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讲堂

玉堂酱园，是济宁近代以来最早的工商企
业之一。在经历三百年风雨之后，那块“京省驰
名 味压江南”的金字招牌，依然熠熠生辉。

1714年，在京杭大运河上，由苏州漂来一条
小船，一对年轻夫妇在济宁州南门口下来，在运
河岸开办了一个酱菜店铺；一百年后的1816
年，冷孙两家合资买下了难以为继的这家店铺，
官商合力建成了京省驰名的酱园；又一百年后
的1915年，玉堂产品名震巴拿马，在万国博览
会冠压群芳，一举获得6块金牌，名扬四海；又大
约过了一百年，21世纪初，玉堂酱园搬迁城东洸
氵府河畔，由百折不挠的玉堂人建成现代化的食
品工业基地。

九死一生多磨难

玉堂酱园始建于清代，三百年间经历了许
多的磨难，可谓九死一生。山东玉堂酱园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何景春，历数了玉堂酱园发展
史上的九度危难。

三代而衰，挂牌拍卖。正值济宁商贸业空
前兴盛的清代，聪明的苏州人戴氏来到济宁，开
办了一家酱菜铺，从干支五行中寻吉利之意，取
名“姑苏戴玉堂”。

先是由苏州著名的潘万成酱园贩进，后以
济宁当地原料，以苏州潘万成酱园的制作技术
为基础，结合北方人的口味，对原料配方和工艺
进行了改造，生产出咸甜适度、脆香可口的酱
菜，颇受济宁和周边地区人们的喜爱，以及南商
北客的欢迎，事业日益兴旺。

戴氏父子继续投资，扩大规模。但到了戴
氏孙辈接管玉堂以后，就不断亏空，不得已而借
贷，再加上贪婪的官吏高额税银，白吃白拿，登
门欺诈，玉堂每况愈下，度日艰难，戴家决定卖
掉店铺。

1816年，济宁州大绅商冷长连、两江总督孙
玉庭两家，各出资白银500两，买下“姑苏戴玉
堂”店铺，并与戴氏达成卖店不卖字号的协约，
把“戴”字去掉，将店铺更名为“姑苏玉堂”。

遭受弹劾，靠山动摇。在玉堂酱园的鼎盛
时期，孙家遭受一次弹劾。

此前的孙氏家族，孙毓柱于清宣宗道光二
十四年考中状元。孙毓汶咸丰六年登一甲二名
进士第，同治五年大考翰詹，名列第一，任礼部
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还有任两江总督的孙玉
庭。孙氏家族出了军机大臣、封疆大吏、大学
士，玉堂借势发展了三四十年。

孙玉庭入仕为官的二十年，正是大奸臣和
珅得宠擅政的二十年，投其门下者争先恐后，而
孙玉庭却不买和珅的账，甚至和珅主动招引却
碰了一鼻子灰，这就有了之后的“欲罗至门下而
不得，逐多方陷之”。

1886年，孙毓汶及任顺天府尹的侄子孙栮，
被当朝御史弹劾，在光绪皇帝面前揭发了孙家
在济宁老家开设玉堂酱园之事，以大清律“官不
经商”为据，指控孙家既做官又经商，应予查
办。玉堂靠山出了问题，经营随之陷入困境。

庸人当家，墙倒屋塌。冷孙两家接手玉堂
酱园后，聘任梁圣铭为玉堂酱园首任总经理。
梁圣铭不负众望，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经过二
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酱园占地四十多亩，房屋增
数百间，工人达二百多名，产品增加到五十余
种，年收入十万多吊，资本金增长20倍，成为济
宁当时最大的商户，创造了玉堂酱园史上的黄
金时期。

1850年，梁圣铭病逝。冷孙两家先后选聘
了孟宪之、李模贞、林大松等几位总经理，这几
位少则两年，多者七八年，没有一个维持好玉堂
酱园良好的发展，生产效益一滑再滑，前任梁经
理二十多年的积累，又在二十多年中亏赔殆
尽。厂房失修，设备陈旧，生产困难，一番苍凉
景象。

家起内讧，玉堂改号。1906年，冷家退股。
孙玉庭孙子的孙子孙瀞峰，主持玉堂酱园近三
十年。接任其总经理的是长子孙笠樵，虽有所
建树，但私心很重，暗中让总会计张慕轩每年提

出银子一万两存往上海，为自己铺后路，但终于
露出了马脚。

五位兄弟坚持要分家，实为股东重组，即由
原本孙氏一大家独资经营，变为孙氏5支合营。
玉堂改号为笃玉堂，虽仍由孙笠樵任总经理，但
资金大量减少，实力大为消弱，总资产约为16.2
万元，资金周转困难。

时值军阀在济宁一带烧杀掠夺，兵荒马乱，
经济萧条。由此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罢工
斗争形成浪潮，玉堂又陷入最危难时期。

内忧外患，濒临倒闭。1938年，日军攻陷济
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玉堂酱园孙氏后人大
都远走高飞，仅剩下临时上任的孙笃承总经理
和总会计袁奉莪维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孙袁多方应付，惨淡经营，到1944年盘点，玉堂
的净资产仅为6.7万元，较1940年50万元亏损
43万元，濒临垮台的险境。

大火烧城，空前浩劫。1947年，人民解放军
进行战略大反攻。7月，兵临城下。国民党匪军
为阻止解放军攻城，实施了残酷的焦土政策，放
火烧了包括玉堂酱园在内的整个南门外。从运
河南岸的小闸口，到吉市口约一公里地带的商
业区，变成一片废墟，玉堂酱园遭到了灭顶之
灾。

代而不理，又陷困境。济宁解放后，玉堂酱
园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政策、资
金、原材料等方面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但在解
放初期，当时的玉堂总经理孙笃承，对济宁第二
次解放疑虑重重，有较深的抵触情绪，索性让其
四哥孙寿田代理总经理，他再次躲到徐州、天津
避风。

孙寿田代而不理，对生产经营不管不问，带
头大吃大喝。从1950年连续三年亏损，亏损额
达六万多元，玉堂酱园再陷困境。

此后的玉堂酱园，又几度在发展中陷入低
谷，生产经营出现极度困难，甚至濒临破产的边
缘。

三百年风风雨雨，时有雷电交加，时有跌宕
起伏，历尽艰难曲折。但不管怎样，玉堂人走过
来了，玉堂这个名字得以源远流长。

江山代有才人出

玉堂酱园三百年，先后传承了22人，这其中
约有三分之一是失败者，约有三分之一是平稳
过渡者，另三分之一是在“临界点”上力挽狂澜，
大有所为，一次又一次拯救玉堂，并走向发展壮
大之路。

创业者——戴氏夫妇。玉堂酱园初为“姑
苏戴玉堂”，苏州人戴氏在南门口外的运河岸边
买了一块地，盖了3间门头房，垒了一排泥巴柜
台，有了一块经营场地。

这戴氏老板叫什么名字，不论是济宁人，还
是南来北往的客商，都不知晓。据说，他是逃婚
来济宁的，此人一表人才，十分聪明，家在苏州
城郊大运河边的一个村庄。

当地一位私塾先生十分喜欢这个年轻人，
并把爱女玉娣许配之。哪知扬州知府的赵公子
看上了玉娣，并抢进了赵府家中。幸亏这戴氏
有几位知心朋友帮忙，才把玉娣救出。戴氏和
玉娣不敢回家，连夜逃离苏州，又来到济宁安

家，开办了“姑苏戴玉堂”这家夫妻店。
奠基者——梁圣铭。冷孙两家购买“姑苏

戴玉堂”后，于1927年实行聘任总管制，聘任总
经理，一切经营业务授权总经理全面负责，只收
利不问事。

经冷孙两家共同推荐，梁圣铭出任姑苏玉
堂第一任总经理。他上任后大显身手，为姑苏
玉堂的生产、经营、融资等制定实施多项基础
性、开创性乃至长期沿用的制度。改进生产技
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种类，改善经营管
理，推出了“量才适用”的人事制度，实行了“规
矩牌”交接制度，以及员工分红奖励制度。

梁圣铭主持发行了“钱票”，流通于济宁城
区，使玉堂的资金存量大幅膨胀，通融积累了较
多资金，为进一步发展玉堂创造了条件。他潜
心经营23年，基本建设起玉堂酱园的规模构
架。玉堂由一个小小的店铺，发展成为一个大
型工场。

推介者——陈守和。姑苏玉堂发展史上有
两大功臣，一是梁圣铭，他做大做好了玉堂；一
是陈守和，他向社会推介了玉堂，让世人知道了
玉堂，特别获得了“京省驰名，味压江南”的名牌
效应。

陈守和，济宁西乡刘庄人，自幼聪明伶俐，
任劳任怨，曾得到总经理梁圣铭的器重，并获得
逐步提升，1875年正式出任姑苏玉堂总经理。
他上任后，因袭梁圣铭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
度。但与梁圣铭不同的是，他把主要精力用在
了产品推广和社会交际之上。

陈守和聘请清末著名书法家项文彦为玉堂
写了百字广告，除刻石镶于店内墙壁，又放大粉
刷在运河岸边的醒目位置。孙氏股东的后人孙
毓汶升任当朝军机大臣后，他打着孙毓汶的旗
号，出入衙门，结交各级官长，寻求官衙的保护
与支持。

孙毓汶让陈守和精选最佳之酱菜进宫时，
他终止手头全部事务，把精心筛选的各种制作
原料、半成品装在船上，一边行船，一边制作，船
到北京，正是最佳开食之际。

慈禧太后品尝后，对玉堂酱菜大加赞赏，连
称“味压江南，京省驰名”。此举，不仅让孙家误
遭弹劾的大地震转祸为福，还让玉堂产品畅销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但陈守和晚节不保，对玉
堂又造成很大的损害，令人遗憾。

开拓者——孙瀞峰父子。陈守和有功亦有
过，晚年挥霍无度，给玉堂酱园造成严重损失。
陈守和逝后，孙瀞峰以股东的身份，由曲阜来玉
堂主事。他接受了任用外人主持酱园的教训，
自任玉堂总经理，并想方设法挤走冷家，玉堂开
始姓孙。随之，对玉堂进行了一场兴利除弊的
大改革。

在孙瀞峰的精心治理下，玉堂生意兴隆起
来。特别是扩大了产品种类，进一步提高了质
量。从1910年到1915年，先后参加省和全国及
至世界性的产品博览会，尤其在1915年巴拿马
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玉堂金波酒、万国春酒、
酱油获得了6块金牌，声震八方，名扬天下，产生
了巨大的名牌效益，孙瀞峰任内创造了玉堂发
展的中兴时期。

1920年孙笠樵因协助父亲掌管事务，才华
出众，多有建树，自然接任总经理。他进一步革
新包装，研制各种色露酒，并授以典雅之名，配
以诗文，塑造文化品位，一度开拓了产品市场。

接盘者——王晓东、时家驹。济宁解放以
来的几年间，玉堂酱园时好时差，没少折腾。直
到1954年6月，济宁市政府批准玉堂酱园公私
合营，并任命王晓东为玉堂酱园党支部书记、董
事长。

两年后，济宁酱园实现行业大合营，天富、
福源、万祥等12个国字号私家酱园被合并到玉
堂，随后又有群新联营社合并到玉堂。王晓东
大胆主动开展工作，对资方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既在工作中放手使用，又严格要求，大合营
后的公私两方逐步形成了赤诚相待、合作共事
的亲密关系。

大合营的玉堂，当年就完成工业总产值220
万元，比1955年增长一倍多。多次受到省、地、
市三级领导的表扬。1957年10月，李方全代表
玉堂工会，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基层工会代表会
议，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8年，玉堂
酱园被评为全国轻工系统先进集体。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党支部书记时家驹
领导玉堂酱园建成了食品酿造业的综合性生产
企业，达到玉堂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据统计，
产品发展到五大类140余种。在1988年中国首
届食品博览会上，金波酒、红方腐乳、啤酒、万国
春酒、味珍、一级酱油、酱丝瓜、酱花生仁荣获两
枚金牌6枚银牌。有近二十种产品远销美、英、
法、日、新等15个国家及港澳地区。

复兴者——何景春。1992年12月8日，何
景春临危受命，担任济宁市玉堂酿造总厂厂
长。正值全国上下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重要谈
话，改革向纵深发展时期；又正是玉堂从计划经
济的顶峰，走到市场经济的“漩涡”之际。玉堂
人翘望着、顾盼着三百年老字号的未来。

此前的几年间，玉堂连续更换了几次领导，
有的任期只有七个月。我俩当时就在市政府工
交生产总调度室工作，一个任总调度长，一个任
调度科科长。市委、市政府赋予总调度室很重
要的职责，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代表市长处理工
交生产中的应急问题。

为了拯救玉堂，市里先后4次召开专题会
议，市长还在玉堂召开现场办公会。我们更是
多次到玉堂解决具体问题，有一次春节前夕，玉
堂因欠电费而停水停电。总调度室出面借款50
万元补交电费，解决了千余名职工吃水用电问
题。

玉堂怎么办？我们与景春厂长多次研究分
析，他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十分佩服。他说：“上
对得起市委、市政府，下对得起一千多名职工群
众，玉堂不能毁在我手里”，玉堂的生路在我们

的脚下，“找市场，不找市长”。玉堂党委一班人
思想认识统一后，“爱我玉堂，自强不息，精神不
倒，辉煌可铸”的氛围浓厚起来。在“百年老字
号，再创新辉煌”口号的凝聚下，玉堂打了一场
改革开放、进军市场的翻身仗。

先是在体制与机制上开刀，以风险抵押方
式，把总厂划分为13个独立核算的分公司，责权
利分开，分灶吃饭。分头突围，这个做法与阿米
巴经营模式如出一辙，据说马云曾专程去日本
京瓷公司，向稻盛和夫学习请教阿米巴经营模
式，将阿里巴巴集团拆分成25个事业部，各部独
立经营，发挥全员的潜力，取得了发展。

何景春也这样干了。他们以“精干，高效”
的原则，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把原来的二十多
个科室的160人精简为两办、四科只有20人；引
入竞争机制，实行竞争上岗，一岗一薪，不养闲
人。13个分公司分头突围，很快走出了一条多
种经营、生产自救的新路子。

1993年至1996年，连续四年以50%的幅度
减亏，1997年实现扭亏为盈；1998年以后，收入
实现利税、利润连年增长；到2000年，玉堂酱园
在十多年没有一分贷款的情况下，偿还各家银
行的欠款8000万元。

2001年 6月 22日，市政府批准玉堂实施
“进二退三”易地改造的整体方案，从老运河边
搬迁到洸氵府河畔，告别了三百年的老窝，建起现
代化的食品工业基地。

风雨苍黄感与悟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老字号企业约1
万多家，历经风风雨雨至今，仅剩1128家。据
分析，由于创新能力不足，组织架构陈旧，人力
资本匮乏及疫情影响，这些老字号企业只有
10%在竞争中发展，多数企业都出现了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中国中小企业寿命很短，平均只
有2.5年，而玉堂酱园却超过了三百岁，十分值
得探讨，并获得感悟和启示：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南门外，
买卖忙，生意兴隆数玉堂”，这首在济宁民间广
为流传的歌谣，生动记录着玉堂酱园深受人们
信任和喜欢的美好岁月。

老济宁人都有这样的鲜活记忆，中午或晚
上做饭了，大人会给孩子两个零钱去打酱和醋，
回来还要再问：“是玉堂的吗？”

玉堂的红方豆腐乳，几分钱一块。拿一个
碗或碟去买，店家会把腐乳夹给你，再向碗或碟
里滴几滴香油。

爱喝酒的人去店买酒，店家用提子打上酒，
还用小碟送些咸花生仁，让你慢慢品……

这就是玉堂的买卖，就连慈禧太后都知道，
玉堂酱园的“一个制钱”的买卖。甚至有人以酱
菜铺为由，弹劾军机大臣孙毓汶时，老佛爷也觉
得有点小题大做，十分不以为然，让皇上不要管
此等小事。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是玉堂酱园的经营
理念和宗旨。坚持为民，让利于民，方便百姓，
这也是玉堂酱园百年传承的奥秘所在。

味压江南，京省驰名的名牌效应。玉堂酱
园始终注重研制新品，提高质量，力创品牌，每
逢有大的展示活动都积极参加。1910年在南京
的南阳劝业会上，1914年在山东省第一次物品
展会上，35种菜品拿到奖项；特别是1915年名
震巴拿马，在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奖牌，为祖国争
得了荣誉。

如果没有这么多产品在国内外叫响、夺冠，
单凭一次品尝，老佛爷也不会给予“味压江南，
京省驰名”褒奖。

玉堂人不仅积极创品牌，而且会宣传自己
的产品。不仅陈守和，还有孙笠樵，创意和品牌
效应使玉堂得以名扬四方，生意十分兴隆。

总经理聘任制的有益尝试。几乎在200年
前，玉堂酱园就实行了聘任总经理的做法，不能
不说，这是冷孙两家的创举。第一任总经理梁

圣铭是十分成功的，而第二任总经理陈守和没
能善始善终。他在玉堂名扬四方、事业兴旺的
时候，先以3000两银子为自己捐了个相当于州
官的六品顶戴，出入非船即车，随从前呼后拥，
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还养一个戏班，享乐
至极。他任聘二十多年，任职末期玉堂营业萧
条，资金周转困难，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

两任总经理两种结局，前任梁圣铭管事不
主事，当家不做主，后任陈守和“大权独揽，我行
我素”；前任出于公心，千方百计干事，后任“以
权谋私，捞钱捐官”；前任“知恩图报，甘当雇
员”，后任“仰仗孙毓汶这个靠山，拉大旗做虎
皮”。玉堂酱园聘任总经理的尝试，既有经验，
也有教训，给人有益启迪。

传承与创新齐头并进的发展之路。玉堂酱
园的发展史证明，传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潜移
默化的，创新离不开传承，没有传承的创新是无
源之水，无根之木。

第22代传人何景春，为了继承和做大玉堂
的腌制食品，向多名专家及老师傅请教，弄清了
其中的奥妙。

科学实验证明，腌制产品在腌制过程中，蔬
菜中的硝酸盐会被一些细菌分解转化成亚硝酸
盐，这亚硝酸盐才是人们常说的有害致癌物。
但随着腌制时间的延长，亚硝酸盐又逐渐被细
菌利用和分解，产生醋酸、乳酸等酸性物质，又
能分解亚硝酸盐。

据科学测定，蔬菜腌制的前两天，亚硝酸盐
的含量并不高。但在第3天到第 8天逐步升
高。第9天以后开始下降，20天后亚硝酸盐基
本消失。

玉堂腌制产品都是20天后出缸，是无害安
全的。何景春说：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

202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应何景春董事长
邀请，我们重回阔别多年的玉堂酱园新区。新
厂区占地二百多亩，建筑面积三万余平方，新建
车间完全依据国家食品卫生规定和环保要求而
建，达到了国家出口产品的生产标准，并将玉堂
的传统与当代最新的酿造技术有机结合，大幅
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我们先在院内看了晒制的酱菜，工人们在
阳光下逐个翻抄3000个酱缸。晒！晒足180
天。后又进车间参观了新上的生产线，现代工
艺生产的豆腐乳、花生米都是低盐口味，供不应
求。我们深深地感到中华老字号企业玉堂酱园
又焕发蓬勃生机，正迈开新的步伐向新的目标
前进。

文化铸魂的老字号企业。企业之魂立于文
化，魂强则企业强，魂衰则企业衰。这个魂是什
么？就是企业的价值取向、企业追求或称企业
精神。

玉堂酱园三百年，之所以薪火相传，经风雨
而不倒，历危机而不衰，就是优秀的中华文化基
因，在玉堂人的血脉里生生不息，内化成强大的
精神动力。

玉堂酱园位于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的济宁，
儒家文化诚信仁爱、运河文化为民勤奋的文化
氛围，熏陶、滋养了玉堂酱园。

从建园之初，玉堂就是做“一个制钱”的生
意，“货真价实，童受无欺”的牌匾镶刻在大门两
旁。诚信仁爱，为民勤奋，为老百姓生产物美价
廉的咸菜，就是玉堂酱园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这
就是玉堂特色的“玉堂文化”。

为了传承和弘扬玉堂文化，玉堂酱园股份
有限公司设立了专门科室，负责征集、梳理历史
资料。2008年建立的玉堂文化展室，被评为山
东省优秀文化博物馆。2009年中国大运河申遗
活动中，玉堂酱园作为大运河文化景点向世界
播报，“玉堂酱菜制作技艺”被山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收录。赞助出版了《玉堂春秋》
《玉堂酱园》《玉堂史话》等著作，推出了大型梆
子戏《运河老店》、大型电视连续剧《运河史话》
《玉堂故事》，目前正在建设《玉堂博物馆》。

玉堂文化，既是玉堂人的价值取向和不断
追求，也是玉堂酱园蓬勃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
力。

①玉堂酱园厂区
②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玉堂酱菜

天然大晒场
③玉堂古牌匾：货真价实 京省驰名
④玉堂金如意葫芦招牌。据史料记载是为

防伪而制作，现仅存两块，正反面均有文字：进
京腐乳 各种小菜 家园伏酱 五香茶干

⑤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期玉堂酱园
门头

玉堂酱园，三百年风雨后的文化攀升
潘汉久 韩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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