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济南南染染坊坊有有自自己己的的铁铁工工厂厂

周庄出道，济南兴业

电视剧《大染坊》中陈寿
亭的原型就是我爷爷张启垣，
剧本作者陈杰是我们邻居的
孩子，他的长辈们和我们家是
世交，也是开染坊的，他的母
亲是个知识妇女，常来我家与
我母亲攀谈，我母亲就将自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家族历史
讲给她听，她回去又讲给了自
己的孩子。

我们家原籍是淄博市桓
台县新城镇乔家庄，现在的乔
家庄已经变成了三个庄，人口
密集。我爷爷1898年到了周
村，彼时有“旱码头”之称，从
清朝开始商业就十分发达。22
岁的爷爷不像电视剧里说的，
因为穷困潦倒在人家门前被
收留，而是在一家姓石的大户
人家打工，后来因为表现突出
被招为上门女婿。石家几个股
东不睦，爷爷和几个朋友把店
盘了下来，又把店名从“东源
盛”改为“东元盛”，这就是我
们家染坊的诞生，当时成员只
有7个人。

东元盛成立时，由于周村

遍地都是养蚕人，染的是丝
绸。到了1916年周村大乱，而
济南的商埠已开，胶济铁路
1904年就已通车，爷爷他们就
来到济南的西门那边，建立了
一个小染坊。到了1930年企业
就开始发展了，到抗日战争以
前，一年能赚二十多万块钱。
我二叔就讲，当时各处来钱，

“挡都挡不住”。东元盛还创造
了两个品牌，“名驹”和“双
鱼”，前者是青布，后者是蓝
布。在销售渠道上，大批量的
布卖给祥字号等布商，好的时
候能一直卖到越南那边。

我们家在制锦市那边的房
子有四个院，北边出门叫锦缠
街，南边叫锦屏街，今年六月份
成为了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我的一些亲属还在那里居
住着。在现在的锦缠街派出所
后面，原有一个大仓库，存布上
千匹，踩着梯子才能拿到。我二
叔曾跟我讲，当时济南西关的
商业非常繁盛，可以称作是济
南的华尔街，当铺、银行扎堆，
主宰着济南市的经济面貌。

口述人：东元盛印染厂第三代后人 张盛昆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于悦

东元盛的发展有很强的
前瞻性，来了济南之后不久，
就建立了自己的铁工厂，雇铁
工搞机械铸造，有些高档设备
去外地购置，但半机械化的基
本印染设备都是自己生产，比
如抽水机、管件等，能节省很
多钱，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
的，还登了广告。铁工厂一开
始就在锦缠街47号，1942年因
为家里人口增多，我这一代就
有20多个人，就把工厂搬到了
少年宫附近，原址用于居住。

我祖父有三个儿子，一个
女儿。我父亲张伯萱是家中长
子，二叔张让青也懂一点外
语，三叔张东木读过辅仁大
学，还是运动健将。经营东元
盛时，三兄弟每天都要去一个
小办公室碰头，讨论近日的经
营情况。1937年7月后三叔打
算跟随同学南下，我祖父让他
留在了济南的厂里，解放后他
做了济南市副市长，从三反、
五反到抗美援朝，做了八年。
三叔来了后，东元盛脱离了手
工生产，走上了机械化道路。

那时的小清河是黄金水
道，河道有水闸，可以航运，而
且水很旺，我常去玩。用船把
原料运到济南来，那时没有现
代化织布机，就发动农民用家

里的土织布机织成布，再收上
来，这叫做“撒机”。加工后将
成品装船，沿河分销到各地。
我父亲跟我讲经营之道：小商
贩最关心布的价格，两个银元
和两个半银元是很不一样的，
当时济南的商埠区，流动摊贩
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让
小商贩获得了最大利润，我们
的销路才能增加。

当时的东元盛还一直致
力于革新改造，集思广益解决
厂里的各种困难。比如染厂内
温度很高，染缸就能达到近百
摄氏度，工人们叫苦连天，又
没有空调，就把地下水井里的
冷气通过管道抽上来，送到车
间，一下子就能降低个四五摄
氏度。这就叫做土空调，当时
济南还开了个现场会表扬东
元盛。

东元盛的工人福利待遇
也不错，管吃管住，还有一种

“矿石机”，是上世纪四五十年
代比较先进的收音设备，装上
电池之后能听节目，很多东元
盛的工人都买得起。后来东元
盛成了印染厂，光染不印也无
法名副其实，五六十年代厂里
购置了印花设备，还请了一批
印花设计人员，那时来到东元
盛的设计员后来都成了画家。

机械化生产摆脱手工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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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精读 “东元盛”是济南近代赫赫有名的民族企业，“名驹”和“双鱼”两个独创品牌曾远销海外，曾热播的
电视剧《大染坊》就是以它为原型创作的，其中的主人公陈寿亭是东元盛创始人张启垣，他的孙子张盛
昆先生今年已81岁，他为我们讲述了家族印染厂的一段辉煌历史。

战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1942年我祖父去世，
他老人家去世的主要原因
是受日本人敲诈，我父亲和
二叔都曾被抓去宪兵队，就
在现在齐鲁金店那边的泺源
公馆，公馆原来是有水牢的，
现在可能堵起来了。我曾经
去看过，一溜台阶下去，黑咕
隆咚的，犯人弄进去之后，
就往里面投辣椒水等。最
后家里人用金条把他们赎
了回来。

那时的日本人声称要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
行经济统制，不让中国资
本家经营，由他们自己经
营，变成“军需”。如果不合
作的话，就必须按他们的
价格出售布匹，价格极低，
我们家因此损失惨重，陷
入了困难期，祖父因此得

病，半身不遂，不到一年就
走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企
业险些落入日本人手中，
任谁都接受不了。临终时，
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坚决
不能跟日本人合作。

但日本人的特务机关
和经济侵犯机关不是一体
的，他们纷纷想来吃掉东
元盛，我们家采取的应对
措施就是一个字“拖”。我
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个日
本方面的女的，是个“二鬼
子”，会讲中国话，常来我
家里，家人都嘱咐不能与
她说话，由父亲出面应对。
日本人还常派代表团来厂
里“参观”，几个兄弟一商
议，宁可停电停工生产也
不让日本人看。民族气节
很重要，我们家对异族侵

略非常反感。
陈毅来济南时，曾跟

祖父商量给部队染一些黄
布，我祖父立刻答应了。部
队先去农村收购了十几万
尺布，但大小、长短、质量
都参差不齐，工人就先用
拉宽机把布拉开，再用烧
毛机让布变得平整，最后
染出来发现，布比军队提
供的数量还多了好几万
尺。我的叔叔就说，多出来
的一定要跟对方说，该多
少是多少，部队的财务还
称赞我们诚信经营。抗美
援朝时，我们家捐了“一架
半”的飞机，一架叫东元盛
号，另一架出了半架的钱。
另外，还给志愿军伤病员
送慰问品，扶持残疾人，还
捐了一家小型医院。

家风：勤奋、节约、和睦

我们家北屋的中堂挂
着一幅“治家格言”，讲基
本的生活哲理和孝道等
事。我还记得前两句，叫做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
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
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
家不是世代富豪，而是从
我祖父开始，经过艰苦创
业到达后来的辉煌。所以
家风就是要勤奋、节约和
和睦，我祖父是民族资本
家的典范，他省吃俭用，没
买过一件皮袍子，没穿过
一件丝绸衣服，千方百计
地节约资金，用于投入。在
经营东元盛的过程中，他

真是没享过清福。
家中一直保持着良好

的儒家家风，前两年我们
家还被评为济南市十大书
香人家。小时候长辈教育
我们，不能用有钱人的眼
光去看别人，大家都是平
等的，要扶老携幼，待人和
气。小学二年级时我考了
第一名，祖父还让人去买
多加糖的烧饼来奖励我，用
这种方式鼓励我们学习。抗
美援朝时，我参加人民志愿
军，被分配至空军15师43团
部“管理股”，我觉得自己得
到提拔就是因为一直勤勤恳
恳，交给我的活立马完成，也
比较吃苦，虽然不像前线将
士一样浴血奋战，但后方

生活也很艰苦，在东北大
雪封山，零下三四十摄氏
度也挺了下来。

前些年我儿子整理了
我们家的《张氏家谱》，500
多年的历史，绵延20多代，
以后要10年一大修，5年一
小修。其中我的曾祖父叫
张海亭，也是个大孝子，我
回乡时，在桓台王渔洋纪
念馆发现一块石碑，是当
时的乡亲刻了纪念曾祖父
的。碑文为“清赐同进士出
身、授朝议大夫”郝毓椿写
的《 褒 扬 孝 子 海 亭 先 生
传》，大致事迹是他一直从
旁侍奉患病的母亲直至她
去世，随后又寸步不离地
侍奉他的父亲，称颂乡里。

位于锦缠街47号的张东木故居及东元盛染坊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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