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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

奥运会、洲际运动会，以及全球很多
国家的国内运动会大多有开幕式和闭幕
式，其中开幕式上的点火仪式成为最具仪
式感的行为和标志。不同的点火仪式既
能体现出主办国的经济、科技水平，又能
体现其文化是各美其美，还是美美与共，
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人类当下的境遇、
预示未来的发展。

刚刚闭幕的中国杭州第十九届亚洲
运动会就作了很好的诠释。

9月23日晚，亚洲运动会史上首创的
数字点火仪式，无疑是开幕式最为闪耀的
一瞬。横跨全场的立体网幕上，金色数字
人手持火炬，缓缓跑过会场，与真实的主
火炬手一起，在零时间差的同一动作下，
共同点燃了名为“潮涌”的主火炬塔。

这个点火仪式被称为亚运史上首个
“数实融合”的点火仪式，如果放到奥运会
上，也称得上是史上极具技术创新意味的
点火仪式。

每届奥运会和各大洲运动会，点火仪式
不只是考验主办国的创新和创意，更是科技
实力的大考和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和文化包
容性的体现。在杭州亚运会上，数实融合的
点火仪式可以说获得了高分，不仅让参与
者，也让全球观众留下深刻的记忆。

让数字人和真实的火炬手一起点火
的创新当然依托了现代IT和数字人技术，
而且是极具创意和灵感的行为，但是，在
数字虚拟与现实之间，还是有一道天然的
“鸿沟”，即需要让数字人和真实人一道天
衣无缝地同时点火，这个“鸿沟”其实就是
人与技术之间的距离。

现在，弥补这个“鸿沟”的做法是，让
人和技术尽可能同步。数字火炬手是由
导演团队在控制，也就是控制数字火炬手
播放的频率和速度。真人火炬手则跑步
到达主火炬塔并点燃火炬。在实际排练

中，有时候数字火炬手的位置播放稍微快
一秒，真实的火炬手就慢了一秒，反之亦
然，因此两者很容易搭不上。为了让两者
同步，操控者对数字人的动作就要精确控
制，做到与真人的动作一致，实现零秒误
差，才能达到天衣无缝的数实融合。

与历史上的奥运会和亚运会的点火
方式相比，这样的操作已经体现了技术的
进步，实际上也是技术的进步推动社会前
进和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表现。看看多哈
亚运会的点火方式就能获得清楚的比较
和认知。

在2006年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十五
届亚洲运动会上，12月1日开幕式上的点
火仪式选择了卡塔尔人独特的方式——
单枪匹马冲上陡台点燃主火炬，这样的点
火方式也独具创意，而且特别符合这个民
族的特点。

当时，亚运火炬传到了卡塔尔耐力赛
马队队长阿勒萨尼的手中，现场观众正猜

测他将采取什么方式点火时，下一刻他高
擎着火炬，策马前奔，冲上了中央舞台陡
峭的长梯。当时，不仅全场观众心情紧
张，就连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有些紧张，万
一马跑不上去，点火会不会失败？事实上，
真有这种可能，因为长梯太陡了，阿勒萨尼
胯下的阿拉伯骏马在即将登顶的时候，几
乎用尽了力气，它甚至停顿下来，努力地保
持身体不滑下去。这时，阿勒萨尼努力压
低自己的重心，紧紧贴在马背上，人马合
一，并用力策马，最终骏马奋力一跃，冲到
了平台上，阿勒萨尼点燃了主火炬。

如果说2006年还是IT技术使用并不
广泛和发达的时代，数字人也还没有出
现（最早的数字人于 2019 年出现），因
此，选择以马力代替人力是一个不错的
创意，也显示了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智
慧，让动物代替人类工作和生产，同样会
提升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然，
跑马点火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人类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2023年，杭州亚运会采用了数字人与

真人融合的点火方式，意味着人类已经从
农业和工业时代，妥妥地进入信息时代，这
之间的差距几乎是里程碑式的。技术的进
步在点火方式上产生了飞跃，也意味着下
一个10年或20年，如同数字人一样的数字
技术或将成为信息时代经济的巨大引擎，
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力。

再观察奥运会上的另一种点火方式，
则呈现了另一种隐喻，即人类也可以用跨
越的方式，达到理想的彼岸。1992年巴塞
罗那第二十五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点
火方式是“一箭穿杨”，这种原始的方式同
样惊心动魄。曾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射箭
选手雷波洛用火种点燃箭头，拉弓搭箭，准
确地射向70米远、21米高的圣火台。在箭
中靶心后熊熊火焰腾空升起的一瞬间，观
众为雷波洛的高超技艺和勇气所震撼，为
了做到点火万无一失，雷波洛在开幕式前
足足练了不下2000次，他的努力也体现了
人类敢于突破自我、挑战极限的不屈精神。

这一点火方式的隐喻也在于，患过小
儿麻痹症的雷波洛身体能力有限，但可以
通过技术的力量达到理想的彼岸。射箭同
样是一项人类历史上发明的技术，尽管在
今天看来技术含量太低，人们大多只是在
运动会上才使用射箭，或者不发达地区的
人们还在用射箭狩猎，但是它的隐喻是明
显的，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进入信息时
代后，可能也要借助类似的穿越时空的力
量来实现人类的某些理想。

或许，量子科技就是未来的“射箭”，可
以穿越空间甚至时间，而且，现在数实融合
是让人和技术同步，未来是否也可以让人
（脑）机融合，比数实融合更合体合拍？这
些技术既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
或许还能促成人类文明的提升。

要弄明白“非遗”就应该知道它来源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这一概念，而深入理解“非物质”和“文化遗产”
的含义，才能懂得“非遗文化”的基本要义与元素。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
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

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
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
的实物和场所。这也进一步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
的被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尤其是“一代又一代
将其传统、技能和习俗的知识传递给社区其他成员或其他社区的人”，并以“代
表着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传统，而且也代表着不同文化群”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和社区活动。

从这几句话里应该知道：非遗活动可以是群体，或作为个体的具有独特
技能的从业者，按有序传承下来的各种实践、各类表演去创作社会所需的产
品。其表演形态、知识体系和技能流程，以
及所包含的多样技艺工具、制作需要的承
载物、附着的文化意识、历史沉积、审美观
念等都可以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
工艺作坊和文化场所也应归属于内。一般
说来，这个制作者、表演者群体多而不大，
因此个人在非遗表现中反而突出。

基于此，非物质文化就和物质文化有
了不同，前者是文化表现的过程，其独具的
表演、独特的技艺不仅超群，而且从中要
体现着某些历史的积淀；后者是历史某阶
段所存在着的“文化物质、物体、物件”，并
且这些遗存以其原貌，静态地在某地、某
场所展示着。而非遗文化是一种鲜活的存
在，并在实践活动中显示着技艺和表演的
精彩，及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价值的信息。

此外，非遗的文化遗产，不是世间常
说的“家庭遗留财物”。非遗是充满实践
的文化活动。非遗代表性的层面或者说
被世人关注的基点，集中在实践过程、表
演技巧、表现形式上，尤其包含着才智的
投入、历史的折射，以及所涉及的技术技
能，相关工具、实物道具和文化场所等。
非遗很在意技能的高超和个性，制作的成
品要具备地域的人文特征。同时，持有的
技能还要包含着某些知识体系，及密切相
关的器具。这些显然和家族、家庭所谓的
房子钱财等“遗产”不同。

技艺、表演等非遗事项是文化的，也在文化的视野中按时间梯次传承延
续，其技艺、表演等没有固化在物上，而是在手艺和技巧等方面予以呈现，这
些手艺和技巧必须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因此看似萌生和发展在个体、家庭
与作坊里的“手艺和技巧”，其实有着很浓厚的公共性征。离开社会环境，非
遗就类似鱼虾落入快干涸的水洼，好比禾苗脱离了肥沃的泥土。人们津津乐
道、在历史空间的代际传递中所冠名的“××泥塑”“××木雕”，从非遗文化
角度来说，这些“家族徽号”也不是某户某人的私有财产。非遗，是有着技艺
的人在社会与文化环境里的人文实践活动，当技艺与表演获得了社会相应的
认可度，才得以存在并流传。流传中还需要人们的学习和坚守，这也不是家
庭、家族能够完全承担的。京剧谭派老生已历经7代，其继承、发展不仅仅是
谭家的家里人，相当多的“谭派传人”是其徒弟与爱好者。谭家也不把“谭派”
揣在自己的怀里，不让他人染指。非遗文化应当在观念里摒弃狭隘的遗产
观。非遗是社会文化资产，是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此，另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文化场所。过去对文化场所可能不太重
视，尤其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或者说比较简易的制作场地，认为随便有个空
间就行，但是对工艺产品和工艺展示来说，有些场所却难以体现出非遗的特
点。例如某手艺人在客厅内随便一坐就展示其制作技艺，看到这一情景，瞬
间感觉他的制作文化含量不够，起码坐在休闲椅上就不像干精湛活儿的模
样。从理念上来讲，对工艺的理解就出了偏差。样子像那么回事，却自我贬
低了所掌握的技艺，折射出它的文化含量不高，这样的事情不少。文化场所
可大可小多种多样，核心是体现一种氛围，渗透着一种精神。

比起一般大众，“这个（非遗）人”的能力要突出，技艺要独具。与此
相关，其产品应具备文化属性，传递文脉信息，要对大众有价值，对社会
有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改编自老舍小说《四世同堂》
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一经播出即大受欢迎。大众啧啧称赞剧好、主题曲
好。演唱这首《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是年逾七旬的非遗“骆派京韵大
鼓”创始人骆玉笙。她从艺六十载，始终坚持精益求精“艺比天大”，对传
统段子结合自己“金嗓”的优势，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对新曲目既守护传统
又与时俱进。重要的在于她对京韵大鼓执着追求，为大众演出倾心尽
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面对恶势力和入侵者，她自尊自爱毫不妥
协，1949年10月1日以后，把“骆派”艺术全心全意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因此
骆玉笙的演唱，尤其是《重整河山待后生》，才能如此打动人心。

所以“非遗”要有精神，要有内涵。“非遗人”要与时代交织，为社会大众
负责。应当像骆玉笙老人一样，在技艺精湛的同时，内心必须高尚。无论“这
个人和这个技艺”在学习、实践与成长中，是以师徒关系，还是工作室制度，或
参与其他有序途径，历经数年后成为某项非遗传承的一员，在传承中他们必
须对非遗文化有所承担，并对社会作出持续的应有的技艺贡献。

2011年，为纪念天津起士林大饭店建店
110周年，天津起士林大饭店与天津日报文化
专副刊中心合作编辑的记叙起士林百余年历
史的图书《起士林——跨越世纪的传奇》由天
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设计典雅，印刷精
美，内容共分四辑：“世纪传奇起士林”“名家妙
笔起士林”“媒体聚焦起士林”“品味百年起士
林”。其中，数十幅珍贵历史照片，彰显厚重；
著名作家航鹰、林希对起士林的印象抒写与历
史钩沉，韵味悠长；主流媒体历年的新闻报道
报影及文字整合，可见渊源；起士林传统经典
菜品的制作工艺及实物照片，令人垂涎。这本
书图文并茂地记述了起士林落户津门后110年
的发展历程，从东西方饮食文化交融的独特角
度，展示出天津这座中西合璧的历史文化名城
一个值得回味的时代影像。笔者担任该书顾
问，实际负责全书的文字统筹，有机会重温和
深读起士林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也是一次难
得的精神享受。《起士林——跨越世纪的传奇》
一书出版十余年来，不断有读者和专家提及与
引用，迄今仍在发挥其学术文化作用，这令作
为主创人员之一的笔者颇感欣慰。

起士林大饭店是由起士林西餐厅起家
的。中老年市民朋友印象中的起士林西餐厅，
坐落于原德租界中街（威廉街）北段西侧，即后
来解放南路北京影院对过的起士林食品厂门
市部。原建筑在二十多年前的城市改造中
被拆除。现在人们所说的“起士林”，是指浙江
路与建设路交口的天津起士林总店。

起士林西餐厅始建于1901年，由德国人阿
尔伯特·起士林以自己的名字创办。最初设在
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与哈尔滨道交口附

近，不久即迁至德租界中街，称为“起士林餐厅”。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起士林西餐厅，第一次
将西方正宗的饮食文化带入天津，并且持续百余年
经营至今，堪称“中国西餐第一店”。

到20世纪30年代，起士林生意更加兴隆，餐
厅发展成为五间大门脸儿，附设舞厅和露天餐厅。
天津沦陷后，起士林的生意一落千丈。抗战胜利
后，起士林一度为国民党励志社接收，用来招待美
军，其生意随着整个西餐业的复苏始有好转。

天津解放后，起士林由市人民政府接管，由
交际处经营，在此招待过海内外很多著名人士。
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原
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
经理陈卓林率领数千名员工举行起义，从香港驾
机北飞祖国内地，其中11架降落在天津。当晚，
天津市人民政府在起士林设宴欢迎起义人员及
家属一行。

1953年，起士林餐饮部分合并到当时的维格
多利餐厅（地址在今浙江路与建设路交口天津起
士林总店）。维格多利餐厅以经营俄式西餐大菜

为主，同时兼做英、法、德、意式名菜和西点。起
士林与维格多利合并后，改名为起士林餐厅，而
两店的食品制作部分则单独设立了起士林食品
厂，专门从事西点、糖果、巧克力等生产。

后来，由于政治运动的关系，餐厅先后更名
为“天津餐厅”“工农兵餐厅”等。1970年，起士林
餐厅职工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申请恢复原有
店名，国务院办公厅很快复信，同意恢复“起士林
餐厅”这个老字号。

直至20世纪末，起士林食品店和食品厂仍然
设在解放南路上。起士林食品店与其旁边的重
庆理发店、对面的北京影院等，共同构成该地区
的一个繁华所在。

20世纪90年代初，起士林被正式称为“起士
林大饭店”。现设于小白楼的天津起士林总店，
已经成为德、俄、英、法、意口味均有的西餐大
菜馆。起士林所经营的西餐、西点、面包、冷
食、咖啡等，以其口味正宗、用料讲究而享誉全
国。可以说，天津市民，包括来自天南地北的外
地食客，都是从起士林开始真正认识西餐、了解

西餐并喜爱上西餐的。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
起士林已成为与西餐、西点同义的代名词，成为
一处让“老年人怀旧，青年人时尚”的不可替代的
经典消费场所。

起士林是天津的一个超级名牌。天津总店
及设在北戴河的分店曾接待过无数中外贵宾，西
哈努克、老布什等外国政要对起士林的美味佳肴
赞不绝口。

起士林食品厂是天津乃至全国食品行业的
名厂、老厂、大厂，不仅产品琳琅满目，包装也是
美不胜收。民国时期，天津起士林曾在上海设有
赫德路、静安寺路两家分店。1936年1月7日上
海《申报》的本埠增刊“天津起士林糖果店”登有
这样的广告：“起士林糖果店。今谨以大宗美味
巧格力与糖果，供君选择。请询诸来自天津友
人，其已尝试之者，盖不知几千万人。至于敝店
中华主顾，其数额与津方相等，尤皆一致赞美。
本店所出精品‘Hopjes’（‘好极斯’咖啡糖），一年
之中，售出以数百万计，谨请尝试，定卜满意！”足
见上海市民对天津起士林糖果的追捧。经过数

十年搜集，笔者已收藏有起士林食品厂各个时期
出品的糖果包装纸数百种，并且将它们分门别类地
编组成册，类似一部具有专业性、可读性、实用性的
“起士林糖纸辞典”。闲来浏览与欣赏这些创意新
颖、色彩斑斓、图案丰富、工艺讲究的糖纸，从中不仅
可以看到起士林食品厂和起士
林大饭店持之以恒的励精图治、
发展繁荣，而且通过它们可以明
显感觉到天津人在追求时尚生
活、展现新潮魅力方面永远走在
全国的前列。这部“起士林糖纸
辞典”如能正式出版，其价值和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

秋》）摄制组提供）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
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
年仅17岁的王维在长安谋取功名时所写。当时正值重
阳佳节，漂泊在外的王维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此诗借助
登高和插茱萸这两个重阳民俗，表达了诗人思亲怀友之
情。而近现代著名绘画大师张大千所作的《重阳登高
图》，更加形象地表达了这一主题，并且他怀念的确实是
山东省济南的兄弟。

张大千是全能型画家，集文人画、宫廷画和民间艺
术为一体，人物、山水、花鸟、写意、工笔，几乎无所不能、
无一不精。1943年，张大千应友人之求而作《重阳登高
图》。此图构图严谨、气势磅礴，准确描绘了关西崇山峻
岭的雄伟壮观和石骨坚凝，表现了画家在重阳佳节登高
望远，怀念友人的真挚情感。张大千怀念何人？在画的
题识中作了详细注释。诗曰：“书来为说济南事，苦忆关
家兄弟贤。正是鹊华好秋色，明湖听曲更何年？”

题识中的“关家兄弟”，是指关际泰、关友声兄弟。
关友声（1906—1970），原名关际颐，字友声，以字行，号嘤
园主人，山东省济南市泺口镇人，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
山东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盐商家庭，家境富
有，自幼聪颖，有“神童”之誉。上世纪20年代，关友声由
泺口迁居济南，跟随长兄、济南著名书画家关际泰学
画。他临摹古人，四处写生，广搜博采，画艺渐精，后又
从师学英语和文史，16岁时便声名鹊起。在山东大学国
学系毕业后，关友声又前往北平拜师学习诗词歌赋，其
间结识了著名画家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等人，尤其与
张大千过往甚密，结为莫逆之交。经过遍访名师，潜心
钻研，关友声不仅成为诗书画俱佳的艺术家，而且还是
一位书画收藏鉴赏家。回济南后，关友声与兄长关际泰
共创济南国画学社，收徒讲艺，培育新人，后又创办齐鲁
画社，主编艺术刊物。关氏兄弟在济南饮虎池前街建成

一座德式二层洋楼，取《诗经》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之意，名曰“嘤园”。当时，张大千经常往返于北平、上海
两地，每次途经济南，必在嘤园小住。

1934年夏，张大千前往北平举办画展，在济南逗留数
日，关氏兄弟陪同游览趵突泉、大明湖、龙洞等景点。泉城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景色令大千先生倾
倒，赞不绝口。1935年冬，“张大千、方介堪、于非闇书画篆
刻联展”在北平举办。张大千携弟子何海霞于这年深秋前
往北平，途经济南住在嘤园一月之久。关氏兄弟陪同大千
师徒游遍泉城，大明湖的浩渺烟波、残荷凫雁，鹊山、华不注
山的红树芦荻、乡野秋景，令大千先生流连忘返。尤其是济
南的佳肴美酒、曲艺说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关氏兄弟与
大千先生朝夕相处，谈诗论艺。关友声将家藏的历代名画
拿出来让张大千鉴赏，张大千见到喜爱的就伏案临摹，并
将随身携带的全部石涛珍品拿出来给关友声观赏临摹。
《重阳登高图》款识：“癸未重阳，伯璞仁兄书来属画，

兼及乱离，济南关友声兄弟同游事，画成拈二十八字求正，
大千张爰，时在皋兰客次。”“癸未”为1943年。“伯璞仁
兄”，即著名画家和收藏家徐伯璞，山东省泰安市肥城老城
人。徐伯璞系耕读门第，自幼喜欢字画，1927年秋考入东
京明治大学，学习乡村教育。1934年，徐伯璞任山东省教
育厅督学。他曾多次与关氏兄弟一起陪同大千先生畅游
泉城，谈书论画，交流技艺，因此也与大千先生相交甚深。

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1943年
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首展。在此期
间，住在皋兰（兰州市区）的张大千收到徐伯璞的来信。
徐在信中回忆了他和关氏兄弟陪同大千先生游济南时
的情景，尤其感谢大千先生在书画上的指教，一幕幕往
事历历在目，情真意切。徐还向张大千求画。是时正值
重阳，每逢佳节倍思亲，勾起了大千先生对游历济南的

美好回忆和对挚友的深深思念之情，一时心绪澎湃，文思泉
涌，乘兴创作了《重阳登高图》，以表达彼时彼刻的心情。

重阳登高习俗源于古人崇拜山神。古人认为“九为老
阳，阳极必变”。九月初九，月、日均为老阳之数，不吉利，只
有登高望远，方能躲避灾祸。最初登高是为了求吉祥，后来
逐渐演化成一种节日习俗。唐代朝廷正式批准重阳为节
令。李白《九月十日即事》诗云：“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
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自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诗后，登高逐渐演化成了思念兄弟、怀念亲友的象
征。唐代诗人卢照邻有诗云：“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
积风烟。”诗人重阳登高远望，抒发了浓浓的思归情怀。北
宋词人晏殊有词曰：“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登
高极目远眺，看到鸿雁飞来，引起词人的无限思念。

张大千的这幅《重阳登高图》纵84厘米，横37厘米，纸本，
设色水墨画。画面上奇峰巍峨，重峦叠嶂，山崖气势险峻，给
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松柏苍翠，葱郁挺拔，庙宇轩昂，时隐
时现；山路蜿蜒曲折，石阶层层叠叠。画家采用高远、深远相
结合的章法，用笔古朴豪放，绘高耸之山崖，以劲健的枯笔勾
勒轮廓，再以干湿浓淡不均的斧劈皴表现出其坚硬光滑的质
感，并略加赭石渲染，使之危峰耸峙，骨络劲显，体现了峻岭叠
峦的雄伟深邃，意境苍茫幽深、空灵隽永，气脉流贯，繁复变化
却又浑然天成，显示了画家深厚的功力，也表现了画家气吞山
河的胸怀与气度。这也正是张大千艺术成熟期的画风，具有
强烈的个性，豪迈奔放、雄浑苍茫。

图中一着长袍者站立于左侧的山头之上，极目远眺，视
野开阔，心旷神怡，进入意远神驰的境界。人物虽小，但身
姿、神态刻画得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将登高望远、怀念亲友
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张大千人物画一向喜欢“高士”题
材，多采古装，借人物以抒情怀，实际上是他自己形象和心
迹的笔墨倾诉。 题图摄影：孙 彦

运动会点火仪式遐想
张田勘

说
说
非
遗
那
些
事
儿
（
一
）

﹃
非
物
质
﹄
与
﹃
文
化
遗
产
﹄

张
春
生

张大千与《重阳登高图》

郑学富

天津起士林：中国西餐第一店

罗文华

20世纪初，阿尔伯特·起士林在法租界大

法国路开设了自己的店铺，依靠出色的技艺和

热情的服务，广受欢迎。1914年，起士林将店铺

迁往天津德租界威廉街，发展成远近闻名的餐

厅，和具有多样化生产能力的食品公司。而最

能体现起士林特色，对天津的餐饮文化产生更

大影响的，是以蛋糕为代表的西式糕点。

起士林·巴德餐厅在楼顶上附设屋顶花园，每

到夏天，三重奏乐队奏起婉转的乐曲，轻歌曼舞，宾

客如流。作家张爱玲曾在文章中多次写下童年时

期去起士林的美好回忆，溥仪、张学良、宋庆龄、陈

嘉庚等名流也曾多次光顾餐厅。（节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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