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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刘锦堂出身贫寒，因为他的
聪明和努力，鲤鱼翻身，一跃成为在丹阳
商界享有盛名的企业家，为家乡丹阳的经
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助人为乐，热心公
益慈善事业，也因此享誉乡里，受到了社
会的表彰。他平凡而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
人生，为我们后代子孙留下了许多美好的
回忆和启迪。

祖父刘锦堂生于 1867 年，卒于 1939
年，全部人生是在鸦片战争后祖国内忧外
患剧增的年代度过的。他是遗腹子，诞生
在家徒四壁的穷苦人家，太祖母依靠扎鞋
底维持一家老小生活。13岁时，祖父被送
到一家小衣庄店当学徒，开始了从估衣业
发家的历史。清末民初，以买卖旧衣服为
特色的估衣业在丹阳盛极一时，其经营活
动扩张到了上海等许多地方。祖父在这一
行业摸爬滚打，由学徒到经理人员到老
板，积累了许多财富。1920年，祖父在乔
家巷盖起了四进五开间的刘家大院，标志
着他的事业已经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丹阳
文史资料》 第一辑所载 《略谈丹阳衣庄与
典当》 一文说，丹阳估衣业不仅在丹阳开
铺设店，而且去上海发展，设立申庄，“其
中巨擘刘锦堂曾积资高达百万元，这在当
时丹阳商业中可谓首屈一指”。笔者没有足
够的资料来证明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但可
以肯定的是，无论在丹阳还是上海祖父确
实都是有衣庄店的。不仅如此，他在金
融、房产、南货、水务、纸张等行业也有
所投资。“七七事变”后日本兵入侵苏南，
我家老老小小避难上海，在海宁路南高寿
里三弄十二号落户，海宁路南高寿里是祖
父参与投资的房地产企业建造的，这幢二
层小楼房是当时祖父留给自己使用的。

祖父大概在 50岁左右就常居在家不外

出奔波了，每年春节初五俗称“财神日”
的那一天，他投资的企业的经理们就会上
门来报告过去一年企业经营和盈利情况，
听取他提出的问题和改革指示。他一不攀
附权贵，二不结交官僚资本，在短短的几
十年时间里,取得事业的如此成功，不能说
不是一个奇迹。他是如何做到的，现在已
很难细说分明，但是，从传下来的他的一
些经商之道，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祖父的主业，或者说赖以起家的是做
估衣业，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资金集中
投资于这一行业，而是扩张到了其他许多
行业，特别是与估衣业有密切关联的当铺
和钱庄，颇有点像今天所说的多元化经营
的样子。当铺为估衣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货源，钱庄则保证了估衣业的资金周转，
这应当是祖父为做大自己的主业而作出的
具有深意的布局。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宝
贵的资金投资于与自己的主业并没有太多
关系的其地行业呢?是为了在市场形势恶劣
情况下，收西方不亮东方亮之效？从隔行
如隔山的一般经验和祖父在这些行业的投
资数量一般都不是很大的情况看，这一解
释似乎有些牵强。

祖父名下的企业大多是合资经营的，
特别是那些与估衣业关联不大的企业，往
往是他人发起组建邀请祖父参股成立的。
据说当时还流传一种说法，认为一个企业
有刘锦堂参加，就一定会兴旺发达。正是
在这一信念下，一些创业者纷纷登门拜
访，他盛情难却而投了资、参了股，祖父
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一个企业与其说是为谋
利而动，毋宁说是在助人创业更为切合实
际。这或许是他在多个与其主业没有什么
关联的企业中拥有股份的一个原因。

祖父经商成功， 除了其经营思想有独

到之外，还同他善于识人用人分不开。他
在自己主持的企业里， 总是把自己认为品
行端正，业务精湛的人安排在经理等关键
位置上， 而轻易不让家族或亲戚中人来掌
管企业大权，不搞家族企业。他在上海估
衣社总店共三家分店， 这三家分店三个经
理中没有一个是有亲戚关系的。 曾有两个
亲侄儿在店里做事，他们都是从一般职员
做起直至老经理告老退休，才一步一步地
升任经理的。

祖父发家致富后没有忘乎所以、趾高
气扬、奢侈腐化。对内，他坚持勤俭持
家，对外，待人诚信，谦逊随和，从不疾
言厉色，他乐于助人，热衷慈善公益事
业。听闻乡邻中有人家发生事故，生活困
难，或者外地发生水旱灾难，他都解囊相
助。乔家巷刘家大院门前，从四牌头到巷
西小河的一条石板路就是他出资铺就的。
他的很多善举，在社会上得到了赞誉，一
些社会组织相继赠送给他“古道可风”“乐
善好施”“万世师表”等匾额，以资表彰。
祖父自思，为地方做事本是应该的，不能
揽以为荣，在力辞未果情况下，他为自己
立了一个“藏德轩”匾，挂在自己的住房
内，借以明志。这四块匾额，尤其是“藏
德轩”这块，上面还附有二百余字的祖父
简要生平和自勉之词，大致可以反映出祖
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很有纪念意义，可惜
在历史的岁月中散失了。

眼下正是梅花绽放的季节，闲读
诗书，发现梅花不仅作为一种花卉可
供观赏，亦可入菜调成佳肴。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说：“蜡梅花味甘、微
苦，采花炸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
既是味道颇佳的食品，又有开胃散郁、
解毒生肌、止咳的功效。

宋人最爱梅花，那时梅花便被做
成多种食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梅花
粥”。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寒食梅
粥》里有诗曰：“才看腊后得春饶，愁见
风前作雪飘。脱蕊收将熬粥吃，落英
仍好当香烧。”把飘落的梅花收拾起
来，将花瓣冲洗干净和上好的白米一
起煮粥，即是一道香甜可口的梅花
粥。米香的软糯和梅香的秀雅，调和
在了一起，细腻柔和，且散发幽香，吃
了可以温中健脾，开胃除寒。

好酒的宋朝人还常取鲜梅花以蜜
腌制，用来佐酒，酒醇厚热烈，梅清
甜洁白，令人不胜向往。杨万里曾吃
过“蜜渍梅花”，留诗曰：“瓮澄雪水
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句里略无
烟火气，更教谁上少陵坛。”蜜渍梅
花是一道下酒好菜，其清雅风韵，不
逊雪水煮茶。

宋人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中记
有一种叫“梅花汤饼”的点心：“初浸白
梅，檀香米水，和面，做馄饨皮。每一
迭用五分铁凿如梅花样者凿取之。候
煮熟，乃过于鸡清汁内，每客止二百余
花，可想一食亦不忘梅。”梅花汤饼的
做法实在高雅，要用浸透白梅花和檀
香末的水来和面作皮，还要用五出铁
凿将皮做成梅花的样子，煮熟后，再放
于鸡汤内，且限量出售，令人回味。

不仅如此，古人还拿梅花来制一
种茶汤，谓之暗香汤了，又名“汤绽
梅”。明高濂《遵生八笺》里有描述
一款暗香汤的制作方法：“梅花将开
时，清旦摘取半开花头，连蒂置瓷瓶
内，每一两重，用炒盐一两洒之，不
可用手漉坏，以厚纸数重密封，置阳
处，次年春夏取开，先置蜜少许于盏
内，然后用花二三朵置于中，滚汤一
泡，花头自开，如生可爱，充茶香
甚。”在明朝徐春甫 《古今医统大
全》的九十八卷中也记载了暗香汤，
功能主治，调脾胃。中医理解，梅花
性平无毒，疏肝理气，和胃止痛。

更绝的是，士大夫在雪地梅花下
饮酒写诗，平民百姓则采梅花来腌制
小咸菜。把白菜剁碎，泡在清面汤当
中，加入姜末、椒末、小茴香末进行
腌制，再投进一小撮梅花，成品就美
其名曰“不寒齑”或“梅花齑”。《山
家清供》记载“南宋高宗吴皇后性恭
俭,，每至治生菜，必于梅花取落花
以杂之，其香犹可知也。”同时还记
载“梅花齑”（齑是将芳香蔬菜捣成
稠酱状的一种开胃小菜） 的原料有
姜、椒、茴、萝，在其中“入梅英一
掬”。相信喝粥时来一碟这样的小咸
菜，一定别有风味。

品梅花馔，是古代文人一件最风
雅不过的乐事。沈复《浮生六记》的

《闲情记趣》中专门记了芸娘所置梅花
盒：“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瓷深碟
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
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
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
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花瓣中。”光是
看器具都这样精巧雅致，菜品自然秀
色可餐，赏心悦目，诱人食欲。

古人
梅花入馔

□ 钟 芳

我们这奋斗的四十年
——在《镇江日报》复刊40周年老报人座谈会的发言

□ 方裕喜

老总们为报社大楼奠基

今年是 《镇江日报》 复刊 40
周年。40 年前，1982 年的 3 月 1
日，《镇江市报》（后改名为《镇江
日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
持下正式复刊。当时我还在镇江广
播电视局工作，对复刊初期情况不
甚了解。但从复刊时的老报人那
里，也听到一些情况和故事，归纳
起来就是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经费
缺乏、用房紧张、设备简陋、工作
困难重重等。

记得，1988年6月，我从市人
大调来报社时，和洪蒲生、朱邦治
两位副总编挤在一间 10多平方米
的办公室。桌子紧挨着桌子，加上
一些书橱、几柜等用具，把整个屋
子塞得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我
不解地问洪总，为什么会这样？他
对我说，现在已好多了，1956 年

《镇江市报》创刊时，报址坐落在
中山路 （现商业大厦身下），办公
用房比这里(大西路原张万春药店
楼)还差。 就这样在这里艰难度过
了两年多时间。直到 1990 年 10
月，时任市领导钱永波同志帮我们
争取租借到中山大厦三层楼作为报
社办公用房，这才稍稍缓解房屋紧

缺的状况。然而，这距离根本解决
问题相差甚远，必须尽快建设属于
自己的“家”。

紧接着，1991年10月1日启用
激光照排和胶版印刷，告别了“铅
与火”的历史；1992年 1月 5日增
出《星期天版》；1993年元旦报纸
扩为四开八版，两天后，1月 3日
增出《信息版》，这一系列的发展
变化对办公用房提出了更高要求。

1994年4月，根据报社实际情
况和发展需要，市委、市政府决定
新建镇江日报社综合办公楼。同年
10月 1日，出版第一张彩色报纸，
告别了“黑与白”的历史。

为了使镇江日报社办公大楼尽
快上马，报社党组责成我兼管办公
楼建造工作。作为门外汉，我当时
确有勉为其难之感。怎么办？不懂
只有认真学习、虚心求教。于是我
找人请到原镇江建工局副局长兼总
工程师郭士铭同志做我们的建楼顾
问。老郭是建筑专家，对建楼有深
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他教给我们建楼知识，给我们很多
有益的建议，为我们提供不少“金
点子”。他为人忠厚老实、办事认

真负责、做事不要任何报酬，是我
们敬佩和学习的榜样。

经过选址、施工招标等一系列
前期工作后，1995年6月16日，举
行了镇江日报社办公楼奠基仪式。
随后在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帮
助和全体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将一幢高 19
层、总面积 1.2万平方米的报业大
楼建造成功。从此，报社不仅大大
改善了办报条件，更为报业的进一
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1996年是我国第九个“五年计
划”的开局之年，也是 《镇江日
报》 历史上大发展的一年。这一
年，镇江日报社全体同志在社党组
的带领下，出色地完成了全年各项
任务。首先，报社大楼建成后，随
即开启办公自动化工作。6月10日
举行了办公自动化培训班开学及

“告别纸与笔”动员大会。接着，
大力抓好经营工作，努力从困境中
创出了一条新路，收入比上一年有
明显增长。不仅解决了全年支出需
求，还拿出 260万元偿还建楼部分
贷款。同时，进一步抓好队伍建
设，抓脑子、促稿子。在自觉遵守

社会公德的同时，重点抓职业道
德。并规定 50岁以下人员每年轮
流到农村、工厂、商店、 连队、
院校等基层锻炼一个月。既加强群
众联系、增强群众观点，又接触实
际，学习知识、学会做人。

我深知 1996年和 1997年，是
《镇江日报》复刊后重要的两个年
份，各方面都有长足的提升。1998
年元旦，《镇江日报》从四开四版
改为对开大报，同时《京江晩报》
正式创刊。

进入 21 世纪后，报社历经四
任党委领导班子。过去的 20 多
年，几任领导成员带领全报社同志
取得了更多更好的成绩。

作为一名老报人，我衷心祝愿
镇江报业集团越做越大，明天越来
越好。祝愿《镇江日报》在宣传党
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上，发
挥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作
用，传递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忠实反映人民群众呼声，努力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
大的贡献！（作者系镇江日报社原
副社长，文题为编辑所拟）

办公自动化岗前培训班开学，本报召开“告别纸与笔”动员大会

我的祖父刘锦堂
□ 刘楠来

上图为刘锦堂

征文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