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江周刊
投稿邮箱：zjrbxjd@163.com西津渡西津渡责编 花蕾 美编 花蕾 校对 张进10 2020年1月3日 星期五

1905年 10月，江苏省内第一家民
营电厂——镇江大照电灯公司建成发
电，古城镇江的夜空第一次亮起了盏盏
路灯。

镇江办起了电厂，首先要归功于一
个人——郭礼征，又叫郭鸿诒，安徽亳州
人。他考中秀才后，到南京文正书院就
读，其老师是南通著名的实业家张謇。
当郭鸿诒听说镇江英租界的洋人要办电
厂的消息后，为维护民族权益，他决定抢
先筹建华人的电灯公司。1903年，在张
謇的鼎力支持下，镇江大照电灯公司正
式成立（取名“大照”，寓意“光明普照大
地”）。江苏抚院拨给西门外东荷花塘 9
亩官地作为建厂用地。1904年底，大照
电灯公司建成厂房，次年又陆续安装从
国外订购的发电机、锅炉等设备，并取得
了清政府商务部注册局的营业执照。
1905年10月，总投资10万规银的镇江大
照电灯公司正式建成发电，安装路灯约
1000盏，成为江苏省内第一个民营公用
电厂。 1905年至 1936年，大照电灯公
司累计发电11539万千瓦时，路灯增加到
1955盏。

1937年 12月，日寇侵占镇江，威逼
“大照”公司交出全部资产，由日伪华中
水电公司接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
僚资本控制的镇江水电公司取代了“大
照”公司。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饱
受创伤的“大照”公司获得新生。1956年
镇江水电公司改名“镇江电气公司”；
1962年8月，镇江供电局成立，镇江电气
公司撤销。

1923年，大照电灯公司改名大照电
气公司，并于 1928年首次发行大照电气
公司股票，总股本定为现大洋70万元，分
作7000股。大照电气公司股票目前存世
仅数张，历史意义厚重，值得珍藏。

股藏界的人士都知道，历史上公司
增资扩股发新股，一般要在老股票上盖
一枚或数枚作废章后回收或销毁，这张
大照电气股票的董事栏处，公司经办人
员就特意盖上了一枚“已换发新据”的蓝
色图章，虽有碍票面美观，但庆幸的是，
董事长周美权（即周今觉）、总经理郭鸿
诒（即郭礼征）的钤印仍清晰可见，为我
们留下了重要历史人物的珍贵史料。

出身名门、身世显赫，中国乃至世界
邮坛如雷贯耳的“邮票大王”周今觉
（1878—1949），曾任大照电灯公司董事
长。周今觉，字美权，安徽至德 (今东
至) 人，他的祖父周馥，是跟随李鸿章四
十年的铁幕僚，官至两江总督；他的父亲
周学海，是 1888年的举人、1892年的进
士，却无意做官，成为江浙一带的名医；

他的四叔周学熙，被誉为“北方工业之
父”，一生创办了很多著名实业，如滦州
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中
国实业银行等，还两度出任北洋政府的
财政总长。周今觉的胞弟中有一个大人
物，即著名的政治家、实业家、收藏家周
叔弢，年轻时跟随其叔叔周学熙在青岛、
天津等地办实业，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天
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一生多次
向国家捐献珍贵藏书和文物。

作为周氏大家族中的长房长孙，周
今觉从小受到很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很
早就考中了秀才，但是他不喜欢八股文，
却偏偏喜欢上了数学，还自学外文，直接
阅读西方现代数学原著，以至于他在 20
岁时就写出了《勾股三角整数术》《三角
和较术解》等著作，数学造诣已达到相当
高的水平。1935年 7月，中国数学会在
上海成立，周今觉是创始人之一，并被选
为该会首届董事会董事。

不过，真正让周今觉走上人生巅峰
的却不是他的数学才华，而是他在集邮
领域的异峰突起。周今觉从1923年开始
步入邮坛，先后购得外国集邮家施开甲、
勒夫雷司、海曼以及费拉尔等手中的中
国邮票。从1924年11月开始，周今觉接
连在上海《晶报》上发表 10篇集邮文章，
为当时中外集邮家所注目。1925年 7月
11日，中华邮票会成立，周今觉被推举为

首任会长。10月《邮乘》创刊，周今觉任
主编。到 1926年底，周今觉不仅收齐了
海关邮政时期的邮票，而且逐步“兼并”
了国内外著名集邮家的中国邮票，其中
包括花 2500两纹银把世界级孤品“红印
花加盖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收入囊中，被
推为世界第一巨藏。1927年 9月，周今
觉被选为英国皇家邮票会会员；1930年9
月12日，德国柏林举行国际邮展，周今觉
被选为理事；1933年 6月 24日奥地利维
也纳举行国际邮展，周今觉被聘为评审
员，他是中国第一位国际性邮展评审员。

谈到周今觉的晚年，不免要谈到他
最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即不得不忍痛出
让他那枚中国邮票之冠——“红印花加
盖小字当壹圆四方连”。周今觉最小的
女儿周稚琼向人们解开了这个谜底，听
来让人欷歔不已。

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周今觉举家
迁至上海，而在镇江的大照电灯厂则归
周今觉名下。抗战爆发后，镇江沦陷，这
个厂子被日本人占领。抗战胜利后，周
家申请发还。可是没过多久，竟然闹出
一场官司来。据说有人揭发周今觉私通
日本人，所以不仅厂子是敌产，不应发
还，而且周今觉本人就是汉奸，要上法庭
判刑。这样一来周家上下急成一团，后
来轧出苗头，有人想找个借口，编造一起
假案，敲诈你一下。你不是“邮票大王”

吗？要了结此案，拿几十根金条来！然
而这时的周家哪里还拿得出几十根金
条？家中唯一值钱的东西就剩周今觉的
邮票了。为了救命，全家商量下来，只好
把孤品“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圆四方连”
忍痛卖给了集邮家郭植芳，换回数十根
金条，算是捡回了周今觉一条命。

由于受到这起事件的打击，周今觉
精神上大受刺激，9个月后的1949年2月
9日，便黯然离开人世，终年70岁。

周今觉大半辈子生活在上海十里洋
场，做进出口贸易、搞房地产生意，还办
工厂、投资股票，在商界摸爬滚打几十
年，最后他的“副业”集邮却异峰突起，获
得“中国邮票大王”的美名，而且在家庭
中还带出了一支集邮队伍：他的二儿子
周熙良、三儿子周炜良、外孙唐无忌、曾
外孙唐承达都成了中国集邮界的集邮
家。四代中出了五个集邮家，国内乃至
世界罕见。

1928年元旦这天，鲁迅在上海寓所写下了
屈原《离骚》中的两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
之先鸣。”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鲁迅以此自勉，
珍惜光阴，奋斗不息，这是他给自己的元旦礼
物。

同一年元旦，梁思成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
学。为了给林徽因一份新年礼物，梁思成独出
机杼，亲手制作了一面铜镜，从雕花、铸模、翻
砂，共用了一周的时间，还亲自撰写铭文：“徽因
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
其晶莹不珏也。”

令人惊讶的是，这面仿古铜镜居然骗翻了
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
他赞赏此镜具有北魏时期的典雅韵味，世所罕
见，不可多得。这份特殊的新年礼物，不仅见证
了两人的爱情，更见证了梁思成的心灵手巧！

1943年元旦，胡适花了 20美元购买《鲁迅
三十年集》，作为送给自己的元旦礼物。此时，
鲁迅已去世 7个年头，胡适的态度格外引人关
注。胡适连日挑读集中不曾读过的文章，说：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
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知人论
世，亦可见其襟抱。

鲁迅借诗明志；梁思成铸镜示爱；胡适读书
论人。三人的元旦礼物迥异，却体现了他们各
自不同的生活情趣和人生境界。岁月已矣，而
每每回味这些大师们的元旦礼物，总带给人们
不一样的人生感悟与思考。

宋璟如姚崇、张九龄、魏征一样，是唐朝
的一代名相，为“开元之治”作出了重要贡
献。读新唐书《姚崇宋璟列传》，后又读到五代
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有脚阳春》，联系现
实生活，发自内心想说说宋璟的“有脚阳春”。

“有脚阳春”，是时人称赞宋璟像长了脚的
春天，走到哪里都会给哪里带来温暖。看宋璟
一生，我感到“有脚阳春”在官场，必须忠直
刚正。宋璟给当时朝廷带来的阳春，常常冒杀
头之险。最典型的是武则天时期，张易之、张
昌宗自恃武后宠爱，大胆妄为，结党营私，陷
害忠良，朝廷可以说是雾气沉沉阴雨天。但宋
璟忠直刚正，为朝廷带来阳光。张易之诬陷御
史大夫魏元忠有不忠的言论，欲治以死罪，让
张说作证。将要当庭对质时，张说十分恐惧。
宋璟找到张说说：“名义最为重要，不可诬陷正
直的人以求暂时免祸。为此而受到谪降，正可
以流芳后世。你如有不测，我将在朝廷相救，
将与你同死。”张说被他的一番话感动，朝廷上
如实回答，魏元忠得以免死获救。宋璟任左台
御史中丞，有信告发张昌宗引相工观吉凶图谋
反，宋璟请求彻查，武则天说：“张易之等人已
经告诉了朕。”宋璟说：“谋反不能因为自首而
宽免，请求交付法官审讯，以严明国法。张易
之等人地位显贵深受宠爱，臣说出来将招致祸
患，然而臣被义愤所激励，即使死了也不后
悔。”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宰相立即宣诏让宋璟
退下，宋璟说：“现在亲耳聆奉德音，不必烦劳
宰相擅自宦说王命。”武则天无奈之下，允许将
张易之等收捕入狱。朝野云开日出。不过，很
快武则天又下诏宽免二张，要二张向宋璟致
谢，宋璟愤而不见。二张对宋璟恨之入骨，张
易之派刺客刺杀他，公正之人告知宋璟，宋璟
乘坐矮车住到了别处，才幸免于难。

“有脚阳春”是百姓叫出来的。我感到“阳
春”之脚生于宋璟的民本思想。“有脚阳春”的
典故是因为宋璟被贬为广州都督时，爱民恤
物，受民称颂，传而生成的。给百姓带来阳
春，必须事事处处为民着想，时时刻刻为民谋
利。尽管被贬，宋璟到任爱民之心不变。广州
人多用竹子茅草建造房屋，经常发生火灾，弄
得家财成灰，沦为乞丐。宋璟教百姓烧制陶瓦
筑墙，修建店铺，百姓开始知道房屋便利，不
再担忧发生火灾。唐玄宗巡幸前往东都，到达
崤谷，驰道狭窄，车马拥挤停滞，玄宗大怒，
命令罢免当地官员。宋璟立即劝说，如果治罪
地方官员，必然百姓要遭受困苦，劝谏玄宗收
回了成命。中宗时武三思依仗与皇后私通而受
恩宠，宋璟严斥之祸乱朝廷，与之结怨。中宗
诏令宋璟检校贝州刺史。当时，河北发生水
灾，饥荒严重，武三思派人征收封户的租赋，
宋璟尽管是检校，但为民请命，拒绝让百姓交
租赋，更遭武三思排挤，被挤出朝廷，外任
杭、相二州刺史。但宋璟到任后，始终以民为
本，下属没有敢犯法害民的。

“有脚阳春”，但图虚名必跛脚。宋璟在广
州政声显著，被诏回朝再次为相，广州吏民为
他立了一块“遗爱碑”。宋璟十分清醒，他觉得
自己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做的都是分内事，这
块“遗爱碑”，名为广州吏民，实为广州官府，
似是“政声人去后”，实则“政声随相位”。于
是上奏玄宗：“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
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
止。”“上从之。”宋璟不是为博名钓誉偶送一束
阳光，而是自始至终、始终如一，不管在什么
位置，不管被褒被贬，不管皇前民前，只要他
在，就努力为朝野送阳光，给温暖，这是最令
人敬仰的，内心真正感到“有脚阳春”，宋璟当
受。

“怀君八日语，五见十年中。险阻
贫兼病，西南北又东。两乡侈各健，一
粥喜遥同。木末临清晓，应披看雪
红。”这是明代葛一龙的《腊八日怀圣
仆》，说的是在腊八这一天，他怀念友
人，十年中只见了五次面，因为贫病交
加，而且四处奔走，都不在一处。虽然
两人天各一方，但庆幸的身体都还健
康，正逢腊八节，两人相隔遥远，但都
在同喝腊八粥。值此佳节，虽不能与
友人相会，但能同时喝碗腊八粥，赏赏
梅雪，也是幸事了。

腊八，中国的传统节日，古时，在
腊八这天，要祭祀祖先，煮食腊八粥。
腊八在古代文人的笔下，也总飘着诱
人的粥香。

“腊月风和意已春，时因散策过吾
邻。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
滨。多病所须惟药物，差科未动是闲
人。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
新。”宋代陆游的《十二月八日步至西
村》，虽是隆冬腊月，但已露出风和日
丽的春意。柴门里草烟漠漠，野河边
有许多牛经过的痕迹。腊日里人们互
赠、食用着腊八粥。

“一阳初复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
煮。应时献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
普。盈几馨香细细浮，堆盘果蔬纷纷
聚。共尝佳品达沙门，沙门色相传莲

炬。童稚饱腹庆州平，还向街头击腊
鼓。”清代道光帝的《腊八粥》，清代，朝
廷于腊八这天，有赐粥的风俗。从这
首诗可以看出，施散腊八粥和皇家食
用腊八粥必然是万头攒动，人涌如潮。

“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
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
锅。”清代夏仁虎的《腊八》，煮一碗粥，
在节日里，祈求美好生活的到来。据
文献记载，清代雍和宫有四口煮粥的
大锅，最大的直径为二米，可容米数
担。熬粥时，第一锅粥是奉佛的，第二
锅粥是赐给太后和帝后家眷的，第三
锅粥是赐给诸王和少主府的，第四锅
粥是赐给喇嘛的。

而南宋赵万年的《腊
八危家饷粥有感》，既
充满了悲凉，又充
满了乐观的味道：

“襄阳城外涨胡尘，
矢石丛中未死身。
不为主人供粥饷，
争知腊八是今辰。”
这首诗就是作于金
人围攻襄阳之时，
这一年的腊八，襄
阳城外还在进行着
激烈的战斗，诗人幸
得生还。如果不是他

人端来了腊八粥，他还不知道今天是
腊八节。寥寥数语，激烈的战斗从容
而述，诗人的乐观与从容可见一斑。

宋词里的腊八更是别有味道，宋
代苏轼的 《南歌子》：“卫霍元勋后，
韦平外族贤。吹笙只合在缑山。闲驾
彩鸾归去、趁新年。烘暖烧香阁，轻
寒浴佛天。他时一醉画堂前。莫忘故
人憔悴、老江边。”腊八日，宋时京
城于此日作浴佛会，送七宝五味粥，
称之为腊八粥。这个腊八节，苏东坡
借过节的由头，到朋友张怀民处喝粥
小饮，可谓快意。

“有脚阳春”
说宋璟

□ 滴石水

宋 璟 像

老股票上的镇江大照电气公司
□ 陈伟国

配图：
左图为1928年的镇江大照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面值十股，
计银币1000元，由上海商务印书
馆制印。

上图为周今觉像

大师们的
元旦礼物

□ 孟祥海

古诗词里“腊八”香
□ 魏益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