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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报道 杨柳依依的京杭大运河，
就像剧中杨春早的名字一样，
杨柳依依春来早，今朝运河起
春潮。翘盼已久的历史传奇剧
《运河风流》，终于在山东卫视
黄金时段闪亮播出，像一首悠
远、绵长而高亢的歌，在京杭之
间，在运河两岸，吟哦传诵，引
发一波又一波的共鸣与反响，
好评如潮，喝彩不断。

我从忙中抽闲开始，看到
痴迷地追剧。随着剧情的铺
展、跌宕与陡转，我不禁心潮
澎湃，感慨万端——发生在我
们济宁、我们身边的故事，如
此地婉转动人、激荡人心。这
是历史河湾的风流，这是历史
长河的风流，这是一方水土的
风流，这是济宁人、山东人、中
国人的风流，这是炎黄赤子、
热血志士的风流。

这部以运河主线贯穿，以
真实故事为原型，以民国初期
黄子荣、宋鲁生、杨春早为代
表的“济宁三杰”跌宕起伏的
家国叙事，展现讴歌了运河儿
女追求大义、大爱、大信的情
怀与境界，彰显了一脉清流，
一方热土之上赤子群体的爱
国情怀。

我是在运河边出生、运河
边长大的，运河就是我的母亲
河，运河就是我最初的展望。
初中时代的青涩里，我写的第
一首诗，就是大运河。往前追
溯，我曾祖父、祖父，都是沿着
京杭大运河走出自我，走向大
爱与深情的。他们沿着运河
走南闯北，走向广阔豪侠的江
湖生涯、救苦生涯、除恶生涯，
也树立起我的先辈们嫉恶如
仇、为国为民、刚烈忠贞的家
风与傲骨。

到了我父亲这一代，革命
的星火已在运河两岸蔓延，他
就是沿着运河堤岸走向革命
生涯的。他追随着为百姓谋
求福利，为祖国抵御外辱，为
人民求得解放的共产党游击队、别动队、特务连和特务
营，到汶上剿匪，到兖州攻城，到湖上抗日，到胶东突围，
到淮海决战，到海岛戍守，到抗美援朝的鸭绿江边……
每当我捧起他的革命勋章，心底就燃起一团豪情与壮志
的火焰。于是，我也从运河畔的家园走向了南疆的炮火
硝烟。

十年前，我撰写出版的以家族家史为背景的长篇传
记小说《追寻岁月》，三卷本的副标题分别为“双侠英豪”

“铁血忠诚”“正道沧桑”，尤其是对经纬双线的地域构架
和情节交叉中，其纬线布局也是以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
河为主线、为脉络而布局而展开的。

蜿蜒流淌的大运河，是我生命的摇篮、生活的道场
和文学的原乡。在《运河风流》中，我有着根深蒂固、深
入骨髓、越陷越深的代入感和自豪感。

多少年来，每当耳畔响起乔羽作词的《上甘岭》插曲
《我的祖国》，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大
运河。在他老人家的殷切属望和谆谆教导下，我作词并
传唱的多首歌曲，也是抒写大运河、歌唱大运河、珍爱大
运河的。

《运河风流》从最初酝酿，到确定创作，再到完成剧
本，用时五年之久。这五年里，编剧高满堂先生曾数次
来到运河边，感受它绵延千里、流序经年的往事和内涵。

高先生说：“望着蜿蜒远去的河道，我时常在想，当
年在这条运河畔，在声声号子声中，生活着怎样的一群
英雄豪杰、文人墨客、运河儿女？他们是如何的柴米油
盐？又是怎样的仁义忠勇？这五年里，我查资料，做采
访，渐渐的，主题从生硬到圆润，从直白到丰富，从严肃
到温和；情节从杂乱到条理，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精
密；人物从模糊到清晰，从呆板到生动，从冰冷到温润。
这条缓缓流淌了千年的老运河，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梦
里流淌着，最终在我的笔端流淌出了故事，流淌出了人
物，流淌出了一部六十多万字的《运河风流》剧本”。

追剧、沉思、畅想，《运河风流》铺设了“三大家族”为
主线的人物关系网，云集铺展各路人物与情节，并构架
和描摹运河儿女及其身后家国的传奇命运，追述铺展了
民国初年的风云际会和历史烟云，深刻挖掘官商儒的社
会阶层、精神品质和文人风骨，生动诠释刚正为官、信义
经商、正气治学的社稷理想和人生正道。

“三大家族”在三十年的历史纵线和命运流衍中，引
申到民国初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宏大史实，把主人
公的个人命运和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构思、渲染于一
体，平添了剧情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史实感。

黄家世代为官，“修身立宦海，持德见青天”的门匾，
昭示着黄氏家族的人生信条和立家之本，为主人公黄子
荣铺垫了人生背景和生命底蕴。

杨家萃文阁“洁身正骨”的匾额，也同样造就出智儒
慧心的杨春早，且有着与生俱来的凛然正气和铮铮傲
骨，以至于宁可致哑也不辱魂。

宋家的客厅则高悬着“信义天下”的匾额，这是宋氏
家族的传家训与生意经，从而造就出“商之义气”的宋鲁
生。

浓墨重彩的是，出仕为官的黄子荣，因为看不惯旧
时官场贪官污吏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那滩浑水，辞
官回家，聊避风雨，却又为济宁民众的生计大事而挺身
参选，并智勇双全地在官匪之间巧妙周璇，惊险连篇。
不计与宋家的世代恩怨，帮宋鲁生渡过多次危机难关，
既维护了善商良贾的合法利益，又促进了济宁商业的繁
荣。心存大义的宋鲁生也知恩图报，在黄家遭遇危难之
时，也不吝出手，多次相帮，处处隐含和体现仁义礼智信
的传统美德。

抗日战争爆发后，心怀爱国情结的黄子荣，又策动
女匪头领一片云走出匪窝的孤岛和人生的孤岛，风风火
火地参加了抗日队伍，完成了本质的蜕变和人格的升
华。

作为济宁市作家队伍中的一员，我惊叹、赞叹剧中
的人文情怀和家国情怀。作为民族工业的传承和实践
者，我也关注、追念、思考剧中有关民族工业的剧情剧
段。

《运河风流》给我的视觉、知觉和感觉是震撼的，也
是振奋的。

运河侧畔，尽显济宁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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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电视剧《运河风流》在山东卫
视完结播出。作为反映济宁文化风貌的作
品，该剧一经播出，就引发社会热议。4月24
日上午，记者来到济宁玉堂酱园，探究《运河
风流》关于这家百年老字号的背后故事。

一见到《文化周末》记者，山东玉堂酱园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何景春笑着说，来到玉
堂酱园，就是找到了《运河风流》故事的根。

“这件事还要从2014年说起，当年是玉
堂酱园300年大庆。”也是在这当口，玉堂酱
园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编剧高满堂。
他是《闯关东》的著名编剧，这次来到玉堂酱
园，就是想写一部反映运河与儒商的剧本，而
说到“运河”与“儒商”，自然是绕不开玉堂酱
园。

高满堂先后4次来到玉堂酱园，对玉堂
文化十分感兴趣。在不断地了解、查证中，高
满堂用半年时间写完了《运河风流》的剧本。

“写完剧本后，《运河风流》总导演张新建又来
玉堂酱园采风，我们全程做了接待。”2017年
10月13日，《运河风流》第一集正式开拍，拍
摄地点就选在了济宁玉堂酱园。

《运河风流》中，多次提到玉堂酱园的酱
菜，比如品尝玉堂酱菜，把玉堂酱菜当作礼物
等，都是民国时期济宁人的生活日常。剧中
的“商会会长”原型，就是玉堂酱园的老板。
热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剧中“掌柜”的扮演者，
就是何景春。

《运河风流》中不少人物原型和故事，都
是源自真实的历史，编剧把多人的故事和特
点相融合，创造了剧中的人物。在真实的历
史中，玉堂酱园几位总管也是鼎鼎有名的儒
商。

戴阿堂，苏州人，生卒年代不详，于1714
年在济宁南门口创建玉堂酱园。他本是江南
船户，沿河贩运行商多年，往返于南北运河，
发现济宁州南门口经济繁荣，商贸发达，南北
商人众多，且交通便利，于是毅然弃船登陆，
由行商改为坐贾。

戴阿堂驻足济宁，打算开一家酱菜铺。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他在南门口外的运
河南岸买了一块地基，沿街盖了3间灰厦门
头，垒起一排泥巴柜台，开了酱菜铺，还找了
几个伙计。依照时兴的习惯，他为店铺取名

“姑苏戴玉堂”。
戴阿堂前期主要是贩运南方酱菜为主，

之后为了迎合北方人的口味习惯，他不断改
良，终于制造出了既适应南方人的甜口，又适
应北方人咸口的“玉堂酱菜”，可谓南北风味
兼蓄。从此，玉堂酱菜深受济宁百姓的喜爱，
传承至今。

梁圣铭，济宁人（1795年—1850年）。18
岁进玉堂学徒。1816年，冷长连与孙氏家族
联手买下玉堂十余年后，聘任时任总会计的
梁圣铭担任玉堂首任总管。他上任后，努力
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种
类，扩大经营范围，规范经营管理，推行劳动
定岗定级制，建立“规矩牌”制度，立下了“货

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店训。
梁圣铭多方融资，发行钱票，精心编著

《生意论》以教后人。他在任23年，酱菜增加
十余种，始创了豆腐乳、状元红和金波酒等品
类。清代文学家李汝珍，在其所著《镜花缘》
第九十六回，将济宁金波酒誉为“天下美
酒”。梁圣铭在任期间，玉堂从一个小店铺发
展成为济宁州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坊。

陈守和，济宁人（1835年—1905年）。16
岁进玉堂学徒，1875年出任玉堂总管。上任
后，在继续推行原有经营管理的同时，注重产
品推广和社会交际，多方筹集玉堂发展资金，
提升玉堂知名度。

陈守和以重金聘请，由清末著名书法家
项文彦为玉堂书写了百字广告，镶于店内墙
壁和店外围墙上，吸引过往游客观赏，开创了
以书法艺术为产品宣传的先河。

1886年，陈守和利用孙家在朝为官的影
响，把玉堂酱菜送入皇宫。慈禧太后品尝后
大加赞赏，称其“京省驰名，味压江南”。从
此，玉堂酱菜成为上层社会礼尚往来的佳品。

孙瀞峰，济宁人（1857 年—1920 年）。
1906年任玉堂独营首任总管，上任后对玉堂
进行了全面改革，重设管理机构和岗位职责，
改革了多项店规和工艺制度，按技术和岗位
施行不同等级的月资制度及奖罚条例，理顺
生产关系，实行“七行、八作”管理模式，有效
调动了店员的生产积极性。

孙瀞峰在任期间，大力开发新品，力创名
牌，研制出万国春、冰雪露、宴嘉宾及丰年乐、
合家欢等多种露酒。1910年，玉堂产品在南
洋劝业会获奖；1914年，在济南举办的山东
省第一届物品博览会上，有35种产品获奖；
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玉堂金波
酒、万国春酒、宴嘉宾酒、冰雪露酒、酱油和酱
菜，获得5枚金奖和1块奖词，为国家赢得荣
誉，玉堂从此名震国内外。

孙笃丞，曲阜人（1897年—1965年）。孙
瀞峰之子。1938年任玉堂总管，当时日寇侵
占济宁，时局动荡，他审时度势，利用多种手
段，周旋于日、伪、匪之间，使玉堂能够维持生
产，在艰难的环境中存活下来。

1948年7月，解放战争时期，驻扎在济宁
的国民党部队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攻城，放火
烧城三天三夜，玉堂酱园毁于一旦。两个月
后，孙笃丞组织店员重建家园和店铺门面，恢
复生产，使玉堂品牌得以延续。

1950年至1954年，三大改造时期，孙笃
丞的思想发生激烈变化，从抵制改造到消极
接受，再到主动要求改造，积极接受政府领
导。他积极与政府合作，促进公私合营的全
面开展。

玉堂酱园于1954年7月1日实行公私合
营，公方代表王晓东任董事长，资方代表孙笃
丞任经理。自此，玉堂酱园进入了全面发展
时期，孙笃丞亦当选为山东省第一、二、三届
政协委员。

《运河风流》中，百姓吃玉堂酱菜是生活

日常。在历史中，真正让玉堂酱园声名鹊起
的，是慈禧太后品尝玉堂酱菜的故事。

1885年（光绪11年），在清朝宫廷中发生
了一件大事。老家济宁的当朝军机大臣孙毓
汶，遭当朝御史弹劾，理由是孙毓汶既当官又
经商，与民争利，有违大清律“为官不经商”之
嫌，应予查办。孙毓汶是孙玉庭之孙，也是玉
堂大股东之一。

孙毓汶诚惶诚恐禀告皇帝说，老家确有
一个小酱菜铺，是家里人自己种菜，自己腌
制，自家人食用，剩余一小部分方便给予邻居
们，只是一个制钱的小生意，没有与民争利。

慈禧太后听闻此事后，下旨要品尝玉堂
酱菜。孙毓汶受宠若惊，立刻派人快马飞奔
济宁传旨。时任玉堂总管的陈守和不敢怠
慢，选派最好的技师林大松筹办此事。他们
计算好到京的时间，制成半成品装到船上，边
行船边制作，船到北京正是酱菜成熟的最佳
时间。

进京后，孙毓汶把酱菜呈给慈禧太后品
尝。光泽鲜艳，脆嫩适口，酱香浓郁的玉堂酱
菜，慈禧太后品尝后大加赞赏，誉为“京省驰
名，味压江南”，赏赐林大松为七品御厨，并下
旨玉堂酱菜作为贡品送入皇宫，玉堂酱园由
此名声大振。

《运河风流》为何在玉堂酱园拍摄？最主
要的原因，是玉堂酱园和运河息息相关。可
以说，玉堂酱园是伴随运河而生的。在济宁
商贸业空前兴盛的清朝年间，苏州船户戴阿
堂登陆济宁，创办了“姑苏戴玉堂”，货源多为
苏州“潘万成酱园”所产各种酱菜、腐乳，以及
济宁当地所产的酱油、食醋等。这就是如今
玉堂酱园的发端。

《运河风流》反映的是民国时期的济宁，
剧中多次提到玉堂酱园，这是完全符合历史
的。民国时期，玉堂酱园出品的酱菜享誉国
际。1914年，在济南商埠公园召开的山东省
第一次物品展览会上，玉堂酱园参展的42种
产品中，有35种获奖。

其中，获金牌奖的酒类共16种，获金牌
奖的酱菜共16种。此外，特品冬菜和远年酱
油也获得金牌奖，黄嫩甜酱获银牌奖。在此
次展览会上，玉堂深受各大参展商号的关注
与羡慕。展览会评议长王寿彭称赞说：“玉
堂所制酱菜向称特品，在国内外贸易品中，
其制品之精良，其制造法之优美，固独树一
帜”。

此外，《运河风流》中的宋鲁生等儒商，为
国为民参与武装斗争，同样也有真实的历史
写照。抗日战争时期，玉堂酱园拥护中国共
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9年，资
助滋阳县（今兖州）郑逵生领导的抗日游击
队。1940年前后，玉堂酱园为党的地下联络
站，多次掩护中共济宁城关支部成员范铁民、
路延岭、郑又樵等抗日人士躲避日本宪兵队
的搜捕。

1946年1月初，八路军攻克了济宁城附
近的敌人据点。一天晚上，八路军的先头部
队在陆连长的带领下，秘密进入南门外的玉
堂酱园，做攻城前的准备工作。这时的资本
家都吓得躲了起来，但玉堂的工人们却大胆
出来，热情迎接八路军的到来。

工人们有的烧水，有的做饭，有的引导战
士们察看攻城地形，直忙到第二天凌晨。黎
明时分，工人任绪连突然想起一件事，赶紧找
到陆连长说，紧靠着玉堂有个隐秘的警察所，
那里有伪军驻守，还有通往城里的电话。陆
连长听到后，立即带领战士们拔掉了这个据
点，为攻城扫除了一个障碍。

1月9日清晨，攻城的战斗打响了，玉堂
酱园的工人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运
送弹药，奔忙在战斗线上。经过激烈的战
斗，国民党部队被打垮，济宁城获得第一次
解放，工人们欢欣鼓舞。不久，上级派八路
军陆连长和5名干部来到玉堂酱园，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进行阶级教育，提高工人觉
悟。

经过组织发动，于1946年2月17日召开
了工人与资本家说理大会。会场正中悬挂着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周围贴满了红色
标语，玉堂酱园全体工人和其他行业的工人
代表2000多人，参加了由市工会主持的说理
大会。

会上，玉堂老工人张贵荣、张贵喜、任绪

连、单心田等人，先后上台与孙笃丞进行了面
对面说理斗争。会后，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达
成了5项协议。这次说理大会取得了极大的
成功，不仅为工人们争得了实际利益，也鼓舞
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此后，上级党组织派五区委组织委员唐
素同志，来玉堂考察指导工作。经过考察，在
说理斗争中涌现的工人积极分子，任绪连、李
传科、张玉山等5名同志，光荣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并且成立了济宁第一个工厂党支部，唐
素同志任党支部书记，任绪连同志任副书
记。从此，玉堂酱园有了党组织的领导，在后
来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济宁第一次解放后，由于在玉
堂举行的说理大会取得空前的成功，为工
人们争取了利益和生产保障，大家的工作
热情十分高涨。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济
宁市工会领导人杨佩同志来到玉堂，调研
情况，多次与工人们座谈，鼓励他们与资本
家进行斗争。

为了更好地调动工人们的积极性，杨佩
同志决定在玉堂建立工会组织。经过工人们
的积极推荐，玉堂工人张贵荣任工会主席，张
玉山任工会副主席，这也是济宁第一个企业
工会。同年6月，玉堂工人刘松堂被选为济宁
市人民政府参议会代表，赴邯郸参加由薄一
波主持召开的冀、鲁、豫三省人民政府代表会
议。

1946年，玉堂党支部、工会相继成立后，
工人们意气风发，干活不觉苦和累，但资本家
感到末日来临，处处作梗，转移资产。工人们
为了保护工厂利益，在中共济宁五区区委的
领导下，以党员和工会会员为骨干，组织成立
了20人的民兵钢枪队，杨永福为队长，任绪
连为指导员。他们一边生产，一边值勤，白天
上班，晚上巡逻，有效维护了玉堂的生产秩
序，保护了资产不受损失，并在以后的防特、
反霸斗争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运河风流》里“济宁三杰”之一的宋鲁
生，是儒商的代表。在何景春看来，儒商的
发源地就在济宁，第一位儒商是孔子的学生
子贡。儒商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
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堪称孔子高徒，
儒商鼻祖。他是孔门十哲之一，善于雄辩，
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的丞
相。他善于经商，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端
木遗风”，是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
气，他也成为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
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
界所推崇。

何景春向《文化周末》记者表示，儒商，源
于儒家思想，是“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
者的道德与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
儒客的楷模，商界的精英。

儒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念，规范
自己的商业行为，把儒家的价值理想与市场
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遵循并指导市场活
动。“现代儒商”多指有文化、讲道德、善理财、
会管理、创效益，并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商人
或企业家。

“外地很多酱园做所谓的‘高端产品’，一
瓶酱油好几百，这是不符合商业规律的。酒
可以储存，酱油不行，过了保质期就变味了。”
何景春说，《运河风流》体现的儒商精神，其实
就是玉堂精神。

儒商精神的核心，就是为消费者考虑，诚
信经营，真材实料，谋利有度。何景春表示，
作为在运河之上兴起和发展的百年老字号，
玉堂酱园会肩负起时代重托，做运河之上的
风流儒商。

《运河风流》：应运而生的百年老字号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