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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仁恒

“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
大洋梨”，是解放前烟台的一首童
谣。建国后，我记事的时候也曾经
传唱过。如果你认为“香蕉苹果大
洋梨”说的是香蕉、苹果、大洋梨
三种水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
它指的是香蕉苹果和大洋梨两种
水果。这两种水果能够成为童谣
口口相传并非浪得虚名，那可是
当年烟台大名鼎鼎的名果。

烟台自古就是水果之乡。据
《福山县志》载，明万历46年 (1618

年)，境内就有一种叫“花红”的苹
果种植；清顺治 1 7年 ( 1 6 6 0年 )的

《登州府志》记载“黄县名产频婆、
花红、楸子”。很长一段时间烟台
苹果俗称“福山苹果”，但甜味不
足，酸涩缺汁，被孩子们戏称为

“棉花苹果”。
1 9世纪5 0年代前后，外国传

教士从美欧引进或与本地果树嫁
接培育了许多优质水果品种，使
烟台水果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飞
跃。功勋最卓著的是美国北方长
老会传教士、园艺和农事专家倪
维思(John Nevius)博士。倪1861年
抵达登州 (蓬莱 )，1 8 7 1年迁至烟
台，就住在毓璜顶北坡的长老会
教堂。他在毓璜顶东南高坡购置
了10亩土地，辟作示范农场，传教
之余，用烟台果树作母本，与美国
树苗嫁接，培育成佳品，将苹果、
葡萄、梨和草莓等幼苗赠送附近
农民种植推广，其中香蕉苹果和
洋梨就是最著名的品种。

倪维思在烟台长达3 0多年，
1 8 9 3年病故。倪夫人继续工作到
1 9 1 0年寿终。夫妇俩把毕生心血
献给了具有深厚感情的烟台，两
人均长眠于毓璜顶北麓的美国公
墓。

烟台苹果扬名天下，香蕉苹
果居功至伟。早年，提起烟台苹
果，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香蕉
苹果。香蕉苹果比大小国光、金
帅、红玉、秋花皮等苹果果实都要
大，是烟台苹果的主要代表。为什
么取名香蕉苹果而不是其他，据
称是因为这种苹果具有香蕉的香
气和甜味。其实两种水果风味迥
异，各有千秋，很可能是因为其名
贵的原因。作为烟台苹果中的佼
佼者，香蕉苹果最显著的特点是
色香味俱佳。

先说色，香蕉苹果分为青香
蕉、红香蕉两个品种。青、红香蕉
苹果都以色泽鲜艳、光彩照人闻

名于世。青香蕉翠生生，仿佛绿衣
红娘，泛着青绿；红香蕉红盈盈，
犹如红粉佳人，挂着喜庆，那真是
谁见谁爱，足以让人见其色而垂
涎欲滴。

再说香，香蕉苹果有一种特
殊的幽幽的清香，贮存愈久其香
愈浓。短缺经济年代，放一个舍不
得吃的香蕉苹果，一定会满室留
香，经久不散。乍进屋内，如入芝
兰之室，顿觉心清气爽，淡淡的味
儿，那叫一个香啊，嘶——— 闻起来
馥郁芬芳，甜气袭人，沁人心脾，
妙曼无穷。至今回想起来，那种悠
悠的、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清香
味儿，只有香蕉苹果才独有。是纯
天然、不带任何杂质、不掺一点化
学成分的香味儿；是能够使人心
旷神怡、诱发食欲、引起无限遐想
的香味儿。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从
来没有哪种香味儿能够超越它、
替代它。

最后说味，香蕉苹果含糖量
达13 . 2%，甜美如饴，清爽可口。果
肉纤维细，质地脆，铁、锌、锰、钙
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含量丰
富，氨基酸含量较高。吃起来细脆
甜润，满嘴生津，回味绵长，口感
极佳。经常食用，可以起到帮助消
化，润肤驻颜的独特作用。人们普
遍认为，当年烟台西沙旺的香蕉
苹果最好吃，主要原因是那里特
殊的沙质土很适宜优质苹果生
长。有人形象地说：咬一口，甜掉
牙。

香蕉苹果造就了烟台苹果最
初的美誉。抗战前，烟台街上收购
销售果品的商行、货栈有30多家。
烟台果品一方面通过陆路运往国
内各地，一方面由水路经上海、香
港转销至菲律宾的吕宋等地。香
蕉苹果广告随处可见，当年烟台
东泰兴鲜果行专门销售香蕉苹果
的广告长3 5 cm，宽2 1 cm，四色套
印，中英双文字，英文“Chefoo”(芝
罘 )赫然在目，在当时算是很大气
的。上面的青香蕉、红香蕉苹果在
绿叶的扶持下，活脱脱、鲜灵灵地
吸引着人们的眼球。那个年代，香
蕉苹果可是个稀罕物，并不是多
数人能享受到的美味，直到改革
开放后，苹果才作为寻常时鲜水
果摆上了人们的餐桌。香蕉苹果
曾经享誉海内外，闻名于世，承载
着烟台人的骄傲。出门在外，提起
烟台苹果，哪个烟台人脸上不写
满自豪！

洋梨，因为由洋人从国外引
进培育，烟台老百姓无以命名而

被 直 接 呼 为“ 洋 梨 ”，俗 称 大 洋
梨，又称把梨。左的年代，因为反
对 崇 洋 媚 外 ，批 判 避 讳 个“ 洋 ”
字，洋梨无故受到牵连，一度取

“洋”的谐音改名“阳梨”，直到
上世纪8 0年代后，名字才又改为

“洋梨”。
洋梨果实呈葫芦状，个头较

大，端庄秀丽，仿佛人参果，成熟
时为豆绿色，熟透后变成淡黄色，
黄澄澄地惹人喜欢。洋梨风味独
特，甜饴爽口，柔香深长，果肉软
而不饧，细而不腻，被冠以“梨后”
的美誉。熟透后，入口不须咀嚼，
一抿即可下咽，可以清肺化痰、暖
胃润肠、增强食欲、有益消化，很
适合孩童和掉牙漏口的老年人食
用。笔者曾在烟台罐头厂工作十
几年，听老工人讲，有些书和文章
描述有一种引自国外，“入口即
化”的梨，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
梨，其实就是洋梨。

洋梨曾在烟台大面积种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由
于肉质肥美，组织细密，果块成
型，汁多味饴，很适宜加工罐头。
当时，烟台罐头厂每年八九月份
都要组织洋梨生产大会战，运送
洋梨的汽车不绝于途，通宵达旦，
曾经给烟台人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该厂仅糖水洋梨罐头一个品
种年产就达3 0 0 0吨左右，其中半
数以上出口，远销瑞典、德国、挪
威、芬兰、丹麦、日本、加拿大等国
家和地区。国内也非常热销，改善
生活，招待亲朋好友随时可以打
开一罐品尝，“飞轮牌”糖水洋梨
罐头因此被评为名牌产品誉满一
时。

多年来，香蕉苹果虽然几经
品种更新，但市场份额已被品质
更优、口感更好、产量更高、个头
更大的红富士、烟青、新红星等新
品种所挤占。洋梨由于不耐贮存，
罐头生产等深加工减少，种植面
积也逐年萎缩。加上名目繁多的
外来优质名贵水果涌入，人们选
择的范围扩大，这些年烟台市场
很难寻到香蕉苹果的芳踪，洋梨
亦不多见，而且吃起来总觉得口
味大不如前。

经过那些岁月的人，现如今
想买个原汁原味的香蕉苹果大洋
梨，吃个稀罕解解馋，找回过去的
感觉，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
香蕉苹果大洋梨并不是昨日黄
花，她曾经的辉煌，永远留在烟台
人的美好记忆里，留在那个让人
久久回味的童谣里。

香蕉苹果大洋梨

□安家正

烟台山的文化品牌是
什么？就是她的近代建筑
群。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更令人们对她刮目相看。

烟台山的近代建筑群，
其实是由两部分构成的，领
事馆和东海关。造型不一，
大小不同，但是概不例外地
都是欧式风格，二三层的独
立小楼居多，掩映在绿树之
中，衬着蓝天，枕着大海，由
于不同程度地融进了东方
建筑艺术的精华，所以杂采
纷呈，多姿多彩，越发像一
个“世界建筑橱窗”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种
说法是“烟台山是中国外国
领事馆最集中的地方”，哑
然失笑：这有什么值得夸耀
的地方？更甭提压根不符合
事实。现在这种说法销声匿
迹了，但是谬种流传。人们
弄不清烟台山上究竟有多
少领事馆。其实烟台山上现
存的能够指明的只有四所：
英国、美国、丹麦、日本。德
国领事馆毁于1 9 2 0年的大
火；法国领事馆众说纷纭，
有人根据一张老照片，上面
飘着一面三色旗，就断定那
是法国领事馆，在烟台山的
北坡；可更多的“老烟台”
说，是在东坡青年会里。所
谓集中了8家，其实是包括
了烟台山下的意大利领事
馆和更远一点的瑞典领事
馆，它还兼顾同时北欧国家
的挪威的领事业务。仅仅
1 9 0 4年一年，就有意大利、
挪威、荷兰、奥地利、比利
时、丹麦、西班牙等国先后
建立了领事馆。但是除了意
大利和丹麦在后来建立了
自己的馆舍外，其他只是派
了领事或者是副领事。

最早在烟台山上建造
馆舍的是英国，他们在1861

年建馆，1864年建成，现在

保存良好，砖石结构，四面
坡顶，上有连体花窗阁楼，
边有双层外连走廊。造型朴
素大方，风格简洁明快。内
有醒目的壁炉，显示出大英
帝国早期“查理王朝”的贵
族气派。

美国的领事馆是两幢
建筑，办公楼砖木结构，高
雅明快，西侧的领事官邸可
就线条复杂了，又是回廊、
又是阁楼，还有乳白色的窗
户，标志着他们是欧洲的移
民。

丹麦领事馆则活像一
座古老的城堡。居高临下，
依山傍海。既可观海听涛，
又可漫步赏花。古树掩映，
环境十分优雅，整体为岩石
结构，墙面全部采用粗犷的
咖啡色花岗岩毛鼓石砌筑，
给人以固若金汤的感觉。

至于日本领事馆，那是
放大的火柴匣，没有特色，
却唯有实用。

外国领事馆在烟台究
竟起了什么作用？也是一个
值得反思的问题，实事求是
地回顾历史，果真“晦涩”
吗？派领事馆是完全正常的
外交行为。至于说到他们是

“八国联军”的列强，是欺负
中国人的，那么，最令人感
到屈辱的，莫过于“领事裁
判权”了，可是在烟台从未
闻一个有关事例。相反，奥
地利的领事拨保却受聘为
张裕公司的酒师，创造了中
外合作的佳话。

在中国近代史上，烟台
的“开埠文化”其实是一个

“文化小区”，这里没有“教
案”，有一两个类似围观引起
的民事纠纷，也由福山地方
法院进行了公正的处理。相
反，这里的大马路倒是中国
第一个充满和谐的“国际社
区”。烟台的华洋关系并不像
他处那么紧张。所以，找不到
领事恶行劣迹的任何资料，
连口碑资料也没有。

多彩多姿的

近代建筑群

烟台东泰兴鲜果行专门销售香蕉苹果的广告

丹麦领事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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