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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都百年酱园老成都百年酱园““太和号太和号””记趣记趣

从“元利贞”到“太和号”

胡氏祖籍乃江西州府金豁县人氏，道光年间宦游

入蜀。他虽饱读诗书，理事干练，却疏于官场应酬，县

缺候补冷板凳一坐多年，心里很不是味道。

一天他闲得无聊，正约了两位江西同乡在少城茶

楼品茗。忽见悠悠然走来一个道人，手执一条写着“祖

传神相”的布招，口中喝道：“祖传神相，知生死、卜吉

凶、相功名、问财喜。”同座对胡某说：“听说此人是张天

师的后人，人称张铁口，面相很准，何不请来一试？”胡

某向来不信跑滩匠“冲壳子”，只是眼下实在无聊，便请

道人面相。张铁口就叫胡某上前三步，退后三步，咳嗽

一声。凝视片刻，道人便道：“君相：额有浴日之角，而

无主政之骨；目无镇人之威，却有运机之神；背少三甲，

无大山可靠；脚有天根，得立世之本。日后虽无鹏程之

举，却稳步生财之道。”接着取出文房四宝，写下四句，

取了酬金，扬长而去。

胡某取过一看，便是：十年萤雪冀攀龙，游宦他乡

路未通；勘破君王天下事，五湖逐浪忆陶公。

分明是在劝说自己弃仕从商。只是这道人何以刚

一见面就晓得自己曾瞻天颜，而眼下又宦游他乡甚不

得意？

这张铁口原本也是读书人，只是后来看到清廷腐

败，仕途坎坷，才混迹“巾门”，相命营生。由于他久跑

江湖，一见胡某是读书人“打头”，操着江南口音，便知

是进士出身的宦游之人，而两榜进士都曾参加过殿试，

故有“浴日”之说，又见胡某神情忧郁，卜向前程，便断

定他久未实授；于是便动了“惺惺惜惺惺”之情，劝胡某

另找出路。

胡某果然听了张道人的金石之言，定弃仕从商，效

法卓相爷，与两位同乡凑合白银千两，在棉花街开了酱

园。他虽不懂生意，却善于用人，待人又厚道，故能内

外协调，上下齐心。开业之后，年年都有盈余。到了咸

丰年间，资金竟累积到了一万两银子之多。两位同乡

因动了思乡之情，便下股退本，回原籍去了。合伙经营

时，酱园的招牌叫“元利贞”；现在由胡氏一家经营，便

改为“太和号”，并从棉花街迁到正府街继续营业。

原来这“元利贞”与“太和”，都出自《周易》。《周易》

说：“乾，元享利贞。”疏云：“冗，大也；……利，宜也，贞，

正而固也。”又说:“保合大(太)和，乃利贞。”可见，“元利

贞”与“太和”是同一回事，用到招牌上，大抵含喻“和气

生财”之意。而胡氏一家几辈都能心领神会，以“和”相

始终，保一百二十年家业不衰，也确实难得。

胡某自两位同乡回江西后，遂将妻室及次子胡继

承接到成都以为襄助。长子胡石庵留在原籍。当时，

胡某将家产划定，江西祖业归长房胡石庵所有，成都太

和号归二房胡继承所有。不料，胡继承因病早丧，遗孀

无后，老父又年垂风烛，胡石庵便遵父命，携家入蜀，全

力协助二房经营。这胡石庵也果然得行，不到十年，太

和号便夺魁同行。

太和号夺魁酱园行

胡石庵前后经营近五十年，家道日蒸，其首要“诀

窍”便是招牌所示的“和”。他一接管“太和号”便约

法三章：一、生意主权永远属于二房，他只负责经营，

按时向二房报账；二、盈余款额，由二房处理，绝不越

俎代庖；三、他只挣薪水，每年白银五十两，决不多用

分文。主权仍然属于二房。胡家数辈，从未因争夺家

产而发生乱子。二房见胡石庵辛勤而公正，过意不

去，就买了三百亩水田酬谢他，以资晚年。

胡石庵乃一介书生，原本也不懂生意。但是，经

营不到一年，他不仅学会了当老板，而且还精通了

蒸、熬、拌、晒、包、捆、片、切等技术，变成了业务行

家。他经常穿起围腰站柜台,苦活累活带头做。他为

人节俭。一件竹布长衫要有事出门才穿，回来就脱

下，脚下也只穿家造布鞋。一日三餐皆与职工同桌而

食，从不单开。每天夜里，他总要等全家睡了才就

枕，数十年如一日，这一条，以后也成为太和号当家

人的规矩。

（连载二）

天安门断指反帝

陈潜夫（1894—1950），出生于嘉定府(今乐

山市)平兴乡陈坝。原名绍陶，又名甫霖，后于外

出求学时，改用“潜夫”的名字。少年时期他在

陈坝读私塾，1905年到嘉定府城进入“草堂寺高

等小学堂”，与郭沫若同学。

陈潜夫幼年读书，常有独立见解。在家乡

私塾读书时，国文教师有一次出的作文题为：

《马、牛、羊优劣说》。不少同学都说马、牛优于

羊。马能拉车，牛力大，能耕田；羊无用，只有养

来吃肉。陈潜夫却说：羊优于马、牛，羊毛能做

笔，用笔写文章，安邦定国平天下，羊的功劳大

多了。对这篇作文，教师评了 120分，说：“见识

高远，不同一般,颇见新意，将来成就，未可限

量。”老师的鼓励、专门指点和培养，对陈潜夫后

来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有很大影响。

1912年，陈潜夫至成都，住成都共和大学，

后同郭沫若一道去日本留学。陈潜夫读早稻田

大学(经济学系)与农业大学。在求学过程中，他

于1915年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国民党。

从日本归国后，陈潜夫应成都高等商科学

校聘请，在该校教授日文；1921年，又到南京东

吴大学任统计教材编辑及教授；后由李大钊介

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教政治经济学；后又任

北京女师大的教授。当蔡元培、张伯苓、黄炎

培、马寅初、刘海粟等组建“中华教育改进社”

不久，陈潜夫也参加了。1924 年 7 月 4 日至 8
日，这个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时，陈潜夫

与张伯苓、黄炎培、刘海粟(美术组主席)、陶行

知 (董事会主任干事)、方毅 (国语教学组代书

记)、邓萃英、郑贞文、余家菊、汪懋祖、孙恩元、

左舜生、陈启天等一同出席会议，还被选为教

育行政组书记。在会上，陈潜夫等提出了两个

议案：一、请求力谋回收教育权案；二、无中国

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施

行国民教育案，均获通过。

这期间，陈潜夫在李大钊影响下，还深入调

查过工人运动，常同人力车夫和其他工人来往，

有时还同工人同吃住。有几次，遇上反动政府

的侦探跟踪，陈潜夫不知，车夫认识这些人，用

车拉他穿胡同转弯飞跑，帮他甩掉“尾巴”。

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酿成“五卅惨

案”，血信传到北京，激起了爱国的抗争怒潮。6
月 10日，各界市民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满

街的与会群众，臂围黑纱，胸佩白徽，悲愤激越，

怒涛汹涌。会场共搭有五个演说台。每个台

前，上挂白布横幅，大书“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

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左右张贴北京各校沪

案后援会的“泣血书”、京师总商会的“抵制英

日，经济绝交，惨杀同胞，誓死力争”的长幅标

语。参加大会的爱国团体有救国团、总商会、工

会、农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人力车夫工会、印刷

工会、京汉铁路工会等157个团体和大、中、小学

等计20多万人。

午后 l时，群众推选北京市民代表李石曾、

女界代表刘清扬为中台主席。李石曾主席宣布

开会后，报告开会宗旨；刘清扬说明筹备经过；

上海工界代表孙孚昉声泪俱下地报告英日巡捕

惨杀我同胞的经过。群众一再高呼口号：“为工

界同胞报仇!报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表陈潜夫

在中台讲话。他慷慨激昂，要求国人坚持反帝，

不要“五分钟热情”，不要“一盘散沙”。说到激

愤难忍处，潜夫抽出利刃把左手第四指前两节

砍断，在白布上血书“誓死救国”四字。不久，又

血书“愿同胞猛省，勿存‘五分钟热心’。陈潜夫

断指泣告”等字。当时陈潜夫左手血流如注，面

色惨白，仍大呼“救国”不止。终因流血过多，演

说未完他便突然晕倒。台下群众哭泣失声悲愤

高呼：“若不坚持到底，对不起上海惨死同胞，也

对不起今天的断指壮士!”

会后，10多万人冒雨游行示威，坚持到执政

府请愿。沿途，许多人都以陈潜夫断指反帝精

神互勉互励。

陈潜夫晕倒后，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等扶

下演说台，他还一直坚持要同群众一起去执政

府请愿。因其流血太多，不宜长途走动，众人一

再劝慰，才将他强送进协和医院，由女师大学生

鲍士彦等日夜看护、陪伴。北京各界中外人士

纷纷到医院慰问。

11日午后2时，北京市学联五十四校代表在

师大开会，决议派二中、三中、求实三校代表赴

医院慰问陈潜夫、丁文安、李良韬等诸君。陈潜

夫的断指，由学联保存，并轮流送各校传观。从

此，陈潜夫成了北京市和全国闻名的爱国主义

者，他的壮举受到全国舆论赞誉，北京《晨报》、

《世界日报》、上海《申报》、《大公报》、《民国日

报》、《东方杂志》都连续报道、评论，特别是 6月

11日的《世界日报》还专列标题：《陈潜夫断指雪

仇》及《陈潜夫之血书》，并全文刊载了潜夫事先

写好的演说稿。文曰：

数十年来吾国备受外人侮辱。侨外同胞，

既不与非洲“黑奴”同等待遇(黑种人尚可任意通

行，旅外同胞，则有时不准登陆)，而潜居乡里者，

又复时受欺凌。乃□□各地同胞，更遭英日人

之惨杀。埃及、犹太之亡国民，尚得安居篱下，

不谓主权尚存之中华民国，反生不能安，死不得

所!同胞乎，我最亲爱之五大族同胞乎，其忍袖手

旁观，其能坐以待毙耶?否则宜速起共谋所以自

救之道。今谨以指血书，以告我最亲爱之同胞

曰：潜夫自今以后，“誓死救国”，外侮未去，决不

偷生。愿同胞共起图之，无任盼焉。四川人陈

潜夫泣告。

陈潜夫带血的泣诉更加促进了北京市和全

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上“五卅运动”中震动人心的一页。（连载一）

2024年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 90
年，其前身是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是由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爱国将领杨虎城发起

创建的。

杨虎城，号虎城，亦号虎臣，陕西蒲城

县孙镇甘北村人，著名爱国将领，其一生充

满了爱国壮举，从蒲城起义开始，他反抗清

朝暴政，参与讨袁护法运动，随后参与北

伐，回到陕西主政，以兵谏逼迫蒋介石抗

日，为国家民族立下赫赫功勋。1949年 9
月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30年10月，杨虎城被任命为陕西省

政府主席兼省民政厅长，在此后主政陕西

长达 8年的时间里，他大力发展陕西医疗

卫生事业，支持创办省立医院，设立西安助

产学校；采取一系列举措振兴教育，资助建

立了孙镇高级小学、甘北村初级模范小学、

蒲城尧山中学、阎良镇小学等。大力兴办

水利事业，兴修了包括以泾惠渠为代表的

一批农田水利设施；大力整顿交通，推动

了陇海铁路的延展及咸（阳）铜（川）铁路

的修建等。这些功绩，至今还在惠泽着三

秦儿女。

在20世纪30年代，陕西没有一所高等

学校。加之，1928至 1932年，陕西又遭受

了历史上罕见的连年大旱、蝗灾等天灾人

祸，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九一八”事变爆

发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建设西

北”“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政府

提出“兴学兴农”。

为了培养高级农业人才，杨虎城认为

应先办农业方面的高等学府。在他积极倡

议和争取下，在陕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

继和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 15人支

持下，国民政府批准在西北建立西北农林

高等专科学校。1932年秋，国民政府批准

了于右任等人提出的筹备建设西北专门教

育委员会，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

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等一同担任筹备委员，于右任、张继、戴季

陶等 3人为常务委员，并将上海劳动大学

农学院部分校产划归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1933年 1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开始选择校址。

杨虎城亲力亲为，与于右任等人一道前往咸阳、兴平、武功等地踏勘

校址，划定校园范围，运用政府力量，顺利完成校园征地，并与筹建主

任王子元商定筹建事宜，为学校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校址初选咸

阳高堡子一带，后经戴季陶、焦易堂及芬茨尔等农林专家再次复勘，

认为选址不妥，遂将选址转向周至、眉县、武功一带。1933年 6月初，

校筹备委员会决定在周至县楼观台、马召一带踏勘校址。杨虎城于

同年 6月 10日令周至县县长王文伯(陕西蒲城人)，让其给予便利，并

要求县府派军警人员随从保护，不得有误。1933年6月14日，校筹委

会常务委员于右任，与新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夫人傅学文，陕西建

设厅厅长雷宝华的新婚夫人陆望之，及校筹委会教授专家、林场主

任、德国林业专家芬茨尔等人，在周至县楼观台、眉县汤峪、武功县贞

元等地踏勘校址。踏勘结束后，经于右任、邵力子、杨虎城、张继等多

人商讨，再经校筹委会研究决定，最终将武功县西的张家岗（今杨凌

示范区）作为校址。1933年7月，校筹委会审核同意了择址报告，于右

任、张继、戴季陶等3位常委遂聘王玉堂为学校筹备主任，负责购买土

地及监督工程施工，并着手建设农、林、园艺各场。

1934年3月30日，于右任被任命为西北农专校长；1934年4月20
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武功县西张家岗正式奠基成立，从而结

束了西北没有正式高等学府的历史。

杨虎城将军还积极参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刊《西北农林》

的创刊，1932年秋，为校刊题写了“立国之基”四个大字，对国立西北

农林专科学校寄予厚望，也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

作用。

1950年 1月 15日，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蒙难烈士的大会在重庆中

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区党政军首长亲临致

祭；同年1月30日，安葬仪式在陕西西安市郊区的长安县（今长安区）

举行，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区党政军首长也亲自迎灵；陕西省各界

人士对杨虎城将军的牺牲表达了深深哀悼，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也表达了深切敬意，敬献挽联一副，联曰：“以苦心拥护国家，以大义

调和党派，正气塞乾坤，杨公不死；为徇私残杀志士，为媚外出卖主

权，舆论等斧钺，蒋贼焉生。”对联表达了师生们的哀思。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是西北地区最早的高等农林教育学府。

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肩负着

建设西北、兴学兴农、培育英才的历史重任。1999年9月，更名为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现已发展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全国农林水学科最为齐

备的高等农业院校，是公认的一流农林院校。

··丝路文史丝路文史··

清铜鎏金嵌蓝饕餮狮钮方鼎香炉清铜鎏金嵌蓝饕餮狮钮方鼎香炉
··珍珍 赏赏··

铜鎏金器物是清代宫廷器常见的一种制

作形式，大部分藏品都是雍容华贵的，清铜鎏

金嵌蓝饕餮狮钮方鼎香炉便是这样一件藏

品，令人赞叹。

铜鎏金嵌蓝工艺是一项精湛的艺术技

法。铜鎏金工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

古老的时代起，匠人们就掌握了在铜器表面

鎏金的技艺。通过复杂的工序，使金与铜紧

密结合，不仅能增添器物的华丽感，还能起到

保护铜器的作用。而嵌蓝工艺更是锦上添

花，蓝色的宝石或颜料嵌入鎏金的铜器表面，

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蓝色的深邃与金色的

璀璨相得益彰，展现出独特的审美韵味。这

种工艺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心，每一处镶嵌

都要恰到好处，稍有差池便会影响整体效果。

饕餮，作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

神秘怪兽，在器物装饰中有着深刻的寓意。

饕餮性贪食，在鼎上以饕餮为饰，一方面有

着警示之意，告诫人们不要贪婪无度；另一

方面，饕餮形象威严，具有辟邪、守护的象征

意义。其夸张的面部特征和神秘的气息，也

为香炉增添了庄重神秘之感。从美学角度

看，饕餮纹独特的线条和造型，极具艺术张

力，经过历代演变，成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

中的经典元素。

狮子在文化中寓意丰富。狮子并非中国

本土动物，但随着文化交流传入后便深受喜

爱。狮子被视为祥瑞之兽，具有辟邪镇宅的

作用。在佛教文化中，狮子是庄严、智慧的象

征，常出现在寺庙等宗教场所。在这件香炉

上，狮钮的设计独具匠心。狮子蹲踞于鼎盖

之上，威风凛凛，仿佛在守护着香炉中的袅袅

香烟。其雕刻工艺精湛，毛发、神态栩栩如

生，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香炉的演变历史源远流长。从古老的青

铜时代开始，香炉就已经出现。最初，香炉主

要用于祭祀活动，是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媒

介。随着时间的推移，香炉逐渐走进人们的

日常生活，成为文人雅士书房中的清供之

物。在唐宋时期，香炉的制作工艺达到了高

峰，造型多样，材质丰富。到了明清时期，香

炉的设计更加注重装饰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这件清铜鎏金嵌蓝饕餮狮钮方鼎香炉高

约28厘米，是明清时期香炉工艺的典型代表，

融合了多种工艺和文化元素，不仅是实用的

焚香器具，更是精美的艺术品。它见证了不

同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是古人智慧与艺术创

造力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