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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三十九》记载，刘邦在用
打猎作比，阐述“功人”“功狗”道
理，摆平了众臣争功后，又为给功臣
们定位次伤起了脑筋。“列侯毕已受
封，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
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
一。’上已桡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
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
侯鄂秋 时 为 谒 者 ， 进 曰 ：‘ 群 臣 议
皆误……’”误在哪？鄂秋说：曹参
虽有野战略地之功，但这是“一时之
事”，是每场战役一个点一个点的功
劳。刘邦跟项羽相争长达五年，战线
很广，赢输皆有。每次输了，靠萧何
源源不断地从关中补充人力。当楚汉
在荥阳僵持时，已经“军无见粮”，最
后能打败项羽，就是因为萧何一直从
关中运来粮食。萧何之功是长时间、
全过程中的功劳，不能“以一旦之功
而驾万世之功”。鄂秋最后概括说：今
天我们不要说少了一个曹参，就算少
了一百个，对于汉又有什么损失呢？
可是如果少了一个萧何，就不可能有
汉军，不可能有楚汉相争的这个结局
了。刘邦听罢脱口而出“善”，“于是
乃令何第一。”

仔细琢磨鄂秋的观点，在当时的
历史背景下，也能理解，但要放到当
今世界，就叫人不敢苟同了。

刘邦取得天下后，有一段著名的
“三不如”名言，即“运筹帷幄之
中， 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
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
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
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
人中豪杰，他们为我所用，所以能取
得天下。”每次读到这段名言，都敬佩
刘邦的英明。分析这段话，我觉得不
管是一个团体还是一个国家，人才的
最佳组合才是最重要的。不管古人还
是今人，人都各有所长。用其长，长
长组合，产生裂变，事业就能成功，
目标就能实现。萧何不管是沛县起
义，还是西进灭秦，留守后方，保障
前线 ，“镇国家，抚百姓，不绝粮
道”，这就是他的最大长处。而曹参不
管是起兵反秦，还是楚汉相争，佐助
韩信，就像 《史记》 里众臣的评价：

“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
曹参就是肯玩命地打，就是有攻城略
地的本领。刘邦正是用他们所长，让
他们一个在前方能征善战，一个在后
方保障有力，才创建了万世奇功。所
以，不是前者是“功人”后者是“功
狗”，都应是“功人”。一个在一线
打，一个在后方指挥保障，只是岗位
职责不同。萧规曹随，曹参成为曹相
后，也表现出卓越的智慧，有人甚至
认为“文景之治”的基础就是曹相实
现无为而治、信奉黄老之术打下的。

这些杰出的“功人”，能够成为最
佳组合，根子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奋
斗目标，这就是要趁秦末乱世，建立
起自己的一统天下。萧何与曹参，初
时都是秦朝沛县的小吏，萧何是主吏
掾，曹参是狱掾。他们清醒看到秦的
暴政不能长久，所以秘商起兵，推举
刘邦在沛县起义，从此跟着刘邦浴血
奋战。刘邦的过人之处，就是十分善
于驭统各类人才。他不管是屠夫贩夫
还是狱吏，只要有特别之处，就大胆
组合起来使用。所以，无论是“功
人”还是“功狗”，在共同的奋斗目标
中都会各展其才，各建奇功，都会成
为有功之人。

尽管刘邦用人的故事脍炙人口，
尽管“功人”“功狗”不尽贴切，但刘
邦创造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育和启发是
很多很多的。小到一个企业一个机
关，大到一个区域一个国家，要想凝
心聚力，要想爆发式发展，要想实现
设定的目标，都应像刘邦那样，既让

“萧何们”竭尽心力，又让“曹参们”
拼杀疆场。我们的事业既要有“萧
何”，又要有“曹参”，而且，现在随
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育的
普及和提升，萧何类的人才不少，曹
参类的人才十分宝贵。

1958年，48家大小酱醋厂合并后，恒顺产销量均
有数倍增长，实现了效益规模化。但客观上仍然存在
生产分散、小作坊生产条件差、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等情况，直接影响恒顺产品的美誉。因此，集中生产、
统一管理是恒顺发展的必然方向。1959 年 3 月 29
日，镇江市政府同意将黄山园艺场 34.35亩土地划给
恒顺，作为新建加工厂之用。

作为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地名，如今即使是老镇
江，很多人也已经不太记得黄山园艺场。而说起中山
西路 84号的恒顺酱醋厂，却是几代人抹不去的醋香
记忆。随着城市的发展，当年的郊区逐步成为繁华的
城区，车水马龙笼罩在淡淡醋香之中，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都是镇江最为独特的城市符号。

当时黄山园艺场东南角有一座土包山，称为娃娃
山，恒顺工厂南门对面的不远处，就是著名的“三官
塘”。此塘极为奇妙，一塘分三口，清、混、浊水互不扰
搅，且水取之不尽。相传曹操 83万人马下江南曾扎
营在此，人马均取“三官塘”水饮用，却未见水减分
毫。自恒顺搬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有人说：“恒顺落
脚吉祥宝地，未来一定会继往开来，成为全国酱醋业
的‘老大’。”如今，恒顺确实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所
有成果是一代代恒顺人艰苦创业、生生不息奋斗出来
的。

1966年 11月 18日，恒顺转为国有企业，成立国
营镇江恒顺酱醋厂，彻底更衣换帽，工人真正成为企
业的主人。

1987年 2月，江苏省政府首次命名 41家省级先
进企业，恒顺便名列其中，是镇江唯一入选企业，也是
全省商业系统唯一一家省级先进企业。

1988年 9月，由恒顺酱醋厂发起，48个单位组建
成立镇江恒顺企业集团。

1993年，镇江恒顺酱醋厂与美国环球资源公司
共同创办合资经营企业，企业名称为“中外合资镇江
恒顺酱醋有限公司”。1998年 12月友好协商终止合
资关系，外方所持股权转让给镇江市牛奶公司等四家
国有企业，将合资公司依法变更为国内投资共同创办
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为“镇江恒顺酱醋有限公
司”。

1995年 9月，江苏恒顺集团公司挂牌，跻身省级
企业集团。

企业名称不断变化的背后，是企业实力的不断发
展壮大，更是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升级以及生产能力
的不断跨步前进。

1979年，由商业部直接拨款 60万元兴建的 2000
吨食醋生产大楼是恒顺生产食醋以来兴建的第一幢
生产大楼，创造性地开辟了以池代缸酿醋醅的先河。
1982年，这幢大楼全面投入生产，当年食醋产量达
3028.9 吨，促进了企业效益的快速增长。1986 年、
1988年，恒顺又先后建起3000吨、4500吨香醋大楼。

随着食醋产量的快速增长，手工灌装醋已不能适
应形势要求。1989年7月，意大利西蒙纳斯公司生产
的香醋灌装线运进厂区，经过 3个月安装调试，灌装
线开始正常运转，这是全国酱醋行业第一条全自动灌
装线。

1990年，由恒顺自主设计的中国食醋行业第一
台翻醅机研制成功，香醋生产全过程实现了机械化，
填补了我国固态发酵酿醋工艺机械的空白。“以罐代
缸制酒、以池代缸制醋”等新工艺的实施，使得恒顺香
醋年产量突破万吨，进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阶段。

1996年 1月 16日，位于润州区七里甸镇五里村
的 3万吨香醋技改项目正式开工。1997年 4月 25日
第一期万吨香醋全面投产，5月开始正常运行。二期
工程于1997年10月25日开工，于1998年11月8日全
面竣工投产，恒顺具备了年产香醋 6万吨的生产能
力。

……
根据退城进区规划，恒顺陆续搬迁至恒顺工业园

区，中山西路老厂区自 2009年 5月 1日起全面停产。
就此，中山西路恒顺老厂50年光辉历程完美谢幕。

可以说，中山西路84号是恒顺180年发展历程中
承上启下最为关键的一个支点。50年里，恒顺在这
片土地上成长、发展、壮大，跨越了一项又一项艰难险
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惊人奇迹，夺得了一项又一项
珍贵荣誉，书写了一篇又一篇令人难以忘怀的瞩目篇
章。即使如今这里拆除殆尽，只剩下一个厂区大门，
但这里永远镌刻着恒顺历史的印迹和市民美好的记
忆，路过的人们仍然会想起厂门的东边那海轮造型的
沿街大楼，想起著名书法家武中奇泼墨挥毫书写的

“镇江恒顺企业集团”8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想起迎厂
门的假山、喷泉、雕塑、草坪、花岗石的浮雕……

十多年前，《京江画派古今展》在镇江
博物馆举办，“京江画派学术研讨会”也在
镇召开。京江画派,这个被封存百年的艺
术流派终于撩开其神秘的面纱，渐渐再次
被世人所知。其实，京江画派并没有过时，
其价值何在？笔者以为有四。

其一，澹泊明志，操守冰洁，不随流
俗，潜心艺事。清代中叶,经济渐显衰
落，朝廷昏庸,官场腐败,社会矛盾突出。
在这种背景之下，知识分子自有其骨气，
他们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献媚于权贵,
更不走仕途,而甘于寂寞，甘于清贫,潜心
艺事,放情于山水之中,在翰墨中寻求精神
慰藉。他们中许多人一生穷困潦倒，仅以
卖字画为生却依然醉心于丹青,乐此不
疲，无怨无悔,并为此不遗余力，作为终
身的精神寄托和追求。诗是心声，画为心
迹。从遗存的墨迹中可探寻触摸到书画家
们的灵魂内核。“平生从未入官衙,道院僧
房处处家。纵赖雕虫为活计，不将厚颜生
作涯。”这是京江画派领军人物张崟的性
格，也是京江画人的品格写照。据清嘉庆

《丹徒县志》 载:周曾培，字佩三，号虚
槎，诸生,“家徒壁立，冬夏不能晚具裘
葛，而意气慷慨，借歌狂笑,口不言贫。”
蔡嘉在回顾一生创作时也写道:“青鞋布
袜称闲身，六十余年自在民,水墨营经多
惨荡,峰峦浑厚见精神。平生自奋追前辈,
垂老谁知步后尘。一笑卖山空自愿，不须
惆怅此清贫。”

其二，文人相轻，互赏互补，通力合

作，打造精品力作。共同的志向和兴趣爱
好，使文人墨客走到了一起。他们或书画
联手,或诗书合璧或诗画联袂，为后人留
下许多佳话。他们结社吟诗举办文会酒
会，聚在一起，一唱一和或一人作画多人
唱和,显示出了文人之间的亲和友善关
系。嘉庆五年，张崟从兄张铉游黄山，张
崟作《黄山图卷》引首有王文治楷书“柯
斋游黄山图”六字并有小楷题记，卷后竟
有王文治、茅元铭、礼亲王、莫瞻菉、法
式善、洪亮吉、张问陶等三十七家题记。
嘉庆十九年周镐作《柳溪访斗酒阁图轴》
丁淇跋云:“甲戌季秋，茅三峰、刘允
升、周镐过柳溪访斗酒阁，茅作五律一
首，刘允升书，周镐作图。先生此作工整
秀娟,为其早期作品，茅、刘、周，可称
三绝。”大家熟悉的“潘画王题”其珠联
璧合更是为后人所称道。在潘恭寿所作

《秋林读画图》上，王文治一口气题了三
首诗，洋洋洒洒竟有260字。诗书画相得
益彰让人叫绝。张崟有诗道:“无声有声
皆是诗,爱入骨髓兼得之。诗情入画画更
妙，画理参诗诗愈奇。”

其三，造化为师，自以为法，表现真
山真水。京江画派的画家们在各自成长的
过程中尽管都从古画中汲取营养，但却能
摹古而不僵化。从造境立意上，从构图章
法上，从笔墨技法上求新求变，最终从古
人的藩篱中脱胎而出形成自己的面貌。最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走出画室，走进自然，

“以天地为师,师其变也”。潘恭寿、蔡

嘉、张崟、顾鹤庆、周镐等画家都有写生
采风的生活体验，实践了笪重光的“笔墨
之探索，必系江山之写照”理论。特别难
能可贵的是他们将目光瞄准自己所在的这
座极具特色的城市山林，着力描绘本邑实
景山水,打破了清代画坛一味纸绢相袭的
摹古风气，一下子拉进了文人士大夫与普
通百姓的距离。当然写实景山水不是实景
的图录，是画家们对实景在“中得心源”
后的艺术再现。在他们的画面上，一丘一
图，老屋故宅，驿站码头，农夫渔翁，是
那样的真切、生动、可信又具美感，让人
目睹生情而产生共鸣。

其四，意趣相通，风格相近，相互独立，
各有面貌。京江画派的画家们从康雍到乾
嘉前后有两百多人,他们在“师法造化，自
以为法”的大旗下，既保持相同的意趣，又
各有其独立的面貌。蔡嘉沉郁中透着灵
秀，细密中蕴含力度；潘恭寿沉厚秀润，墨
韵天成，气象不凡;领军人物张崟用笔苍厚
沉郁又古逸，结构严谨工雅而有气度；顾鹤
庆深秀俊劲、刚柔相济；周镐落笔凝练苍
劲，墨采酣畅淋漓。在这些风格特征之下，
张崟的松树，顾鹤庆的柳树,他们共同的特
点是浑厚苍郁，落笔浓重，“展卷然望而知
为京江人”。

前两点为人品后两点为画品。凭借这
些品质和优势,京江画派这个当时并不起
眼的地方画派得以发展壮大，先后延续了
两百年而不衰，并逐渐在海内外产生不小
的影响。

70年前，美帝国主义出兵朝鲜，把战
火烧到了中国大门口，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为对付时局突变，1950年 12月 1日，
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决定：各种军事干
部学校立即在全国范围招生。

这是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当时，朝
鲜战场激战正酣，受此激励，全国很快掀
起了知识青年的从军潮，报名的青年学生
多达 58万余人。史料称，这是我军历史
上，继抗战初期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后的第
二次知识青年从军潮。当时，实际录取招
收了10万余人进入各类军事学校，正是：

“十万学生兵，披上新戎装；跨进军干校，
卫国保家乡；掌握新武器；打击野心狼！”

卷入那次大潮的我，70年来，潮涌高
波在我心头不时滚动。

记得报纸登出号召以后，镇江市学习
中央决定的活动搅热了所有学校。当时
我在省立镇江师范读高二，17周岁，已有
一年多团龄，正属动员对象，思想斗争十
分激烈：生死问题、家庭问题、学业问题、
前途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摆在我面
前的关口！前方正在打仗，美军用飞机、
大炮向志愿军阵地倾泻成吨成吨的炸弹，
父母生我养我送我上学太不容易，如果就
此一走，即将到手的教师饭碗就会丢掉，
甚至可能永远失去报答父母的机会。但
是我问自己：我是不是热血青年？答案是
肯定的。又问：我爱不爱国？答案还是肯
定的。因而脑子里，报名参军，投入抗美
援朝斗争的想法占了上风。

不日，镇江市召开了控诉美帝侵略、
动员知识青年参军的大会。设在北固山
下江苏医学院大操场的会场，坐满了来自
省镇师、省镇中、京江中学、崇实女中、女
职中等中学师生和市民代表，人山人海，
歌声阵阵，《共青团员之歌》《志愿军军歌》
此起彼伏。有军人上台声讨美帝侵略，有

学生上台宣誓抗美援朝。一位初中学生
的母亲，和我校受尊敬的夏佩白校长，都
上台表示送子参军。大会开得异常热烈，
群情激昂，革命豪气直冲云霄，场面实在
感人。

我坐在会场靠后，虽然没有勇气上
台，却与周围同学窃窃私语：是啊，我们的
国家被列强欺侮了百余年，现在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再也不能任洋人欺侮了，现在
是青年报国的时候了！当场就有许多人
报了名，我和几个要好同学也报名了。

几天后，公布初检合格名单，镇师礼
堂里，个个竖起耳朵倾听，听到自己名字
的同学有的跳起来欢呼。但始终没有我
的名字，这对我的刺激太大了。

我准备了一箩筐理由去找校领导说
情，但没用，政治校长孟有功告诉我：招兵
归市里罗书记管。

我认识罗洛书记。就是那位穿军装
的山东人，曾经多次到镇师来上政治课。
我找到健康路大操场边他的办公室，进去
对他说，我身体很好，即使有点毛病也不
应该影响参军，苏联不是有位“无脚飞将
军”嘛，他还驾驶飞机打击德寇呢！说着
说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罗洛书记很和蔼，对我说：服从分配
才是好团员。我说：响应祖国号召是最重
要的服从。他竟在我的辩论面前停止了
做思想工作。

罗洛书记介绍我再去体检了一次。
正如我自信的：我身体很好。我被批准
了，包括我在内的全镇江城区 50多名被
批准入伍者的名单登上了《苏南日报》！
名单公布，我被同学、老师们抬着抛了又
抛，一些要好的同学还拉我们几个入伍的
去照相馆热闹了一阵！（见图）

我的人生崭新一页开始了。我们这
批镇江学生被分配到华东军区第三野战

军后勤部军械学校，校址位于南京中华门
外。1950年年底的一个深夜，载我们参
军的大卡车来到一个漆黑一片的地方，车
还没停，天空飞起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我们
的信号弹。一位穿呢制军服的领导在我
们下车以后，扯着大嗓门给我们致热情洋
溢的欢迎词，说：“你们响应祖国号召，满
腔热忱，投笔从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
员了！”他的话久久地热乎在我的心头。

当年军校多为仓促初建，一段时间
内，连吃住都是问题，听说还有打地铺
的。我进入的这所军校，是用铁丝网围成
的一片空地加居民区，没有一间楼房，没
有一块操场；安置我们的是一排排异常简
陋的小平房，墙壁竟是抹了一层石灰的竹
片排。我们一个班有 14人，挤在十四五
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里，没有一只橱柜，
没有一张椅子，床挨床，每人一只小板凳，
东西没处放……

然而，大批热血青年就是要在这些拥
挤的小屋子里掌握本领，抗美援朝，报效
祖国！

后来，我们很快适应了这所荒僻的新
军校，成为这所军校的学员兼建设者，满
腔热情地边学习，边劳动，抬土搬砖，苦字
当头，白手起家，军校逐步建设起来了，而
且，迅速在两年之后，向朝鲜前线输送了
大批经过速成培养的技术人才！史料称：
那次知识青年从军潮，是我军建军以来，
对各技术军兵种建设最为有力的一次大
促进。

既要有“萧何”
又要有“曹参”

□ 滴石水

中山路醋香满城
□ 滕建锋

也谈京江画派的价值
□ 卞美岗

回忆抗美援朝知识青年从军潮
□ 沈伯素

镇师参加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军械学校
全体同学合影，前排右一是作者

镇师部分同学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留
影。前排为参干同学，左一是作者，中是老师

《恒顺故事》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