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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办四川第一家漆墨厂

1929年，顾鹤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铜梁，在铜梁
县立中学和铜梁国民师范学校任教。1930年，他赴万县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后任梁平县建设局局长。这期
间，他发现川东地区盛产桐油，市场交易活跃，萌生了用
桐油为原料创办油漆厂的想法。1931年，顾鹤皋遇到大
学同学杨月然，两人都抱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对创办油漆
厂的事一拍即合。办厂急需资金，他们广邀社会人士投
资，在重庆大溪沟创办了重庆油漆厂。在股东大会上，股
东们一致推选投资额最大的范仲渠（曾任重庆军阀范绍
增的军需处长）任董事长，顾鹤皋任经理，杨月然任厂长
兼工程师，这是国人在四川创办的第一家油漆厂。

当年，聚兴诚银行进行改革，关闭一些商号和外贸部
门，“逐步收敛以固行基”。顾鹤皋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
租下“聚兴诚油栈”作为重庆油漆厂的厂房。他还从北京
购回两台小型三辊机与搅拌机，招收职工20余人，于
1931年秋正式开工生产。产品有磁漆、厚漆、调合漆、清
油（鱼油）、油基清漆（凡立水）等。至此，四川第一家油漆
厂在重庆大溪沟诞生，产品商标为“飞凤牌”。

谁知产品刚上市，便遭遇日本“鸡牌”漆墨杀价竞销，导
致产品积压，油漆厂严重亏损。面对日商对国货的疯狂扼
杀，股东们对前景产生了严重分歧，无法继续合作，苦心经
营的工厂于1936年倒闭。顾鹤皋变卖了老家的部分田产，
退还了股东们的股金，留下机器设备，以图东山再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量外来人口迁入，重庆城市
人口倍增，日货退出中国市场，顾鹤皋又看到了商机。他
再度与杨月然合作，迅速清理封存的设备，添置新机器，
创办了竟成化学厂，经过夜以继日的苦干，于1938年生
产出“日升牌”系列漆墨产品。顾鹤皋狠抓产品质量，引
进人才研发新产品，制造出了桐油凹版墨。该产品送到
美国质检，获得产品专利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印
钞票，便选用了这款油墨。

二
用政治影响力掩护共产党

顾鹤皋精力旺盛，1937年出任重庆公卖处副经理，经
营烟、酒、粮食专卖业务。在政治舞台上，他被选为四川
党部监察委员和省参议员，并于1946年当选中华民国全
国立法委员。在这段时期，顾鹤皋结识了周钦岳、胡子
昂、徐崇林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经常聚在
一起讨论时局、议论国家大事。受进步思潮熏陶的顾鹤
皋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不满，于1948年退出国民党，
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

顾鹤皋以民主党派的合法身份和经营多年的上层关
系，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1948年，中共万县
中心县委书记黄蜀澄、共产党员傅世屿遭到国民党追捕，
他亲自安排二人到铜梁白鹤乡教书，还安排冯克熙、胡克
林到自己家中暂住，并把鄢公复安排在刘少周家中居
住。当获悉敌特机关要逮捕民主人士徐崇林时，他及时
通知徐离开重庆。

1948年，胡子昂从香港来电，转告他中国共产党邀请
他赴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当时政
治形势复杂，顾鹤皋听从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廖伯康建
议留在了重庆。1949年8月，国民党对他掩护共产党员
的行动有所察觉，正准备逮捕他时，他悄然回到铜梁老家
躲过一劫。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顾鹤皋接受铜梁县地
下党委托，出面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帮助他们认清
形势、消除顾虑，对铜梁的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任“高工校”校长，大力办教育

顾鹤皋不但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和爱国人士，同时
还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学家。

1934年，四川省38个县联合出资创办重庆高级工业
职业学校（即“高工校”），地址选在重庆大溪沟，董事会一

致推荐顾鹤皋为校长。顾鹤皋任校长后，聘请黄蜀澄、徐
崇林等一批有识之士到学校任教，以提高教学质量和知
名度。他还在铜梁西泉创办造纸厂，选用“高工校”造纸
班的学生担当生产技术骨干，使“高工校”的知名度越来
越高。

“七七事变”后，“高工校”被国民党教育部接管。
1938年，“高工校”在大溪沟的校址被国民政府占用，学校
临时迁到牛角沱公路局，当年秋季开学时，再迁至巴县南
温泉仙女洞。

1938年3月，黄蜀澄、徐伯图创办《生力军》周刊公
开发行，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顾鹤皋主
动担任该刊发行人。由于《生力军》周刊发行广、影响
大，受到国民党怀疑，指令顾鹤皋调查周刊负责人的政
治背景，顾鹤皋明知这是共产党创办的刊物，却向上级
报告称，创办周刊的师生学习努力、成绩优良，没有什么
政治背景。

顾鹤皋担任校长期间，因同情进步学生，保释学生运
动领袖，1939年1月被国民党教育部以“包疪共产党”罪
名撤去了校长职务。

四
让重庆人民大礼堂金光闪闪

重庆解放后，顾鹤皋率先申请竟成化学厂公私合
营。当时，解放军驻渝部队急需大批帽檐，以前用毛皮制
作成本高，顾鹤皋接下任务后，连夜研制用漆布代替毛皮
获得成功，保证了军需，这项技术在1951年西南工业展
览会上获奖。

此外，竟成化学厂生产的油漆，还为刚建成的重庆人
民大礼堂披上色彩靓丽的外衣，使重庆气势恢宏的地标
建筑流光溢彩。

1954年9月，竟成化学厂与美华、建华厂合并为公私
合营的重庆油漆厂。新厂在石坪桥建成后，生产能力是
原来三家工厂总和的5倍，更名为“重庆三峡油漆厂”，顾
鹤皋担任第一副厂长，主管生产和技术，为我国的油
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顾鹤皋曾任四川省政协委
员、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常委，
重庆市民建副主席。1958年，顾鹤皋因
积劳成疾患上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
病逝，享年54岁。

(本文涉及的资料，由顾鹤
皋之子顾恒翼先生提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
员）

“灰水粑、灰水粑，正宗南川水江灰水粑。”一大早，农
贸市场端头处的叫卖声循环着。每天，卖灰水粑的大娘
很早就会来到农贸市场，寻一处好位置，售卖水江灰水
粑、大有油茶等南川特色美食，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
绝。

地地道道的南川人都知道，灰水粑是南川土特产，尤
其是水江镇一带的最为出名，它散发出的碱香味和米香
味很是诱人。

前几年，我在乡镇工作时，恰好有一位同事的老家是
水江镇的。她说：“每年七八月收割完稻谷之后，用新鲜
谷草灰制作的灰水粑口感独特、香气四溢，尤其是才蒸制
出来时，热气腾腾、软糯香甜，味道那叫一个巴适。”

“为什么水江镇灰水粑这么有名？”我问。她回答：
“水江灰水粑是用谷草灰制作的，其他地方采用的则是茶
籽壳、水冬瓜树等草木灰，有的甚至还用上了碱水，让灰

水粑失去了原有的香气。今年秋天，我约你去水江体验
一下灰水粑的制作过程，可行？”“好嘞！”我满怀期待。

这几年，乡村旅游业发展迅速，赏花、漂流、露营、避
暑……众多游客纷至沓来。炎热的夏季，不少外地游客
会去海拔1000多米的水江镇乐村避暑，路过集镇的时候，
捎上几个灰水粑当餐食是常有的事，返程时还会给亲戚
朋友带点回去尝鲜。不仅如此，有的游客品尝完灰水粑，
还亲自走进灰水粑作坊，将制作过程记录下来，这样一传
十、十传百，水江灰水粑的名气越来越大。

作为南川人，我还没亲自瞧见过灰水粑是如何制作
的，但对宣传视频里的步骤却一目了然——先是烧谷草
灰，然后泡米、磨米、熬浆、搓圆、蒸熟……看着简单，实则
不易。同事说：“制作灰水粑的每道工序都不能掉以轻
心，细节至关重要。比如，稻草灰的多少决定含碱量，烧
多了，灰水粑会太黄，碱性重；烧少了，灰水粑没味道，不

成型。此外，熬浆需要小火慢熬，用锅铲不停地翻动米
浆，不然就容易糊锅。”

如今，即使城里面有的人会制作灰水粑，他们也懒得
花工夫了。一来耽误时间，二来不具备制作的条件，主要
是没有谷草灰。若是嘴馋了，想吃灰水粑了，直接去农贸
市场或者社区超市购买成品，方便快捷。

灰水粑有多种吃法，可以煎腊肉、煎香肠，做烤串、麻辣
烫，也可清水煮。有段时间，母亲胃口不好，只喜欢吃点水
煮菜。父亲知道后，去农贸市场买了几个新鲜灰水粑，做了
一道白水灰水粑，母亲蘸着煳辣椒，眼角不自觉地湿润了。

待新一轮稻谷收获季节，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灰水粑
的制作过程，泡一泡大米、搅一搅米浆，搓一搓粑粑，将亲
手制作的灰水粑带回家给父母尝尝，留一些给远方的亲
戚朋友寄去，让散发着碱香味和米香味的灰水粑唤醒乡
音和乡愁。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

重庆商学界奇人顾鹤皋

他生产的油漆让人民大礼堂金光闪闪

水江灰水粑 □信鸽

□郑中天

他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漆墨厂；他工厂生产的油漆，为刚建成的重庆人民
大礼堂披上色彩靓丽的外衣，使重庆气势恢宏的地标建筑流光溢彩……他就
是重庆商学界奇人顾鹤皋。

顾鹤皋，1904年9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平滩镇白鹤乡，祖
父在清末官至道台。清朝灭亡后，其父继承家业，崇尚孔孟之道，顾家成为当地的书香之
家。顾鹤皋5岁时，生母病故，父亲续弦，顾鹤皋过继给三婶作养子。顾鹤皋天资聪明，学生
时代喜欢钻研。他在铜梁县立中学读书时，正逢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他呼吁工业救国，受
到同学拥戴。当时洋货充斥中国市场，顾鹤皋对此深恶痛绝。1924年，顾鹤皋
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立志在工业领域干出一番事业。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乘船从宜昌返渝时，曾作长诗
《船中有感》，写下诗句“关东父母愁对月，白
山黑水改颜色，塞北常无汉将军，
招招倚剑空叹息”，以此抒
发自己希望救国救
民的急迫心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