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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拥有百年历史的镇江醋坊——恒昌源记的褚二少爷褚永丰从南京赶回家参加大哥的婚礼，新娘却是与
他从小青梅竹马的方素芸。
不料娶亲的当天醋工闹事，褚老太爷在接连的担惊受怕后撒手归西，临终前将百年的醋坊事业交给了
褚永丰。
从此，读书人褚永丰接管了百年的家业，进入一个独特的“醋环境”中，这里的一切仿佛都与“醋”
有着不解之缘：与对手茂达记的竞争让他历尽辛酸，试验“新法醋”的种种曲折让他饱尝酸楚，与三
个女人的感情纠葛更是使他在醋意的翻腾中步履踉跄⋯⋯轰轰烈烈的醋变革和充满悬疑的情感纠葛，
反反复复，跌宕起伏。
最后，有人成了“醋意”的殉葬品，而百年的大醋坊则在血与火的洗炼中散发出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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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雨城，本名张晓平，资深小说家、编剧、记者，中国第一部碎片式小说创始人。
干过工人，当过兵，亦曾为“北漂”成员。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签约编
剧、江苏镇江电视台编导。
创作有一批极有份量且风格怪异的作品：《洪高梅》、《小城》、《记女作家Jeny和比尔等》、《雾
》、《执行》、《苏州青》、《我想飞》、《网的纠葛》、《媚惑方舟》，分别多次为《小说月报》
、《小说选刊》及各种选本转载；改编成影视剧本、连环画，并获全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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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风云乍起　　醋根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做醋人每蒸一次稻米垛都要用醋根在米垛堆上四处
播插，陈年醋根在垛里发酵、散渗，每一垛蒸好了，再从垛底收集稻米，与旧醋根混合了收入小坛，
以备下次再用。
　　一　　天色熹微，冬日的镇江城还沉浸在睡意蒙胧之中，街上弥漫着霜雾气，间或有一两个起早
赶路的人从街上匆匆走过，街两边店铺商号的排子门紧闭着，都还没开门迎客。
江上隐约传来洋人的“小火轮”驶过的轮机声，大大小小的篷布帆船在江中悄无声息地行驶着，远看
去，20世纪初叶的长江下游如同一幅灰蒙蒙的水墨画。
　　这时，一阵喧闹从离江边不远的大北路褚家大院那边传来。
　　镇江人在弥漫全城的醋味中听到褚家大院那边的喧闹声越来越大，有那好事的便披起衣服站在天
井里或出门侧耳细听。
这些日子从上海铁路沿线一路传过来流行性感冒，很多人都发热咳嗽了，城东福音医院的停尸房里甚
至还停了几具因此送命的男女尸身。
老百姓们不禁有点恐慌起来，好在镇江城乃醋城，得醋之便利，于是纷纷用起了祖上的老法子：家家
户户在煤炉上将一罐罐鲜醋烧沸，而后倒入堂屋敞口的大碗里，紧闭门窗，让醋味在空气中飘散熏染
，杀灭病菌，达到预防感冒的目的。
烧醋一日进行数次，深夜凌晨亦复如此，故而近来整个镇江城到处飘荡着有点刺鼻的醋味。
镇江人早就听说做醋的恒昌源记褚家要娶媳妇，只是一直没见动静。
今晨许多人起身往堂屋的醋碗里添加醋汁时，不少人忽然听到了大北路那儿传来了声响。
不过情况好像不大对，仿佛有些吵闹夹杂其中，而且越来越杂乱，越来越激烈。
　　褚家大院青砖黛瓦坐南朝北，前店后作，三进大院，后面连着一个足有二十多亩的垛场和醋作坊
，再往后，也就是南边，便是古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经历了一次改道，到清末时，主要的航运功能已移至镇江城东边的新京杭大运河了，古京
杭大运河成了城里的内河，褚家在河的北岸建有石阶码头，运进稻米并运出成品香醋。
码头一侧有一排歪歪斜斜的破瓦屋，那里面住着包括老醋工田家冬在内的百十号醋工，他们的肤色呈
棕酱色，似乎已被常年的醋气熏成这样子了。
今天是腊月二十，这些看上去苦大仇深的醋工们再也憋不住了，仿佛要把全部的醋气、酸气、怨气全
都释放出来：一年的工钱拖到现在还没发，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
　　这些日子，褚家上下好像对醋工们的情绪全然不知，也没见老太爷正儿八经给个话，一家大小、
里里外外全在忙着给那个傻乎乎的老大褚永仁娶媳妇。
　　褚家到处张灯结彩，透着喜庆的红色，内外房的门窗玻璃、各种瓷器、大小杯碗盆碟全都用好醋
擦抹得光亮可鉴。
每间房均用铁锅盛醋，生火烧熏，以杀菌消毒，空气中的醋味无处不在，既刺鼻又让人呼吸爽快。
　　黎明时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褚家内院沉重的核桃木大门打开了，一帮去乡下迎亲的人正要
出发，忽然见眼前黑压压的一堆人，再定睛细看，原来是外院住着的醋工们。
老少醋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就那么瞪着眼注视着褚家人。
　　老太爷也早早地起来了，无论如何今天是褚家娶长媳的大事，他虽帮不了什么忙，但作为恒昌源
记的老板、褚家的老太爷，他总要前后调动调动，拿拿主意。
忽听人来报前面大门让人给堵上了，于是他连忙赶了过来。
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挤到最前面，不看则已，一看让他大为惊讶，想不到带头堵门的竟是已在褚家待了
几十年的田家冬。
他大为光火，觉得谁都可以领这个头，但这个人不可以。
当年田家冬家中遭了灾，父母都得了麻风病，村里人将他的父母强行从家中拖走，像送瘟神一样赶到
江中荒岛上，差点儿没把他也绑起来送了去。
他一人逃到镇江来投奔亲戚，可亲戚没找到，自己却饿昏在街边，多亏了老太爷的父亲把他救起，将
他带到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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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留他在褚家学着做醋。
几十年过去了，垒垛做醋，烧坑火，他成了恒昌源记后作的一把手。
褚家待他不薄，他也好像是一棵树似的扎根在恒昌源记了，千想不到万想不到，这棵树却带头摇晃起
来了，而且不早不晚，偏偏是在褚家娶亲的时候。
这一摇使得老太爷的心也跟着摇晃起来了，觉得这个家、这百年的醋坊仿佛也跟着摇晃起来了。
　　驼了背的老太爷披着夹袄声音颤抖地说：“家冬，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　　田家冬个子矮矮的，面孔上满是皱褶，弯弯曲曲的皱褶仿佛都是醋糟铸成的。
面对老太爷的责问，他并没有觉得羞愧，而是圆睁着牛眼似的眼睛迎着老太爷说：“老板，快到年关
了，伙计们一大家子都等着带工钱回去买米买面呢！
”　　“那你也不能选这个时候啊！
”老太爷高声说，竭力想把腰直起来点。
但常年的操劳使他的腰直不起来了，他摇晃着，仿佛快站不住了。
　　“其他时候你不理睬呀！
”田家冬回道。
他袒着破棉袄的领口，腰间扎着一根灰色的布带子。
　　“那你也不能带这个头啊。
”老太太边说着边颠着小脚，也从内院过来了。
　　“我不带头哪个带头？
事情都是我带着大家干，以后干事情还要靠大家呢。
”田家冬没好气地回老太太说。
　　“老板，你快给个干脆话，工钱给还是不给？
天寒地冻的，我们一家老小都在家等着呢！
”三根子在人群中叫道。
　　“我要是有钱给大家，我为什么要捂着不给？
你们也不是不知道，连买稻粮的钱还都欠着哩。
”老太爷伸出干枯的手比划着说道。
镇江醋是米醋，早在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　》里就有记载，做醋必须要用上好的糯米、粟米作原料
，并且米粒要个大浑圆，差一点都不行。
用作填充料的则是麸皮、稻壳。
这与北方醋有很大不同，北方醋一般都是以高粱、大麦、玉米、豌豆作原料。
褚家做醋基本上可以算是近代镇江醋兴起的头一代，从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了，方子就是从《　本草
纲目　》里看来的，这么一代代地做下来，对头一道工序里关键的“米”，从来都没有忽视过。
可这些日子却讲究不起来了，连米钱也欠了米商好久了，说穿了还是一句话：醋坊经营不好，没钱了
——这一点老太爷没有说假话。
　　前面站着的徐锁哎挥手嚷道：“我们不管，除非让我们都饿死冻死！
没钱的话，就把你娶媳妇的钱物拿出来，要不你就不要娶什么媳妇！
”　　老太太一听这话急了：“说这话你也不怕遭报应啊？
褚家娶这媳妇容易吗？
锁哎，你怎么这么缺德哪！
”　　“你骂哪个缺德啊？
你个老妖婆！
”锁哎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本来就是在街头混的，旺季忙了，他就到各个醋坊做季节工，闲了，他
就在外面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这次醋工闹事，他可没少在背后煽风点火。
　　不过话说回来，这段时间醋工们的不满情绪确实到了极点，再听说褚家要娶女人进来就更不平了
，女人娶来是干什么的？
是让人操的，让人快活的，是给褚家传宗接代的，是让褚家老大那个木×下种的，就像是给醋米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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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种一样。
这让醋工们有了联想，要知道，他们离家别口的，也有好长时间没碰女人了。
　　同在一个院子，一边是醋工们饿着肚子，天天就喝两顿稀饭，一边倒有人可以美滋滋地操女人，
这让醋工们受不了，再要是弄出什么响动来，传来女人叫床的呻吟，那还叫寒冬腊月睡在草席上的醋
工活不？
所以说是要工钱，但也有潜在的意念左右着人们的行为。
　　借着褚家迎亲队伍将要出发的当口，醋工们忍不下去了，他们从狗窝一般的破屋里冲出来，把内
院的大门给堵了。
　　“日他妈妈的！
”徐锁哎发出一声喊。
他突然从醋工们中间钻出，不由分说，带头向内院新娘子房跑去。
他发现老太爷一出现，大家的情绪多少有点软了，再这么下去，说不定就会让开一条路让迎亲的人出
门去。
再说众人都堵在门口算个屁啊，这都不算真闹事儿，要闹就要往狠处闹，往要命处闹。
别人怕，他不怕，别人顾面子，他不需要顾什么面子。
听到老太太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缺德，他正好有借口了，所以他像条疯狗似的蹿了出去。
　　众人见有人带头，便乱纷纷拥挤着也向内院奔去，只留下几个人依然堵在门口不放迎亲的人走。
　　压抑与不满的力量是很难阻挡的，穿着单薄的醋工蜂拥着、冲撞着在破晓的晨光中向新房跑去。
他们要毁了新人打滚交媾的地方。
　　徐锁哎的脑海里晃动着新娘的影子，他见过那个长相俊俏的女子。
那女子名叫方素芸，虽说是个乡下女子，却与褚家往来密切，当年褚家还在乡下开糟坊时，还是个小
丫头的她就在糟池边上蹦蹦跳跳。
小丫头和褚家老大没说过几句话，却和老二褚永丰很要好，小时候也没什么顾忌，甚至见过老二掏出
小鸡鸡往醋糟里尿尿。
说起做醋，一般得经过酿酒、制醅、淋醋三大工序，早先的古人有的吃就不错了，谈不上以酸或甜调
味，后来有人把梅子捣碎了取酸汁调味，从上古到北魏能找出二十来种取酸汁调味的方法，这在贾思
勰的《　齐民要术·作酢法　》里全都记载过。
最早除梅子醋之外，还有饧醋、糟醋、糠醋、桃醋、大枣醋等一大堆，不过没有一种方法成了形，也
没有人专做这件关乎人口味的事，直到后来有人用弃置的酒糟加水做醋，醋这东西才成了一个专门的
佐料。
这种闻起来焦香刺鼻、到嘴里酸入牙根的水货，先叫醯，又叫酢，还有叫苦酒的。
历久以来，酒坊和醋坊总是开在一起，清代以前江南一带的醋坊就是酒坊，酒坊就是醋坊，或者干脆
就叫糟坊，既做酒也做醋。
褚家单单把醋当回事，也就是清末前后的事儿，大概就因为那一段时期醋的生意比酒的生意要好做一
些——吃醋并用醋做一些问病之类事的人越来越多了。
　　醋买卖要做大，在乡下当然不行，后来褚家进了城，在城北花九千九百两银子买下了现在这块地
，那醋味便由镇江城二十里外的小村子飘到了江南重镇镇江。
从清末到如今，大北路一带常年醋味飘荡。
醋味便是镇江的味儿，连京城宫里都知道镇江醋好，老佛爷吃九鲜饺子，绝对是少不了镇江醋的。
　　虽说褚家进了城，但和乡下还有着联系。
大院的男男女女都见过那个走路老是低着头的方素芸，她家是东乡的种粮大户，她总是借着跟阿爸进
城送粮讨款的机会到恒昌源记来。
她生得很好看，圆盘脸，眼睛水汪汪的，皮肤白而细腻，说话幽幽的。
　　不过和她要好的褚家老二褚永丰已早早地成了亲，老婆叫洪小翠，长得虽小巧，但却整天咋咋呼
呼的。
小翠家也是东乡的，老太太一直很喜欢小翠，早就和小翠爹娘私下里说下了这门亲。
古板的老太太一向不怎么看得惯方素芸，在她眼里，方素芸虽然长很端庄温顺，不多言不多语，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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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看她天生就是一副偷人相。
老话说“脸上绷绷，偷人的祖宗”，意思脸上绷着仿佛很守本分的样子的女人，其实是偷男人的角色
。
　　而且老太太觉得从属相上看，二儿子永丰与素芸一龙一虎，属相不合，与洪小翠则一龙一马，属
相相合。
不过，二儿子永丰遵母命草率娶了小翠并不开心，觉得当初应该坚持不成亲，起码不该稀里糊涂地就
答应了母亲。
但后悔已经晚了，在郁闷的生活中有一个影子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成了挥不去的东西，可现实又
无法改变。
他开始心灰意懒，家里也待不住了，后来索性一人去南京上学读书去了。
　　二　　永丰听到吵闹声原本是不想起来的，他弄不懂，将近两年之后，自己心中的那个影子居然
要嫁给自己的大哥，这事儿他一直没机会和那个影子当面谈。
老太爷、老太太也一直对那个影子没有好印象，但永丰弄不懂如今父母亲怎么又让影子嫁进褚家来了
。
　　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哥哥要结婚，做弟弟的这两天还是不得不回来了。
回来以后他只好极不情愿地与老婆睡在一张床上，一连几个晚上还是小翠主动，他才和老婆做了那事
儿。
好久没那事儿，人还真累。
按说今天家中迎亲，他和老婆都该早起，但小翠一直躺着不起，永丰要早起也被老婆拦住了，可能也
就因为大哥要娶的是他心里那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吧，不痛快恐怕是难免的——身边的小翠看出来了。
　　再说大哥永仁，这位褚家长子生性懦弱又怪异，平常与人打交道连个话都说不周全，傻乎乎的还
老发火，常做些一般人做不出来的事。
按说褚家在镇江城也算大户人家了，可但凡像样人家的女儿都不愿嫁给他。
婚事一直拖着，末了还是想到了方家。
没想到与方家一谈，方家爹娘还未表态呢，女儿素芸倒抢先点了头。
双方父母再一对八字，一牛一马，还蛮配的，于是这桩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在这个冬日的清晨，褚家这边被自家的醋工堵了门，而乡下那边还浑然不知。
方素芸一身江南新娘的装束，头顶红头巾，早早就坐在弥漫着木板味与稻米味的闺房里等待，可是左
等城里下来的队伍不来，右等也不来，她的心里不禁烦躁不安起来。
　　素芸上身着琵琶襟绸缎红夹袄，下身穿红百褶裙，系于腰间的红丝飘带上挂着一只纯铜响铃，人
一走动，响铃便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乌黑的头发用红绿彩丝盘成发髻，上面插着闪着许多光星
子的银簪，圆脸盘上略施胭脂，愈发显得好看动人。
此刻她在一张凳子上坐下，将红头巾摘下来放在一边，低头眨动着双眼皮的大眼睛，闷不作声。
按照当地风俗，天色完全放亮后再接新娘就不吉利了。
　　太阳上了树梢，方家的院子里到处都亮堂堂的。
　　素芸爸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唉声叹气，素芸妈不知已去门外的大路上看了多少回，连方家的大黄
狗也焦躁不安地在院子内外转来转去，蹿进蹿出，它好像也知道家里有大事——这家的女子要离家而
去。
素芸是摸着这条狗的脑袋长大的，她本来要把黄狗也带到褚家去，可她爸不肯，说狗老了。
这条名叫“黄哎”的老狗正好蹿到素芸爸的脚边，素芸爸正烦着呢，他飞起一脚踢中了“黄哎”的肚
子，“黄哎”怪叫着夹着尾巴溜到一边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
拿狗撒气。
”素芸妈斜睇着素芸爸，她是一个温婉又能干的女人，素芸的性格蛮像她的。
　　素芸爸吼道：“瘟狗，跟着烦！
”　　“你就是不想让素芸嫁到褚家。
”素芸妈说着，在一张小凳子上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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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说的？
”素芸爸瞪着眼说。
　　“老大老二还不是一样，人家戏里还有姐妹易嫁呢！
”素芸妈喃喃自语道。
　　“那要看看是个什么人。
”素芸爸闷声说。
　　“什么人？
有鼻子有眼睛，有膀子有腿。
想嫁老二呢，总不能去做小吧？
”素芸妈道。
　　“屁话！
”素芸爸道，“除了褚家就没别人家了？
你姑娘是麻子、瘫子？
嫁不出去了？
”　　“可镇江城里像褚家这样富实的有多少？
不为别的，也要为你姑娘今后的日子想想。
再说了，她自己都答应了，都到这会儿了，你还发什么窝火哪！
”素芸妈说着说着掏出手绢抽泣起来，院子里素芸的叔叔婶婶、舅舅舅母的都过来劝。
　　素芸在屋里听到外面乱哄哄的，忽然在房里嚷道：“不嫁了！
”　　紧接着，就听她的房门“嘭”地一声关上了。
　　三　　后院的永丰夫妻俩明明已被吵醒了，可他们却躺在床上不起来。
永丰一方面心里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也怕老婆捻酸吃醋。
老婆知道他从小和素芸要好，素芸进门，虽不是做永丰的老婆，但日后免不了要常在一起，起码是在
一个大院进出，同在一起生活。
小翠心里本来就不舒服，丈夫若再要显得起劲儿，这坛子醋肯定要打翻，所以永丰一直故意对素芸进
褚家显得不急不缓。
这事儿素芸本人没有和他单独谈过，不过他一听说是她是自己愿意的，也就猜到了她的心事。
素芸这么聪慧俊俏的女子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和个傻子在一起呢？
明摆着是冲着他来的。
　　听到外头闹得不行，像闯进了一伙强盗似的，长得白白净净、眼睛细长的永丰打开房间里的电灯
——他有了穿衣出房间的理由。
小翠听到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也就不好再拦着丈夫不让他出房间了。
　　就在永丰夫妇还在房间里犹犹豫豫地打算要不要穿衣服出去的时候，褚家对街的姜家已派人将褚
家的事告诉了城里城外、大大小小的醋坊老板和粮老板，夸张地说褚家有钱了，有了一大笔钱。
　　褚家所欠的钱不是一家两家，尤其是那些粮老板，少则一万斤粮的钱，多则十万斤。
听了本城第二大醋老板姜廉良派人传来的话，大小老板们衣服都来不及穿戴齐整，就顶着寒风出门往
褚家赶。
他们听姜老板的人说，褚家老二通过南京等地钱庄的什么关系，借来了一万大洋，此刻被自家醋工堵
在了门口。
　　那一拨人还在路上的时候，褚家这边已经很吃紧了，醋工用扁担砸坏了迎亲的花轿，老大永仁被
人从高头大马上拉了下来，新礼帽滚落在墙角，被踏扁了。
　　闹事的醋工来到内院，正好与匆匆赶来的褚永丰撞了个正着。
醋工们把扁担举成一片，领头的正是那个徐锁哎。
　　身板儿有点瘦削的永丰站定，怒目直视领头的徐锁哎。
虽说他不太想过问家里的事，但作为家里的男人，家里出了事他还是不能不管不问。
他厉声喝道：“你们想干什么？
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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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什么？
”徐锁哎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拿不到工钱，借新房东西用用。
”　　这话一出口，还没等永丰回答，徐锁哎不由分说就拨开永丰带着人往前拥。
　　褚永丰被推搡着，但他仍冲到前面拦着众人：“你们⋯⋯还有王法没有！
”　　“你才没王法呢！
”三根子回永丰道。
　　“跟他啰嗦个×啊！
”后面有人叫道。
　　众人杂沓着像一股急流似的往前冲，直至将永丰抵到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门口。
　　“且慢！
”永丰腾出手来高举着，他意识到这是出大事了，他不能再顾忌什么，他必须得站出来！
　　这几年老太爷身体不好，精力不济，醋坊一直在走下坡路。
一年多前老太爷把醋坊交给老大来管，结果醋坊不仅没有丝毫起色，反而雪上加霜，以至于到处欠债
，连工钱也发不出来了。
永丰一直是不打算管的，心想反正自己是老二，可以不管，而且他因为婚姻的事也搞得心灰意懒，不
如乐得在外面玩玩。
他觉得自家的醋坊就是再不行，也不见得就倒掉，却不承想一步步直颓败到这步田地。
　　“慢点动手，不就是工钱吗？
看在大家都是老工友的分上，我去取钱。
该给大家的给大家，再少也给个盘缠钱。
”永丰对众人说道。
　　昨天晚上褚家经过商量，东拼西凑凑了七百大洋，包了两个纸包，二百给迎亲的人带去作为“开
门封”，五百准备等新娘进门作为“见面封”。
　　“你说话算数？
”徐锁哎指着永丰的鼻子问。
　　“我到前面去拿一下，即刻就回来。
”永丰说。
　　“好，就听他的，到时再冲进去也不迟。
”三根子说。
　　永丰分开人群，快步往前院去。
　　“见面封”的五百大洋在厨房的蔡娘那里放着，蔡娘死活不肯给，永丰急得差点抽了那女人一个
嘴巴，夺过银元就跑。
　　老大永仁听到前院的动静，赶来了：“你想干什么？
”　　“拿去给醋工。
”永丰道。
　　“这是‘见面封’啊！
”一脸傻气的永仁乱吼道。
　　永丰一把推开永仁：“见面封，见面封！
你就知道见面封！
”　　他不理老大，拔腿就跑。
　　“新⋯⋯新娘来了⋯⋯怎么办⋯⋯”永仁跟在后面喊，他急得满头大汗。
　　永丰头也不回地捧着那一包银元往内院跑。
　　到了内院堂屋，众人还在等他。
　　他分开众人来到板壁下，先把红纸包放在堂屋的条桌上，而后利索地动手撕开纸包：“这是‘见
面封’钱。
有家有口的，每人十块，打光棍的，每人五块。
你们自己动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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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情况突如其来，众人反而不知所措了。
醋工们平常和褚家老二打的交道并不多，印象里只觉得他是个读书人，不怎么喜欢管闲事。
此时这位二少爷让他们自己拿钱，而且是褚家娶媳妇的“见面封”钱，要说仗义，这也够仗义的了。
这么一来，反倒让吵着闹着要工钱的醋工们不好意思了，许多人立在那儿，愣着不说话。
片刻的沉默之后，有人缓过神来了，徐锁哎觉得他管不了那么多，拿钱要紧，于是他首先挤到条桌前
，伸手拿了五块大洋揣进怀里。
见有人动手，其他人跟着纷纷上前，五块十块，也把钱朝怀里揣。
永丰吩咐帮办陈宝生拿来了账本和笔墨，一一记在账本上，哪个拿了，拿了多少，还欠哪个多少，等
等。
　　田家冬蹲在角落里抽烟，没好意思上前，要说欠，这两年恒昌源记欠他的工钱最多。
他知道要是有钱，老太爷早就拿钱出来了，有多少给多少，再怎么样他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把娶儿媳
妇的“见面封”让人拿走。
这多不吉利啊！
　　匆匆赶来的老太爷就在一边站着，听任老二张罗。
大概老太爷也想清楚了，闹事的这帮人中除了徐锁哎等人是季节工外，其他都是在褚家辛苦多年的醋
工。
哪个也不会轻易和褚家撕破脸，实在是要过年了，没办法了。
　　众人平静下来，不再乱哄哄的了，拿到钱的人把钱揣进怀里便默默地出门去了，剩下的则耐心等
着。
眼看条桌上银元越来越少，只剩下不到一半了，忽然大门那边一阵乱——闻风而动的债主老板们来了
。
纷乱之声越来越近，一帮人进了内院以后直奔堂屋，最前面是东街上的李老板，他三步并作两步，一
个箭步扑过来，还没等人反应过来，他已一把将条桌上剩下的银元全捋到了自己的怀里。
　　已走出屋外的徐锁哎见里面动了抢，重又冲了进来，本来一直没动的醋工见开抢了，唯恐吃亏，
也饿极了似的扑过来抢。
一时间大呼小叫，乱作一团。
老太爷在一旁急得直跳脚，永丰见势不对，他生怕乱中出事，于是连忙让人连拖带拉把老太爷硬架走
了。
　　地窖在淋醋房后面，地窖上面是贮酒房，里面存放着恒昌源记积压的大批千花酒，酒味湿浓得呛
人鼻子。
陈宝生等人把老太爷架到了贮酒房。
　　搬开一坛酒，下面是一块大石板，陈宝生费了好大劲儿才挪开石板。
石板下是一间屋子大小的地窖，里面放着陈年香醋，褚家装在小坛子里的百年醋根也在一个角落里放
着。
生得壮实的陈宝生是褚家忠心耿耿的职员，也是褚家少数几个知道醋根藏匿处的人之一。
陈宝生知道，老太爷有了急难，唯一担心的就是醋根。
醋根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已经有上百年了。
世世代代的做醋人每蒸一次稻米垛都要用醋根以竹管像下种似的在米垛堆上四处播插，陈年醋根在垛
里发酵、散渗，醋米才有香头。
每一垛蒸好了，再从垛底收集稻米，与旧醋根混合了收入小坛，以备下次再用。
如此这般垛垛相传，就像做醋人家的一脉溪水似的，从过去一直流淌到现在。
　　宝生知道把老太爷藏在这儿，就是死，他也甘心了。
果然老太爷到了地窖，见到放醋根的小坛，他的情绪安定多了。
宝生怕他受惊吓后着凉，又叫人去拿了一条毛毡铺在他的身下。
　　“这⋯⋯这都是哪个把家里的事传出去的？
”老太爷疑惑不解地说，他还有些惊魂未定。
　　宝生也觉得诧异：“是啊，传得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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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家只是说娶媳妇，又没说还债。
”　　“肯定是姜家。
”老太爷颤巍巍地说，“他⋯⋯他是想乘乱置褚家于死地啊。
”　　“那个狗日的！
”宝生亦愤然骂道。
宝生到褚家多年，早已以褚家为自己的家，褚家好坏仿佛都与他密不可分。
　　“千不该万不该，这一年来就不该让没用的老大来当这个家。
”老太爷悔恨地说。
　　“还不是因为你身体不好，否则⋯⋯”宝生有意宽老太爷的心。
　　“可我不可能总没病没灾啊，我早晚是要翘辫子的啊！
”老太爷说。
　　“我说过老大不行⋯⋯”陈宝生话没说下去。
　　“可老二心里不痛快⋯⋯”老太爷心里很对不起老二似的叹道。
　　“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看老二也该出来主事儿了，他对你和太太的气也该消了。
”宝生说，褚家兄弟的事他一般不插嘴，可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应该说说了。
　　“也只能让老二接手了。
这个老大，事到临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种傻东西娶不上媳妇，活该！
”　　“老太爷快不要这么说。
媳妇还是要娶的，不过就是晚一点罢了。
”　　老太爷听了陈宝生这话忽然提高了声调：“说得轻巧，都快中午了，乡下不见城里人下去，人
家不知急成什么样了！
”　　“急也没办法啊。
”陈宝生仍劝着。
　　四　　永丰估计乡下的素芸早已心急如焚了，他让一个雇工乘人不备，骑上老大迎亲的蒙古马去
给方家报信，说城里出事了，迎亲的人暂时下不去了。
　　结实的蒙古马出了城就一溜烟儿飞奔往东乡去，路上沙石飞扬，过了徐山，正要拐弯向南，那雇
工迎面看见小路上一个戴瓜皮帽的人骑着黑毛驴过来了。
蒙古马跑得太快，差点没撞上那头黑毛驴，毛驴惊得歪向一边直咧嘴。
　　“你赶着去杀哪！
”乡下人跳下毛驴高声大骂。
　　“对不住对不住。
”城里的雇工也下了马，连打招呼。
　　“日你妈的！
”乡下人不依不饶。
　　雇工只好赔着笑脸说确实因为有急事，乡下人这才罢休，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请问褚方姜村怎么走？
是这条岔路吗？
”城里雇工问道，乡下人正是从那条路来的。
　　“是。
”乡下人没好气地说。
　　“谢了。
”雇工来不及再啰嗦，翻身上马便欲离去。
　　乡下人追问了一句：“去谁家啊？
”　　“方珏生家。
”　　“慢！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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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他家干什么？
”　　“他家姑娘今天出嫁。
”　　“别急别急。
”乡下人拦住雇工。
　　“对不住了，我没工夫了。
”雇工急着打马便走。
　　“我就是方珏生家的。
”　　“啊！
”那雇工一愣神，翻身下马。
　　乡下人立在那儿不动。
雇工下马便说：“我正是去他家的，我是恒昌源记褚家的。
”　　“我正要进城去他家哩。
”乡下人一听是褚家的，眼睛顿时也放出光来，“他家说来接亲，接到现在还没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新娘子都快急疯了！
”　　雇工连忙把乡下人拉到路边，用神秘的口气低声说：“出事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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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陈晓明、李敬泽、麦家、虹影、王干、贺绍俊、孟繁华、欧阳奋强、叶茂中、马艳丽倾情隆重
推荐！
　　3.这是中国首部醋文化小说，讲述了一段曲折离奇的跟镇江香醋有关的故事。
故事中有轰轰烈烈的醋变革、丰富雅致的醋典故、充满醋意的情感纠葛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醋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