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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开水的商店出售开水的商店，，就是水沽炉就是水沽炉，，在沪浙在沪浙

一带一带，，也称为老虎灶也称为老虎灶。。

老虎灶以形状而得名老虎灶以形状而得名，，因为有一个翘因为有一个翘

起的起的““尾巴尾巴””和灶头和灶头。。最初盛行老虎灶的时最初盛行老虎灶的时

候还没有煤候还没有煤、、煤气等方便的燃料煤气等方便的燃料，，所以大概所以大概

是为了节省成本是为了节省成本，，就有了这么一个专门供就有了这么一个专门供

应热水的地方应热水的地方，，还附带卖茶水还附带卖茶水。。原来全部原来全部

是人力来开办是人力来开办，，如木桶挑水如木桶挑水，，舀子打水舀子打水，，人人

工烧火工烧火。。解放后解放后，，老虎灶加以改造老虎灶加以改造，，有自来有自来

水水、、出水龙头出水龙头，，装水的是一个大水箱装水的是一个大水箱。。整个整个

看起来像一个锅炉看起来像一个锅炉，，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

老虎灶原有的特征老虎灶原有的特征，，所以人们仍旧称它为所以人们仍旧称它为

老虎灶老虎灶，，仍旧去那里打热水仍旧去那里打热水。。

合肥民俗专家牛耘过去住在撮造山合肥民俗专家牛耘过去住在撮造山

巷巷，，巷口有一家水沽炉巷口有一家水沽炉，，有有200200多年的历多年的历

史史。。虽然换了好几任主任虽然换了好几任主任，，但水沽炉仍然高但水沽炉仍然高

立在老地方立在老地方。。每当清晨或傍晚每当清晨或傍晚，，来打水的人来打水的人

络绎不绝络绎不绝，，并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并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合肥有些地方的水沽炉除供应热水合肥有些地方的水沽炉除供应热水

外外，，还设有几张桌子还设有几张桌子，，供人们入内喝茶聊天供人们入内喝茶聊天

或谈生意或谈生意，，大大方便了附近居民的生活大大方便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水沽炉的水价水沽炉的水价，，从前因房价廉从前因房价廉、、煤价低煤价低，，故故

很便宜很便宜，，他们铺子的地位他们铺子的地位，，大都开设在巷子大都开设在巷子

里边里边，，以便于居住在巷子里面的人们来购以便于居住在巷子里面的人们来购

水水；；稍为冷僻的马路旁也有开设的稍为冷僻的马路旁也有开设的。。他们他们

营业的时间营业的时间，，从清早从清早66时起时起，，一直要到晚上一直要到晚上

1212点钟才打烊点钟才打烊((即关闭店门即关闭店门))。。

但是经营者也非常辛苦但是经营者也非常辛苦，，因为是微利因为是微利，，

基本上都是老板自己干活基本上都是老板自己干活。。既要半夜起床既要半夜起床

烧水烧水，，又因当时烧的是稻草之类的需要时又因当时烧的是稻草之类的需要时

时看着火时看着火，，到了旺季到了旺季，，几乎天天都要到东门几乎天天都要到东门

大河去挑水大河去挑水。。 朱玉婷朱玉婷

旧社会开当铺旧社会开当铺，，一要资金多一要资金多，，二二

要在衙门注册要在衙门注册，，这就要求老板不但这就要求老板不但

有钱有钱，，还要有势力还要有势力。。上典当铺的上典当铺的，，绝绝

大多数是贫苦人家大多数是贫苦人家。。他们借贷无他们借贷无

门门，，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不得已把仅有的衣物不得已把仅有的衣物

伸向高高的柜台伸向高高的柜台，，任由当铺残酷的任由当铺残酷的

高利贷盘剥高利贷盘剥。。

当铺规定当铺规定，，不管什么东西典当不管什么东西典当，，

总只总只““当半价当半价”，”，且由当铺一锤定音且由当铺一锤定音，，

从无二价从无二价。。再好的衣服再好的衣服，，经过司柜经过司柜

的百般挑刺后的百般挑刺后，，称为称为““破衣一件破衣一件”，”，二二

十两的物品只能当出了九两十两的物品只能当出了九两，，还在还在

规定的期限内必须去赎规定的期限内必须去赎，，赎时除交赎时除交

原当金外原当金外，，还得交付一笔高得惊人还得交付一笔高得惊人

的利息的利息。。典当货物逾期典当货物逾期，，当票作当票作

废废。。因原估价极低因原估价极低，，以后典当商拍以后典当商拍

卖出卖出货货，，又牟取了暴利又牟取了暴利。。

牛耘称牛耘称，“，“当东西只能当东西只能‘‘当半价当半价

’，’，是拿不到几块钱是拿不到几块钱，，根本无力赎回根本无力赎回，，

有的人甚至连老婆有的人甚至连老婆、、儿女都当了儿女都当了。。

因此因此，，旧时当铺又被称为旧时当铺又被称为‘‘阎王当阎王当’”。’”。

盘剥的“阎王当”

当铺：

衣物一锤定半价
我们经常能从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看到或读到，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个穷人拿着家里唯一值钱的

东西走进当铺，将东西递进高高的柜台，抵押一点钱

以度日。东西换回的还有一张当票。这让我们感觉

到，当铺是个剥削人的地方。合肥民俗专家牛耘说，

在抗日战争前，合肥还有规模比较大的当铺，抗日胜

利后，这些大当铺都不复存在了，只零星开有几家小

当铺。 张亚琴

李鹤章的次子李经羲，在1909

年，用属下进贺李鹤章升官的钱，

在合肥开了家名叫“德成”的当

铺。据牛耘回忆，这家当铺有800

多平方，后面设有仓库。一进去，

两边都放了长条板凳，提供给来当

东西的人坐。每天，有五六个彪形

大汉在当铺里巡看。当铺就在现

在的步行街“李府”西侧的五星巷

内，里面有雇工百余人，货楼以千

字文顺序编号，是合肥典当业中最

大的一家。

德成当铺由李经羲家族人管

理，内部组织健全，店伙分工明确，

各司估价、收当、管账、保管、跑乡之

职。巢县、无为、庐江、舒城、六安等

临近城镇的当铺因资金有限，往往

将收当价值较高的当物送来转当。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不但轰炸了

当铺，还抢走了当铺里较为值钱的

东西，在经过此次劫难之后，德成当

铺因为李家的日渐衰落，和手下人

的层层贪污，最终以极低的价格将

房屋卖给别人了。

最大当铺为李鸿章家族

神秘的隔世之感

主人多为达官巨贾

牛耘对当铺颇有研究：“清同

治年间的1872年，李鸿章任直隶总

督后，志得意满，很想为家乡办点

好事，在和其弟李鹤章商议后于合

肥开了两家当铺：‘义和当’和‘义

兴当’，用意就是指对乡亲要讲义

气，对穷人要讲和气。这是李府在

合肥最初开的当铺。位置一在今

天的淮河路步行街，一在今天的红

星路省外贸生活区附近。”

一开始，当铺打的是“救世济

人”的招牌，比如说，生活困难的穷

苦人在冬天去当夏天衣服时，当铺

只收取很少的管理费，可后来月息

抬高至二分以上，当期则由三年缩

短为一年半。1880年李鹤章去世

后，当铺由他的继室周世宜管理。

约1885年寒冬的一天，有位穷苦农

民因付不起利息赎不回当过的棉

衣，在当铺门前吊死。周夫人一气

之下责令当铺停业。

水沽炉：

里弄小巷售水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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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在家晒衣服，忽听楼

下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磨剪

子—— 刀 咧 ！ 磨 剪 子—— 刀

咧！”探出头去，原来是一个中年男人

推着破旧的老式自行车，吆喝着帮人

磨刀和剪子。这很是稀奇。原以为这

些以前的老行当已经逐渐淡出百姓的

生活了，没想到还能偶尔见到。

旧合肥的行当儿很多，曾是城市

生活中随处可见、不可或缺的身影，有

的至今还存在，但随着现代化、都市化

的发展，绝大多数耍手艺或卖苦力，他

们渐渐离我们而去，只留下模糊的背

影。像本期水沽炉、棺材铺等行业。

每一种行业的兴衰，都勾勒出合肥人

生存状态的改变和城市文化的嬗变。

餐饮业、浴池业、理发业等等这些

在人们现在的生活里，仍占据重要地

位，那么你想知道旧合肥的这些行业

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所以，我们以随笔的形式，以历史

人文的视角，介绍旧合肥的部分行业

发展、演变、掌故和趣闻轶事，使读者

在一种轻松的阅读气氛中回到历史情

景，增进对传统文化、历史知识的认

识。也许，看过本期的策划，你会感觉

似乎有一些嘈杂而温暖的声音在耳边

响起：那是一个行将消失的时代,在记

忆深处的歌唱。 张亚琴

老式的当铺门前有木制栅栏，

纯属自卫。1900年前后，北京当铺

多达200多家，经营资本多来源于

清内务府官员和太监。 当铺有一

整套有别于其他行当的传统。古

板的从业者，高大的柜台，门外墙

上写着巨大的“当”字，总给人一种

神秘的隔世之感。

当铺起源很早，在南朝时已有

寺院经营以衣物等动产作抵押的

放款业务。唐朝当铺成为质库，唐

玄宗时有些贵族官僚修建店铺，开

设邸店、质库，从事商业和高利贷

剥削。到清朝经营当铺已十分普

遍，乾隆时北京已有当铺600~700

家，对人民剥削相当严重。

合肥典当业虽早于清乾隆年

间就已存在，但却盛行于晚清。据

《合肥金融志》记载，到嘉庆八年

（1803年），全城已有当铺13家，至

光绪年间，加上“小押店”等各类当

铺已有几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