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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酱香楼茂记
楼世宇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

件，看似小事，实则件件事关民生。按苏东坡的说法，是

“不可一日无此君”。在宁波的酱醋业界，楼茂记、金

钟、佐餐王三足鼎立，垄断着甬城的调味品市场。目前三

家同属于宁波绿顺集团，也就是原来的江东蔬菜食品有限

公司。而三家之中，名头最响、与宁波市民渊源最深的，

毫无疑问是楼茂记。不仅因为它的产值，更因为它有着三

百多年历史老字号的丰富文化内涵。

 楼茂记在清乾隆八年（1743）成立时的全称是“楼恒

盛茂记酱园”。老底子宁波人中间，曾经流传过这么一句

话——“勿吃楼茂记香干，生活做煞呒相干”。有着三百

余年历史的楼茂记香干，已成为宁波人的

一个回忆。即便如此，“楼茂记”仍是宁

波人心头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其实，楼茂记的支柱产品并不是曾经

闻名遐迩的香干，而是调味品。这从店铺

的名号“楼恒盛茂记酱园”中就能看出

来。它生产的酱油、米醋、黄油、麻油、

大酱、老酒，都是宁波同类行业里的老品

牌。如今，楼茂记的调味品控制着宁波市

场60%以上的份额。销售区域更是从宁波

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其中，特制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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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醋出口到非洲，酱类、复合调料、腐乳等出口到欧美和

东南亚。

楼茂记，自然和姓楼的人家有关。那么这个名号是怎

么来的呢？这里还有一个悠远而生动的传说。

话说清朝康熙年间，奉化有一对楼氏小夫妻来到宁波

谋生。进了城，他们边走边看，试图寻找一个落脚点。三

天后，在奉化江对岸的百丈路口，夫妻俩选了一处地方住

了下来。卸下行李，小两口就商量做什么营生。“万事开

头难”，他俩最后决定从小生意做起。妻子想了想说：

“摆豆芽摊！我会孵豆芽，城里也好卖。做小本生意，实

在不行了调头也快。”于是，不出数日，在百丈路上灰街

一个拐弯处（今国税大厦位置），出现了一个简陋的豆芽

摊。由于楼氏夫妻待人和善，出售的豆芽质优价廉，又从

不短斤缺两，生意自然也就红火起来。不久，夫妻俩在豆

芽生意的基础上，又开了一间豆腐水作工场，兼营豆腐、

油豆腐、素鸡、香干、烤麸、千层等豆制品。几年后，收

益化作积累，积累又化作投资，作坊的生意越做越大。到

了乾隆七年（1742），通过一个在京城做巡抚的亲戚，夫

妻俩领到了准卖官盐的烙牌，购盐造酱，业务更加发达，

资金积累也雄厚起来。第二年（1743年），“楼恒盛茂记

酱园”也就隆重开张了。这就是楼茂记最早的由来。

就在那年寒冬的一天，楼氏夫妻打烊后正在吃晚饭，

忽然店门“吱”的一声开了。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门外街

沿上一个露宿的老人不小心把门撞开了。楼氏夫妇见老人

衣着单薄，面有饥色，就把他请进屋里，在饭桌上添了副

碗筷。饭后，热心肠的楼氏夫妇还给老人搭了个床铺，让

他留宿在自己家中。

一番嘘寒问暖之后，老人向夫妻俩道出了实情。原来

老人家在温州海岙，家中唯一一个三十来岁的儿子被官府

强征入伍，老妻又卧病在床，只得流落四处寻找儿子。听

人说儿子在宁波镇海，老人就赶了过来。可是找了半年都

没有找到，眼见盘缠已经花光，老人只得以乞讨为生。

在楼家住了几日，老人要回乡照顾老妻，楼氏夫妻拿

出两块银元给他做盘缠，又包了些年糕、香干等干粮给他

在路上解饥。把老人送出店门时，楼老板对老人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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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果在家里没事情做，您就来店里给我做帮工好了。”

冬去春来，第二年，老人果然又来到楼茂记。原来他

一直没有找到儿子，老妻也离开了人世，因为楼老板去年

留下的一句话，无处可去的他只得又找上门来。善良的楼

氏夫妇再次留下了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几年后，老人患

病卧床，楼氏夫妇悉心照料，使老人十分感动。临终前，

老人颤抖着双手，从贴身衣袋里摸出一个泛黄的硬纸包对

楼氏夫妇说：“这几年多亏你们照顾，我无以为报，这里

有个祖传的制香干秘方，给你们。虽然祖宗有训不得外

传，但我只能以此表示一点心意了……”

根据秘方，很快楼氏夫妇果然做出了色香味俱全的香

干，深受顾客喜爱。从此，“楼茂记香干”闻名遐迩。

楼茂记香干精工细作，在选料上，从黄豆的采购开始

就严格把关。主料用的是花句豆，料大且干净，浸水前，

由专人精选细拣。清水浸豆的时间，冬夏季节酌情加减。

除去豆渣是用开水泡浆的方法，打浆时适量加入咸卤。盐

则每隔一年使用，使其咸苦味沥出。最后是成型、过压，

之后就可以烤制了。成型和过压都是力气活，但楼茂记的

伙计们从不偷工。烤制时将白坯香干煮沸后焖在锅里。第

二天再烧沸一次。出锅后拌刷麻油，这才是最后的成品

了。

在旧时的宁波，香干是人们办婚丧大事时置办酒席的

必备品，热炒、凉拌或油炸都可上桌。宁波的本地方言谐

音是“相干”，含相互有所依靠的意思。楼茂记看中了香

干这一特殊的文化含义，这也体现了宁波生意人的一种商

业敏感。

随着楼茂记香干的大获成功，楼老板还扩大了经营范

围，首先就是带动了酱菜的制作，由楼茂记腌制的黄瓜、

大头菜、萝卜等也都很畅销。同时，楼茂记还开始生产调

味品，酱油、米醋等也都深得人心。逢年过节，宁波人提

着篮子，端着坛坛罐罐，又打酱油又买米醋。而且，楼茂

记的分号越开越多。到清道光年间，楼氏后人在奉化大桥

开了“楼恒昌”酱园，造酱酿酒，颇具规模，并在祖基楼

隘设一分店，从此有了联系机构，相互协作支持，业务也

更加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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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楼茂记酱园业的生意主要有“总行”和

“门庄”两类，相当于现在的“批发”和“零售”。其中

“总行”的价格比较优惠，折扣大，货款分端午、中秋、

年关三节结算。后来由于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楼茂记只

做“门庄”，以此再慢慢扩大门道。

 坐落在奉化江码头边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楼

茂记兴盛的又一个原因。清乾隆年间，灵桥还是座系着十

六条船的浮桥，对于还未开发的江东来说，最热闹的就数

百丈路一带。那时，从奉化、余姚、鄞南来的船大都停靠

在灵桥下的奉化江边。从鄞东瞻岐、莫枝等地来的船，经

后塘河大都停在百丈路旁的杨柳道头或新河头。于是，这

里经年舟来车往，货物丰沛，商贾云集，人头攒动，一派

繁忙景象。离开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都会从附近的楼茂

记买一些香干、酱醋和腌制品家用，也捎给四邻八眷。楼

茂记的生意很自然地也就日渐红火起来。

来城里进货办事的买主往往时间较紧，但进楼茂记的

货，只要把一张特制的牌子交给伙计就可以了。楼茂记的

伙计会按牌子上指定的品种、数量，直接往买主指定的航

船装货，牌子就是结账的凭据。为宣传自己的产品，楼茂

记以优惠的价格将香干批发给小贩，这些香干精工考究，

不以盈利为目的，让小贩们到各个码头去叫卖。小贩们走

街串巷叫卖“楼茂记香干”，很快，楼茂记就家喻户晓

了。这个宣传方式后来被方怡和、大有、董生阳等仿效和

采用。 

这样的经营模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诚信为本、贫贱同视、老少无欺也是楼茂记成功的重

要因素。起初楼氏夫妻俩白手起家，吃过苦受过累，深知

生意能够兴隆，靠的是周边父老乡亲的厚爱，因此他们经

常做一些接济穷人、捐钱捐物的善事，且代代相传。在他

们之后，逐渐做大做强的楼茂记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赢利

上，而且也十分关心地方公益。作为楼家的“子孙店”，

楼茂记对楼氏族内有困难者，都给以上学、治病、生活等

方面的帮助，对江东地区和平小学、四眼碶小学、大步小

学、新河小学等四所学校予以赞助，对地方上的修路等公

益事业及救火会等公益机构，也竭力支援。1947年2月，楼

当年用来压豆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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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记酱园老板楼耀卿和项泽耕还合作创办鄞县私立大中中

学，校址位于离楼茂记不远的贺丞庙。大中中学是当时江

东第一所正规的中学，是如今宁波市第七中学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之初，楼茂记实行的是“前店后场”的制

售模式。所谓前店，就是其门面位于百丈路23号，主做销

售；所谓后场，则是后门位于大步街2号，主营生产和加

工。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这一模式被打破，企业名称由

“楼恒盛茂记酱园”改为“国营楼茂记酱品商店”，李贤

鸿出任公方经理，楼氏族人楼耀卿任私方经理，他也是公

私合营前楼茂记的最后一任总经理。此时楼氏族人已逐渐

淡出“楼茂记”的经营管理，也不再拥有楼茂记的股份，

香干的传统工艺和配方也传给了工厂里的几个工人。由于

种种原因，楼家族人多数离开宁波到外地发展。新成立的

国营楼茂记酱品商店主要经营各档酱油、酱菜、香醋、豆

制品、调味品，兼营土特产食品。1998年，楼茂记酱品商

店从市属企业划归江东区蔬菜食品有限公司，企业改制，

名称更改为宁波市楼茂记食品有限公司，在经营上有了更

大的突破，效益连续上升，建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

1992年2月，楼茂记系列产品——袋装和瓶装酱油、香醋、

盒装豆瓣酱、甜面酱、真空包装五香豆腐干在全市各大批

发市场、商场、超市隆重推出，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好评。

公司更是极其珍视“楼茂记”这块金字招牌，视质量为生

命，产品在省市两级抽检和常规检查中从未出现不合格情

况。2007年，在接受《甬商》杂志采访时，宁波楼茂记食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尧飞透露，当年公司在生产香干时，

“也尝试过把它改良为现代化的产品，用机器来生产，但

是改成机器化大规模的生产以后，这个产品的口碑马上就

下来了，消费者不认可，所以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技艺做香

干，每天都供不应求。楼茂记的独特传统我们一定要尽力

继承的。”

1999年3月至2002年，楼茂记酱油、香醋被列为宁波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质量跟踪产品；1999年5月至2003

年，楼茂记系列产品被评定为宁波市消费者协会推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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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更改为宁波市楼茂记食品有限公司，在经营上有了更

大的突破，效益连续上升，建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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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市场、商场、超市隆重推出，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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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尝试过把它改良为现代化的产品，用机器来生产，但

是改成机器化大规模的生产以后，这个产品的口碑马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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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1999年8月，楼茂记食品有限公司被宁波市旅游局确定

为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楼茂记五香豆腐干被评定为旅

游推荐商品，同年公司被浙江省旅游局确定为旅游商品定

点生产企业。2000年至2003年，公司被评为宁波市、江东

区二级消费者信得过单位。

现在，楼茂记下辖楼茂记食品有限公司、奉化分公司、

酿造有限公司及酱品商店、十几家加盟店。

如今的楼茂记是宁波的名牌产品、宁波市知名商

标。在商务部2006年公布的首批中华老字号名单上，宁波

老字号只有“楼茂记”“升阳泰”两家入选（浙江省总共

有38家）。2006年12月19日，“楼茂记”作为33家“全国

老字号”代表受到商务部领导的授牌，与浙江省内的“胡

庆余堂”“张小泉”“利群”同享殊荣。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经营理念落后，人员

结构老化，加上经过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旧城改

选等波折，很多老字号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剩下的也大多

难以支撑，这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楼茂记却仍然坚挺

地延续着，而且在新形势下重新焕发生机，对此，钟尧飞

得出的经验是：既要倚老卖老，又不能单纯倚老卖老。

1998年，重出江湖的楼茂记彻底变革旧有经营模式，采用

统一配送、发展加盟店、进入大卖场、网络直销等多种销

售手段，使产品很快打开了销路。同时，公司还引进先进

的工艺设备，使产品扩大到豆制品、酱醋、酱菜、黄酒、

麻油五大系列七十多个品种。楼茂记还成为了首家获得

“宁波市名牌产品”的老字号。2003年，绿顺集团（原江

东蔬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了宁波佐餐王调味食品有

限公司，又于2006年收购了宁波另一个地产酱油品牌——

宁波金钟调味品有限公司81%的股权。至此，集团旗下已

拥有楼茂记、佐餐王、金钟三大酱油酿造品牌，形成了名

副其实的地产酱油联盟。楼茂记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做

法，其达成的结果就是强强联合，增强了宁波地产酿造品

牌的力量，有利于消除内耗、实现资源共享。

如今，由三家品牌组成的宁波调味品行业联合舰队协

同作战，细分市场，对付外来品牌，成为宁波酿造业的龙

头企业。

（宁波楼茂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尧飞、鄞州文联成风

先生为本文提供资料，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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