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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地，在苏州河畔，中国实业家们创办的工厂棋布两岸，

在租界外商洋行的夹缝中，中国这一个古老的农耕大国，终于

主动地融进工业文明之中，让“洋布”、“洋面粉”逐渐淡出

中国百姓的日常。

无论是福新面粉，还是华生电扇，都曾陪伴上海人乃至中

国许多地方的人们许多年。

走在如今的芙蓉江路、长宁路附近，是林立的商品房小区。

如今，唯有苏州河岸边的天原公园，“天原”二字，还透露出

一点儿此地原来的信息。1929 年，在当时的白利南路（今长宁

路）以北靠近苏州河的空地上，实业家吴蕴初与合伙人张逸云

等集股 20 万银圆，以每年 6000 银圆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土地，

他要搞的是一个大项目——氯碱厂。当时在上海来说，此地已

经处于郊区，远离租界。又因为苏州河的交通便利，而能让化

工产品走水路内销、外销。在办氯碱厂以前，吴蕴初在上海实

业界已经是知名人物。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曾经在蓝维霭

路（今肇周路）福源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以“佛手”为商标，

生产调味品。此后，他又在新桥路（今蒙自路）和菜市场路（今

顺昌路）开办粗制、精致工厂，生产味精。佛手牌天厨味精，

让早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味之素”感受到了巨大的商业压力。

在国内，天厨味精的广告沿着苏州河一路进入江南腹地，刷到

了沿河民居的墙上。在国外，1928 年，天厨味精厂获得美国费

城世博会大奖，天厨味精取得了英国、法国、美国的产品出口

专利保护权。这是中国轻化工产品最早获得的国际专利。

因为有天厨味精厂的成功，吴蕴初想在天原化工厂项目上复

刻成功。当时，他那一代实业家们，不少人心怀梦想，希望通过

不断复刻成功的经验，逐步让国家的工业门类多起来，富强起来。

北苏州路 470 号，靠近如今的苏河湾东区 88 号院，是上海

总商会旧址。这里，曾经是闸北天后宫。辛亥革命之后，当时

的上海商务总会第七任总经理陈润夫提出，该统一上海的各个

商务机构，各业、各帮的商董会议通过表决，达成共识，成立

了上海总商会。当记者近日来到上海总商会旧址的时候，看到

介绍称，在 2010 年维修的过程中，这栋建筑被保留了下来——

具体说，是保留了原有的壁柱、横断山墙以及三角形、圆形的

窗棱。在这似新如旧的空间里，似乎能感受到近代上海的一部

部风云大戏，曾经在这里演绎。这里曾经有实业家们为筹资赈

灾而开会，也曾有商人从这里出发，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参

加世博会，代表中国走出国门。

从北苏州路向西，在如今的光复路 21 号，是四行仓库抗战

纪念馆。1931 年，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联合投资

兴建仓库，名为四行仓库，直到 1935 年才竣工落成。当时，这

座占地 0.3 公顷、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高 25 米的仓库，在闸

北一带堪称是最高大的建筑了。然而，建筑落成不久，战争就

全面爆发。这显示的是——民族危亡之际，很难达到通过和平的、

实业的方式立即让民族复兴。1932 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7 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苏州河，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候，接下来的唯有抵抗。

最知名的抵抗，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期，1937 年 10

月 26 日至 30 日，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壮士”孤军奋战，与日

寇血战四天四夜，最终不得不向租界英国当局缴械、退入租界

的悲凉抗战往事。

谢晋元无疑是民族英雄。记者在如今修旧如旧的四行仓库

抗战纪念馆内看到谢晋元的一封家书——“巧英吾妻爱鉴 : 日

内即将率部进入沪淞参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我神州半壁河

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

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可见，

出征前的谢晋元，想到的是——不抗战，亡国灭种；抗战，只

为救亡图存！

走在为了纪念谢晋元而由“满洲路”更名而来的晋元路，

不禁令人想到——如果没有全民抗战，没有中华民族的浴火重

生，苏州河沿岸这一中华民族工业的摇篮，或者说中国近代以

来最早工业化的地方，最终会怎样？这一带甚至见证过中国最

为暗黑的时刻。极司菲尔路 76 号（今万航渡路 435 号），距离

苏州河岸边曹家渡五角场不足一公里的所在，曾经是汪伪特工

的总指挥部。此地，堪称魔窟。汪伪在上海市面上搞暗杀，充

当日军侵华的特务工具，令人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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