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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繁华三宝地

从前的三堡街，东起西仓桥，西至西大王庙，北面紧贴古
运河。街道不长，街面也不宽，但的确是一块好地方，当时人
称三宝街，这个宝不是现在的碉堡的堡，而是宝贝的宝。在地
方志《武进合志·事略志》记载：“元至大三年六月，封三宝奴为
楚国公，以常州路为分封地。”

古运河是母亲河，孕育了常州的工业文明。过去，常州西
门外的古运河上，水上运输非常繁忙，南来北往的船只，带来
了常州“米、豆、木、钱”四业的兴旺。

清末民初，运河两岸，常州的民族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蓬
勃发展。三堡街东首是西仓街，再往东是米市河。西仓街、米
市河路名的由来都与运河漕运有关。常州的米市，起源于隋
朝大业年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常州成了“三吴襟带之邦，
百越舟车之会”的“贡赋必由之路”。当时，太湖流域和长江中
下游出产的大米运到常州来出售，比较缺粮的福建等省又到
常州来采购，常州因此成为“产者输之，购者集之”的集散地。
由于米市的兴盛，明正统五年，即公元1440年，在米市的集散
地建立了大型西仓粮库。

米市河的对岸是豆市河，豆市的形成是在清光绪二十七
年，伴随常州府疏浚孟渎、德胜和澡港三河，外地的豆船能够
顺利地开进常州西市河。至民国初，常州逐步成为当时全国
著名的大豆聚集中心，从怀德桥至锁桥的400多米运河北岸，
贩运大豆的商船穿梭如织，岸上有17家豆行繁忙营业。

与米市豆市一样繁荣的还有木业，常州木业自清初兴起，
得益于常州运河的水网纵横交错，四面环流，脉络通畅。来自
于长江的水，流进运河里，夹带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滚滚黄沙，
形成了含沙量十分丰富的浑黄之水，让浸润其中的木材得到
养护，使木材皮色黄亮，成色提高。据史书记载，建于乾隆三
十八年的西大王庙就是木行早期聚集之所。到道光十四年，
常州的孟河、德胜、澡港三河疏浚，木排多了一条进口河道，木
业进入兴盛时期，全市有木行100多家。木业兴盛，木业会馆
也就多起来，在常州众多的木业会馆中，最早的是乾隆十三年
建于三堡街的全闽会馆，可见三堡街当初木业的兴旺。

米市、豆市、木行的繁荣，促进了钱业的发展。1919 年，
“中国”“交通”“上海商业”“武进商业”“国华””信孚”等银行相
继在常州开业。其中上海商业、武进商业在豆市河设立西门
办事处，为豆市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财力支持。

米市、豆市、木行、钱庄都集中在常州西门外，也就是紧靠
着三堡街一带，“米豆木钱”又是当时的经济支柱，带动了常州
的纺织、机械、粮油食品、电力等近代工业迅速发展，恒源畅就
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州的纺织工业受大环境影响，处
在爱国主义浪潮的复苏发展阶段，布商们依傍运河水路的优
势，凭借地理环境特点，群起集资办厂。

1928 年，恒丰永木行经理汤俊生长子患伤寒病逝，两年
后，考虑到自己经营的木行无人协助，让次子汤梦熹辞去源通
泰钱庄职务，回家打理恒丰永木行。

汤梦熹，1909年出生，18岁时，经亲戚介绍进本市西瀛里
源通泰钱庄学徒。21岁时，由学徒转为职员。同年夏被委任
为三堡镇镇长（汤俊生原为海棠乡乡长，后双目失明，汤梦熹
遂顶名），其后经过数次委任和选举，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共
连任9年。汤梦熹虽然开始觉得是“虚名”，但随着与社会广泛
的接触，感到担了名，必须尽责任，因此热心于开河筑路等公
益事业，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信。由于受社会上的新思想新
事物影响较多，汤梦熹内心逐渐萌发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考
虑到西门又没有一家布厂，所以极力建议父亲搞实业办工厂。

汤俊生对儿子的建议进行了认真思考分析，并结合数十
载商海生涯的成败和本市刘国钧先生搞工业的影响，以及已
有织布厂取得的成就，决定在继续经营好木行的同时，办织布

厂走实业之路。商议具体筹办事宜后，决定和王秋生、费定
庵、妻舅荆春生分三份集合资本15000元，在恒丰永木行后面
园内造厂房；到上海购买丰田铁制织布机30台，取名“三和”布
厂，意指“和衷”（和衷共济）、“和睦”（和睦相处）、“和谐”（和谐
团结）。布厂由王秋生任经理，汤梦熹任协理，于1930年（民国
十九年）正式开业。

1931年，日寇侵沪，日产龙头细布倾销，导致布厂生产的
白布堆满仓库，销不出去，而生产又不能停，买棉纱原料和发
工资都要钱，资金发生困难。1932年，出租给其街坊、同样做
色布生意的“润源”布行老板毛锡章经营。“三和”遂改名为“恒
源”布厂。

贰·创业名声扬

毛锡章（1883—1963）字凤威，武进毛家桥人，6岁到私塾
读书，15岁时被父亲派到布店学徒。毛锡章从小就聪明沉稳，
不怕吃苦，踏实肯干，日积月累，很快掌握了布店的经营之道。

学成后，他自己创业，开了布店。因为毛锡章待人和气且
讲信誉，在同行中人缘很好，回头客也很多，布店业务和经营
范围不断扩大。后来在咸宁巷（后称杨柳巷）开了以批发为
主、零售为辅的润源布行，成为常州在苏北地区最大的色土布
供应商。

1932年，毛锡章的朋友兼同行、恒祥公棉布号老板费定庵
与人合资开办的“三和”布厂，因多种原因陷入困境而停产。

毛锡章认识到中国土布被列强特别是日货倾轧，经营前景不
好，有意开办自己的实业，于1933年9月租赁“三和”，更名为

“恒源”布厂。由于经营有方，10月份，32台织机就全部正常运
转，年底结算略有盈余。

1934年，毛锡章又增添了18台英式投梭织机，获利万元
以上。1936年，毛锡章和常州工商界名流查秉初等人发起集
资扩股12万元，成立了恒源畅染织股份公司，组成了有11个
人的董事监事会，查秉初为董事长，自己为总经理，女婿张仲
麟任经理，讨论了分红方案，并向中央实业部登记，领取了营
业执照，成立了恒源畅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从此之后，企业的
重大经营决策，都由股东大会讨论决定。

新的机制给恒源畅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扩股后，添置
了织机175台，浆纱机、筒子、纡子和经车等若干，建造新办公
楼和厂房。1937年初，新车间竣工，仅用半年时间，新设备全
部投产，产品畅销到南洋群岛等地，10个月就获利18万元。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常州，工厂被炸，大批物
资被劫，损失巨大。工厂停产2年后，在1939年勉强恢复部分
生产。1939年到1945年的6年间，工厂基本是半开半停，处于
瘫痪状态。

抗战胜利后，毛锡章抓住机遇，在1945年底，把224台织
机全部开出，为应付国民党统治下币制贬值和通货膨胀给经
营带来的困难，恒源畅采取先进棉纱后卖布，或者纱、布同时
进出的手段，加上与无锡、上海的申新纺织厂关系较好，每次
买纱都大量买进期纱。由于手里掌握大量物资，布的质量好，
产品适销对路，1946年全年利润创新高，是解放前最好的一
年。但黄金时代转眼即逝，1947年发生了一起锅炉爆炸事件，
死伤多人。国民党当局趁机勒索敲竹杠，再加上内战爆发，物
价飞涨，民不聊生，时局一片混乱，到解放那年，恒源畅已到濒
临倒闭的边缘。

1949年常州解放后，国家对私营企业进行扶持政策，使恒
源畅起死回生。1952年，正信木行转商业为工业，将全部资金
5亿元（旧币）投资恒源，双方立了协议书。1955年恒源畅公私
合营后，成立了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在筹委会的领导下，进
行清产定股工作，清估标准以1950年底重估财产为基础，结合
当时情况，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对部分偏高偏低的作适当调
整，做到公方不吃亏，私方无意见。同年10月并入大润、华新、
协勤三个小布厂企业，实行统一管理，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此时的恒源畅，有织机304台，纡子车786锭，职工577名，在当
时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当年还发放股息23000余元，之
后又连续发放11年股息，总计246986.2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还补发了一次定息。虽略有曲折，但最终实现了腾飞。

叁·风雨变革路

恒源畅成立以来，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旧资产阶级的固
有特征，但它能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的生产和管理体制，使得
这个老字号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1939年底，毛锡章在停产两年之后，修理了被战火炸毁的
一些厂房和机器，逐步开出了部分织机，恒源畅惨淡经营，勉
强维持生计。由于日本人在常州城外筑起了封锁线，而恒源
畅的职工，特别是女工基本家住常州城外的农村，为不影响职
工上下班，厂方扩建了食堂和宿舍，对女工也开始供应食宿。

日伪统治时期，经济萧条，经营环境恶劣，市场冷冷清清，
工厂附近几乎没有生活用品商铺。为方便本厂职工，恒源畅
在民国29年（1940年）开办了合作社，由张仲麟担任理事长，
毛润庠等6人担任理事。合作社的宗旨印在股票上“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平利经营员工需要的肥皂、火柴、卫生纸、雪花
膏、针头线脑等五花八门的日用小商品。因为是平利经营，受
到职工欢迎。

合作社除了经营日用小商品外，考虑到有的职工几个月
或半年才回家一次，另外还开办了储蓄业务。工人领到工资
可直接存入本厂合作社，合作社也像银行一样付利息。解放
前的一段时期，物价飞涨，钞票贬值，储蓄业务名存实亡。
1948年，合作社宣布正式停办。

抄身制最初是由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开办的企业中实
行的，规定“一切工人每日离厂时应受各处守门人的检查”（著
名作家夏衍在《包身工》中对其摧残人格的恶劣行为有过生动
的描写），后来成为旧中国轻纺工业普遍实行的一种侮辱工人
的制度。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2月18日，恒源畅正式实行
废除抄身制，恒源畅80多岁的老职工高浩灿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仍非常激动，他说，就在这一天，工人们深恶痛绝的抄身制
被废除了，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一件大
事，恒源畅的职工在常州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开庆祝大会，
会后两人一排列队上街游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大家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另一个让恒源畅工人们感到兴奋和温暖的，是1951年6

月26日成立的劳资协商会。解放前，纺织工人每天要从事12
小时的繁重劳动（上班前的准备工作，下班后的清扫工作还不
算时间），车间的劳动环境也很糟糕，如织布车间，不但噪声
大，夏天温度高达38摄氏度以上，冬天穿上棉袄还冷；地面潮
湿不堪，污水流淌，女工只能穿木屐工作。12个小时的工作累
得工人腰酸背疼，骨头都快散架了，还要排半小时左右的队等
待抄身出厂。上下班没有交通工具，上班没有钟表看时间，回
家后还要做家务。真正的“起五更、睡半宿”“鸡叫做到鬼叫”，
严重摧残了工人的身体健康。恒源畅的劳资协商会在成立当
天就作出决定，把原来10天休息1天改为7天休息1天。1951
年3月改12小时工作制为10小时工作制，公私合营后改为三
班制，每天工作8小时。

同时，劳资协商会制定了改善职工伙食的决定，实行全体
员工一视同仁，改变了过去女工用餐每桌三菜一汤，10天才有
一个荤菜，男工每桌三菜一汤，每天都有一个荤菜，高级职工
专门开小灶，素菜还分菜心、菜梗、菜边皮分类炒等不公平的
待遇。此举极大地激发了全厂工人、特别是女工的积极性。

打开恒源畅劳资协商会的部分会议记录本，可以看到当
年有关花纱布公司下达委托加工任务的指标，工厂生产计划
的布置和完成情况，质量、产量、用纱量、机物料消耗、用电用
水等各项数据，分析原因，采取措施等等。还有企业各工种工
资的调整，职工职务的变动，徒工满师定级，技工评定级别，职
工夏季、冬季的劳动保护措施，工作服的发放，逢年过节的奖
金、福利，以及节假日的安排等。

1954年的一次会议记录档案中记录了一条议案：资方请
假不到厂上班，应和工人一样作为事假扣工资，病假可按劳保
条例处理。当天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当时
恒源畅尚未公私合营，现在读到这样的会议记录，饶有趣味。

恒源畅的劳资协商会议还签订了一份劳资财务合同，劳
资双方为企业增加效益主动承担了责任，采取了多个行之有
效的措施，健全了劳保、膳食、请假、次布责任、机台检修、门卫
等各项制度，车间的防暑降温和防冻保暖设备逐步添置，文教
卫生、集体福利等相继跟上，从制度上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
为工厂的兴旺发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建立了布机平车队，推广“五三保全工作法”，对
织机挡车工组织脱产培训，推广“一九五一布机工作法”，使挡
车工从过去被动的“机器管人”转变为主动的“人管机器”。在
恒源畅这片沃土上，开出了一朵永不凋谢的红花——全国劳
动模范颜秀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颜秀珍布机工作法。

有一次，恒源畅厂的几个职工在走访九丰印染厂灯芯绒
割绒车间时，听到割绒工人反映：“你们的坯布上浆高了，割绒
容易戳洞。”大家回来后，围绕这个难题开展讨论，上浆高了，
影响九丰印染厂的割绒质量；上浆低了，影响自己厂布机挡车

工的断头。讨论后，全厂上下一致决定，把困难留给自己。通
过组织质量攻关小组，经过几十次试验，在压浆辊筒中添层细
布，使上浆率降低了，确保恒源畅送到九丰印染厂割绒的坯布
质量上乘，受到割绒工人的欢迎，同时本厂挡车工的布边断头
也相应减少，质量提高，两厂工人皆大欢喜。

恒源畅劳资协商会转眼已成立60多年了，1954年担任厂
工会主席、曾经的劳方代表高浩灿老人，在回忆起解放初期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充满自豪地说，在我们恒源畅的劳资协
商会里，工人阶级可是真正做到了全面参与企业管理并做出
了出色的成绩啊！

钟声是岁月的脚步，留下历史的痕迹。创意激活工业文
明的遗存，2008年，由“恒源畅”更名的第五毛纺织厂，又一次
走到了改革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传统纺织业的发展瓶颈，
大家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果断转型，退出传统工业，华丽转
身，进军文化创意产业，串联起原有老街、老巷、老厂，利用原
恒源畅工业遗存和文化遗迹，建设起一个吸引设计类创意人
才和企业创业与发展的平台——运河五号创意街区，设施完
备、功能完善，服务全面、氛围独特，从规划之初就受到了省、
市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支持，被列入2010年“文化旅游年”十大
文化旅游项目之一。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恒源畅”这朵民
族工商业的激越浪花，会在新的大潮中，绽放出别样的精彩。

澎湃激越的浪花澎湃激越的浪花
——恒源畅记忆

恒源畅厂旧址

恒源畅创立前买地契约

恒源畅界碑

毛锡章——恒源畅主要创始人

1942年恒源畅染织股份有限公司收股凭证

冯玉祥给恒源畅的题字

常州恒源畅染织厂1954年工资卡

日月如梭三和梦，恒源流畅运河水。
在江南民族工商业乃至中华纺织工业发展

的历史长河中，“恒源畅”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
但就是这朵浪花，折射出常州、苏南地区以及整
个中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光彩，成为我国民族
工商业发展的缩影。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民族
工商业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历史，印证了我国
企业当年贯彻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建设社会主义
的曲折发展历程。

20 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常州西门外古运河

畔三堡街上，一位木行老板汤俊生怀揣创业的梦
想，会同连襟费定庵、二儿子的娘舅荆春生，三方
集资 6000 元法币，投资办起了布厂，由二儿子汤
梦熹经营，起名为“三和布厂”。然而，不到一年
时间，工厂就难以为继。常州“润源布行”老板毛
锡章，接过了三和布厂寻求合作的橄榄枝。毛锡
章为企业注册登记时题厂名为“恒源畅”，“恒”代
表恒久，“源”取自“润源布行”，意为源远流长，

“畅”是注册时，因“恒源”两字已被注册，为了区
别添上的，这个“畅”字，使恒源畅染织股份有限

公司产品畅销、经营畅通、事业畅达。
“恒源畅”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起名到 1966 年

更名为国营常州第五棉织厂，后又改称常州第五
毛纺织厂、童鹰纺织有限公司。但在三堡街乃至
老纺织人的言谈中，还是习惯地叫“恒源畅”。

如今，“恒源畅”厂房原址设立了厂史陈列
室。这里，我们采撷一组与“恒源畅”有关的、
能见证“恒源畅”历史的老人口述或回忆，见证
运河边的这座典型的纺织老企业 80 多年的兴
衰变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