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 墓 ， 或 为 考 烈 王 生 母 之 墓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楚顷襄王熊横似乎对园林建筑学颇
有研究，自从当上楚王以后，不断耗费巨
资兴建亭台楼榭、扩建宫殿，乐此不疲，沉
湎于此不能自拔。

面对秦昭襄王嬴稷的凌厉攻势，楚顷
襄王熊横畏秦如虎、毫无斗志。

一心只想着向秦国求和， 以求自保，
以图延续他的奢靡享乐。

他还是“一根筋”，听不进任何劝谏。
一怒之下，免去了喜欢铮言进劝的屈

原左徒职务，安排三闾大夫闲职（负责屈、
昭、景三家贵族祭祀事务）。

但是屈原还是继续进劝。
再怒之下，楚顷襄王熊横干脆把屈原

流放，逐出郢都。
他的父亲楚怀王熊槐客死秦国的悲

戚，还没有在楚人心头散去。
楚国朝野和百姓，对楚顷襄王熊横失

望至极。
谁都未曾预想，此时，一个美貌而聪

慧的楚国少女，她的心中同样积满滔天的
愤怒和如焚忧心。

她和楚顷襄王熊横，将以一种特殊的
方式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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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一个县邑长官，他虽然在外地

任职，却把家安置在都郢。
这个县邑长官，有一个儿子和女儿。
不幸的是， 这个县邑长官英年早逝。

原本有着优渥生活和很高社会地位的家
庭，从此跌落谷底。

县邑长官的儿子，被迫从军，生死、下
落不明。

县邑长官的妻子和女儿，在郢都艰难
度日。

不断有秦军即将打来的讯息传来，郢
都人心惶惶。

然而，郢都却军备松弛、城墙失修。
民怨鼎沸。
县邑长官之女，遍读诗书典籍，深受

其父影响，对楚国和六国局势有着自己的
深刻洞察和独特见解。

她决意挺身而出，面谏顷襄王熊横。
如你所知，她的名字叫做庄侄，也叫

做庄姪。
可是，怎么才能见到顷襄王熊横呢？
庄侄想到， 去楚王宫请求面见大王。

但是楚王宫高墙壁垒、守卫森严，任凭她
怎么苦苦乞求，武士毫不为动。

屡次请求，皆无功而返。
庄侄的举动，引起了一名楚国大夫的

注意。
大夫感动于一个少女，如此强烈而执

着的家国情怀，决意冒险帮她。
大夫告诉庄侄，三天以后，顷襄王将

出发去往距离郢都 500 里之外的一个地
方游玩。她可以在郢都外，顷襄王车队必
经之路，冒死拦截。

大夫看着她，无限爱怜地说，你要做
好丢掉性命的准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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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庄侄跪在官道边，双手高举着一

块麻布，上面用墨书书写着七个醒目大字：
“大王有三难五患”。
武士们出于同情和爱护，极力驱赶这

个女孩，以让她远离大王的视线，免得被
大王看见，白白丢掉如花的生命。

但是，女孩固执地跪在那里，不肯离去。
似乎，一切的缘起缘聚，命运中都有

一些注定和安排。
还是引起了顷襄王熊横的注意。

顷襄王停下车驾，让武士把女孩带来。
站在顷襄王面前的这个女孩，有一双

纯真无邪、不染世尘的眼睛。
她的眼眸流光。
只是那样一眼，布衣素颜、天生丽质

的女孩，让顷襄王的心里掀起波澜。
那一天，顷襄王熊横和庄侄有一场长

时间的精彩对话。 翻译成为今天的白话
文，如下：

你是否知道，阻拦寡人的车驾，就是
死罪？

当然知道。我在准备阻拦大王车驾之
前，就已经想好了。如果大王要杀我，请大
王允许我把要对您讲的话讲完。

你说寡人有三难和五患，寡人愿闻其详。
大王的“三难”是：大鱼失水；有龙无

尾；城欲内崩，而王无视。
听说现在秦军即将进攻楚国，鄢城首当

其冲，郢都更在秦军威胁之下。在这样一个
危急关口，大王竟然还要到距离郢都 500 里
之外的地方游山玩水，这不是“大鱼失水”吗？

大王您已经担任楚王好几年了，却还
没有立太子，这不是“有龙无尾”吗？

现在楚国内忧外患，灾难很快就要降
临，大王却毫不知情危险即将临近，这不
是“城欲内崩，而王无视”吗？

庄侄言辞犀利，表述清晰，直击要害。
根本不像一个她这样年龄的女孩所能言。

顷襄王不禁大吃一惊。
这是你自己所悟，还是有他人指点？
庄侄告诉顷襄王，自己的父亲是楚国

的县邑长官， 平时受父亲教诲和影响很
深，她自幼习读诗书，关注国家大事。

原来庄侄的父亲，是一位勤勉而有政
绩的县邑长官，可惜英年早逝。顷襄王对
庄侄的父亲十分熟悉和了解。

顷襄王邀请庄侄来到自己的车驾上
同坐，请庄侄继续讲述“五患”。

庄侄说，第一患，郢都的城墙虽然高
大深厚，却年久失修，守备松弛。第二患，
王公贵族、达官贵人和富豪们过着奢侈的
生活，可是老百姓缺衣少食，贫富悬殊。第
三患，大王痴迷亭台楼榭、扩建宫殿，国库
空虚。第四患，大王的骏马至少有百匹，吃
着精粮细草，很多老百姓却在挨饿，民心
尽失。第五患，大王身边环绕着奸臣小人，
却听不进忠臣逆耳良言。

顷襄王坐在那里，沉默。
许久。
然后下令，取消出游，车驾返回郢都。
顷襄王没有让庄侄下车，而是和他同乘。
车驾经过守卫森严的王宫大门，武士

们一眼就认出了和大王同乘的女孩。
武士向大王和女孩，行注目尊礼。
顷襄王宣布，纳庄侄为妃。
公元前 290 年， 庄侄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完。
顷襄王立完为太子，册封庄侄为夫人。
完，就是后来成为晚楚一代雄主的楚

考烈王熊完（酓前）。
《史记》中并无熊完出生的载述。
淮南武王墩考古发掘，其墓主人基本

锁定为楚考烈王熊完。
考烈王究竟叫做熊完， 还是叫做熊

元，引发热烈讨论。
《史记 春申君列传》 记载，“黄歇受

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秦留
之数年。”“太子完”就是太子熊完。

《史记 楚世家》记载，“三十六年，顷
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
元代立，是为考烈王。”

由此可见，“太子完”和“太子熊元”，
是同一个人。

只不过因为《史记》的不同载记，或者
说是“司马迁笔误”，出现了“熊元”和“熊
完”这两个名字。

所以，楚考烈王既叫做熊完，也叫做
熊元。都没有错。

这段庄侄的传奇故事，记录在西汉文

学家刘向所著《列女传》中的《辩通传 楚
处庄侄》。

楚处，本来意思是“楚国的少女”。后
来，楚处成为一个词语，延伸为机敏聪慧
的意思。

《列女传》中的《辩通传 楚处庄侄》
这段记载，间接告诉了我们，楚考烈王熊
完的生母，就是庄侄。

这为寻找楚考烈王熊完的出生以及
童年、少年生活轨迹和经历，提供了极大
帮助，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信息链佐证。

因为《史记》关于楚考烈王熊完的记
载，最早的出现，是从他的青年时代开始，
也就是太子熊完入秦为质子。

《史记 楚世家》记载，“二十三年，襄
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
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
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
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

楚顷襄王二十七年 ， 即公元前 272
年，那一年，太子熊完 1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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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讲，庄侄的出现，对于楚国来说，

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情。
庄侄不仅容貌出众、颜值超群，而且

学识渊博、口才一流、品德高尚。
顷襄王熊横对她极为信任和宠爱。
她管理着楚王后宫，宽厚待人，母仪

楚国，勤俭朴素，赢得了各方赞誉和尊崇。
作为母亲，她的身体力行，深刻影响

着太子熊完。
作为妻子，她经常劝谏，顷襄王熊横

也收敛很多，改进更多。
然而，尽管如此，凭借一己之力，庄侄

无法扶楚国大厦之将倾，也无力阻挡楚国
国运之衰败。

庄侄虽然没能改天立命，但她已经竭
尽全力。

历史对于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公平的。
你作出了贡献和努力，历史就会给予

相应的积极评价和肯定。
反之，亦然。
比如，庄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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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完出生于郢都。他在郢都的王宫高

墙深院，度过童年。
太祖父楚宣王、曾祖父楚威王创造的

“宣威盛世”之名，并不久远，足以让孩童
时代的熊完无限神往和骄傲。

祖父楚怀王客死秦国和宁死也不割
地求生的骨气，既让熊完心生怜惜，更让
他崇敬不已。

楚国广袤的疆域， 郢都的繁华兴盛，
给熊完留下深刻记忆。

然而，战争与杀戮，死亡与流离，动荡与
颠沛，风云际会，血雨腥风，伴随着他的童年。

他亲耳听闻水灌鄢城的悲惨 ，10 多
万鄢城楚人溺亡。

少年熊完，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郢
都的陷落。

12 岁少年熊完， 在母亲庄侄夫人的
陪伴下，跟随父王的车队，在精锐楚军的
护卫下 ，从郢都出发 ，千里辗转 ，一路东
行，历尽千辛万苦，抵达楚国新都陈城（今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初来，新都陈城的生活，虽然并不平
静和安宁，但夫人庄侄尽力为太子熊完创造
宁静，试图在喧嚣和昏乱中寻找诗和远方。

那个时候，历史的车轮已经行进至战
国晚期。

七雄皆有一统天下的壮志雄心。
落幕前的夕阳，总是格外绚丽，迸发

奇彩。
七雄争锋加剧，战役此起彼伏，厮杀晨昏

以继，英雄辈出，铁血以待，书写壮怀激烈。
作为太子和储君， 熊完个人的命运，

总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当楚国最需要的时候，作为太子和储
君，熊完没有其他可以选择，他也不可能
有其他选择。

熊完选择挺身而出。
公元前 272年春天，肩负挽救楚国存亡

的国家使命，太子熊完从楚国都城陈城出发。
目的地，秦都咸阳。
他将在秦都咸阳，开启传奇跌宕的人

质生活。
十年，王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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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都寿春之南，在舜耕山和瓦埠湖之

间的这片区域，绵亘着九条山脊。
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把九条兴风作

浪的龙，降服在这里，九条龙化为九条山脊。
此为“九龙卧波”。
今天这里很多地名，老龙眼、龙湖、龙

王沟，印证着这一传说。
这片区域，拥山、抱湖、襟河，地势高

立 ，视野宏阔 。从远古开始 ，这里森林茂
密，动植物繁衍生息。

从今天生态环境学的角度来看，这里
是万里挑一的风水宝地。

楚顷襄王迁都陈城之后，把钜阳作为
陪都，很早即开始着手营建寿春，布局谋
篇迁都寿春。

公元前 263 年，熊完接任楚王，营建
寿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公元前 241 年，
楚考烈王熊完迁都寿春。3 年之后， 楚考
烈王熊完因病在寿春去世。

从武王墩的规模建制和工程量来看，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3 年时间几乎不可
能完成如此浩大工程建设。 考古专家估
算，以当时生产力水平，完成武王墩工程
建设，至少需要 5 年。

这说明， 在没有正式迁都寿春之前，
可能即已开始武王墩陵墓的施工建设。

这印证和支撑了，在公元前 241 年之
前，楚国即已开始营建寿春城，并早有迁
都寿春的战略考虑。

楚国迁都寿春以后，舜耕山和瓦埠湖
之间的这片区域，成为楚国王室和权贵的
寝陵选地。

庄墓， 从其所在地势和位置来看，居
于楚国王室寝陵区域的东方、左上。

庄墓的墓主人会是谁呢？
以楚人尚东、 尚左的礼制和风尚，能

够占据如此尊崇位置的人，其地位要高于
武王墩（基本锁定为楚考烈王熊完）、李三
孤堆（楚幽王熊捍）墓主人。

一种说法认为，庄墓是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的墓。 这种可能可以完全排除。因
为，楚庄王熊侣的陵墓已基本确定，位于
湖北省沙洋县纪山镇纪山寺西北部。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庄墓是顷襄王的
墓。这种可能性也已基本排除。楚顷襄王
熊横的陵墓， 已基本确定在原淮阳县城
（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 东南 5 公里瓦房
庄西，又称“马鞍冢”。

学界认同度最一致的说法认为 ，庄
墓，是楚考烈王熊完的生母庄侄的墓。

庄侄作为楚顷襄王的夫人、太子熊完的
生母，从郢都到陈城，过钜阳，最后来到寿春。

庄侄，在寿春去世，其陵墓被称为庄
墓，即庄侄之墓。

庄侄之墓，位于今天的合肥市长丰县
庄墓镇。1965 年之前， 庄墓所在地一直属
于今天的淮南市寿县。1965 年， 成立长丰
县，庄墓所在地从寿县划出，属于长丰县。

时间流转，2200 余年。
这位旷世传奇的楚处庄侄，不仅生育

和培养了晚楚一代雄主考烈王熊完，而且
极大影响了楚顷襄王，进而影响了晚楚历
史进程。

她的王：夫君顷襄王，儿子考烈王，孙
子幽王、哀王、负刍。

这些年，庄侄依然在这里守护着她的
儿孙，她的楚国，她的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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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管子是管叔鲜的后裔
冯传礼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 ，
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奠基人， 辅佐齐
桓公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被后人
尊称为管子 。 《史记管晏列传 》
曰 ： “管仲夷吾者 ， 颍上人也 。”
管子生于公元前 723 （戊午 ） 年 ，
卒于公元前 645 （丙子） 年。

近年来有学者考证管姓缘起有
三： 其一管叔鲜的后裔， 其二周穆
王的后裔， 其三少数民族改姓。 持
这三种说法者都言之确凿。 但是近
年来随着管子其人、 《管子》 其书
和管子文化研究的广泛深入， 管姓
源起的研究也风生水起。 至于管子
其人， 是管叔鲜的后裔， 还是周穆
王的后裔呢， 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 ,要想厘清管子是周
穆王或管叔鲜的后裔， 必须从源头
说起。

众所周知， 周文王姬昌的长子
伯邑考早逝 ， 次子姬发就是周武
王， 其余一下分别为三子姬鲜、 四
子姬旦、 五子姬度、 六子姬处……
公元前 1122 （己卯 ） 年周武王姬
发联合诸侯， 在孟津战役中消灭了
殷纣王子辛后、 建立周王朝， 开始
大封诸侯， 凡姬姓子孙不惑不狂者
都有封赐， 如封姬鲜为管侯、 姬度
为蔡侯、 姬处为霍侯等等。 殷纣王
之子武庚被俘， 囚于管城 （封纣王
的儿子武庚于殷， 以奉其宗祀。 管
城就是今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 ）。
管叔鲜 、 蔡叔度 、 霍叔处是为三
监 。 公元前 1116 （乙酉 ） 年 ， 武
王姬发死了， 他的儿子姬诵继承王
位 ， 是为成王 ， 可是成王姬诵年
幼， 只有九岁 （有的说六岁） 周公
姬旦辅政 （监国）， 因周成王年幼，
大小国事都是周公姬旦说了算。 管
城的三监姬鲜、 姬度、 姬处看着不
顺眼 ， 心中很不服气 ， 于公元前
1115 年 （丙戌 ） 联合武庚起兵讨
说法， 史称三监之变。 后人又把这
一历史事件说成三叔管城之变。 周
公旦联合姜子牙在公元前 1114 年
（丁亥） 把三叔之变平息后， 接着
杀了武庚和叔鲜， 流放了叔度， 贬

叔处为庶人 。 因为叔鲜是三监之
长 ， 是哥哥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 被视为哥哥领着弟弟造反， 因
此， 处罚最重， 被杀头了。

《史记·管蔡世家》 曰： “管叔
鲜作乱诛死， 无后。” 这是就其官
方历史记录而言的 ， 是孤例 ， 因
此， “无后” 不足为凭。 管叔鲜武
王之第、 作为三监之首， 其家庭是
相当显赫的 ， 所谓 “无后 ” 的记
录， 实质上是对其家人的保护， 也
是对姬姓血统的保护和保存， 更符
合周礼。

《史记》 管蔡世家 :管叔鲜作乱
殊死无后。 平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殊死无后与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力一
样。 不是没有后代， 是不准他的后
代参加祭祀活动。

管叔鲜死后， 他的子孙们为避
难改姬姓为管姓， 从管城向南面淮
河流域逃难。 沿淮地区是淮夷所在
区域， 周天子鞭长莫及， 所以沿淮
地区成了管叔鲜子孙的避难地。 管
叔鲜的子孙们逃难到了淮河流域的
今颍上县建颍乡管谷湾 （村）， 见
这里水甘土肥， 民风淳朴， 就定居
下来 。 近四百年后的公元前 723
（戊午年） 管仲出生在当年管叔鲜
子孙避难地管谷湾 （村 ）。 关于管
子的生平事迹请见拙著 《管子的传
说》 和 《管仲传奇》 管仲相桓公霸
诸侯， 一匡天下， 是中国宰相制度
的奠基人， 是历史上的千古名相，
被管姓族人尊为始祖。 近年来， 一
些管姓家族的仁人志士、 社会贤达
从四面八方， 不远千里、 万里到颍
上县管谷村寻根问祖。 二零一七农
历五月初五适值管子诞辰 2740 周
年之际， 来自全国各地的管子后裔
同当地贤达及乡村民众， 在管子出
生地管谷村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华
布衣祭祀管子大典。

祭祀期间， 来自全国各地的管
氏宗亲们， 共同尊崇管仲为先祖。
那么， 可以确切地说， “管仲应是
管叔鲜的后裔”。

周穆王 （周穆王是周代第五任
的王， 公元前 1002 年-公元前 947
年在位） 也曾封其子孙于管城 （河
南郑州市）。 但从历史记载和民间
传说都没有发现周穆王的所封子孙
定居颍上。 只有管叔鲜的避难子孙
定居颍上， 所以， 说管仲是管叔鲜
的后裔当属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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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鑫、孙多森与上海阜丰面粉厂
赵 阳

徜徉于上海最为繁华的苏州河畔，
一条往西呈“Ｔ”型的道路展现眼前 。看
路牌，正是要寻踪探访的“莫干山路”。顺
路走进， 便是久负盛名的苏州河 “叉袋
角”半岛，一片标准的海派里弄建筑中，
包裹着几座红砖墙墩、 青砖漫墙的老房
子。其中一幢坐北朝南，四层砖木结构，
外墙西式挑檐，“巴洛克”装饰，拱券门上
悬有“面粉工业发展史陈列馆”匾额。走
近了看，门旁铭牌果然标有“阜丰面粉厂
旧址”字样，正文注明入选“中国工业遗
产保护名录”和“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以及
普陀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这就是中国民族资本所开办的第一
家机器面粉厂。它有着辉煌的过往，曾经
是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产业聚集地，
见证了中国面粉工业的拼搏与崛起，标
志着中国民族工业从此发轫。

它的缔造者， 就是安徽寿州 （今寿
县）人孙多鑫、孙多森兄弟。

孙多鑫(1865-1906)，字荔轩，光绪辛
卯举人，跟随任两广总督的外祖父李瀚章
(李鸿章长兄)在广东总督府从幕；孙多森
(1867-1919)，字荫庭，贡生出身，1893 年

从寿州迁居扬州经营盐务。孙氏为寿州名
门望族，孙多鑫、孙多森的叔祖父孙家鼐，
清咸丰九年(1859 年)状元，光绪皇帝的老
师，官至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孙多鑫、孙
多森的父亲孙传樾，中过进士，是李鸿章
的侄女婿，生有 6 子，孙多鑫、孙多森是其
长子和次子。孙家人口众多，经营当铺起
家，在寿州商铺林立，素有“孙半城”之说。

史料记载， 孙多鑫、 孙多森创办实
业，与他们的母亲有直接关系。这位夫人
是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女儿。 受李
鸿章兴办洋务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放，她
不主张子孙后代走科举的老路，而要求他
们学洋文、办洋务。她曾教育孩子们：“当
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
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
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按照母亲指引， 孙氏兄弟在其父亲
孙传樾去世之后，发奋创业，先去向其姑
父汉口道台何维健处租用盐票， 从事食
盐运销生意。 随着洋粉大量进入国内市
场，继而外商办厂，以机器制粉优于落后
的磨坊生产，引起兄弟俩注意。他们首先
调查了当时海关进出口货物情况， 发现

外国机制面粉进口数量日渐增多， 每年
要赚去国人 70 万到 150 万两关银。虽然
洋面粉售价是土面粉的 4 倍， 但因其色
泽洁白，粉质细腻，仍然很受国人欢迎。
而当时，“抵制洋货，发展工商”的呼声响
彻朝野，国家为了鼓励工商，还对面粉业
给予免税优惠；了解市场后，兄弟俩接着
又来到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增裕面粉厂待
了两天一夜，对这家正在试机出粉的工厂
进行了全面考察， 详细掌握制粉过程，计
算利润和成本， 为自己办厂提供科学依
据。掌握第一手资料后，兄弟俩决定，仿效
增裕面粉厂，在上海投资建设面粉厂。

说干就干。经过踏勘，孙氏兄弟把厂
址定在了上海苏州河边的“叉袋角”半岛。
这里地处英美管辖的公共租界西端，水陆
交通便利，且地价便宜。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兄弟俩筹银 20 万两，在莫干
山路购地 80 亩，平地建厂。然后派人远
赴欧美，选购生产面粉的机械设备，最终
在美国爱立司厂以 2.2 万美金订购了全
套面粉生产机械设备， 同时以月薪 200
美金的优厚薪金聘用该厂技师， 来到上
海进行机械安装，培训工人，指导生产。

经过两年筹建，1900 年春， 阜丰面粉厂
正式开机生产，宣告国产机粉面市，结束
了中国只能生产土面粉的历史。

阜丰面粉厂的面粉刚上市时，孙氏兄
弟设计了一个“老车牌”商标，因为根据家
谱记载，孙家祖上是从山东济宁推着小车
去的安徽。 在寿州孙氏祠堂的大门上，就
曾经画着一辆小车， 以示后代不可忘本。
后来，孙氏兄弟又把“老车牌”改成了“自
行车牌”，以示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

阜丰面粉厂在筹办过程中， 充分利
用孙氏家族的官场影响， 以及清政府奖
励实业的优惠政策，向商部立案注册，并
由孙家鼐奏呈慈禧太后援例免税， 并很
快获准 “概免税厘 ，通行全国 ”。开业当
年， 孙家鼐托病辞去协办大学士兼工部
尚书官职，积极支持办厂，并以其长子孙
传懋名义投资白银 1.5 万两(折合银元 2
万余元 )入股。人事管理方面，孙家一向
“用人唯亲”，孙多森、孙多鑫亲任正、副
经理， 除必不可少的技术人员不得不招
聘外地人外， 管理人员都是孙氏宗族中
人，工人均从寿州家乡带来。随着生产扩
大，人员增多，1904 年，阜丰面粉厂在工

厂隔壁建造专供工人和职员居住的里
弄，并以厂名命名为“阜丰里”。远从淮河
岸边寿州城乡赶来“淘金”的老乡们，从
此在上海“十里洋场”洗脚上岸，落下根
来，开花结果，生息繁衍。

自创办以后， 阜丰面粉厂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坚持厂商一体、稳扎稳打，
很快站稳了脚跟。至抗战前夕，资本额已
由创办时的 41.7 万元增加到 300 万元，
日产面粉从 2500 包增加到 2.6 万包，约
占当时整个上海日产面粉产量的 20%，
成为全国机器面粉工厂的 “超级巨星”,
号称“远东第一”。在此期间，孙多鑫、孙
多森兄弟俩还先后投资创办了山东济宁
济丰面粉厂、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投资
租办了上海长丰、裕通、祥新、信大与无
锡泰隆等 5 家面粉厂， 使阜丰系统的日
生产能力达到 5.15 万包，占全国同期机
器面粉厂日生产能力的 11.39%。孙氏兄
弟成为国内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除了创办面粉厂外， 孙氏兄弟还创
办了许多北洋实业。令人惋惜的是，1906
年 ， 正值中年的孙多鑫病故 ； 孙多森
1913 年任中国银行总裁，1916 年开办中
孚银行，1919 年 7 月在天津病故。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阜丰面粉
厂一面代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华
“救济麦”，一面自营。上海解放后，人民
政府给予贷款，委托加工，鼓励发展经营。
1955 年 10 月，阜丰面粉厂成为公私合营

企业。1956 年 11 月， 上海市粮食局进一
步调整面粉工业生产能力，将毗邻的阜丰
面粉厂和福新面粉厂合并为阜丰福新面
粉厂。合并后，新厂开工率提高 70%，全年
生产面粉 1415 万包， 成为全国最大的面
粉厂，造就了一个“面粉半岛”的辉煌时
代。1966 年，阜丰福新面粉厂改为国营企
业并更名为上海面粉厂；1984 年，组建为
上海面粉公司。2003 年， 始建于 1898 年
的上海阜丰面粉公司老厂房停止运营。至
此，阜丰面粉厂退出历史舞台。

粼粼苏州河， 滚滚流淌着上海 180
多年的开埠史， 也在滔滔述说着近代中
国的工业发展史。 阜丰面粉厂的兴衰浮
沉，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所幸的
是，时代不会让那些有故事、有温度的人
和事湮没，也不会让承载着世人记忆的老
建筑沦为废墟。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
展史上的佼佼者和见证者，饱经沧桑的上
海阜丰面粉厂经过保护修缮、 复活重塑，
被改造成博物馆和创意园，多样建筑体和
多样业态融合一起，既在保护的同时赋予
了老建筑更多的可能性，也平添了新建筑
的历史气息。这些建设中，新时代的寿州
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踏着前人足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初到目前，寿县约有 30 万人在上海大街
小巷各行各业奉献着智慧和汗水， 续写
着百年前的辉煌。他们扮靓了大上海，也
收获着自家的富足与幸福。

hnrbhh7726@163.com

颍上县管仲老街一隅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