一般，这可
是大兴安岭纯野生的托莫根……”

看女主播热情的样子，我情不自禁
地笑了。大兴安岭神奇的美，以及它那
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止长在外面，还藏
在内里直至地下生根。轻风吹拂，毓秀
不绝。新一代勤劳的大兴安岭人，正如
淳厚的托莫果，把坚强的根深深植在大
岭上，把最美的果献给最美好的生活。

托莫果
□朱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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