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继勇俄国老侨民和青岛的牛乳业及西点业
在很多“70后”儿时的记忆中，“喝牛奶吃面包”应

该是我们对于西式（欧式）餐饮最早的印象。青岛被德
国占领为殖民地后，饮食文化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再加
上西方人士不断迁入青岛，在青岛喝牛奶的中国人也
逐步多了起来，牛奶业成为青岛的一大产业，这其中个
人订户占了不小部分。

1940年北京《中华周报》一篇《青岛早晨》的散文
写到：“……朝霞在海面上升起，送奶人的自行车行在
起伏的马路上，牛奶瓶碰撞着，叮当作响，这是每天清
晨青岛的音乐。”

汇泉广场曾有俄罗斯人经营的奶牛厂

根据当年在青岛生活的俄罗斯老侨民回忆：当年，
鲜牛奶是用玻璃瓶装的，瓶口用蜡纸封口，由送奶人逐
户送去，一般订奶的人家是以月为订货单位的，这样相
对来讲价格实惠。鲜牛奶的大的消费者则是西点业和
西餐业，那时候送货就不是小小的玻璃瓶了，而是专门
的奶罐。

曾经住在栖霞路的拉里萨·尤里耶娃跟笔者讲过，
当时跑马场（今汇泉广场）南面有俄罗斯侨民圈了场
地，养殖奶牛，在最东边有一些房子，那是牛棚、仓库和
车间。牛棚给牛住，仓库用来储存饲料、奶瓶等，车间
里有机器，可以对牛奶进行加工装瓶，还能制作黄油、
奶酪、酸奶油、奶渣子之类的各种奶制品。

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统一制服的（以男青年为主）
工人骑着自行车去送奶，车子后座及两边、车把上都有
筐子，里面是一瓶一瓶的牛奶。还有马车拉着木条箱
装的瓶装牛奶——那是送往大学以及啤酒厂、香烟厂
等较远地方的牛奶。稍微晚一点，会有一桶一桶牛奶
（一种银白色的、大约到成年人大腿那么高的一抱左右
粗细的金属材料的桶，桶口收窄，用带有别扣的盖子进
行密封。除了银白色的还有差不多形状、刷着白漆的
同样的桶）送走，那是给餐厅、糕点店等送的货。除了
马车，也会有汽车运货，不过相对马车而讲要少一些。
这些车上除了牛奶，还装有一个个不太大的木条箱，里
面装的是黄油，一般用蜡纸包着，大约一巴掌大小的长
方块。其他一些奶制品比如酸奶油是装在广口玻璃瓶
子里的；酸奶渣子会用棉布包成一包一包的；奶酪是一
块一块的，圆圆的扁扁的，装箱的时候底下衬一层油
纸，然后一个个摞起来；当然，奶酪也有油纸包装或者
布口袋包装的，这种个头比较小，属于家庭装；

拉里萨·尤里耶娃家因为离养牛场近便，有时急用
牛奶，就随时过去买，老板会直接安排工人领她去牛棚
现挤，挤奶的工人主要是女的，有中国人，也有俄罗斯
人。如果工人忙不过来，老板就让她自己去挤奶，最后
一总算账。

青岛的牛乳行业中，如果按照注册经营者的身份
来算，可以说是以中国人经营为最多，仅吴家村一带就
有三十多家。但规模大，声誉好的则是俄国人经营的
几家，位置都在湛山附近。

根据1939年的青岛指南记载，俄国人白各女经营
的养牛场位于湛山村47号，大小乳牛65头，乳羊1头，
每日产乳量125立达（单位升的音译，下同）；莫谢西言
次经营的养牛场位于湛山村35号，大小乳牛93头，种
牛1头，每日产乳量30立达；阿得南谢戈的养牛场也在
湛山村35号（个人推测应该是两家合用了一个场地），

大小乳牛75头，种牛1头，每日产乳量45立达；马克西
马的养牛场在湛山村17号，大小乳牛138头，种牛11
头，每日产乳量65立达；马尔打好来斯的养牛场在佛
涛路 11 号，乳羊 6 头，大小乳牛 2520 头，每日产乳量
150立达；波拉葛柴夫的养牛场在湛山村21号，大小乳
牛97头，种牛3头，每日产乳量65立达。

青岛四十年代最大的两家牛乳厂，一家是俄美牛
乳厂，一家是俄国牛乳厂，均开设在南海路上。青岛赛
马场在南海路，西侧为看台，周围是跑道，南部广阔的
草地分属这两家牛乳厂，养殖有荷兰、俄罗斯、德国等
品种的奶牛。

牛乳厂除每天供应鲜乳外，还加工奶油、奶酪等奶
制品，行销各大城市。俄美牛奶厂的经理是俄国人果
沙洛夫，他的妻子果沙洛娃任会计，他家住在江苏路
10号，据记载还有他们的女儿跟他们住在一起。这是
一座欧陆风情的洋楼，一个牛奶厂的经理能有这样一
座豪宅，可见当时经营规模之大，利润之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宣战，因俄美牛奶厂有美
国人股份，该厂被日本当局没收，这座楼改做日华女子
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位于汇泉广场的奶牛厂还经营
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搬走了。

西式面包房走入青岛百姓生活

牛奶面包不可分，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后，欧式的
餐饮逐步进入青岛，西式点心也逐渐步入了中国人的
视野。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西点逐渐为在青岛的
中国人接受，又随着西方侨民的增多，而形成了西点产
业，当年中国人称之为糕点业，西式的面包房（这是中
国人的叫法，初期，中国人对西餐厅、西式面点店统称
为面包房）在青岛也一家家开了起来。青岛的糕点业
一直是中、西式糕点并存，日本式糕点没有形成产业。

《青岛糕点食品发展史》中记载：青岛第一家西点厂
是德国人富劳斯（也译作富劳塞尔）开办的，第二家是一
名叫约娜的白俄妇女开的。

约娜二十年代在中山路开设了一家面包房，她聘请
同样是俄国侨民的巴智斯基和达达斯为生产技师，雇中
国工人，门市部的侍女均为俄国少女。约娜面包房前店
后厂，生产供应面包、糕点、西式糖果，店堂内也供应牛
奶、咖啡，开张以后，生意很好。在青岛的俄国人与其他
欧洲侨民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们很快学会了中国
话，比较容易融入当地生活，所以在经营中占了很多便
宜，通过宣传，很多中国人开始接受这些西式的糕点。

由于看到了西点业生意好、利润高，巴智斯基不愿为
人雇员，离开了约娜，在龙口路 19 号开办了一家叫

“Goldobin，Michel Russian confectionary & bakery”的
俄罗斯糖果面包店，房子是一座欧式小楼，在室内安装了
生产设备，亦店亦厂。这里地处西方人士聚居区，作为西
点厂，选址很好。

西点与中（式糕）点的一个根本不同是西点大多要加
入奶油或可可，初期中国人不适应，随着中外进一步交
流，自青年人起，消费者日渐增多，如苹果派、（核）桃仁
点、杏仁点、可可点、俄式烤包子、羊角面包等等逐渐被中
国人接受。奶油螺丝、奶油气鼓（现在商店里叫泡芙）倍
受当时年轻人的推崇，当时的青岛，恋爱中的男青年以送
上述两种糕点给女朋友为时尚。一至三层的奶油大蛋糕
也成为过生日、做寿时的时髦礼品开始进入中国百姓的
生活。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在青岛中、俄经营的西式糕点
厂已有多家，巴智斯基糕点厂旁边有中国人开办了一家
糕点厂，不仅雇用俄国技师，连店名也是洋味十足，叫做
——玛尔斯糕点厂，解放后改名为生活林糕点厂。

这些西点店除了卖西式糕点，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营
业项目就是卖面包，就像我们中国南方人主食米饭，北方
人主食面食一样，俄罗斯人的主食就是大大有名的——
黑面包。

黑面包用荞麦粉发酵制作，烤制好后以长方形和圆
形居多，表皮较硬成黑褐色，瓤子松软呈浅灰色，新鲜烤
好的黑面包，切下来一片抹上黄油，咬一口，艮悠悠的口
感中带着淡淡的酸头，越嚼越香。这种黑面包买回来放
在那里不管它，过上两三天一干燥，外皮就变得硬邦邦
的，再加上那黑褐色的外皮，拿在手里颇有几分掂着板儿
砖的感觉，虽说打不死人，铆足了劲照着头上来一下，敲
起个包包来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年金口路周边住了很多俄罗斯的老侨民，据一些
住在周边的老人们回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常可
以看到穿着花裙子、裹着花头巾，胖胖的俄罗斯妈达姆
（对俄罗斯中年妇女的一种称呼）手里捧着一个圆圆的褐
色的大面包，从巴智斯基的店里出来，嘴里还嘟嘟囔囔地
说着什么，然后亲一下面包，揪下来一点塞到嘴里，一边
嚼着，一边把面包用布包起来或者塞到兜子里头，一副心
满意足的表情往家走了……

俄国人在青岛开设的西点店还有鸠记等几家，基本
上以生产面包、糕点、西式糖果为主，同时兼营西式冷
饮。在这些店里，一批中国技师逐渐成长起来。上世纪
五十年代，俄国人离青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青岛生产的西
式糕点、糖果乃至冰淇淋等西式冷饮在山东省独占鳌头，
是当时其他城市所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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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智斯基糕点厂旧址。

1939年的青岛牛乳业资料。

俄美牛奶厂经理曾居住在江苏路十号。

2022年11月26日 星期六责编：于晓平 美编：顾磊 审读：侯玉娟
青岛
报 11人文青岛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