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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坟，俗名武家坟。位于凤阳县
西南部边缘，村南与定远县炉桥镇接
壤。1992 年撤区并乡前属凤阳县龙坝
乡，今为凤阳县官塘镇下辖的一个行政
村，村名被简化为武坟。

武烈坟自然村距原龙坝乡政府驻地
龙头坝之南五华里，村南一涧之隔的村
庄是定远县炉桥镇大柿园村（芦塘）。两
村抗日战争前同属怀远县龙头坝，解放
后正式划入凤阳县武店区。1951年两村
同时划入淮南市，1955年武烈坟复划回
凤阳县，大柿园（芦塘）划入定远县。其
后一直延续至今。

有关武烈坟村的来历，还有一段传
说。据说明代一位姓武的将军战死沙
场，被皇帝追封为忠烈之士。由于尸骨
不全，配有金头银胳膊。其墓地被称之
为武烈坟。意为这里埋葬着一位姓武的
烈士。后来朝廷安排武姓人世代守墓，
并逐渐形成村落，遂有武烈村。

但是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嘉庆]《怀
远县志》卷一《地域志》记载：“……又县境
王家巷，洼里金家，凤阳军王家，各有小溪
流数里会于朱能墓前……”经实地调查，
朱能墓实为朱能祖墓，位置在军王村南，
洼里金西，武烈坟村北，三村交会处。

朱能乃明代名将，是靖难之变中为朱棣立下战功的
功臣。据《明史·朱能传》载：“朱能，字士弘。父亮从太祖
渡江，积功至燕山护卫副千户。能嗣职，事成祖藩邸。”朱
能袭父职，跟随燕王。他夺北平九门，先后击败耿炳文、
李景隆部，在灵璧俘虏南兵十万人，并俘主将平安。累官
至左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国公，加太子太傅。永乐四年，
朱能奉诏征讨安南，在进军至广西龙州途中病逝，年37
岁。被赐葬于昌平，追封东平王，谥号武烈。

武烈坟村附近的古墓是否是朱能本人之墓？虽然怀
远县志地域志中提到了，而且同书附图《淮东南境》的地
图上也标有“朱能墓”字样，可是在本书县志《祠祭志·古
墓》中，又有这样一段记载：“东平王朱能高曾祖考墓，在
县南九十里蓬团村。有武姓守茔奉祀。”有关朱能本人
墓，《明史》上已有明确记载：“赐葬于昌平。”昌平除有朱
能墓外，这里还是朱能家族墓地。朱能后裔有十一位世
袭东平王，他们也埋葬在此。永乐十六年，朱能之子朱勇
又将朱能之父朱亮的墓葬由原籍迁至昌平改葬。因此昌
平北泽（今北京怀柔北宅村）之原一共葬有十三代东平武
烈王。有“小十三陵”之称。

虽然朱能等十三代东平王葬于北京昌平，然而朱能
祖墓除其父朱亮迁葬昌平外，朱亮曾祖父、祖父等祖上之
墓仍在其原籍凤阳府怀远县。《追封东平武烈王考朱公墓
志铭》曰：“曾祖四口公，祖父十四公，皆自成国公追封东
平郡王。曾祖母张氏祖母相氏皆自成国夫人晋封东平郡
王夫人。”这与[嘉庆]《怀远县志》中所记载的“东平武烈
王朱能高曾祖考墓”所显示的辈分完全吻合。因为古墓
对朱亮而言是曾祖父，祖父之墓，对朱能而言则是高祖
父、曾祖父。他们的墓葬仍在原籍，以谥号武烈称此墓地
也是情理之中。朱能祖墓原有很多石器，石像生、须弥
座、石香炉、石供桌等。后来被拆下来放在附近小溪中当
过水的石铺用。2010年秋，有群众报案称，小溪中的石
构件大部分被人夜里用吊车盗走，水中央还剩三块。官
塘派出所和县文管所派人曾到现场调查过。

既然这里是朱能祖墓地，按照传统习俗这里也应该是
他的原籍地。《追封东平武烈王考朱公墓志铭》曰：“公讳
亮，凤阳怀远县乐河乡人。”（应为洛河乡。这里“乐”字，是

“洛”的讹化字。乐与洛，在原怀远县南乡发音中同读
luo。）这里明确朱亮是怀远县洛河乡人。朱能祖墓所在地
当时属于怀远县洛河乡龙头坝图。

龙头坝是个古地名。明清时期是洛河乡下辖的一个
图。其所辖范围大致今天的凤阳县官塘镇大部，以及定
远县炉桥镇的大柿园（芦塘）、郭费刘一带。前面提到，朱
能祖墓在怀远县九十里蓬团村。这个方位和距离就在龙
头坝之南不远处。而且县志地图上标的也在这个地方。
[嘉庆]《怀远县志》中《地域志·都图》载：“龙头坝，县东南
八十里。”武烈坟在龙头坝之南五里之外，与怀远县城距
蓬团村的方位和距离均相吻合。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武
烈坟就在明代蓬团村附近。武烈坟是有了朱能祖墓守墓
人后，逐渐形成了村落，诞生了武烈坟这个新村名。而蓬
团村这个古地名早已消失在历史烟云中。

武烈坟武姓是否与朱能有关？现今武烈坟村民是以
武姓为主体。据该村以及当地人传说，武烈坟武姓为两
支人。一支是为墓主人守墓的武姓人，县志有明确的记
载。另外，该县志卷十八《英贤传·朱能传》中有这样一段
按语：“……能之子孙今多姓武，或以明亡之后欲自别于
明裔，故以能之谥为姓云……”也就是说，明代灭亡之后
朱能后裔大部分改姓武了，他们是以朱能谥号武烈的

“武”字为姓。现今武烈坟村的武姓是否有朱能后代不得
而知。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了解与考证。

朱能是明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是靖难之
变时举足轻重的重要将领。他在北京的家族墓也很有知
名度，号称“小十三陵”。现在是北京一处旅游景点。由
此使我们想到，朱能在武烈坟的祖墓是我县一处重要的
明史文物资源，同时也是我县具有一定潜力的文化旅游
资源，希望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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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到老同学章书茂家走访了几次。他是滁城老
牌章三益南货店章老的孙子，今年82岁了。我找他，是为
了了解章三益南货店的情况。何谓三益？孔子曰：“益者
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店名有文化底蕴。

书茂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他家的情况，还给我看了一本
书。那是他的叔伯大姐夫张振亚写的回忆录《振亚回顾》，
其中写到章三益一家的许多事情。我下面的文字，就是根
据书茂的介绍和书上的回忆写的。

章三益家是个大家族，全家住在韩家古堆巷1号，面
积大约四五百平方米。前后有三进院落，房屋很多。前院
住书茂的两位哥哥全家，中院住书茂的祖父母、父母、叔
父，书茂也住在中院，一个人有三间屋，可见他家的房屋真
多。中院经由厨房通向后院，后院是酱房，很大，院内排摆
放有一百多口大酱缸，那是制酱用的，还有作仓储用的一
座小楼房。

大门口设有门房，有老人专门值班。前院的右侧通
向自家的花园。书茂说，他的父亲章璞培毕业于扬州苏
北农专，精通园艺，侍弄的花园四季常青，鲜花不断。中
院内有一口水井，井水清澈透亮，冬暖夏凉，口感极好，从
来没有干涸过，不但是全家的饮用水，也是制作豆酱、秋
油的材料。

章家的祖籍在浙江，后来搬迁到皖南，清末到滁州做
生意，就在滁州定居了。说起来，章三益也是徽商。他儿
子辈排行是“培”字，孙子辈排行是“书”字。章三益老人应
该是“家”字辈。

章三益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是原配夫人生的。续弦
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老二璞培，字村客，就是书茂的
父亲，原配生一女四子，续弦生四子两女，再续弦生三子两
女，他共有十六个孩子，十一男五女，其中有三个孩子夭
折。书茂在家庭弟兄中排行第八，如今同母的只有他和老
六还在世。老六书菉原来在滁州市水利局工作，是高级工
程师。书茂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在西安工作了二十几
年，后来回到滁州，在铁路学校任教。

章三益南货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创业之初，三口
酱缸起家。但他们讲究质量，做工绝不马虎。当时，酱油
叫“秋油”。他们生产的“五伏秋油”，是从蚕豆酱里提炼
的。先在酱缸里制作蚕豆酱，蚕豆酱白天让太阳暴晒发
酵，夜间承受露水回润，经过五个伏天，就是六十天左右，
然后从酱缸里撇出秋油来。那秋油绝不是勾兑出来的，味
道纯正，非常鲜美，口感极佳。

章三益南货店的门面房有三间，在财神巷同北大街
（现在叫清流街）交叉口的东北侧，门面朝西，面对着韩家
古堆巷，南面隔一条财神巷是高高的钟鸣寺，再朝南五六
十米是石婆婆。店铺后面有一座二层小楼，楼下是账房
（办公室），那是管账的地方，也是接待大宗客户的地方。
楼上木地板，是储存糕点的仓库。库房一四圈摆放着许多
大的瓷坛，也有大铁桶（叫铁鼓子），圆形的、方形的都有，
糕点就放在瓷坛和铁桶里，用盖子盖上，防潮，可以让糕点
较长时间保质不坏。小楼后面是糕饼房，是制作各种糕点
的作坊。作坊很大，安放有一排炒锅，还有长长的案板。
那里整天都飘着芝麻和炒货的香味。

门店的北侧靠街处是工人的住房。那里进门的地方
有一口水井，青石铺地，如今还在。整个店铺面积大约三
四百平方米，如今也都还在。二层小楼也在，店面如今还
有人使用，继续做南货、百货生意。这大约是滁城保存至
今最古老的商店了。

章三益南货店主要经营糕点（过去叫茶食，边喝茶边
食用的点心）、酱作、炒货。茶食品种多，有董糖、京果子、
羊角蜜、芝麻糖、猴子糖、黑白芝麻交切、寸金、方片糕、麻
凤糕、蛤蟆酥、炒米糖等等。

滁州的董糖很有名，港台都有人来买。滁州有四大特
产：滁菊、竹篮、董糖、鲫鱼。滁菊是药材，也是饮品，主要
产于大柳一带，北宋时已有种植，《本草纲目》有记载，光绪
元年被列为贡品。竹篮的生产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老百
姓淘米洗菜、盛装物件、走亲访友都离不开它，是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用品，民国时期，东关外的遵阳街有三分之
一人家编制竹篮。鲫鱼“产自（内）城河，品质极佳”，明初，
每年进贡朝廷一千四百尾，万历年间增加到六千七百三十
四尾（见《滁阳志》）。董糖出自哪里呢？查看地方志书以
及《滁州古今》《滁州史话》《滁州古城记忆》等，它们都说到
董糖，但都是没有说是哪家生产的。对琅琊酥糖倒是说得
明明白白，是滁县食品厂1956年开始生产的产品，可琅琊
酥糖只是董糖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原味。

《崇川咫闻录》记载：“董糖，系冒巢民(冒襄之号)妾董
小宛所造。”明崇祯年间，江南名艺妓董小宛，擅长烹饪，精
于制作糕点。一次才子冒襄(字辟疆)生病，董小宛独出心
裁以芝麻、白糖、炒面、糖稀、香油等原料，精心制作方块酥
糖，给冒襄吃。其糖“酥脆香甜、开胃心爽”，冒襄胃口大
开，疾病竟然好了。清初，有秦、尤姓两位师傅将面糖用糯
米稀骨作包衣，进行改制，故又称之为“秦尤酥糖”。后来
一位董姓师傅又将秦尤酥糖改制，将糯米稀骨多层次折
叠，称之为“董糖”。书茂说，他们家从高邮请来了姓董的
名师，按照贡品御用配方制作董糖，深受省内外顾客欢迎。

当然，滁县生产董糖的的店家，后来不只是章三益一
家，还有卞源昌、曹恒兴、杨源茂等店家。章家的规模最
大，制作最早，名号响。

逢年过节，章三益就生产应时的糕点。端午做芝麻油
绿豆糕，绿豆糕上面漂浮着一层麻油。中秋做各式月饼，
香甜可口。过年做欢喜团子，简称欢团。欢喜团子是用炒
米加糖稀搓成的小圆球，比乒乓球大点，加上红绿丝，好看
好吃，又酥又脆。酱作有豆瓣酱、秋油（酱油）、醋、酱菜，还
以及麻油、菜油等。也还有其他生活用品。炒货有花生、
瓜子。秋油、醋不是如现在装在瓶子里卖的，整装用木桶，
平时是散称。散称不用秤，是用“端子”打。滁城的孩子们
从小都会拿个碗或小瓶去打秋油。“端子”的下端是个无盖
的圆柱形容器，可以装二两或半斤的秋油、醋。容器边上
有个长长的垂直的把，把子的上端有个弯钩，可以让“端
子”悬挂在桶壁。打油的“端子”是铁做的，打秋油、醋的

“端子”是竹子做的，不会上锈。“紧打酒，慢打油”，他们有
一套做生意的诀窍。

他们大宗生意也做，打几分钱的秋油生意也做，来者
不拒，老少无欺，笑脸相迎，和气生财。四乡八镇农民来购
货，可以赊账，货照拿，等午收、秋收以后再来还。《滁州古
城记忆》说，他们“到午秋二季，账房先生赶着大车上门收
账”。书茂说，这不对，他们家从来没有人出去催账、收账，
都是客户自己主动来店还账的。你信任别人，别人也就信
任你。因此，他们家的店声誉很好，生意也越做越大。琅

琊寺主持达修同他们关系很好，山上的茶食都是从章三益
南货店进货的。达修圆寂以后，原来西方寺主持根如到琅
琊寺担任主持，继续保持同章三益南货店的密切关系。

章三益老人创业后，看孩子长大成人了，就把店铺交
给大儿子管理，以便后继有人。可惜，大儿子很早就去世
了，老爷子就把二儿子叫回来接管生意。二儿子璞培在苏
北农专毕业后，到江浦老山林场做事。他回来后把生意做
得红红火火，后来，在滁城的东大街菜市巷口、在南大街，
又开设了两处分店，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南京，在水西门开
设了分店。他的大儿子过世也早，设在清流街的老店，就
交给二儿子书艺管理，人称“小老板”，也是非常和善的
人。章璞培去世后，书艺就接掌了章三益南货店。三子也
在老店做营业员。

璞培的三弟，字实夫，原先经商，后来到北京儿子那里
一个铁路疗养院工作，1964年病故。

四弟章师培，字养吾。1926年，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
读书时，他就参加了共青团，假期回滁，与同学李模中一道
宣传马列主义。1927年，经南京共青团市委批准，在滁州
大丰山召开会议，建立滁县共青团特别支部，南京派宿县
人王明渠参加成立大会。会上，推举葛天民为书记，章师
培为组织委员。1949年2月，滁城解放之初，他曾任滁州
中学副校长，后到外地工作。1971年退休回滁，1984年10
月病故。师培只有一女，一子夭折，经祖母授意，将书茂过
继给他为子。

百年老店章三益南货店是徽商，也是滁州特产董糖的
生产商家，至今门店还在，值得保护和修复。

可惜的是，章三益创始人名讳是什么，《振亚回顾》没
有记载，书茂也记不得了。他说，祖父去世早，他没有见过
他的祖父，他一直以为章三益就是祖父的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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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老商号“章三益”南货店
○周惟熙

章三益南货店今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