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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电发电戚电发电100100年年

□李慧 秋冰

1947 年 6 月 22 日，承载着戚
电人希望的刊物—— 《电声》 月
刊预刊编辑完成，当年7月 1日正
式公开发行 。这本刊物的 “出
炉”，标志着戚电人的思想进步跨
上了新台阶。

《电声》 的出刊，得从1927年
11月1日说起。当天，宜兴县农民
在中共宜兴县委的领导下，举行秋收
起义，打响了江南农民秋收起义的第
一枪。

同年11月9日，时任中共江苏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农民部负责
人的王若飞、省委特派员夏霖决定
发动 4000 多农民同时开展秋收起
义。中共无锡县委成员孙翔风，利
用亲戚关系，找到震华电厂无锡总
办事处电力营业部主任、中共地下
党员孙梦雷 （1922 年入党，为五
四运动时期的新文艺作家），两人
经过秘密商议，决定由孙梦雷发动
组织电厂工人制造停电事故支援这
次起义。当晚，无锡城区出现两次
停电，虽然每次只有几分钟，但全
城漆黑一片，打乱了敌人的行动部
署，动摇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接
着，无锡的工人们一边散发传单，

一边张贴标语，还在油桶中点燃鞭
炮充当枪声，使反动当局感到惊慌
失措，成功牵制了城区的部分反动
武装。这其间，震华电厂的工人们
积极响应无锡乡区秋收起义，其作
出的贡献载入了江苏早期工人革命
斗争的史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
军占领了戚电厂，日本人盲目追求电
量，滥用设备造成机组故障不断。中共
地下党瞄准时机，以维修机组名义进入
电厂，带领戚电工人进行抗日，以消极
怠工方式，把原本简单的检修工作硬是
拖延1年多才修复。

1941年，戚电厂无锡总办事处门
口，日本人挂上了“华中水电株式会社
无锡支店”的招牌。就在这块招牌对面
的一家书店，不时售卖马克思、恩格斯
著作以及《时代周刊》等“禁书”，书
中的进步思想犹如一团火苗在年轻的营
业员尚祖钰心中燃动。

1946年初，从事新四军战地服务
团地下扩军工作的爱国人士邱宝瑞把
尚祖钰介绍给了中共上海外线工作委
员会。当年5月，党组织正式批准尚
祖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嘱咐他，
戚墅堰电厂在苏南举足轻重，要利用
工作的有利条件，帮助党组织考察发
展更多党员。

当时，戚电厂无锡总办事处有一群
20岁出头的知识青年，尚祖钰总是有
意向他们传播红色革命思想，并将《新
民主主义论》 等书籍介绍给他们。
1946年 7月，尚祖钰看到时机成熟，
便介绍安荔裳、刘全平、顾冰雁等加入
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尚祖珏在上海地下党
组织外线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与戚电
厂电业处公务员兼统计股股长钱佛苏一
起发起成立了“戚墅堰发电厂员工同人
会”，以此扩大党的影响。同人会成立
后，又紧接着成立了同人会联合委员会
（简称“联委会”），联委会成立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筹划出一本月刊——《电
声》。

《电声》杂志为16开，每期40页
左右，编委会自行设计刊头，刊名由
扬子公司总经理、进步人士潘铭新题
写。刊登的文章有《哲人论原子》等
科学技术、戚墅堰电厂发电所概况等
工厂报道，还有员工创作的诗歌、幽
默小说等作品，每期一刊出，很受大
家欢迎，并争相传阅。

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了反动当
局的注意。1947 年，尚祖珏的住所
周围出现了盯梢的特务。为防万
一，中共无锡县委决定：尚祖钰暂
停活动，并被安排离开无锡。此

时，《电声》 杂志出刊了第十一期
后，只得无疾而终。

诞生在新中国黎明前的《电声》

常州素有“中吴要辅、八邑名都”
之雅称，人杰地灵、人文荟萃。800年
前的1223年，常州无锡县就曾出过南
宋第一位状元蒋重珍（1183-1237，
字良贵，号实斋）。

蒋重珍家族世居常州已2000余
年，历史悠久。《常州府志》卷22记载：

“蒋默，字秀芳，阳羡人。弟澄，字少
明。父横，仕光武为大将。从军讨赤
眉有功，封侯。以司隶羌路谮死。九
子皆渡江散处。七寓广陵、二栖阳
羡。默（八子）居滆湖之东，澄（九子）
居滆湖之西。”

此两支蒋氏徙居湖之滨后，子孙
繁盛，人丁兴旺。东汉之后，江南蒋氏
多出自毗陵，主要繁衍地区在苏浙皖
闽粤等地，成为典型的南方姓氏。其
中蒋秀星一支，在晋朝时自宜兴迁徙
至浙江台州，成为现代奉化蒋氏的始
迁祖。

据《毗陵戚里蒋氏宗谱·一梅堂》
记载：该族蒋氏系出北宋观文殿大学
士蒋子奇之后。蒋子奇第三子蒋瑎，
哲宗元祐三年进士，官兴元知州。其
子兴祖官饶州录事，开封府阳武县令，
抗金英雄，为国献躯，赠朝散大夫。

蒋兴祖的次子蒋迈，即蒋重珍的
祖父，于南宋政和年间由阳羡祖地迁
居无锡太湖之滨富安乡蔡村（即今无
锡胡埭镇）。蒋迈生子蒋文璧。蒋文
璧以私塾教书为生，生两子：长子重
玉，次子重珍。

蒋文璧虽家贫，但为了让蒋重珍
师从南宋四大家之一、时为吏部尚书
的尤袤，特地在雪浪山朱家村购置田
地，建造三间草屋，以方便就学。家舍
建好不久，蒋文璧不幸因病去世，时重
珍十岁。家境贫寒的他只得寄居雪浪
庵僧舍度日。母亲顾氏识文断字，对
其亲教面授，重珍天资聪慧，过目不
忘。年十七时，在私塾为学子讲授“小
学”，以资养家糊口。先后在安阳山北
筑“文峰书屋”，于雪浪山麓创“重珍书
院”。讲学期间蒋重珍仍不懈地跟随
尤尚书研读伊洛理学，常沉醉于尤家
万卷楼中，直至尤袤逝世。

嘉定十五年（1222），蒋重珍试开
封第二，此举使得他对进京赶考信心
倍增。蒋重珍酷爱书海，还偏爱竹
梅。相传张府堂前有株红梅已经枯
死，重珍见状于心不忍，讲学之余以慈
悲之心精心维护。一日灵感突然来
临，于枯梅前虔诚祈祷：“某若能及第，
汝当复生开花。”

或许应了心诚则灵金石为开的吉
言，第二年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
（1223）初春，此株枯枝竟然绽放出满
树红梅。这一年，重珍四十一岁，果然
一举夺魁，试礼部第一，殿试癸未科一
甲一，为南宋常州府首位状元，应验了

“红梅花开兆状元”。
蒋重珍自此自号“一梅”，世称其

为“一梅先生”，讲学的坐堂取名“一梅
学馆”。此梅树被后人誉称“状元
梅”。直至民国年间，雪堰镇一梅堂村
坐堂老屋的正厅上方还悬挂着“一梅
书屋”的金字匾额。

蒋重珍省试时，魏了翁为省试参
详官，乃省试掌复查点检试卷等第的
官员，慧眼识珠点中蒋重珍为第一名
的考生。《魏了翁年谱》记载：“正月二
十五日，为省试参详官，得无锡蒋良贵
重珍为第一人。”蒋重珍遂向魏鹤山执
弟子之礼，问道于先生，遂成为鹤山学
派的一传弟子。

蒋重珍执弟子之礼后，两人亦师
亦友，结下深厚感情。蒋重珍母亲顾
氏辞世，魏了翁为之撰《顾夫人墓志
铭》。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魏了
翁被贬谪靖州（今湖南靖州），经过无
锡时，蒋重珍毫不避嫌，邀请老师到家
中小憩，魏了翁欣然为其作《跋处士蒋
南式家传》，称曰：“维其有章矣，是以
有庆矣，然则处士之有子也，宜哉！”魏
蒋志同道合，立朝不阿权贵，敢于秉心
谏言，为人所称道。林希逸《后村先生
刘公行状》云：“向者，近臣惟真德秀、
魏了翁，小臣惟蒋重珍、陈埙之，敢与
故相议论。”

蒋重珍为官之路，第一份官职是
建康军（今南京）签判，该官为闲职，无
法满足蒋重珍为国解忧的志向。宋宁
宗嘉定十七年（1224），母亲顾氏辞
世，他以母亲病逝为由回乡服丧守
孝。守孝期满后，蒋重珍改任昭庆军
（今湖州）签判，郁闷的蒋重珍与部属
意见相左，遂再次请求回乡祭母。

绍定二年（1229），蒋重珍奉召入
京（杭州）应对，以“本心与外物两者界
限”为主题进言，提醒宋理宗警惕要臣
专权，不要使朝臣“知有权势，不知有
君父，如有他变，何所倚仗？”宋理宗大
为感动，授蒋重珍宝章阁直学士（从三
品）。

第二年重珍转文阁门。因权贵者
忌惮，被差遣镇江府任通判，重珍坚辞
不就。辞别时恰逢京城火灾，皇室宗
庙都被烧毁，唯独相府完好无损。蒋
重珍愤怒上疏，指斥拥立赵昀为帝
的宰相史弥远擅权，又进《为君难》六
箴——践言、防欺、任贤、去邪、得民
心、顺天道，再次提醒宋理宗防止权柄
旁落。时史弥远权倾朝堂、生杀予夺
的险恶情势下，《为君难》的提出，足见
其胆量、识见与风骨。

端平元年（1234），蒋重珍因劳累
过度，以病求退。时史弥远已亡，宋理
宗亲政，蒋重珍被改以集英殿修撰身
份任安吉知州，诏令代理刑部侍郎（正
四品），此时已是中了状元的第12个
年头了，蒋重珍总算大器晚成。此后
又三辞不许，最后以“自劾不能取信朝
廷之罪”，获离职退休养病。

蒋重珍告老还乡，为其母亲养病
而建的老宅已为他人所占，仅存宅东
南角改建的“一梅堂”，遂卖了妻子首
饰进行修缮。退隐于此，前植古梅，后
修列竹；藜杖野服，日引儿侄从容其
间、安心问道讲学，教书育人，广交朋
友，琴书自娱，修身养病。其间著有经
典之作《一梅堂记》《万竹亭记》，及《乐
溪居万卷楼（3首）》《自题云龙小隐》
《雷雨夜赋》《题慧山（2首）》《题亭侯
祠》《题萧岳英常州朱氏画虫草卷》《登
云海亭》等诗文流芳于世。

端平三年（1236）丙申十一月，
蒋重珍病逝，享年五十四岁。宋理
宗赠蒋重珍为朝请大夫，赐谥号“忠
文”。蒋重珍一生不得重用，三次请
求辞官不准，最关键的原因是得罪
了擅政的宰相史弥远，但留下了为
官正直的英名。

蒋重珍生有二子一女，后代在常
州亦枝繁叶茂。蒋重珍长子蒋仪，字
光周，由无锡富安乡迁居常州市戚墅
堰，即为戚里蒋氏之始迁祖。后在戚
墅堰西街建有戚里蒋氏祠堂，堂号为

“一梅堂”，以纪念父亲功德。至今已
近800年，子孙繁衍至30世，先后派散
迁移至雕庄上蒋村、下蒋村、武进湖塘
蒋家村等地，过着梅竹相伴的清贫田
园生活。

人物春秋 / 沙舟

南宋常州第一状元蒋重珍

小辈们一向和我很亲，相聚时常
常会冒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也不
介意，总是尽量给他们解答。

有一回，二姐家的孙女问我：“舅
爷爷，你饥饿过吗？”

我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
答。我想我应该知道什么叫饥饿。在
那有口水没油水的年代，往往中午还
未开饭，我便嗷嗷待哺似地瞅着饭
桌。这时，外婆总是先盛上一碗米饭，
那是专门给养家糊口的父亲留的。然
后，外婆将自家种的青菜或胡萝卜倒
入饭锅，加水煮成一锅咸泡饭，这就是
全家人的午饭连晚饭了。

泡饭端上桌，我们哪管得了冷热
咸淡，扒到嘴就只顾吞咽。

那时候，我家的早饭经常是煮一
锅稀粥，切上点腌制的咸菜，搭上蒸熟
的山芋、胡萝卜。难得星期天赶早到
米市河阳春面馆旁，围着烘炉排队限
量买上三分钱一块的麻糕、五分钱一

根的油条，那就算有口福了。
因为饥饿让大家变得贪馋，也变

得没有了规矩。一年国庆节，餐桌上
摆上了一盘香气诱人的红烧肉，几碟
小菜。好长时间没闻到肉香味的我，
眼巴巴地盯着。母亲说要等父亲回来
才能开饭。“男儿不耐饥，饥火烧其
肠。”我实在忍不住了，“唰”地夹了块
肉就往嘴里送，自然是换来母亲狠狠
的喝叱。

有一回，邻家大男孩站在院子中央
大口吃着肉馒头。我见了，堵得慌，心
想你馋我。一转身，从家里晃到那男孩
面前，坏坏地鼓着嘴，佯装大口大口嚼
着。末了，两手还不停地抹着根本不沾
油的嘴。似乎想告诉他：我也有得吃。
如此聊以自慰，无异画饼充饥。

懂事的二姐总是对我说：“不要老
想着吃这吃那的，爸爸赚钱太辛苦
了！”二姐每次眯着眼睛说这些话的样
子，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

童年纪事 / 曾泽培

饥饿岁月

整理出版《刘国钧日记 （外二
种）》主要包括刘国钧日记（1945
至1949年）、书画收藏笔记和读报笔
记，时间跨度从1945年2月至1972
年7月。日记鲜活勾勒出一位爱国实
业家的人物画像，是研究一代苏商精
神的重要文史资料。

刘国钧在美国纺织厂考察时记录
道：“细纱大牵伸能纺2寸长花衣，
用三根小皮棍，在罗拉中间。钢令用
一寸五分或六分管，并达六寸半至七
寸。有纸纺纱样，有2寸长花衣，纺
二百五十支纱样。”共有14处提到细
纱机装置的大牵伸，是刘国钧创办大
成一厂初期进行的一项技术革新。日
本纱厂利用我国民族纱厂技术低下，
大量倾销细纱，冲击民族纱厂，
1931年刘国钧洞察到必须进行细纱
机的技术革新，把1万余锭的英国道
勃生细纱机中普通牵伸改装为“日本
式”皮圈大牵伸，同时把双滚筒的单
锭传动改为单滚筒的四锭传动，通过
装置大牵伸提高转速，使棉纱拉长倍
数增加，棉纱支数和质量都有较大提
高。为控制细纱车间温湿度、提高棉
纱产质量，刘国钧花1万元进口一套
空调设备。据《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
资料》记载，1937年前，武进“大
成厂能纺八支至六十二支纱”，成为
民族纱厂的佼佼者。当时上海的民族
纱厂也只能纺20支至42支棉纱，其
他地区纱厂纺16支粗纱较为普遍。
专以生产细纱见长的上海永安纱厂最
高也只有60支左右。日记中随处可
见刘国钧对于细纱机改进设备的研
究，如“跑锭”“帽锭”“环锭”。

正是高支数细纱的生产，使得大
成公司在细纱紧缺和技术更新的情况
下，能够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府绸、哔
叽、条子布、斜纹布、贡呢、绒布、
元布、细布等种类齐全的产品，畅销
国内市场，并远销南洋。刘国钧在
1941年5月、8月和1944年3次赴南
洋考察，在当地设置经销点。刘国钧
描绘了对南洋市场的憧憬：“南洋华
侨将近千万，以棉织品往，换南洋土
货，回国后转售英美，可左右逢源。”

在日记中，刘国钧直言：“欲发
展工业，仍以求己自立为第一。”在
实现染织和纺纱产业联合之后，
1934年春，刘国钧赴日本考察印花

布，购买1台二手八色印花机，并配以
1台蒸化机，着手筹建机器印花工场，
开启了常州纺织机器印花的历史。大成
公司成为国内较早进行机器印花的厂
家，最早添置精元染色机，生产洗晒不
褪色的元色布。由此，大成纺织染公司
实现了纺织染印一体化发展，并使得常
州成为国内最早实现民族棉纺织产业自
立和自强的地区之一。

1945 年的日记中多处提及“华
纶”和“华丝斗特”（文中又作华斯斗
特、华司斗特），这是刘国钧对毛纺的
粗纺 （Woolen） 和精纺 （Worsted）
系统的音译。比较毛纺和棉纺的资金投
入和产出，刘国钧发现毛纺的盈利能力
是棉纺的3倍，从而坚定“另起炉灶，
另创一局”，规划扩充纱锭50万枚，形
成棉麻毛纺织染印配套的全功能企业，

还计划办缝纫厂，自制成衣出售，以解
决零头布的出路问题。刘国钧多次建言
发展养兔事业，发展毛纺工业和农村副
业，1957年将从国外购置的全套毛纺
设备捐赠给国家。

刘国钧只读了不到1年私塾，3年
的京货店学徒，创业过程中不断学习近
代工厂管理和技术，认识到人才培养的
重要性。日记中刘国钧提到“人才”两
字共计19处，还有很多对各级人才的
布置。其中，1945年8月18日的日记
特别强调，“大成要做模范，应该怎样
设计、研究，定一个标准，养成领袖人
才”。在大成公司创办之初，刘国钧为
了推行企业改革，培养青年人才，形成
以养成工、艺徒和练习生为主体的工厂
学徒制。

刘国钧洞悉到纺织业具有积累资金

快的特点，主张发展重工业和棉纺织业
并行。棉纺织业不仅可满足国内衣被消
费，而且可出口创汇。刘国钧在日记中
直言：“对纺织业必重视，需要扩充南
洋出口，获取外汇。”在《扩充纱锭计
划刍议》一文中，刘国钧提出以纺织业
为桥梁，在现有500万枚基础上，15
年发展1000万枚，为工业化提供所需
资金，发挥纺织产业的联动作用，并主
张利用华侨资金来发展工业。从对企业
管理和技术的创新，到对产业的创新，
再到对本土工业化道路的实践创新，正
是赤诚的爱国之心，形成了刘国钧创新
创业的“三部曲”。

刘国钧不仅是一位实业家，也是一
位收藏家。书画收藏笔记虽只涉及他的
部分书画收藏，但可窥见他对书画的鉴
赏能力。谈及收藏历程，刘国钧曾言：

“1941年开始在沪买书画，跑展览会，
认识钱镜塘，1944 年至重庆买画，
1948年在香港再买画，1950年由港回
沪大买，到后来要购古画，明清不多买
了。”1943年秋，刘国钧曾在上海出具
银行支票，委托程沧波征集因战乱而散
失的常州先贤遗墨。刘国钧收藏古书画
精品，既有重金搜求的心仪之作，也有
交往密切的画家和社会名流的酬答之
作。刘国钧将其书房命名为读画轩，书
画收藏的掌眼人主要有钱境塘、陈万
里、吴湖帆、谢稚柳等，交流和欣赏书
画的好友或是收藏家，或是画家，或是
文人，有王南屏、朱光、张炯伯、黄炎
培、陈光甫、刘靖基、许厚钰等。

大成公司还有个神奇现象：总经理
刘国钧收藏上千幅书画作品，后向南
京、常州、扬州、苏州、无锡、广州、
靖江、常熟等地八大博物馆捐赠书画；
协理刘靖基也收藏有数千幅书画作品；
大成一厂厂长华笃安则是金石收藏专
家；大成公司常州办事处主任何乃扬也
收藏诸多名人墨迹；大成总工程师陆绍
云有一定书画造诣，曾参加豫园书画善
会、海上书画会，还曾在日本举办画
展，担任上海美协首届会员理事，参与
筹建上海中国画院。

日记展现了刘国钧丰富的人生履
历，从中可以更好地解读刘国钧的创业
创新精神。历史学家茅家琦指出，“在
刘国钧经验方面应该很值得进一步研
究”。

常州儿女 / 葛吉霞

从日记看刘国钧的创业创新故事

宝章阁直学士蒋重珍

刘国钧捐赠书画 郑板
桥《荆棘兰竹石图轴》

左图：刘国钧日记

看到常州苏轼研究会群的消
息，才得知许植基先生已经仙逝
了，很是吃惊。记得去年乘31路公
交车时还遇到他的，虽然腿脚有点
不方便，但精神很好，两颊红润，
眼睛深邃有神。过了几天，再拜读
李寿生先生的怀念文章，更觉鼻子
发酸，潸然泪下。

许先生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
中文系，知识渊博，古文功底深厚，
更难得的是他具有钻研精神，对所关
心的问题非得刨根问底，弄个究竟不
可。因此，在对苏轼的研究上，可谓
造诣很深，见解独到。每有文章写出
都惊动“苏坛”。

记得2013年，我们一起去黄州参
加黄州苏轼研究国际论坛，他的大会
交流发言，惊动四座，吸“粉”无
数，会后有的约稿，有的要联系方
式。多年来，他在《苏轼研究》《放鹤
亭》 等苏轼研究报刊上发表文章无
数，对扩大苏轼的影响、弘扬传统文
化、助力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许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是严谨的、深
刻的，但在生活中他是活泼的、风趣
的，是个可爱的小老头。还是那年，在
黄州，无论是“赤壁之游”，还是看烟
火表演，他都一脸好奇，孩子似的顺着
人群往里钻，“抢”到了好位置，还回

头招手让我过去。我在人群中寻找着，
中等的个子，锃亮的脑门，几根稀疏的
头发破土春草似的东张西望，一颗银白
的假牙在唇边幽默地微笑着。朴实得像
个乡村老大爷，你怎么也和学者联系不
起来。

对晚辈，许先生又是真诚的、热情
的。一次，常州苏轼研究会年会后，他
郑重地对我说：“你文言文基础好，要
多做古籍古人的研究，成为某一个方面
的研究专家，比如黄仲则研究，做到一
提起黄仲则研究就想到你才行。别东一
耙子西一棒的，四处开花，成就不
高。”现在回想起来，这话是多么中肯
呀！人生能遇到几个这样厚德正直真诚

的老师！可惜，我现在还没做到，真愧
对了他老人家。

十几年前，我爱上了散文创作，在
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许先生就积极
鼓励，在《武进日报》副刊上发表对我
鼓励的评论文章，称为“阳湖才子”。
没想到，他会这样默默地在背后关注着
一个晚辈。于是，我仿佛也有了底气，
有了闯劲，心想不论怎样，都有个人在
背后撑腰。

可今天，这位撑腰的老人不在了。
我一直悲痛着，心里有话但又一时说不
出来，不知道怎样说，说得轻了，说得
重了，都不合适。也许世上有一种说不
出来的爱和怀念吧。

往事钩沉 / 半部堂

怀念良师许植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