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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人牙慧

1908 年初，天津市面上同时出现
了两种黑色肥皂，一种标注为“天津
造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造胰公
司”），另一种则标注为“华胜公司”
（全称“天津华胜烛皂有限公司”），两
种肥皂几乎如出一辙。很多因为价廉
物美而一直选购造胰公司黑色肥皂的
顾客误买了后者的产品，使用后才发
现质量极差，纷纷大呼上当，甚至认
为造胰公司占领市场后偷工减料，牟
取暴利。造胰公司的创办人宋则久听
到有人仿冒黑色肥皂的消息后也是大
吃一惊，因为这种肥皂是该公司煞费
苦心研制的拳头产品，而且已经在商
部立案，享有五年专利权，他人不得
制造类似产品。如今出现劣质仿冒
品，公司声誉可能就此毁于一旦。宋
则久赶忙找到华胜公司经理李镇桐，
当面要求停止侵权，收回伪货。但李
镇桐以造胰公司只是立案，并无官方
证明文书为由，拒不承认仿冒侵权一
事。即便后来宋则久向直隶工艺总局
提起控诉，华胜公司也咬定造胰公司
没有商部的专利证照，依旧我行我
素，大肆生产。这一黑色肥皂专利权
之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切还要从
宋则久创办天津造胰公司说起。

自晚清开埠以来，以肥皂为代表的
西方清洁用品由于在去污能力和使用便
利等方面的优势，开始在中国流行，加之
外商采取廉价出售、抢占市场的策略，洋
肥皂很快便在国内大行其道。以天津为
例，20世纪初每年进口条皂5万箱，价值
10余万两白银。目睹洋货泛滥、白银外
流的状况，爱国商人宋则久打算采取集

资方式创办有限公司，以振兴工艺，弥补
漏卮。他在1903年招股集资筹办造胰
公司，最初设厂于天津黄姑庵东老公所
胡同，后因地势不佳改设在闸口元会庵
内。同年 10 月呈请天津府县两署立
案。1904 年开始制造各种肥皂。1905
年原定股本5000元（每股50元）已如数
招齐，得以正式在商部注册，公司也定名
为“天津造胰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
人自行建厂制造肥皂的开端。

为增强造胰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宋则久在引进人才和改良技术两方面
双管齐下。他聘请东京大学工科毕业
生张星五为公司董事，严智怡为工程
师（后张退出，严智怡为董事，主抓技
术管理），还雇用日本人为工头，积极
引入日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同
时，花费重金购置外国先进机器设
备，先后从日本购进数台制胰机和制
烛机，从德国购入锅炉汽机。1908 年
后，造胰公司实现了由手工操作到机
器制造的迭代升级，生产效能大幅提
升。据商会档案记载，当时造胰公司
每月生产条胰、块胰五六百箱，香胰
六七百箱，洋烛两三百箱，在同行业
中位居翘楚，十分畅销，年年获利。

造胰公司的发展风生水起，黑色
肥皂功不可没。1906 年，造胰公司遍
寻国内各种制胰原料加以比对，又反
复优化生产工艺，终于研制成功质优
价廉的黑色肥皂，分为两种：其一为
洗面粗香胰，又名“黑方块”，其二为
洗衣黑条胰。两种肥皂的质量与市面
主流品牌并驾齐驱，但每箱单价却便
宜很多，凭借价格优势，不仅占领本

地市场，更行销华北地区各大商埠，
造胰公司很快便站稳脚跟。

为防止他人仿冒，宋则久未雨绸
缪，在 1907 年通过直隶工艺总局向商
部请求为黑色肥皂立案，并如愿获得
五年的专照权限。在此期间，造胰公
司享有此种肥皂独家专利权，他人不
得制造类似产品。但令宋则久始料未
及的是，由于相关专利章程尚未订
立，商部只是将造胰公司申报的商标
图样及文字存部备案，并未正式颁发
证照，这就让竞争对手钻了空子。

1908 年，华胜公司借增资扩股至
10 万元并改为机器制造的机会，通过
天津商会向商部请求授予该公司在直
隶省内专办 20 年的地位，其间他人不
得申请开展机器制胰类的生产经营活
动。然而商部以造胰公司创办在前、
华胜公司并非首创为由，拒绝了该专
办权的申请。与此同时，已经通过优
质产品抢占市场的造胰公司也走上了
机器制胰的快车道，公司业绩蒸蒸日
上。相形见绌之下，李镇桐恼羞成
怒，打起了仿冒黑色肥皂的歪主意，
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08年5月，就在李镇桐认为造胰
公司无计可施、沾沾自喜之际，宋则久
突然造访，拿出了专利证明文书，再次
要求华胜公司停止侵权。原来造胰公
司特意向商部请求颁发专利证照，商
部也很快批复颁授。面对白纸黑字的
证明文书，李镇桐再也无法狡辩，只得
停止仿冒，收回伪货。就在造胰公司
认为此事告一段落之时，不料华胜公
司贼心不死，于 1909 年 3 月向天津商

会呈送样品，辩称其产品原料与造胰
公司不同，企图申请专利。宋则久只
得与公司董事联名上书工艺总局，声
明造胰公司既然已获专利，无论他人
使用何种不同原料，只要制售形色相
同的肥皂，均属侵权。黑色肥皂是该
公司呕心沥血之作，华胜公司竟想不
费丝毫心力资材，“贪人之功以为己
利”，若不加以严行禁止，以儆效尤，必
然会对处于萌芽期的中国工业造成极
大危害。由于理据充分有力，直隶工
艺总局与天津商会采纳了造胰公司的
建议，严令华胜公司不得自行产销黑
色肥皂，这一场围绕黑色肥皂的专利
权纠纷至此才画上了句号。

尽管造胰公司赢得了专利权保卫
战，但由于造胰工艺粗浅，致使仿冒
成风，后来又有益和公司因仿造黑色
肥皂而被造胰公司禀请劝业道查究。
宋则久认为要想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
生，必须主动出击，因此他通过巡警
总局将很多专利告示张贴于大街小
巷，希望用广而告之的方式吓阻牟利
之徒的仿造冒牌。正是由于造胰公司
注意维护自身品牌价值，与仿冒者坚
决斗争，才使得以黑色肥皂为代表的
优质产品助推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1923 年时，公司营业额已增长到 70 余
万元，1925 年在北京兴建分厂，产品
畅销华北、东北各地。包括黑色肥皂
在内的各类洗涤制品，先后在巴拿
马、意大利、南洋等万国博览会及国
内工商展览会上获评优等多达 20 余
次，也使得造胰公司蜚声国内，乃至
名扬海外。 张弛

“法鼓”一词源自佛教，是指法
堂 上 设 置 的 做 法 事 时 专 用 的 鼓 。
不过，天津法鼓这种最初起源于佛
教音乐的乐种，在其几百年的流变
中，却早已褪尽了宗教的色彩，演
化为民间的一种纯粹的游艺民俗
了。据说李自成率军转战各地，常
以铿锵宏大的法鼓作为军中之乐，
以引导队伍和欢庆胜利。而当其
败出京城后，部分散兵流落津门，
在水陆码头出卖体力，暇时击法鼓
以自娱，竟很受民众喜爱，于是竞
相习奏。天津法鼓就这般在天津
落户并流传开来。

旧时的天津民间，法鼓常用以
庆丰收、贺新年及在各种节庆、年
会、庙会上演出。从正月初一到十
五，整个市区法鼓声连绵不断、响彻
全城，与各种花会、灯会交相辉映。
法鼓还是当年皇会中不可或缺的随
驾音乐，在整个皇会队伍中，威武显
赫。在天津法鼓最为繁盛的清末民
初 之 际 ，仅 城 区 就 有 上 百 个 法 鼓
会。到 1936 年最后一次皇会，也还
有三十多个法鼓会参加，足见其群
众性之广泛。

天津法鼓的乐曲由若干不同的
曲牌(又称“鼓套子”)连缀而成。每奏
一套，需半个小时左右，其曲牌有《相
子》《阴阳鱼》《龙戏珠》等30多个。其
中被广为演奏的是《对联》《绣球》《叫
门》《富贵图》和《上擂》等。

天 津 法 鼓 的 表 演 形 式 分 为 两
种，一种是固定场地的“坐敲”，一种

为边走边奏的“行会”。其乐队由一
面大鼓和若干大钹、大铙、镲铬、铛
铛所组成，人数可多可少，但都须成
双成对地配备。其声音雄浑嘹亮、
节奏丰富多变，令观者激奋昂扬。
演奏时，大鼓与紧挨身边的“头钹”
起着指挥的作用。整套音乐多以慢
板开始，逐渐转入中速，进而快速，
最后高潮部分以急板结束。演奏

《咬五通》时，五种乐器有分有合，变
化多端；而演奏高潮部分的《上擂》
时，大钹、大铙的演奏者还要加上

“耍钹”、“飞铙”等舞蹈动作，它是在
武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程式有

“鹞子翻身”、“海底捞月”等三十多

种。表演时，铙在演员周身上下翻
动、金光熠熠；钹在演员手中烁烁翻
动，其长长的缨穗凌空飞舞，再配以
撼人心魄的音响和节奏，真可谓“鼓
打惊雷、钹翻燕飞、铙甩蝶舞、铬拍
玉板、铛敲雨潺”。

天 津 法 鼓 是 在 天 津 特 定 的 社
会 文 化 土 壤 中 成 长 的 ，它 综 合 了
音 乐 、舞 蹈 、武 术 、美 术 等 多 种 艺
术 形 式 ，独 具 特 色 。 天 津 人 创 造
了 天 津 法 鼓 ，天 津 法 鼓 也 塑 造 着
天津人。在天津法鼓那雍容威严
的 形 式 和 铿 锵 炽 烈 的 节 奏 里 ，天
津 人 读 到 的 是 自 己 粗 犷 豪 迈 、爽
朗乐天的性格。

元代建都北京后，天津因地理
位置的重要和水运的便利，逐渐成
为北京粮食、丝织品及北方军粮东
南供应的漕运枢纽，每年经天津的
漕粮都多达二三百万石，天津漕运
已成为元大都的生命线。元政府向
天津派驻军搞屯田，加强防守。这
也促使天津经济的繁荣、居民点的
形成和道路的发展。这时天津地区

“舟车攸会，聚落始蘩”。
当时，宁河尚未设治，宝坻、蓟

县、武清均隶属中书省大都路，静海
则隶属河间路，今天的天津市区及
其东、南、西三郊多为静海地。此时
天津境内道路交通——由宝坻往西
30 公里，由武清往东北 35 公里，由
静海往北 120 公里，由蓟县往西南
75 公里，均可达香河县城；由静海往

西北 70 公里，可达永清。元末农民
起义的行军路线，史书记载均涉及
这些道路。

明 代 以 来 朝 廷 在 天 津 建 设 海
防、修筑炮台、发展漕运、大兴屯田，
使天津城区不断扩大，人烟逐渐稠
密，经济迅速发展。明代中后期在
近郊形成许多居民点，如三岔口、咸
水沽、小南河、大直沽、稍直口、独
流、葛沽、东沽、西沽、邓善沽等里
坊。城里与这些聚落以及区域内部
的道路都有很大发展。

明永乐在天津境内设驿站，其
中有乾宁驿站(今青县)、奉新驿(今
静海县)、杨村驿(今武清区)、杨青驿
等。这些驿站主要分布在北京至天
津、天津至济南、天津至山海关的官
驿大道上。明政府把天津视为护佑

京都的重关要地，在此修筑了东北
可至山海关外、西北可至张家口、西
南可达黄河岸、东南可达德州、济南
的道路。

据资料载，明代天津通往四方
的 公 路 有 ：天 津 临 榆 线 — 进 山 海
关，经昌黎、卢龙、唐山、汉沽、塘
沽至天津；邦均遵化线—进喜峰口
经遵化、蓟县、邦均、三河、通县至
北京，或由蓟县南下至天津；天津
德 州 线 — 到 天 津 后 至 杨 柳 青 、静
海、青县、沧县到德州、济南；天津
保定北线—由天津经霸县、河间至
保 定 ；天 津 北 京 线 — 由 天 津 经 杨
村、武清、通县至北京。另外，还有
以 天 津 为 中 心 分 别 通 往 宝 坻 、杨
村、宁河、静海、蓟县、香河及三河
的道路。

这个成语出自《世说新语·文学》：
“殷中军（浩）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

东 晋 时 候 ，有 一 个 名 叫 殷 浩 的
人。因为他曾经当过“中军”的官职，
所以被人称为“殷中军”。他曾被任命
为“建武将军”，统领扬州、豫州、徐州、
兖州、青州的兵马，后因作战失败被罢
官，并流放到信安（今浙江省境内）。

殷浩很有学问，他爱好《老子》、
《易经》，并能引经据典谈得头头是道。

殷浩有个外甥，姓韩，名康伯，非
常聪明，也善于谈吐，殷浩很喜欢他，
但对他的要求却十分严格。殷浩被流
放时，康伯也随同前往。有一次，殷浩
见他正在对别人发表言论，仔细一听，
康伯所讲的，完全是抄袭自己的片言只
语，套用自己说过的话，没有他个人的
创见，却露出自鸣得意的样子，很不高
兴，说：“康伯连我牙齿后面的污垢还没
有得到，就自以为了不起，真不应该。”

后人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拾人
牙慧”这个成语，比喻抄袭或改头换面
地套用别人说过的话或写的文章。

春秋时，晋文公曾在国外流亡了
十九年，后来得到楚国的帮助，才有机
会回国做了君王。当时，楚国的势力
很大，许多小国都向楚国称臣；晋文公
为了成为霸主，就决定从立威诸侯做
起。恰巧，为了曹、魏、宋三个小国，弄
得晋、楚反目成仇，楚国派大将子玉和
晋军作战，晋文公遵守当年的诺言，把
军队撤退到九十里外，以报答楚王从
前对他的优待；但是，楚将子玉仍然坚
决要和晋国决一雌雄。当晋军撤退到
城濮的时候，晋文公非常苦闷，他听到
大家都在说：“我们的君王德行高超，
应该舍弃对楚国的旧恩，建立新的功
劳。”晋文公听了，恍然大悟，便重整军
队，终于在城濮打败了楚军，称霸诸
侯。后来的人，便将晋文公部下所说的

“舍其旧而新是谋”，简化成“舍旧谋新”
这一句成语，用来比喻拋弃旧的计划或
人事，重新规划，建立一个新的事业。

我们无论做任何事，应该要日新
月异，追求进步，一旦发现旧的方法不
适用的时候，要立刻采取新的方法，才
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这便是“舍旧谋
新”了。

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
直径 18 厘米，厚 10 厘米。砚
面开月牙形水池及弧形砚堂，
水池之上有“内府之宝”方印，
印两侧各一篇顾从义摹刻的

“石鼓文”。砚底中部纵开长
方形凹面，内书“石鼓”、“子子
孙孙用之永保”、“东海顾从义
摹勒上石”，凹面两侧亦分刻
两篇“石鼓文”，凹面之上刻有
朱善旂题铭，表明他于道光辛

丑（1841）年重资从曹绍橚处购得此砚并珍藏。砚体一周摹刻
六篇“石鼓文”。整砚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
之美。砚盒制造亦考究，紫檀木质，形状亦仿石鼓。盒盖一周
雕刻花卉纹饰，中间镶嵌白玉螭纹装饰。盒身一周刻程瑶田

《石鼓砚记》及孙效曾题诗。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因刻于十座形似鼓的花

岗岩石墩上而得名。石鼓文内容为记述周秦王室游猎之事，
是研究其时历史、文学的珍贵资料。石鼓出土于唐初，现最
接近原石的宋拓本在国内已无流传，此砚即摹刻于宋拓，是
研究石鼓文的重要参考。

明朱砂荷鱼澄泥砚长
24 厘米、宽 15.4 厘米、高 2.2
厘米，在烧造工艺和雕琢
构思上皆有独到之处。此
砚作鱼形砚身，呈朱红色，
泥质细腻，色泽鲜艳。砚
背衬以荷叶，荷叶及鱼周
于烧制前均着黑色，黑红
相映，荷鱼交辉，浓艳与沉
着相得益彰。可谓造型生
动活泼，雕刻精细传神，线
条流畅自然，色彩鲜丽华
美，技法高超，巧夺天工，

是极为稀见的古代文房艺术精品。
此外，砚台盒盖之上亦刻铭文曰：“澄泥荷鱼研 初颐园

家旧物，河间吴棠湖购得收藏”。可知该砚后被清末书画家、
收藏家吴浔源先生收藏。1954 年，明代荷鱼朱砂澄泥砚由天
津著名文物收藏家徐世章先生的亲属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
物馆。由此可考，此砚经多位名家收藏鉴赏，流传有绪，实为
难得。

明龙香御墨直径 8.7 厘
米、高 1.7 厘米，圆形绿色
彩墨，一面有描金双龙戏
珠图案，中间楷书“龙香御
墨”，背面阴刻“大明隆庆
年制”楷书款。

《涉园墨萃》中“中舟藏
录”（袁励准）著录赭彩墨
两件，其中一件形式、尺寸
与此墨完全一致。明《麻
三衡墨志》“稽式”中列有

“龙香御墨”一种，与“探徽
神品”同为嘉靖御墨。馆
藏此件为隆庆年制，说明嘉靖至隆庆年间均有制作。此墨一
面模印双龙，龙的形式与明代瓷器上的龙纹相同，具有一致
的时代风格。

明 经 之 墨 直 径 10 厘
米、高 2 厘米，墨作圆形，四
周浮雕龙纹，中间篆书阳
文“经之墨”，右侧“嘉靖”
二 字 款 ，背 面 作 团 龙 纹 。
此墨下端磨过，从磨过的
地方看没气孔，可见其原
料细腻，质地缜密，且墨模
雕刻精细，虽磨用过仍不
失为一件珍贵的墨品。

古墨鉴赏家尹润生先
生在《明清两代的集锦墨》
一文中曾述及此墨：“休宁
汪 中 山 所 制 的 墨 品 目 繁

多，至今流传下来的只见一锭，正圆形，下端磨去少许，名叫
‘经之墨’，并署有嘉靖年款。顾名思义，当为经、史、子、集四
种丛墨之一。”

清高兆铭赤壁图端砚
长 27.2 厘米、宽 21.6 厘米、
高 4.5 厘米，砚作随形，为
老坑石，依石材自然形式，
就石皮的凹凸态势琢成赤
壁图，砚面中间作砚堂，四
周环刻高山流水。砚首正
中处镌篆书“高风千古”四
字 。 砚 背 雕 有 赤 壁 泛 舟
图，并刻有楷书铭文：“个
是苏公赤壁，千古英雄陈
迹。聊供几案卧游，珍重
端溪片石。”落款“固斋高
兆”。隶书铭文：“守其静
也如仁，而动则惟水。扩其动也如知，而静则惟山。得仁知
之乐者，善其用于山水之间。壬辰长至，吴秉钧铭。”铭文旁
阴刻篆文印“山阴吴氏珍玩”。下镌“琰”、“青”二印。印旁刻

“庚申（1920 年）冬季归于退耕堂。”退耕堂为民国总统徐世昌
斋名。该砚是其珍藏砚台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