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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连载
从高贵到流行

最先引发对糖的偏好的是英国王室———
在王室的餐桌上，如果不能出现上流社会喜
爱的糖品，则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英王詹姆
士一世在 !"世纪初期，废除了按身份等级来
消费的规定后，“有能力过奢侈生活的人就是
上等人”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进口奢侈品的需
求便爆棚起来，茶、糖、烟草成为最受欢迎的
舶来品。除了王室和贵族，只要是有钱人，都
尽量用砂糖给自己装点门面。!#$%年，牛津大
学出现了一间天使咖啡馆，咖啡馆成了将砂
糖与英国紧紧连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咖啡的
饮用和茶一样需要放糖。所以糖逐渐从上层
社会流入中产阶层的生活，再进入百姓之家，
使英国成为一个“吃糖大国”。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 !"世纪中叶，开始在
加勒比海和巴巴多斯使用黑奴种甘蔗，“护国
主”克伦威尔把东印度公司改制为世界上第
一家股份公司。为了排挤在海上贸易重量级
国家荷兰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他还制订了
《航海法》并不断修订，作为英国对外经济政
策的基本内容，一直用了二百多年。

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中，英国处在世界
中心位置，这样的参照系下，中国和加勒比海
放到地图的两端，欧洲和亚、非、拉连成了一
条贸易纽带，而英国就是纽带的中心。牙买加
自 !"世纪后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砂糖产
地，英国把生意做到欧洲以外之后，自己也成
为殖民帝国，这场由贸易带来的变革被史家
称为“商业革命”。英国就站在商业革命带来
的世界构架的中心位置，并由此形成了“近代
世界体系”。这场贸易进行了一百年的时候，
英国从殖民地进口的砂糖量是法国的八倍至
九倍———法国人饮葡萄酒，而不是加糖的茶。
如此巨大的市场需要，使得英国砂糖的价格
一直居高不下，相应的需求还有保持英伦生
活方式不可或缺的银糖盒、银糖罐、银糖筛、
银糖篮、银糖镊、银糖夹以及当时最高级的玻
璃糖罐。!""&年英国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各种
商品之中，砂糖就占了四分之一强。（川北稔
《砂糖的世界史》）

英国人将对糖的热情以及对糖所代表的
高贵的崇拜，带到了他们的殖民地和新大陆，
只要英国国内流行什么，在殖民地和美利坚都

能找到，这也是使美国成为糖的消费大国的原
因之一，那些种植园园主都想把自己打扮成英
国绅士。仿效英国绅士的生活方式，用英国流
行款式的瓷器和银器盛放茶叶和蔗糖，成为有
教养的标志，也是殖民地上流阶层的象征。

在殖民地上大发其财的英国人，把孩子
送回英国上学，让其接触上流社会。这些种植
园主出身的暴发户渐渐变成新贵，进而影响
得国会议员围着他们转，一位种植园主还当
上了伦敦市长。川北稔记录过这样一个传说：
“有一些靠砂糖牟利、成为大富翁的种植园主
过着堪与国王比肩的奢靡生活。乔治三世是
个强势人物，他在 '(世纪下半叶缔造了一个
强化王权的时代，然而当他在路上看见擦身
而过的种植园富豪的马车时，带着饱受刺激
的表情向同车的首相兴师问罪：“彼得，关税
是怎么搞的！关税！”

美利坚为糖夺国
美洲种植甘蔗，是从 )*世纪初哥伦布航

海时期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下，一些有关和无
关的人都被牵扯到航海带来的机遇里。在远
离欧洲大陆的美利坚，因为英国移民的关系，
糖成为不可缺少的奢侈品。
但美国能种甘蔗的州并不多，发展到 )+

世纪也只有七八个。造糖自给是远远不够用
的，这就使美国成为糖的进口大户。工业化的
到来，带给美国制糖业的机遇是进口粗糙的
红糖，再炼成精细白糖出口他国。
《外国史略》中说对英国每年进口糖约三

百二十四万石，纳饷一千四百八十四万两，其

质最粗，英人磋磨之，乃精且白。这一时期英
美都是这样靠先进的机械化制糖，进口初级
产品，出口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将自己由
糖的消费国变成了出口国。在手工业和工业
化、粗加工和深加工之间，赚取巨大的收益。

如何获得大量的糖，并把持糖的制造和
销售，成了欧美政治家和商人共同的课题。身
处地广人稀几面环海的北美大陆，美国自然
比英国有更多的自然便利。

美洲大陆上的新移民，很快就发现了离
旧金山三千八百公里以外的洋面上，有一个盛
产甘蔗的群岛，吃苦耐劳的中国移民正在这里
用他们古老的石臼和铁锅造粗糖。当然，这些
中国最早的夏威夷移民也没有想到，他们在距
离关山数千公里之外的太平洋小岛夏威夷上
的生产和生活，不仅带给美国充足的糖源和贸
易收入，还导致了夏威夷王国的灭亡。

)(,-年，中国人最初登上夏威夷时，这里
长着茂盛的甘蔗，但是岛上的人并不懂得榨
汁制糖。中国开拓者用家乡带来的最原始的
石臼糖碾和熬糖锅，在夏威夷群岛的兰尼岛
上炼起了有点泛黄的粗糖。这里丰富的甘蔗
资源引来了更多的华人和白人。而白人一来
就是开设大规模的机械化糖厂，并很快淘汰
了华人的手工作坊。

夏威夷制糖业的第一次机遇是 !(*!!

!(*$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战争使糖价长了五
倍，欧美人立刻逐利而来。!("*年，夏美两国
签订了蔗糖免税进入美国的条约，这无疑给
岛上的制糖业打了一针兴奋剂。中国人陈芳
开始收购岛上的糖厂、蔗田、先进设备，并从

中国招募了上千华工，建起当时最大的糖厂，
为他日后成为华侨中的第一位百万富翁打下
基础。从这一年开始，夏威夷政府开始向亚洲
国家大量招募劳工。

!(+!年，利留卡拉尼继承了兄长卡瓦卡
努的王位，成为夏威夷的末代女王。利留卡拉
尼见多识广，她年轻时游历欧洲，思考并研读
过欧洲各国的宪法，她曾想在自己的岛国颁
布一部夏威夷大法以抗衡美国，但是来自欧
洲和美利坚的白人商团不同意。在他们看来，
新王法有可能影响他们在全球的食糖贸易，
断了他们的财路。

!(+&年的 !月，由一百多名美国人，那些
商团的会员手执火枪与前来支援的美国海军
陆战队里应外合，占领了女王的王宫，推翻了
这个家族对夏威夷九十三年的统治，女王曾
带着夏威夷土著联合签名的文件到美国国会
去请愿，但等待她的却是被软禁在岛上。美国
人又经过了五年的“努力”，终于将夏威夷这
个出产蜜糖的花园，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地区。

较之末代女王利留卡拉尼，同在夏威夷
生活的这位中国香山梅溪人氏还算幸运得多。
陈芳比女王还大十三岁，!(.+年二十四岁的
陈芳到夏威夷当学徒时，未来的女王还是一位
头戴花环的少女。后来，陈芳和女王有了点姻
亲关系，这位食糖实业家兼巨贾曾出资把他夏
威夷妻子的义兄卡瓦卡努推到了夏威夷第七
位国王的位置上。自己也因之成为枢密院议
员。光绪皇帝在 )(()年又钦命他为中国驻檀
香山总领事。卡瓦卡努国王到中国访问就是陈
芳赞助的，他还安排国王会见了李鸿章。

由于陈芳身为中国驻夏威夷领事馆总领
事的缘故，夏威夷华人从此可以享受领事保
护权。夏威夷王国还通过了多项保障华人权
益的法案。陈芳并没在白人商团的政变中受
到太大的损失，因为他在利留卡拉尼登基前
一年，就变卖家产，并将其中的三分之一———
六十万美元的家产带回了中国，开始了造福
乡梓的又一个阶段的生活。!摘自"人文春秋#

九州出版社 !"#$年 %月版$

糖：被传染的甜蜜与苦涩
! 杨东晓

从17世纪中叶开始，加勒比海产出的蔗糖，成为英国自王室至贵族餐桌
上最昂贵最时尚的用品。在此之前的年代，砂糖这种昂贵的东西只在药店里
出售，并被认为能医治从眼科到胸科的许多疾病，还有说不清的淋巴病和体
液病。在英国，只有王室、贵族才能在没病的时候享用砂糖。因此，蔗糖变成了
社会地位的象征。但随着世界贸易的开展，糖逐渐进入日常百姓之家，也正是
由糖开始，揭开了一场长达三百年的重新构建世界商业秩序的序幕。

傅海澜传
董 煜

! ! ! ! ! ! ! !"#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有位燕大政治系的学生（共产党员）事后
回忆：“由于燕大是美国教会创办的，政府不敢
妄加干涉，军警也不敢进校骚扰，因此，共产党
在校园内几乎能公开活动，从而使反日爱国运
动蓬勃发展。学校当局对这些活动从来不予阻
挠，因此，燕大从未发生过像其他大学那样，因
校方干涉学生运动而举行罢课。反之，校方特
别是司徒雷登校长，还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在
学校和司徒雷登的‘保护伞’下，学校党支部的
活动很少遭到破坏，党员也发展到五十多人，
这可能是北京各大学党员最多的学校。”“一二·
九”运动当天，燕大 ",/的学生参加了游行，当
天晚上，在燕大新闻系任教的美国记者斯诺即
详细报道了中国学生的这次抗日救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持续了两个月，运动后

期，许多进步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司徒雷登指定了几名校方工作人员，协助那
些学生制定各种不同的逃跑线路，而他则安
排朋友在沿途守候，为需要的学生提供经济
援助，甚至还为女学生设计了经由香港、仰
光，再沿滇缅公路前行的路线，虽然颇费周
折，但比较安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超过百
名以上的燕大学生和校友奔赴延安，至于去
大后方的那就更多了。

!+&*年，燕大新闻系教授斯诺前去陕西
采访前，曾与司徒雷登长谈，虽然谈话内容不
详，但根据日后司徒雷登的言行判断，司徒当
时是极力主张斯诺此行的，甚至还有人亲眼见
到司徒家中藏有共产党的书籍和文件，有人问
过，司徒雷登说是学生存放在他那里的。

英籍教授林迈可 !+&"年受邀来燕大任
教，司徒雷登请他在临湖轩居住，与自己比邻
而居。司徒雷登的一言一行林迈可都看在眼
里，对司徒雷登非常钦佩和信任，因此从不隐
瞒自己支持中国抗战的观点和行动。!+&(年
夏，林迈可在司徒雷登的掩护下来到吕正操
将军的司令部，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
迎和接待。随后，他被护送越过平汗铁路，进

入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
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山西武乡县砖
壁村的八路军总部，林迈可还见到了朱
德总司令，并利用自己的技术为总部通
讯科检修了电台的通讯设备。

回到北京后，林迈可深感边区抗战
物资的匮乏，决定利用自己外国人的特权，为
根据地做点事。他根据八路军的需要帮助购
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医药物品和无线电台零
件。为了准确记录所买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
能，他找了一个老实可靠的女学生李效黎帮
他整理药签，后来李效黎成了林迈可的妻子。
有天晚上，海澜又跟着父母亲去探望司徒雷
登，林迈可夫妇也在一起吃的饭，后来得知，
那天饭后，司徒雷登又让林迈可乘坐自己享
有外交豁免权的小汽车出城，去了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燕大处境艰难，经常受日

本宪兵骚扰。一天，0%多名日本宪兵来燕大
校门前，扬言要抓一名共产党学生，司徒雷登
得到报告，拒绝日本宪兵的要求。他说，燕大
是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保护，任何
外国人要进校园搜捕学生必须先得到美国批
准。但日本宪兵还是执意要进来抓人，这次司
徒雷登不再与他们周旋，说他将立即向美国
领事馆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
强烈抗议。日本宪兵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悻悻
而去空手而归。在碰了那次钉子之后，日本人
领略了司徒雷登寸步不让的个性，一时倒也
不敢再到燕大来找麻烦。
对司徒雷登为什么要保护和帮助那些亲

共的师生，很多人不理解，曾有人想从傅泾波
那里得到答案，而傅泾波的回答是：因为他们
是他的学生，而他是校长；因为他们在困难之
中，而他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因为他们是抗
日救国，而他本人是半个中国人。由此看来，
傅泾波确实是懂司徒雷登的。

司徒雷登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赢
得了广大爱国学生的尊敬，有学生撰文称，
“现在全北平各大学的同学们普遍努力于救
亡工作，其他各校均受到校方无理摧残，司徒
雷登先生虽不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对中国
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对于我们从没有一点
压迫和干涉”。文章还赞扬了司徒雷登自由、
平等、博爱、和平的思想，号召进一步开展爱
国救亡运动作为对司徒雷登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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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小书摊的常客

那根搓成细长条的年糕被我啃到笔套一
般长短时，小皮匠回来了，把一个油纸包摔到
我面前。我吓了一跳，以为这是什么新式刑
具，上刑罚要开始了。小皮匠走上来，一把夺
过我手上那段乌漆墨黑的年糕，丢在地上，
说：“吃了它。”他指的是那个油纸包。我这时
已经闻到油纸包里传出来的香味了，打开一
看，是包猪头肉。我不敢相信地看看小
皮匠，小皮匠点点头。我抓了一块放进
嘴里，油濡濡，韧嘎嘎，太香了。我又抓
了一块，同时把油纸包朝小皮匠面前
移了移。小皮匠说：“吃吃光，吃了精神
足，好给我继续闯祸去，继续拆家当。
有你这个讨债鬼，我一生一世也寻不
到老婆了。”
那天夜里，小皮匠一直在床上翻

来覆去。我也几乎一夜没睡好，肚皮
痛，一歇歇就起来蹲痰盂罐。这段时
间，我基本上每天就靠一根年糕过日
子，一点油水也没有，肚肠已经干得萎
缩了，一下子一斤猪头肉下去，油水太
足了，滑肠了。天快亮的时候，我又一
次起来蹲痰盂罐，发现小皮匠终于睡着了，睡
得十分痛苦，面相狰狞，还磨牙齿，叽叽咯咯，
感觉是一窝老鼠在开小组会。
以后的几天，小皮匠像生了一场病，胡子

也懒得刮了，人明显瘦了不少，酒量倒比以前
好了。有人讲，陈翠英也不见了，酱菜店换了
一个矮胖女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上次和唐唐为孙悟空的妈妈辩论了一回，
我就迷上了小书摊。小皮匠酒量大了，我就更加
有空子可以钻了。这几乎就是小皮匠的灾难，因
为他从此以后很难再喝到不掺水的酒了。
我是小书摊的常客了。四个书架上，一层

一层排满了小书。小书就是连环画。每个书架
之间用铰链连在一起，像屏风一样展开着，书
架下面装着滑轮，收摊时只要折起来就能推
着走。我再也没有见过比摆小书摊的老头眼
珠子更灵活的人了，他就坐在一把高脚竹椅
子上，居高临下，头并不怎么转动，只是两只
眼珠子就像探照灯一样，不停地左右扫描，谁
要想偷走一本或者撕下一页是不可能的。

小书摊为我打开了一个神奇美妙的世
界。你要是过过一段苦日子，每天只有一根硬

邦邦的年糕相伴，突然往你面前放上一大盆
猪头肉，你会是什么心情？这就是我来到小
书摊时的心情。我就像一个永远也吃不饱的
人———事实上我也很少真正吃饱过———时
时刻刻惦记着饭桌一样，一有空就朝小书摊
跑。摆小书摊的老头见了我就像见到老朋友
一般点点头，然后伸出手来。你要是以为他
是要和我握手那就错了，我们之间不讲究这

个客套，他是从我手里接钱呢。看
一本小书一分钱。看一本新出来的
小书两分钱。
有一回，有个比我大的男孩，趁

老头点香烟的工夫，飞快地把一本
小书塞进裤腰。点香烟的时候，探照
灯会停止工作，看来那个男孩也是
小书摊的常客，已经摸到了这个规
律。老头舒舒服服地吐出了一口烟，
继续精光贼亮地扫描起来，一点没
察觉刚才错过了什么。男孩依旧大
模大样地看着小书，老头烟瘾很大，
我猜想那男孩是在等待第二次作案
机会。其实我不想出卖他的，不过我
要是不告发，老头发现缺了小书，难

免连我也一起怀疑。我看到探照灯扫过来了，
便眨眨眼睛发出信号，同时用嘴巴朝旁边努
了努。老头明白了，走到那男孩身边，一把撩
起他的衣服，那本小书便露出来了。那男孩吓
得浑身发抖，不断讨饶：“老公公，放我一马，
不要告诉我阿爸，不要告诉学校，我保证再也
不偷了。”老头让他把裤带解开，手伸进去角
角落落摸了一遍，没发现什么，恶狠狠地说：
“下次再偷，我就割了你的小麻雀。开水一烫，
过老酒。”那男孩拎了裤子就逃。
老头转过身来拍拍我的头：“以后放了学

就过来看小书，我不收你钞票，老头子算是和
你交朋友了。”老头露出满口烟熏火燎的牙齿
笑了。我怀疑老头不怀好意，马上警觉地看了
看他的鞋子，他的圆口布鞋已经有半个小脚
趾露在外面了。老头看穿了我的心思，笑着
说：“你放心，我不会和你小孩子做生意的，我
让你阿爸修鞋子，照样付钞票，一分不少的。
我是看你看书用功，不过，小阿弟，以后不要
再做朝酒里掺水的戆事体了。要是让你阿爸
晓得，把你这两爿耳朵撕裂了，也是蛮可惜
的。”老头喜欢笑，说完了又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