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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岩墨水近些年的发展状
况，网络上几乎没有更新。

对此，有网友以“重庆记忆”为
题，在网上发文描述道：“这个过去家
喻户晓的重庆本土品牌，仿佛一夜之
间消失，彻底沦为老重庆人的童年记
忆。”

近日，一则消息悄悄在业内传出
——红岩墨水即将“复出”。几经周
折，在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核心
区域，我们找到了红岩墨水如今的办
公地。

“真要‘复出’？”
“并非‘复出’，而是‘复苏’。”说

这话的人，是这一重庆老字号品牌的
第三代传承人、主理人、红岩文轩（重
庆）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闻。
他说，很快，红岩墨水将再次走进人
们视野。它的“复苏”和传承，不会让
爱它的人失望。

走进那片低调的办公区，我们见到了穿着
一身简装的“80后”顾闻。

“2024年，是红岩墨水诞生的第70年。70
年匠人守护，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既是感受过
去，也是审视现在。”他的开场白，令人动容。

关于他是“少东家”的传闻，顾闻连连摆手
说“不敢当”。他认为，红岩墨水的问世，是属于
一代代怀揣家国情怀的匠人们，共同奋斗的时
代产物，这并非属于个人，也并非属于一个家
庭。

顾闻介绍，根据他掌握的信息，新中国成立
初期，在川渝地区文具市场销售的笔类，主要从
上海调入，进货少，市场供不应求。1951年，西
南工业部同意《重庆市新建钢笔文具厂的意见》
后，重庆市企业局联合上海裕生笔厂，开启了西
南地区制笔的新篇章。“为响应国家号召，以我
爷爷（顾振玉老先生）为主的一批上海制笔行业
的技术骨干，从上海来到重庆工作生活。他们
意气风发，协助王曰睿老先生（当时全国墨水行
业唯一一位高级工程师）研发实用型墨水及钢
笔等系列文具产品，并于1957年成功试制出

‘红岩’牌高级蓝黑墨水。”
顾闻告诉我们，当年，红岩墨水各项理化指

标，均赶超美国“51型”派克牌墨水。因此，王曰
睿老先生后来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根
据有关红岩墨水的企业档案记载，“红岩赛派
克”这句话，也成为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句嘉奖。

揭秘
技术骨干从上海
来渝研发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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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红岩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