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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自己过了六十，读《汉
书》和《资治通鉴》，看到西汉名臣疏
广的史料，触动很大，感到步入耳顺
之年，我辈应该好好学学疏广。

首先，要像疏广那样不恋栈。
《资治通鉴》记载，汉宣帝元康三年
（前63年）夏天，身处太子太傅要位
的疏广对他的侄儿太子少傅疏傅
说：“我听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
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
险。’现在，我官已经当到了二千石，
可以说是官成名立了，在这种情形
下，如果还恋栈不忍离去，恐怕以后
会有令人悔恨的事发生。”所以，他
和太子少傅、侄子一起上疏给宣帝，
请求退休。宣帝非常尊敬器重疏
广。太子每次上朝，随同觐见皇上，
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满朝文武都很
敬仰他们。因为疏广言辞恳切，宣
帝考虑他年纪比较大了，批准了他
们的请辞，加赐给他黄金二十斤，太
子也送了五十斤。一些公卿旧交在
东都门外陈设酒席为他们饯行，共
有几百辆送行的车子。道路上围观
的人都说：“这两位大夫真是贤能
啊！”有的人在赞美叹息之余，甚至
为他们激动得流出眼泪来。两千多
年前的古人，对官、名就有如此智
慧，实在令人敬佩。不恋栈，关键是
要想得开。不过，想不开的人并不
少。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把官位看
得太重，不当官好像就无法活了；有
的人把名利看得太重，恨不得倒数
着日子，日进斗金才好。疏广说得
对，不知道满足，就会受到屈辱，不
知道适可而止，就会带来危险。

其次，要像疏广那样对待子
孙。疏广回到故土后，每天都让家
人去卖掉点黄金来办些饮食，舍与
贫民，与族人、故旧、宾客享受生
活。有的人就劝疏广拿些黄金去替
子孙买一些产业，疏广说：“我难
道是老到昏了头，连子孙都不知体
念！我只是想到，自己本已有一些
旧的田产房舍，子孙们只要勤勉耕
作，足够供给生活所需，绝对能和
常人一般生活。如果现在又增加他
们一些产业，使他们有了盈余，那
只会让子孙因此而懈怠堕落。一个
人贤能而多财的话，就会减损他的
志气；一个愚蠢而多财的人，便会
增加他的过失。而且富有的人，常
常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既没有能
力来教化我的子孙，就不可以增加
他们的过失而招惹众人的怨恨。”
疏广是皇太子的老师，可以当太
傅，肯定是有能力来教育他的子孙
的，使人生敬的是他对家产的把
握。子孙不能不体念，不能不为他
们创造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是，子
孙自有子孙福，不必为他备金屋。
疏广不仅想得很透，而且他清楚厚
重家产对子孙修身、品德的影响。
家财丰厚而让子孙志疏气短、懈怠
堕落，不是爱他们，而是害他们，
疏广不愧是古人贤哲。可现实生活
中把握不当的人并不少，房子、票
子、车子……恨不得把子孙一辈子
的财富都累积起来。然而，最终结
果又往往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悲惨凄
凉。积财不如积德、积才，让子孙
志向高远、品行端正、阳光生活，
是最重要的。

第三，要像疏广那样快乐生
活。《资治通鉴》里记载，疏广当时还
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些黄金是圣君
用来赡养老臣的，我乐于和邻里、族
人一起来享受皇上的恩赐，以颐养
我的天年，这是很恰当的。”确实是
很恰当的。一辈子了，老了把自己
的身体保养好，尽可能把自己一辈
子的智慧积累传给子孙，尽可能不
给子孙增添麻烦，是老年人应该努
力而为的。年轻时奋斗，年老时追
求有质量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人生
活的正确把握。切不可老了去当苦
行僧，切不可老了不把生活当回
事。老当益壮，只有快乐生活，身心
健康，才有可能“老骥伏枥”。

晚年应当
学疏广

□ 滴石水

《恒顺故事》选登

1911年，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武昌起义的枪声敲
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本就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走到了
穷途末路。而此时的朱恒顺也摇摇欲坠，甚至陷入难
以为继的状态。

此时的恒顺掌门人是朱氏后人朱小山——一个
整日花天酒地、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全然不顾祖传
家业来之不易，花钱如流水，只顾个人享乐，生产经营
皆抛于脑后。他聘请周受天和蒋涌周担任正副经理，
谁知蒋涌周心怀鬼胎，伙同他人一心要搞垮朱恒顺，
以便自己把恒顺盘下来。东家挥金如土，高管内外作
祟，朱恒顺一天天走下坡路，1924年百花酒、酱类已停
产，一年只产醋不足20吨。

即便如此，朱小山仍然视而不见，在败家的道路
上一路狂奔，缺钱花时就出售地契房产，一旦在账房
拿到钱，就去玩牌、抽鸦片、逛妓院。据说当年朱家就
有12支大烟枪，生活腐朽程度令人咋舌，最终搞得恒
顺几乎成为一个空壳，

1925年春，朱恒顺生产和经营宣告全面停歇，
朱小山便四处托人出让企业。当时，镇江有不少同
行包括蒋涌周在内都想接办恒顺。最终，在陆小波
及德丰祥酱园老板朱少波等名流的斡旋之下，来自
浙江镇海县的李皋宇兄弟于1926年5月以3.8万元承
盘恒顺。停产歇业的“朱恒顺”以高价盘出，证明

“恒顺”即使在历史最低谷之时，也是一块响亮的金
字招牌。李皋宇入主后，改号“恒顺源记酱醋糟
坊”，并于同年8月正式复业，恒顺也正式进入“李
时代”。

李氏先辈在宁波以经营钓船起家，业务以代客运
输为主，也自营粮米。其经营范围从浙江沿海远至营
口、秦皇岛，内河以七圩、仙女庙为终点，并在七圩设
立“李源记号”经营业务。后因七圩坍江，李源记号迁
至镇江，1891年李皋宇就在李源记号负责，后来继承
父业，长期在镇江从事经营。

李皋宇精明强干，除了接手恒顺外，还接办了清
江大丰面粉厂、高邮裕亨麦粉厂、泰州泰来面粉厂、扬
州面粉厂、南通复兴面粉厂、无锡泰隆面粉厂、镇江贻
成面粉厂，同时还投资常州民丰纺织厂、苏州植物油
厂、上海三友实业社、天利氮气厂、天原化工厂。他也
是镇江水厂的创办发起人之一，是有名的企业家。

李皋宇接手恒顺后，投入原始资本 4万元，另吸
收亲友存款约5万元，由其三弟李纯宇任经理开始经
营，以生产酱醋为主，制酒为辅，通过提高产品质量、
改进包装、扩大销售等做法，逐步扭亏为盈。

李皋宇管理理念先进，先后延聘董仲芳、唐盛
标、周受天等熟悉酱醋生产和销售的人为经理，还
利用自身优势，在贻成、泰来两家面粉厂购新麦
时，为恒顺收进低价面粉，并利用运洋油至蚌埠出
售之便，收购黄豆运回镇江给恒顺做原料。经销方
面，在原有西门大街总店的基础上，恒顺先后在大
埂街设立第一分店，在日新街设立第二分店，在小
码头设立第三分店。后又进军上海，在上海北京西
路成立总发行所，在上海八仙桥、槟榔路及虹口等
地开设了三家分店。

李皋宇非常注重产品商标和包装，还常常在当时
的报纸上刊登广告。1928年2月，恒顺源记酱醋糟坊
向当局提交了酱油、酱、酱菜、醋商标注册申请，申请
以镇江“金山”为商标并获得批准，随后在镇江《三山
日报》《江声报》刊登广告。恒顺在全国同行中领先注
册，并推动酱醋产品采用包装上市，对酱菜、醋等分别
采用了马口铁罐头和玻璃瓶等在当时非常时尚的包
装，不仅便于携带，还不易变质。

李皋宇的励精图治让恒顺的生产和业务节节攀
升。到 20 世纪 30 年代，恒顺在外省的经销处达 31
家，醋和酱菜已销售至安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
多地。1935年，李皋宇将恒顺源记酱醋糟坊正式改组
为“恒顺酱醋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开设了分厂，
对恒顺产品进行分装，同时由香港分销至越南、缅甸、
菲律宾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等国家和地
区。1936年，恒顺各种产品产量都达到高峰，年产醋
7000坛，罐头酱菜 35万听，制酱黄豆 1800担，达到了
自创设以来的鼎盛时期。

李皋宇接管恒顺
□ 滕建锋

近日，镇江日报上刊登了两幅位于五
条街的同裕酱园老照片，看了照片不禁使
我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镇江城里那一
家家酱园。如今的人只知道恒顺，岂不知
当年镇江竟有四十多家大大小小的酱园。

酱园、茶食店、米行是当年攸关老百
姓生计的三大行业。俗话说：“开门七件
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而酱园就经营了除
茶和柴以外的五种商品。那时的酱园不
仅经营酱油、醋、酱菜，还经营食用油、食
盐以及调味品。由于与市民生活密切相
关，因此那时的酱园遍布大街小巷。据老
一辈回忆，在民国之前镇江的酱园就非常
多，我家藏有一块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清朝两浙江南盐运使司颁发的“官酱
园”牌匾（相当于如今的营业执照），上面
镌刻有“宪烙给第五十一号丹徒县镇江府
城西门外地方铺户卢隆昌源，保商许庆
曾”等字，这也印证了当年镇江城内至少
已有 50 多家酱园了。在以后的几十年
中，由于战乱等原因，卢隆昌源等许多老
字号酱园先后关门歇业，抗战胜利后至上
世纪五十年代初，是酱园发展的鼎盛期，
市区陆续新开了二十多家，总数接近五十
家，其中由回族人开设的清真酱园就有 8
家。这些酱园多分布在古运河以西的城
外，如大西路上的万美、谈森和、仁和、恒
顺、益美、万源、利生等字号，迎江路上的
天祥，新河桥旁的志丰永，京畿路上的裕
顺昌、贡和祥，新马路上的万和。在短短
的宝塔路上，就有万美（分号）、嘉美、恒业
等三家。在运河以东的城里有上河边的

泰源、皇华亭的裕和祥，双井路上的裕康，
山门口东侧的义和祥以及五条街的同裕，
南门大街的恒美等。此外，在山巷、小闸
口、小码头等街巷内都有酱园。各店的店
名都选用一些吉祥的字，如和、利、美、祥、
顺等，有些字号别有特色，如谈森和、同裕
两家酱园的全名分别是谈森和裕及同裕
大，店名各有两种读法，既可称谈森和、同
裕，也可称森和裕、裕大。由于店铺众多，
当年还成立了酱醋业公会，会址就设在爸
爸巷口的一破旧的关帝庙内，其主要职能
就是规范经营、制定行规、协调劳资纠纷
等事。

当年的酱园大多是前店后作，店前做
生意，店后是摆满大大小小酱缸醋坛的院
子，加工制作都在这里进行。规模大些的
店还在另处择地设有作坊，如恒顺在店对
面，仁和在薛家巷内，万和在小孟湖都有
场地，用以加工贮存产品。那时各家酱园
的店堂布局大同小异，L形的柜台，顶端竖
有一块写有字号的巨幅招牌。柜台内有
一排多层货架，上面摆放着用陶瓷盆装的
各种酱菜，还有数量不等，装着各种酱油
和醋的瓦缸。四周墙壁上都挂有货橱，用
以陈列各种瓶罐装的酱油、酱菜、醋。而
各店的外装饰则迥然不同，最让老镇江市
民印象深刻的是老西门桥西侧的万美酱
园，在店门两侧墙上分别写有一人多高的
酱园两个醒目大字。类似的在市内还有
两三家店，如老存仁堂对面的万源，在店
门两侧也有酱园两个同样大字，据说这两
店的字都是我市前辈著名书法家梁星乙

先生所书。而在五条街上的同裕则略有
不同，在该店门两侧分别写有酱园、醋坊
四个大字（见图）。

当年老酱园经营的品种也大同小异，
但各店各有特色，有的偏重酱油，有的偏
重醋，也有的偏重酱菜，不少店还通过选
用不同原料和制作方式加工成多个品种，
如酱油就有三伏特抽、头抽、二抽、三抽、
虾子酱油等。酱菜的品种就更多，如乳黄
瓜、甜酱瓜、牙姜、酱莴苣、大头菜、萝卜
干、胡萝卜干、什锦菜（又称杂拌）、瓶儿
菜、豆瓣酱、大蒜头、宝塔菜、榨菜、豆腐乳
等二三十种。这些酱菜中由于腌制方法
及原料不同，又细分成不同品种，如萝卜
干、大头菜就有五香、酱泡之分,大蒜头有
糖醋和盐水的……那时酱菜的货源其中
一部分是从苏北、安徽等地进货，然后再
二次加工，如大头菜、胡萝卜干在原产地
都是用盐水腌制，进货后再用甜面酱浸泡
多日，口味就大不同，当然经过加工的酱
菜价格也略有提高，但每斤也不会超过一
角钱。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包装酱菜用的
材料都是干荷叶，既不渗漏又环保，为此
各商家每年都要从浙江等地购进大量荷
叶贮存备用。

另外还有一些酱菜则是各店自己制
作，且各家有不同的工艺流程，产品的
品种、口味也不尽相同。记得多年前，
我与忘年交、恒顺第二代掌门人李友芳
先生在一次闲谈时，他就头头是道地详
说了酱菜的制作门道，如乳黄瓜要选用
皮色嫩绿、肉厚皮薄、嫩脆籽少，每斤
30条以上的鲜黄瓜为材，而且必须是每
年五月下旬黄瓜初生之时采摘的，这样
的乳黄瓜经过加工后依然鲜嫩碧绿，还
留有特有的香气；萝卜头则要挑选小、
圆、白的萝卜为材，加工好后必须脆、
嫩、甜；什锦菜要选红、黄、绿、黛多
种色彩的酱菜，制作时要切成丁、条、
块、丝、片等不同形状，这样才能造型
好看，色泽俱佳……据李友芳先生说，
当年镇江与扬州的酱菜同样驰名中外。

1956年，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后，市区 47家酱园先后被并入恒
顺旗下，各家酱园虽还保持原有字号，但
不再单独生产，都直接从设在何家门的恒
顺加工场统一进货。到了上世纪六十年
代，这些老酱园陆续歇业，由恒顺独家经
营。九十年代，大西路改造建山巷广场，
老恒顺门市部也从市民视线中消失，全镇
江只剩下中山西路上一爿几十平方米店
堂的“酱园”直至如今，也算得上是镇江一
家新“老字号”。

“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这是流行
于民间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小雪农谚。这句
农谚的含义有三：其一，小雪落雪，来年雨
水均匀，无大旱涝；其二，下雪可冻死一些
病菌和害虫，来年减轻病虫害的发生；其
三，积雪有保暖作用，利于土壤的有机物分
解，增强土壤肥力。

小雪节气是冬季开始的第二个节气，
在二十四节气中表示降雪的起始时间与程
度。进入小雪节气，意味着气温持续走低，
天气寒冷，降水状态由雨变成雪。因此，小
雪与雨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反映降水
多少的节气。多少年来，历经农耕岁月的
父辈们，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总结出了众
多有关小雪与农事的谚语，这些农谚通俗
简约，代代相传。

从古至今，人们习惯根据小雪有无雪
来预测来年的年景，从一些有关小雪节气
的谚语中，可以看出小雪时，如果下雪则表
示年景好。如：“小雪不见雪，来年长工
歇。”“小雪雪漫天，来年必丰产。果园清得
净，来年无病虫”……

有说小雪时节收菜的，如：“小雪不起
菜，就要受冻害”“小雪铲白菜，大雪铲菠
菜”“小雪不砍菜，必定有一害”等。还有说
小雪时节冬耕的，如：“小雪地不封，大雪还
能耕”“小雪封地地不封，老汉继续把地耕”

“小雪地能耕，大雪船帆撑”“立冬小雪，抓
紧冬耕。结合复播，增加收成。土地深翻，
加厚土层”等。再有就是讲小雪时节栽树，

如：“趁地未封冻，赶快把树种”“大地未冻
结，栽树不能歇”“小雪虽冷窝能开，家有树
苗尽管栽”……

小雪时节的越冬管理更是不能忽视。
“到了小雪节，果树快剪截”，这是说果树管
理的；“趁地未冻结，浇麦不能歇”，这是说
麦田管理的；“小雪到来天渐寒，越冬鱼塘
莫忘管”，这是说鱼塘管理的；“小雪不把棉
柴拔，地冻镰砍就剩茬”，这是说越冬土地
的管理。

“副业生产冬天搞，莫把农闲错过了”
“农副业，千条路，盘算好，穷变富”“条子编
筐苇编席，好似存款加利息”“莫道冬天闲，
昼夜搞条编”……这些谚语讲的是小雪时
节利用冬闲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朗朗上口，

便于记忆。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谚语也不尽相

同。山东地区有“小雪收葱，不收就空。萝
卜白菜，收藏窖中”的谚语；江苏有“立冬下
麦迟，小雪搞积肥”的农谚；上海、浙江等地
有“立冬小雪北风寒，棉粮油料快收完。油
菜定植麦续播，贮足饲料莫迟延”的谚语；
福建当地有“小雪点青稻”的说法，青稻指
的是晚稻；广东则有“小雪满田红，大雪满
田空”，这里所谓的红，指的农活多，此时开
始收获晚稻，播种小麦。

关于小雪的农谚，不胜枚举，这是
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宝
贵财富。

恒顺、同裕、谈森和……

镇江老酱园旧忆
□ 秦 苏

小雪农谚拾趣小雪农谚拾趣
□ 魏益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