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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篦箕巷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但
相比 10 年前，来这里的人开始多起来
了。”贾玮介绍，她刚接手企业时，篦箕巷
这边卜恒顺梳篦店的营业额仅有小几十
万元。近年来，随着常州旅游业的发展，
前来篦箕巷的人越来越多。客流的增多，
带动了梳篦店的生意逐渐向好。这几年，
卜恒顺梳篦店最多时一年营收突破了百
万元。

去年，贾玮和同事们一起设计了一款
运河梳篦。“运河元素的梳篦我们是首次
尝试，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今年，
该款梳篦改进后，会重新投放市场。”

当下，贾玮还在筹划着另外一件重要
的事情，那就是，围绕卜恒顺梳篦店内白
象梳篦开发新的产品。“我们发现，很多人
在运河边逛着逛着，就逛到店里来了。这
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所以，新
开发的白象系列梳篦，突出了年轻时尚元
素。”

缪德根和贾玮一样，也逐渐感受到，
相比前几年，来这条巷子里的人多了起
来。“我店里经常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他们
在欣赏运河景观的同时，还可以感受龙泉
印泥的文化。”

令他感受最深的是运河水变清了。
“以前，我师傅一直使用运河水做印泥。
上世纪九十年代，运河水不再像以前那么
清澈了，他开始暂停使用运河水。最近这
些年，干净的运河水又回来了，我又重新
使用运河水。”

缪德根认为，龙泉印泥中的“龙”指龙
城常州，“泉”就是指运河水。“我们做印
泥，水很重要，所以中国几大印泥的名称
都带有‘泉’字。运河水是运动的‘活水’，
做出来的印泥色度更纯，质量更好。但使
用时需要先把运河水放上一天，让杂质沉
淀，然后再使用。我相信，更好的运河水，
一定会制造出更好的龙泉印泥。”

龙泉印泥的“泉”又回来了

当年，运河沿岸车马如流，运河水上舟楫
如织。常州运河漕运发达，带火了一批商业
街巷，其中，篦箕巷就是代表之一。随着主城
区运河漕运功能消失，热闹的篦梁灯火逐渐
尘封在历史的深处。近年来，常州旅游业蓬
勃发展，篦箕巷的客流渐渐多起来，梳篦的生
意也好起来了；运河两岸环境得到有效治理，
运河水越来越清澈了，制作龙泉印泥又开始
使用运河水了。

“常州运河沿线，
篦箕巷肯定是最具代
表性的巷子之一。”今
年 75 岁的缪德根是常
州龙泉印泥第六代传
承人。自 2007 年得第
五代传承人刘顺昌传
承后，便长期担任钟楼
区璟昌印社社长。作
为常州知名度最广的
璟昌印社，几十年来一
直“蜗居”在古运河畔
的常州篦箕巷，传统产
品龙泉印泥名闻遐迩。

篦箕巷数百米长，
街上依旧有一些梳篦
店。两边的建筑也十
分有特色，除了特有的
马头墙，还有状元帽子
形状的墙头，处处充满
着书香气。除了璟昌
印社，知名老店卜恒顺
梳篦店也坐落在这里。

璟昌印社斜对面
有一个亭子——皇华
亭。亭内有一碑，上面
刻有“毗陵驿”三个字。

常州著名民俗专
家季全保介绍，毗陵驿
最早设于南唐，元代设
铺递。驿站为古时候
传递公文，供差衙及官

员途经时歇宿、换马处
所，有些类似现在的政
府招待所、联络站。常
州的毗陵驿站几经周
折，先在城内，后移城
外。

清代康熙、乾隆两
帝南巡江南，均由毗陵
驿登岸从朝京门入城，
再由通吴门出城后至
舣舟亭登上御码头，继
续东行。因此，毗陵驿
声名远扬。当时，毗陵
驿是常州古代仅次于
金陵驿的大驿站。

“那时候，毗陵驿
名气很大。就连《红楼
梦》结尾，也将宝玉出
走的地点放在了毗陵
驿旁的大码头。”季全
保根据资料查证，毗陵
驿最后一位驿丞为刘
盘生，负责毗陵驿站的
全部事务，并管辖常州
府范围内的漕运。

1908 年常州始设
官督商办电信邮政业
务，1911 年后，所有驿
站的业务都由火车、轮
船、邮政取代。驿站、铺
递裁撤，刘盘生本人也
转入沪宁铁路局谋差。

“梳篦世家延陵地”。常
州梳篦历史悠久，自魏晋南
北朝流行至今已有 1600 多
年的历史。资料记载，1949
年前常州从事梳篦制作的人
员多达 3-4 万人，且都是祖
代相传，行业面积占了常州
城的一半。在常州西郊和南
郊几乎家家户户、男男女女，
祖辈相传，忙时务农，闲时以
生产梳篦作为副业，因而常
州形成了木梳路、篦箕巷等
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篦箕巷最早叫花
市街。在民间，它改名还和
乾隆皇帝有关。”季全保介

绍，
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

路过常州时，曾和大臣刘纶
微服私访花市街。看到花市
街上热闹非凡，店铺一家连
着一家，一爿爿店中摆满各式
各样的梳篦，便随口说了一句
花市街应改为篦箕巷。于是，
篦箕巷之名就流传至今。

以前，篦箕巷一到晚上
家家店里挂着宫灯。晶莹闪
闪的灯彩映在运河水里，与
岸边船上灯火交相辉映，站
在文亨桥上远远看去，宛如
金色游龙，“篦梁灯火”就由
此而来。

卜恒顺梳篦店位于篦箕
巷中。资料记载，上世纪五
十年代著名的百年老店卜恒
顺梳篦店和汪义大梳篦店、
老王大昌梳篦店、王大昌永
记等名店相继加入常州梳篦
生产合作社。除了在篦箕
巷，该合作社又相继在普济
街、米市河、陆家巷、豆市河
分别租用民房组织生产，社
员最多时约700多人。

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
不断发展和国家政策变化，

常州梳篦生产合作社经历了
多次分、撤、并的调整。1970
年 3 月，常州市篦箕社、常州
市木梳社、常州市庆成骨制
品社合并正式成立常州梳篦
厂。上世纪八十年代，因运
河扩宽，篦箕巷得以改建。

2002 年 3 月，常州梳篦
厂改制为常州梳篦厂有限公
司。2014 年，常州梳篦厂有
限公司被收购，老厂长金松
群退居二线，80 后贾玮开始
掌舵公司发展。

旧时常州运河忙碌的场景 缪德根展示用运河水制作的龙泉印泥

大码头和毗陵驿都在这条巷子里

季全保（右）和缪德根（左）在毗陵驿前

以前的花市街，现在的篦箕巷

一条街见证一个行业的兴衰发展

如今，买梳篦的人
多起来了，做印泥又开
始使用运河水了

卜恒顺梳篦店的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运河水越来越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