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统计，在1900年(光绪26年)前的50年间，山
东省58%的举人出自胶东半岛和鲁中一带，当时
此地读书仕进蔚然成风，书籍的需求量较大，进
而催生了一批印刷字号。起源于招远辛庄镇孟格
庄村的“成文堂”书局(人称大书铺)和“成文信”书
局(人称二书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两家书局不
仅为我国特别是胶东一带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
了贡献，还在家乡村落里留下了大量的清末精美
住宅，彰显出书铺人“地偏香界远，心净水亭开”
的别致心境。

大书铺开胶东雕版先河

清咸丰至同治之初，招远辛庄镇孟格庄村的
青年刘金贵以挑担卖书为业，从走街串巷到路边
摆摊，由于当时胶东地区学风兴盛，刘金贵颇有
些盈利，后白手起家在胶州开设“成文堂”(也称

“诚文堂”)书铺，时人称为“大书铺”，从刻书、印
书到卖书，进行一条龙式经营。1885年刘金贵去
世后，其子刘寿楠对原址进行了扩建。

此时是刻书时期，要求所有工序均由书铺一
手完成，“成文堂”书铺的业务包括选购木料，加
工木版，自行设计款式在木版上刻字，再进行印
刷和装订。当时虽有不少书贩和书店，但大多局
限于卖书，而未像“成文堂”一样将经营范围从发
售向产业上游扩展，加之经营得法，“成文堂”发
展很快，相继在即墨、青岛、高密、烟台、济南等十
几个城市开设了分店。据当地资料记述，到清朝
末年，成文堂仅藏存的图书雕板，就占用了六间
房屋。如今在民间征集的古籍，如经史诸子、诗赋
歌词、古文辞类及启蒙读物类，成文堂刻本占四
成以上。

如今在山东省图书馆及潍坊市、烟台市、淄

博市图书馆，青岛市图书馆、博物馆，都藏有清末
成文堂出版的图书，青岛、烟台、威海、潍坊、胶
州、即墨、平度等胶东的旧书市场上流通的古籍
数量仍不少，其中不乏成文堂版本，而胶东各县
市民间收藏爱好者所珍藏的成文堂(包括二书铺
诚文信)版本的线装书，数量也相当可观，当年

“成文堂”书铺业务的兴旺可见一斑。
当年的成文堂又主要是为乡塾和科举服务，

适应了当时社会需求，因此顺势而盛，所以它的
兴起发达是必然的，对社会文化事业的贡献也是
可观的。

小伙计创办二书铺

“‘成文信’的创始人刘作信本来在大书铺当
伙计，1875年左右辞职后在潍县另设书铺，因为
时间上比‘成文堂’晚，又都是本村刘氏家族创
办，所以村人都将‘成文堂’称为‘大书铺’，而将

‘成文信’称为‘二书铺’。两家书铺不仅在经营领
域上一脉相承，在族谱上追溯也属于同一个大家
族。”孟格庄村的村民刘文祥是大书铺的后人，对
两家书铺的渊源了如指掌。

刘作信在经营二书铺期间，与南方商人来往
密切，将业务延伸到文具领域，当时文人需要的
宣纸、毛笔和墨等均可以在“成文信”购得，为扩
大经营打下了基础。同时，刘作信很有发展家族

企业的理念，他有3个儿子15个侄子，以“先”字排
辈，总共18人。这18个兄弟分别在北京、天津、安
东、哈尔滨、长春、吉林、营口、烟台、龙口、黄县、
泰安、周村等地分设“成文信”分号。之后的几代
人子承父业，分别经营各地书局，在建国前的出
版发行业中，“成文”字号已久负盛名。

早年的北京，账房先生有句口头禅：“北有成
文厚，南有老立新。”意思是说，全国最有名的账
簿商店要数北京的“成文厚”和上海的“老立新”。
其中“成文厚”字号的经理刘国梁就是刘作信的
第三代后人。1935年，以经营通俗读物、学生用书
和文具为主的北京“成文厚”在西单北大街开业，
但“成文厚”所出售的旧式课本和文具与当时北
京普及的新式教育脱节，初涉北京市场的“成文
厚”生意很不景气。正在寻求出路的刘国梁抓住
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中国会计改进运动，与出
版《改良中式簿记》一书的北京德泉簿记学校校
长、会计师贾德泉合作，设计出国际通用的借贷
式账簿及西式记账单据等三十余种产品，并立即
投入印刷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刘国梁已经具有很强的
版权意识，在“成文厚”产品上均署上设计者的姓
名，并郑重标明“翻印必究”。为了扩大账簿的声
誉，刘国梁还精心设计了象征“成文厚”业务呈飞
跃发展之势的商标———“燕飞大地”图形的“燕京
牌”商标。“燕京牌”各种会计用品很快占领了我

国华北、西北、东北的绝大部分市场，“成文厚”逐
渐成为全国著名的主营会计用品的商铺。

国货精品“鸵鸟”墨水

大书铺的伙计刘作信创办了二书铺，二书铺
的伙计郭尧庭则研制出“鸵鸟”牌墨水。

郭尧庭15岁就离开家乡到辽宁丹东的“成文
信”文具店做学徒，他踏实努力深得老板刘重先
的重用。1934年，为了避开伪满对东北的经济管
制，开拓新的销路，郭尧庭被派到天津推销书籍
和文具。次年，郭尧庭建起“成文信”天津分店。

当时提倡国货的呼声甚高，但是国产的盐基
性墨水和墨水片在质量上根本无法与进口墨水
抗衡。郭尧庭决心改革国产文具的品种和质量，
早日结束洋货垄断市场的局面，他抓住二战期间
进口墨水减少的契机，积极投身研制蜡笔、复写
纸、速写纸和纸石板等，1942年郭尧庭开始在店
里组织研制使用范围广、销量大且极具发展前途
的墨水。

郭尧庭对墨水原料严格把关，非质量上乘者
不用。比如制墨水的水质，郭尧庭放弃成本低廉
的白开水，选用造价较高的磺化煤处理水。而对
于制墨水的主要原料品蓝块，也选用了货源紧、
售价高昂的德国金牛牌的。

经过两年多反复试验，不断调整配方、选
择颜料、改进水质等，先生产出少量普通墨
水，取名“丽得”牌，供学生们使用。直到
1945年终于研制出了鞣酸铁墨水，即蓝黑墨
水。此时市场上“骆驼”牌颜料正风靡全国，
骆驼有耐久力，寓意颜料永不褪色。郭尧庭由
此反思“丽得”牌，感到很缺乏民族气息，遂
决定停用此商标，而选择同样非常具有耐力的
“鸵鸟”为墨水命名。优质的“鸵鸟”牌墨水
宣传得法，销路大增，很快驰名于“三北”(华
北、东北、西北)地区，并推及全国。

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滴墨水的天津墨水厂，其
前身就是诚文信文具制造厂。在1945年经过各项
技术指标检测对照，鸵鸟高级蓝黑墨水质量超过
美国派克墨水。

招远的大书铺和二书铺
□ 陈菲菲 刘晓奎 刘 桦

滕州有座龙泉塔，是当今滕州城内最为
古老的建筑。1936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来到山东省，考察了历城、滕县(今滕州)等11
个县的古代建筑，曾登上这座古塔。

龙泉塔因龙泉寺得名，为砖石结构的密
檐式佛塔，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此塔旧为“滕县八景”之一，
或名“塔影高标”，或名“浮屠峙玉”。清
道光年间滕县县令王政有诗记之：“久随韦
肇快题名，卓立龙泉奠此氓。翠挹群峰齐毓
秀，影浮七级独含清。凌云更作孥云势，就
日应同捧日情。风过金铃音袅袅，顿教俗耳
洗琶筝。”当地人以龙泉塔自豪，产品多以
此为商标；城内有塔寺街，有塔寺居委会。
当年这座塔是滕县的最高建筑，人们说起当
地某物或某人甚高，有人就说“高什么高，再高
还能高过塔寺么？”就是这么高的塔，民间流传
古代滕县发大水，塔寺顶上曾挂苲草。

龙泉寺、塔最早见诸于方志记载的是明
万历元年版《兖州府志》：滕县“龙泉寺在
县东门外沙湾，元时建，内塔高十层。”稍
后，万历十三年版《滕县志》(至今见到最早
的《滕县志》)对此记述较为详细：龙泉寺
“在城东一里许。创始无考，宣德间僧正玉
重修。塔亦渐圮，而千户蔡祐，首事僧无文
等募助重修。寺规制旧极宏丽；塔十层，高
十二丈。根称是有教谕项理记文，不录。岁
于此为迎春所。今两廊、方丈俱圮。虽修之
不及前远甚。俗传云有大泉，水时漂民居，
故建塔以镇之。龙泉之名盖亦有自云。”后
来编修的滕县旧志，多沿用万历十三年《滕
县志》说。

现在可以见到有关龙泉塔最早的碑刻，
是嵌在龙泉塔底层东面的《重修龙泉塔碑
记》，为儒学教谕项理撰于明代宣德三年
( 1 4 2 8 )。重修龙泉塔的时间距明洪武元年
(1368)恰是60年整，可惜这最早的碑记对寺塔
建于何时没有记载。到万历十三年编修《滕
县志》时，距明朝初创已二百余年，距宣德
年间重修龙泉塔又过去了157年，这期间没有
出现新的文字资料可证，编纂者也没有采用
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元时建”说，而是
以“创始无考”给他人或来者留下了有待考
证的问题。

若认真推敲、思考一下，倒是明万历元
年《兖州府志》“元时建”的记载不应该忽
视。那为什么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以
“创始无考”记之呢？因为编纂者认为旧志
“疏略无伦次，不足备文献”，大约为求其
“信”，便把没有具体出处、时间的“元时
建”当作“俗传”给删掉了。万历元年《兖
州府志》记载龙泉寺、塔“在县东门外沙
湾”，文虽简略，但很准确。滕县县城东自
古有大河绕过，龙泉寺就建在河道西边，后
来河水与护城河连通，使龙泉寺处于四面环
水之中，这也许是寺院因此香火不旺而败落
惟塔独存的原因。这几年城市开发建设，龙
泉塔近处地下多是漫漫黄沙，可知处于“沙
湾”地段所言不虚。

那么，梁思成、林徽因先生考察过龙泉
塔，对其建筑年代是怎么确认的呢？有书记
之：“滕县龙泉寺(明塔)”。也就是说，此塔
创始应断定在元末明初之间为宜。

滕州城东门外是古代北京通往江南的驿
道，元末以来历次改朝换代的战争对这座城
市都有大的破坏，龙泉塔能够存世于今，确
实是值得庆幸的。

龙泉塔
□ 孙清鼎

■ 海岱一方

■ 山海经
身为洋行买办的毕鸣岐梦寐以求的是尽快结束依附洋行的生活，自营经贸实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赖于日本帝国主义庇护的

孔士洋行宣告倒闭，毕鸣岐富有前瞻性地收购全部存货，创办了华甡贸易行，他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曾任冯玉祥“经济顾问”的红色资本家
□ 罗先哲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
全国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天津富
商毕鸣岐率先捐献飞机1架，带动天津市民主建
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的会员捐献飞机5架，并以
华北人民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的身份赴朝慰
问。

毕鸣岐是山东利津毕家嘴村人，出身贫
苦。他先作洋行的职员、买办，尔后随着经济
实力的增长，逐步摆脱外商羁绊，自营经贸实
业，逐步成为一名我国著名的爱国民族工商企
业家。

成绩优秀的插班生

毕鸣岐，字凤岗，1902年10月27日出生在山
东省利津县毕家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毕家
嘴村处退海之地，土地碱薄，农业收成甚微，
全家难以糊口，他父亲只能利用农闲时间为盐
商推盐以维持全家生活。

毕鸣岐自幼聪明好学，在本村读私塾时，
功课一直名列榜首，常受老师夸奖。1900年，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腐朽的清政府割地赔款，
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在济南、青
岛、济宁等地广设教堂，创办学校，宣传和灌
输西方文化。1917年，济南洪家楼天主教堂的
神职人员到利津县乡间进行传教活动，他们看
到毕鸣岐少年英俊，聪颖过人，便劝说毕家将
毕鸣岐送到了济南天主教会所办的德育师范学
校就读。

毕鸣岐在德育师范学习勤奋，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因反对教会的一些清规戒律，与学校
神甫发生冲突，后被学校开除。之后，他转入
济宁中西中学当了插班生。这所学校以学德文
为主，除语文一门为中文外，其它课程都用德
语讲授，教师均为德国神甫。当时德国人到中
国开办洋行的很多，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专门
培养为德资企业服务的翻译、司账和营业员
等。经过两个冬春的刻苦学习，成绩优秀的毕
鸣岐奠定了扎实的德语基础。

冯玉祥说“你是个人才”

毕鸣岐在中西中学毕业后，到济南德商德
孚洋行当了一名小职员，他头脑灵活、颇有心
计，处处留心学习经营之道。在以后的几年
中，他又先后受聘于沈阳挪威洋行、北京德孚
洋行和沈阳礼和洋行，担任德文翻译和文书等
职。这期间，他的德语翻译才能和从事外贸生
意的才华得到发挥。1927年冬，他被挪威商凯
利洋行聘为华人经理，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没过几年，毕鸣岐又应聘到哈尔滨德商德
茂洋行任华人经理。德茂洋行主要经营大小五
金制品。时值国内军阀混乱，战事连年不断，
奉系军阀在沈阳大力兴办军工厂，成为德茂洋
行的大主顾。同时，该行还以德产机器和五金
产品供给松花江造船厂和东北地区铁路局，因
此德茂洋行的生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毕
鸣岐的声誉和地位也随之得到提高。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
侵略军铁蹄践踏了我国东北各省。在日本帝国
主义的高压政策下，欧洲外商同样也受到了打
击。德茂洋行业务萧条，一蹶不振，毕鸣岐遂
辞去职务。目睹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在哈尔滨
时毕鸣岐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受到日本特务
的注意，于是他化装离开哈尔滨，秘密回到关
内，然后辗转到了张家口。不久，毕鸣岐应聘
于张家口德商德华洋行任华人经理。1932年

间，他利用德华洋行运输汽车之便，掩护过中
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进入苏联。

1933年春，日寇攻占热河，向察哈尔、河
北进犯。是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成立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作战。冯的
参谋长石敬亭是毕的同乡友好，从小一起长
大，介绍他认识了冯玉祥。冯将军曾偕同夫人
李德全来德华参观，并亲笔书一条幅赠他作为
纪念。德华业务停办后，冯约毕鸣岐参加抗日
同盟军，毕鸣岐婉言谢绝。冯将军说：你是个
人才，你可在经济方面搞工作。毕鸣岐同意
了。冯玉祥领导的人民抗日同盟军司令部成
立，冯玉祥任总司令，吉洪昌任总指挥。毕鸣
岐被任命为少将谘议，积极进行募捐活动，支
援抗日救国斗争。不久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
的破坏，派其嫡系军队包围了张家口，逼走了
冯玉祥。毕鸣岐感到住在张家口没有保障就返
回济南，三个月后赴上海德商孔士洋行任职。

1934年，毕鸣岐任机构相当庞大的天津孔
士洋行华人经理。孔士洋行经营大小五金、化
工原料，并代销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汽油、煤
油和润滑油等，毕鸣岐有多年从事经贸的丰富
经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把生意办得红红火
火，他个人也获得丰厚收益。

多年来，身为洋行买办的毕鸣岐逐渐积累
了足够的资金，他梦寐以求的是尽快摆脱外商
羁绊，结束依附洋行、寄人篱下的生活，自营
经贸实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赖于日本帝国
主义庇护的孔士洋行宣告倒闭，毕鸣岐富有前
瞻性地收购全部存货，创办了华甡贸易行，他
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华甡贸易行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基本上
与孔士洋行雷同，并沿袭了其国外业务渠道。
为做到业务上的连续性，他雇用了原孔士洋行

的外籍副总经理高瑞夫和外籍高级职员普斯与
哈夫曼，利用他们的特长为已所用。毕鸣岐曾
自豪地说：“过去我们被外国人雇用，今天我
们同样也可以雇用外国人嘛！”这三名外籍职
员直到1953年才先后离开天津回国。

毕鸣岐的义举

1948年冬，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平津解放
指日可待，解放军乘胜进攻，国民党政权摇摇
欲坠。这时，有些资本家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
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而畏惧共产党，
纷纷携资出走香港、台湾和国外。毕家当时在
平津等地已有多处企业、巨额资产。加之他在
天津市商会和同业公会任职，并与国民党天津
市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国民
党政府军役部鹿钟麟等人交往甚密，所以他犹
豫不决。

此时，毕鸣岐幼时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
王华庭找到了他，经过多次促膝谈心，王华庭
向他阐明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共产党保护民族
工商业的政策和主张，使毕鸣岐深受启发，从
而解除了顾虑，坚定了等待解放的信心。为了
保证王华庭的安全，毕鸣岐将王安置在自己家
居住，并为王谋了合法的职员身份，以为其地
下工作作掩护。与此同时，毕鸣岐还以自己的
亲身感受，劝说陈合增、陈毓增等天津工商界
朋友多人，放弃去香港和国外，等待解放。天
津解放前夕，担任天津市商会会长的毕鸣岐，
偕同工商界名流李烛尘、朱继圣、杨亦周等
人，代表天津市各界人士去杨柳青前线，慰问
解放军指战员和欢迎解放军进城。天津解放
后，他写信动员已去香港的天津工商界朋友多
人返回大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没过两个月，
一艘美国商船停在了天津大沽口外，船上满载
着天津多家贸易商行订购的进口货物，但货主
们都不敢提货。面对这种情况，毕鸣岐挺身而
出，主动向军管会请示，这艘美国商船才最终
得以进港。由此，天津港恢复了进出口业
务——— 当时全国的对外贸易都处于停摆的状
态，天津的外贸业务率先行动等于赢得了先
机，一时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香港华资
公司纷纷派员来津成立分公司，上海的进出口
商也抢着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天津的外贸业
务空前繁荣，毕鸣岐的义举也在天津进出口行
业中传为佳话。

国礼送缅甸

不久，刘少奇同志来天津视察工作。他专
门邀集李烛尘、毕鸣岐、朱继圣等著名资本家
进行座谈。刘少奇阐明了国家发展民族工商业
的政策，给与会者以巨大的鼓舞。

从1949年初夏开始，毕鸣岐变卖了家中的
部分黄金、房产、汽车，又从自己经营的进出
口商贸企业中抽出部分资金，投到工业生产中
去。到1950年底，他先后创办了新民化工厂、
新大电锯厂、新成造纸厂等企业。其中新民化工
厂是在美国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我国印染工业
染料奇缺的情况下建立的。毕鸣岐通过各种渠
道，广揽人才，先后从京、津、沪等地聘请了14位
高科技人才。在专家的指导下，这个厂研制生产
了坚固硫化蓝等一些新产品，不仅解决了国家急
需，而且填补了我国染料工业的空白。1954年周
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赠给缅甸政府的20吨直接
棕G染料，就是新民化工厂生产的。

1954年，已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
津工商联主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的毕鸣岐率
先申请将他独资经营的新民化工厂实行公私合
营。这个厂当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染料厂，在
天津工商界影响很大。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
时，毕鸣岐代表天津市工商界赴京向毛主席、
党中央报喜，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时，毕鸣岐夫人戴
翩英也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家属向毛主席呈递了
决心书，受到毛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这年，毕鸣岐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和天津市副市长。

毕鸣岐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认购公债
时，他每次认购的金额都为全市之首。他本人
及其所经营的企业，累计认购公债20多万元，
其认购公债金额之大，引起中国人民银行关
注，银行派人专程访问，并创办了公债保管业
务，当场将20万元公债券委托银行保管。这在
天津工商界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受到天
津市市长黄敬的赞扬。

毕鸣岐没有忘记山东故乡，建国前，他曾
捐助过母校山东济宁中西中学；建国后，他捐
资山东省同乡会医院，使之扩建成为红十会医
院。他热心公益事业，联合进出口同行捐资创
建天津市实验小学；他将天津市自己的一所房
产捐献给社会开办幼儿园；他把数以百万的捐
款献给灾区人民。除此之外，毕鸣岐还在生前
准备为儿童福利基金会捐资，因十年浩劫未得
实现，改革开放后由其夫人捐款6万元，代他完
成了夙愿。

毕鸣岐在十年浩劫中受到残酷迫害，1971
年5月15日含冤离开人世。1978年党为毕鸣岐平
反昭雪，恢复名誉。1981年他的骨灰被安放到
天津市烈士陵园。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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