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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藏石

家张轮远晚年
偶得上海雨花
石收藏家许问
石来函订交，
遂结为友好。文坛老前
辈、文史家郑逸梅生前在
著作里常提到这两位藏
石家。
郑老在《藏奇石的许

问石》一文中说：“海内藏
奇石，有北张南许之
称”。“南许”是上海的许
问石，“北张”即天津的张
轮远。但郑逸梅在写这
篇文章时误以为“北张”
已作古。后得知“北张”
还健在，又应海外《大成》

月刊之约，撰
写了《南北两
大藏石家》的
长篇专稿。

1979年，
张轮远把毕生收藏的雨
花石珍品倾箧捐献，为此
自撰一联语：“曾拥图书
逾万卷，幸随顽石共千
秋。”其胸襟豁达，可以想
见。1987年10月中旬，
即张老逝世的第二年，受
捐单位和南京雨花石协
会应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邀请，在北京故宫展出雨
花石数百枚，五彩缤纷，
洋洋大观，以张轮远的藏
石最受瞩目。

北张南许
音 十

旧时
鼓楼东街
上多文教
类店铺。
上 世 纪
80年代，一位生于民国初
年的老人回忆，东门里曾
有培远书庄、文运堂书坊，
宝林堂、清玉阁、文林阁书
店，有文彬馆、吉贞斋、怀
宝斋等古玩字画店铺，有
翰墨斋、保粹斋、尊古斋、
即墨山庄等裱画店铺，有
魏记风筝铺，还有永盛
和、进宝斋两家花样铺。
花样铺经营剪纸。

如今说剪纸，讲的多为窗
花之类，那是过年时用来
贴窗贴门，吉祥喜庆的民
俗美术品。此外，还有一
类剪纸称为“花样子”，为

绣 花 图
案。这两
类，花样
铺 都 有
售卖，那

是一沓一沓、用刀刻制出
来的。
前面说的进宝斋花

样铺，坐落东门里大街路
南，姚家大院东边，紧邻
杨家胡同。60年前笔者
上小学时，有同学从进宝
斋学了两手，在同学间推
广。不少同学用削铅笔
的刀子，试着刻图案，有
的习作还真像模像样。
记得第一道工序：把一张
剪纸样子固定在纸上，牙
刷蘸少许墨水，用细棍拨
动刷毛，使墨点儿溅落，
复制出图样来。

东门里花样铺
吴裕成

旧时刘
云若小说十
分畅销，也
招致私下仿
冒造假者层
出不穷，甚至在话剧海报
之中也出现他的名字，以
吸引观众。

1943年2月，《庸报》
刊登新艺话剧团在大明
戏园演出《春风回梦记》
的广告，称刘云若“亲自
鉴定特许搬上舞台郑重
演出”。该报还刊载《记
“天明”迎春夜》，称除
夕夜天明剧团举办的迎
春联欢会，多个节目为
刘云若导演，并提到在

最后的
节目中
由刘云

若反串剧
中角色。
《庸报》

报 道 中 这
样 频 繁 地

出现刘云若，吸引了人们
的眼球。2月12日，《新
天津画报》刊登《刘云若
郑重声明》称“按鄙人滥
竽笔墨生涯，日无暇晷，
向不在外活动，更未与
话剧界发生任何关系。
即大明戏院正演《春风
回梦记》，亦只于数月
前经该剧团蔡（冰白）
君一度口头请求，事后
绝无接洽，广告所谓鉴
定，鄙人毫无知情”，刘
云若还要求《庸报》予以
更正，“以明真相，敬希
鉴察”。

刘云若辟谣
曲振明

孙小屯旧时有一条大
街，被人们称用铜街，为什么
叫铜街？这是因为铜姓最早
在此居住，并以此得名。铜
姓在朝为官，后来被抄家了，
为避免受到牵连，铜姓后人
便将姓改成“律”。这是笔者
在孙小屯走访时，当地老人
向我介绍的一段掌故。
孙小屯，今属武清区大

碱厂镇，位于镇驻地南部1公
里。据当地老人回忆，孙小
屯是由原千里河、金庄子、孙
小屯等3个自然村合并组成
的行政村，其中原千里河在

村庄西南部，称前街；金庄子
在村庄东部，称东街；孙小屯
坐落在村庄西北部，称后街。

在1926年地形图上，较
之北部的孙小屯自然村，千
里河这个自然村的村庄范围
要小很多。据回忆，千里河
这个村庄地势很低洼，每至
雨季，四面八方的沥水，都汇
聚至这个地方，在村庄周边
形成了不少河沟、水汊，因为
这个原因，所以人们给它起
了这个很大气的名字——千
里河。另据老者介绍，在千
里河村的东西向大街上，过

去也有一条东西向平行的小
河沟，因为排水不畅问题，旧
时邻里之间经常闹纠纷。在
千里河与原孙小屯自然村之
间，因北运河决口冲刷，也形
成一条小河沟，过去曾经有
不少村民意外落水。所以，
提到千里河，人们更多的是
痛苦的记忆。
金庄子，过去是一个很

小的自然村。据金文侠老师
介绍，她家祖先是从今南蔡
村镇达村迁过来的。当时达
村的金姓兄弟有二人，其中
一兄弟金喜贵搬到金庄子这
一带定居，后逐渐形成聚落，
并以金姓命名为金庄子。因
为这个村子很小，所以当地
人提到金庄子，还须加个
“小”字，即金小庄子。如今，
金姓人口规模接近二百人，

相比之下，达子村的另一金
姓兄弟的后人要少了许多。
据1988年《武清姓氏》一书
载，达村金姓人家只有40人。
原孙小屯自然村最初是

由孙姓立村，后来孙姓迁至附
近的安楼村。孙姓迁出后，铜
姓成为人口规模最大的姓
氏。在清代，铜姓有人在朝为
官，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而被
罢官抄家，其后人为活命，遂
将铜姓改成律姓。“律”乃“绿”
之同音字，铜生锈乃为绿色，
无铜不锈，为不忘本姓，并规
避风险，遂将铜姓改成律姓，
这体现了铜姓人家的睿智，也
是姓名史研究上难得的一个案
例。如今，律姓人口已很少了，
目前孙小屯仅有1户人家，另
有部分律姓人口散布在汊沽
港、白古屯及城关各镇。

●故事天津

铜姓改律姓的掌故
侯福志

原博罗斯
道，即现在的
烟台道，是以
英国第一个驻
华公使名字命
名。图中高大
建筑为美国兵
营，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
军陈光远都曾在此路建房居
住。该路大约修建于1902

年。2010年对该路段进行
了路面及沿途建筑的维修，
一些历史遗迹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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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
津西楼义和里有户马姓人
家，专门做蒸饼。马家蒸饼
在早上七点多钟上街叫
卖。这时，马伯就换一身打
扮——黑色衣裤、白围裙、白
套袖，光鲜亮丽。冬天，马伯
头戴一顶护耳毡帽儿，脑门
子有两撮灰鼠毛，俏皮帅
气。小推车也漂
亮，车上用麦秸秆
编的筐子里盛着
热气腾腾的蒸饼，
周边围着白棉被
护套保温。
马伯营业地点不在家门

口上。他总急匆匆推车赶
路，路上有要买蒸饼的熟人，
他只说：“老乡亲，家里买去，
家里还有贱价的呢。”
马家蒸饼那叫一个规

矩。他家做蒸饼时都在门口
空地上，制作过程人人得见。
择红果，挑红小豆，瘪的、烂
的，都要择出。做红果酱，糗
豆馅，都要用铜箩底过一遍，

意在去皮儿，怕人吃着吐皮儿
或被核儿卡着。那时候都用
老肥发面，搋碱蒸饼。这发
面、搋碱就要拿捏精准了，保
证每一锅都圆满成功。出锅
后，每个蒸饼还得筛选，有粘
皮连体的不能上街卖，贱价
卖给家门口的乡亲。

那时他家只有豆沙馅、
红果馅、白糖桂花
馅的蒸饺。红果
馅的酸甜适中，面
白而暄，有咬劲
儿，馅儿红艳。豆
沙馅的豆香气扑

鼻，吃得出颗粒感。白糖馅
的呈半固体状，吃着脆爽，不
齁嗓子，有桂花清香。

如今，蒸饼也改良升级
了，有些饭店做的蒸饼，不仅
有白面的，还有杂粮面的、玉
米面的，甚至还有用南瓜和
紫薯来和面的；里面的馅也
多样化了，像百果、枣泥、黑
芝麻、凤梨、蓝莓……真是无
所不包，无所不有。

●老口福

卖蒸饼
杨世珊

“ 人 无 高 尚 之 主
义，即无生活之意义；
事无高尚之主义，即无
存在之价值；团体无高
尚之主义，即无发展之
能力；国家无高尚之主
义，即无强盛之道理。
我们要实行以生产辅助社会
之进步；我们要实行劳资互
惠，我们要为一般平民谋求
幸福……”估计大家不会想
到，这一段铿锵有力的文字
是来自于一家民营企业的厂
训，这家企业就是著名的天
津东亚毛纺厂。这段文字就
来自《东亚铭》，而《东亚铭》
的作者正是天津东亚毛纺厂
的创始人，实业救国的代表
人物——宋棐卿。

1898年，宋棐卿出生在
山东益都一个商人家庭。父
亲宋传典靠经销毛纺及土产
出口起家，后来在山东济南
开设德昌洋行，并在烟台、上
海、天津设置分庄。宋棐卿
18岁考入齐鲁大学，后转入
燕京大学。1920年，他赴美
国西北大学商学院留学。在
留学期间，宋棐卿考察了许多
美国的先进企业。1925年，
他回国协助父亲打理企业。
1928年，他来到天津开办德
昌贸易公司，将主要业务转到

经济发展更好的天津。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
货、提倡国货的浪潮席卷全
国，天津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
城市之一。宋棐卿决定创办
自己的国货品牌，东亚毛呢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就这样成立
起来。之所以命名“东亚”，他
当时的想法是，不仅要使自己
的产品占领国内市场，还要占
领东亚市场。

1932年4月，东亚公司
开始投产，商标取名“抵羊
牌”，含有“抵制洋货”之意，
正契合提倡国货、抵制洋货
之时代要求。“东亚”的毛呢
纺织产品一经推出，立即畅
销全国。“东亚”经营理念先
进，注重产品质量，因此受到
顾客青睐，“抵羊”迅速占领
了国内市场。至天津解放
时，“东亚”已经成为一家拥
有一千多名员工的大企业。
说起宋棐卿的成功之

道，突出的即“忠”与“诚”二
字。首先说“忠”，这是对国家

和民族之“忠”。“抵羊”可不是
为了在全国抵制洋货的高潮，
投机取巧放出的一个噱头。
宋棐卿是一心要打造一个能
与洋货抗衡的质优价廉的国
货品牌。宋棐卿深知企业基
础是员工，“东亚”想要立得住
脚，必须有一批高素质员工，
而员工素质的提高，必须以先
进企业文化为基础。他在吸
收当时欧美企业管理经验基
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了一
整套规范的企业制度，同时又
重视融汇儒家文化理念，营造
“东亚”精神，从而形成制度与
文化并重的“东亚公司文
化”——而东亚文化的根本就
是忠于国家。
其次说“诚”。这个“诚”

表现为对员工之诚，对客户、
同行之诚。宋棐卿在东亚注
重对员工的“精神训练”，其
宗旨：“鼓励其兴趣，振作其
精神，培养其道德，使其尽心
职务，努力工作，以求公司及
工人互受其益。”公司大楼的
墙上，高悬着“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待你，
你就怎样待人”之类的标
语。宋棐卿此举旨在提高员

工整体素质。“东亚”还
通过各种培训提高员工
整体文化水平。其作为
资方诚心诚意对待员
工，彻底改善了劳资对
立关系，做到了互利共
赢。这在当时不多见。
“东亚”的“诚”，还体现

在对待同行上，在“东亚”创
办之前，朱继圣先生的仁立
公司已经成为同行业佼佼
者，其实力远非“东亚”可
比。对于朱继圣这位德高望
重的前辈，宋棐卿非常钦
佩。他主动登门拜访朱继
圣。宋棐卿以诚相见，推心
置腹；朱继圣明达睿智，被宋
棐卿一心振兴民族工业的愿
望所感动，竟主动让出市场
份额，与“东亚”并肩同外国
品牌竞争。这在当时的天津
商界被传为一段佳话。
现在，某些企业家一提

到学习优秀的企业文化、先
进的管理模式，首先说到的
就是国外知名企业。殊不
知，这些知名企业也曾来中
国拜师学艺。日本丰田公司
就曾以“东亚”企业文化、管
理模式为蓝本进行学习。
时光走过了近一个世

纪，透过《东亚铭》，我们仍然
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宋棐卿、
朱继圣为代表的一代中国优
秀民族企业家对民族复兴、
国家强盛的深层次思考，以
及为之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从《东亚铭》说起
张 希

西沽小学的前
身是民立第二十六
初等小学堂，校址
在大沽关帝庙，有
职员 1人，教员 2
人，学生30人，建
校时间为清代末
年（1906年至1911
年）。20世纪70年
代初期校址在塘
沽区西沽关帝庙
大街10号。西沽
地区拆迁期间，西
沽小学迁出，大沽关帝庙
闲置。2015年，大沽关
帝庙被滨海新区人民政
府公布为滨海新区文物
保护单位。
西沽小学老校园所

在地大沽关帝庙整
体建筑坐南朝北，
呈中轴线式布局。
建筑主体由青砖砌
成，共3幢15间，其
中山门3间、东配
殿6间、西配殿6
间。位于北部的正
殿，地上建筑已不
存在，但其坐落位
置 依 然 清 晰 可
辨。现存房屋破损
严重。原庙中有碑

碣数座，其中有“设立中
正义塾告示碑”，碑文昭
示大沽地区虽为渔盐之
乡、穷辟之地，却重视教
育，民风淳化，早在1875
年正月，开设“忠正义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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