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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梅
汤

王
纪
铨

    饮料中，从小至今，一直最喜欢酸
梅汤。
记得小时候的夏天，上海有一些零

售冰镇酸梅汤的食品店。我印象最深的
有两家，一家是延安东路大世界附近的
北京风味食品店，叫做郑福斋；另一家
是南京西路国际饭店旁边专售回民食
品的翠文斋。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各种品
牌的瓶装酸梅汤，一到夏天，郑福斋和
翠文斋店堂里常常有不少提着热水瓶
买酸梅汤的顾客，生意很好。从四川北路附近的我家去
郑福斋，要乘 18路公交车，有五六站路。大热天，那时
的公交车上没有空调，乘 18路到大世界站下来，已是
汗流浃背。穿过西藏南路到了郑福斋，迫不及待先喝上
一杯酸梅汤，顿觉暑热全消。提着满满一热水瓶酸梅汤
乘公交车回家时，为防止瓶塞脱落，还在瓶塞上贴一条
胶布，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当知青在江西山区插队时，离住处不远有一座香

炉山，山脚下有一眼直径半米左右的泉水，水质清冽，
且终年不干涸，泉水越在炎热的夏天越显得“冰冰凉，
透心凉”。我们几个知青就用热水瓶装回泉水，加上醋
自制“酸梅汤”解馋。一位同学还贡献出上海带来的话
梅糖，粉碎后溶化在里面，就更有些“乱真”的味道了。
因为是用香炉山的泉水制成的，我们便称之为“香炉
山酸梅汤”。四十摄氏度高温下抢收抢种
的“双抢”季节，出工前一杯“酸梅汤”落
肚，顶着烈日割稻插秧，防暑降温效果还
真不比当年上海工厂里的盐汽水差呢。

前几年在北京吃烤鸭，点的饮料也
是酸梅汤。北京的酸梅汤味道很好，令我想起小时候
郑福斋里的味道。那一次，我对酸梅汤似乎比烤鸭更
感兴趣，一口气喝了两杯，以至于美味的烤鸭也吃不
了多少了，被妻嘲讽为“买椟还珠当代版”。

如今超市里可买到瓶装的酸梅汤，各种品牌很
多，我经常买的是有些当年郑福斋味道的那一种。近
两年胃有些不适，虽属轻症，但医生告诫勿食酸，就只
能忍痛割爱了。去超市购物，经过饮料货架，看到已经
挥别了的心头之爱酸梅汤，常常会有“藕断丝连”的纠
结。后来就索性眼不见心不烦，绕过有酸梅汤的饮料
货架，可见心中还是难舍酸梅汤。

重温《〈鸣机夜课图〉记》
周丹枫

    少年时期，读清朝蒋
士铨《〈鸣机夜课图〉记》，
由衷地钦佩他的母亲，深
为他有这样一位母亲而庆
幸。几十年后重读这篇文
章，仍觉十分感人。
此文是他为《鸣机夜

课图》写的说明。作者记叙
了母亲四十余
年平凡而感人
的经历，重点是
写她教子的动
人事迹。
蒋士铨四岁时，母亲

每天就要亲授《四书》中的
几句。她用心良苦，把竹子
断成一丝一丝，组成汉字
的基本笔画，“合而成字，
抱铨坐膝上教之。既识，即
拆去。”每天坚持十个字。
到了六岁，指导孩子“执笔
学书”。就这样，母亲一边
织布，一边让孩子在身旁
读书。九岁，教读《礼记》
《周易》《毛诗》，都要熟读
成诵。寒夜，母子共读：“母
坐于床，拥被覆双足，解衣
以胸温儿背，共铨朗诵
之。”这种亲子之爱，诲儿
不倦的情景，感人至深！
由这样的一位母亲长

期熏陶教育出来的孩子，

怎么会不成才呢？蒋士铨
是清代著名的戏曲作家和
文学家。同袁枚、赵翼并称
“江右三大家”。清代张维
屏《国朝诗人征略 ·听松庐
诗话》曾称誉蒋士铨的诗
文“篇篇本色，语语根心”。
今天我重读他的这篇

文章，深感家庭教育之重
要，深切地体会到对孩子
的教育，家长要身体力行，
从小抓起。同时，一个人要
成才，读书虽非唯一之路，
但它是必经之路。
我国自古以来，有许

多勤奋学习成才的范例。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
说到自己的读书：“开卷有
得，便欣然忘食”。在《五柳
先生传》中也说自己“每有
会意，便欣然忘食”。韩愈
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读
书之勤奋，也是令人佩服
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
兀以穷年”。明朝宋濂在
《送东阳马生序》中曾这样
记叙他勤学的故事：“余幼

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
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
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
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
不敢稍逾约。”
学习是非下苦功不可

的。要有扎实的功底，必须
长期积累，无捷
径可走。对经典
著作，尤需细
读。韩愈的“口
不绝吟于六艺

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
编”是大家熟知的。现代著
名文学家朱自清在《论百
读不厌》一文中也曾这样
说：“经典文字简短，意思
深长，要多读，熟读，仔细
玩味，才能了解和体会。”

当今已进入网络时
代，从手机查阅信息，获取
资料，确实十分便捷。但是
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读书，
必须互补。尤其是经典的
作品，必须如朱自清先生
所说的那样去阅读。可喜
的是现在全社会正在共同
努力形成一个热爱读书的
良好氛围。我们尤其乐见
年轻人爱读书、读好书能
蔚然成风。

坚持初心 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
其 实

    作为 70年代生人，我出生在上海，有
幸赶上了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兴起的大时
代，亲历改革开放四十余载，目睹了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的跨越
式发展。作为民营企业家，我既是改革开放
的见证者、参与者，又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受益者，面对着国富民强带来的巨大创
业机遇，与国家共奋进，与时代共成长，我
是何其幸运！

一套租来的 100平方米民
房、6人创业团队、2台服务器……
2004 年，我和创业团队成员
一起，满怀激情地从手绘网
站页面设计图起步。带着“用户为王”的经
营使命理念，坚持“没有休息日、资讯不过
夜”，以昂扬斗志打磨产品。每天最激动的
时刻就是深夜 12点，守候在电脑前查看当
日“东方财富网”网页访问量、浏览量及网
站排名等数据。“为值得的事，坚持，并做
到极致”，成为我们对这份事业的信仰。
机会往往青睐有准备的人。2005年 4月

29日，正值双休日接“五一”劳动节长假，在
漫漫熊市中日渐懈怠的各大媒体都沉浸在
节日气氛中，不曾料到中国证监会在当天发
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
题的通知》，而这一通知标志着股权分置改
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必将对中国资本市场
带来深远的影响。当晚，只有我们一家财经

网站的编辑及时转载了这一消息，第一时间
传播了里程碑事件，我们也因此第一次得到
了广大投资者的掌声。从此，东方财富网踏
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确立了自身的行业领
先地位。

从公司创立之初至今，每一次公司跨越
式的发展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2009

年，为促进自主创新企业及其他成长型创新

创业企业发展，创业板正式开板上市，我们
紧抓这一重大契机，于 2010年 3月 19日成
功在创业板上市。2015年 4月，东方财富成
为首家市值突破 1000亿元的创业板上市公
司，2021 年 1 月公司市值突破 3000 亿元。
2012年始，在国家鼓励金融改革与创新的
大背景下，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向非持牌机构
开放，东方财富旗下天天基金首批获得第三
方基金销售牌照，目前累计基金销售额已超
4.2万亿元，跻身国内最大的线上基金销售
平台之列。
发展至今，公司员工人数已超 5000人，

我一直认为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资产。东方财
富党支部成立于 2011 年，2020 年 9 月 27

日升级为党委。我们鼓励公司核心骨干入

党，力争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发展成
为党员。

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是民营企业创新
发展不可或缺的土壤和阳光，我在创业路上
心怀感恩，始终牢记“先富帮后富，责无旁
贷”，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承担企业社
会责任。我们积极响应“一司多县”结对扶贫
倡议，对五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精准扶贫、

开辟新路径，累计帮扶捐赠超
2000 万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公司紧急
决策程序，捐赠 600 万元，用于
支持那些支援武汉的上海医护

人员及其他相关抗疫工作。
十余载春华秋实一路走来，我觉得企业

家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成功，更重要的是为社
会贡献了什么，为用户创造了哪些价值。做
行稳致远的企业家远比做能赚快钱的企业
家重要得多。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我们的初心。继
往开来，我们将继续跟随党和国家的发展
脚步，坚守初心、不断创新，为用户提供更
好体验、创造更多价值。 （本文作者为

东方财富网创始人）

上
海
弄
堂

王

涵

    老上海的大部分居民，都住在弄堂
里。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老上海。

如今，上海到处高楼林立，充满现
代化的气息，但还保留了一些能够代
表上海文化的元素，弄堂就是其中之
一。弄堂是老上海独一无二的象征。弄
堂就是江南的命脉。从高空俯瞰这些
间隔交错在现代建筑与老宅之间或小
桥、堤岸、街道之间的弄堂，它们就像
是一条纵横交织的记忆之线，把江南
的昨天、今天都编织在了它的
经纬之间。

上海的弄堂，也叫里弄。“五
户为邻，五邻为里”。弄堂与南方
的巷子、北方的胡同意思类似。上
海的弄堂由连排的石库门建筑房
子所构成，孕育了近代上海风情
独具的弄堂文化。
“弄堂”，古时写作“弄唐”。

“弄”有小巷的意思，是从五代十
国开始使用的。明代祝允明在《前闻
记》里写道:“今人呼屋下小巷为弄。”
“唐”是古代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
路。这个汉字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
中已出现。“唐”在古汉语中有多种含
义。“大路”是其中的一种。《尔雅 ·释
宫》给它下了“庙中之路谓之唐”的定
义，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唐”
作为“路”的这层意义，也渐渐地

淡化。其实，“堂”的本
义是对房间的称谓，与
大路、小巷无甚关系，
在近现代汉语中，“堂”与建筑
学的联系，比“唐”更紧密些、
更确切些，因为“堂”与“唐”谐
音，“弄唐”就演化成了“弄
堂”。

“弄堂”，是上海所独有
的居民住处。它的出现和上
海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切的关
联。《南京条约》的签订催生
了上海弄堂的诞生。从 1845

年起，英、美、法、日相继在上
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先
后建立了英租界、公共租界
和法租界、日租界，而老城区
一带则为华界。

“弄堂”石
库门住宅的大
批兴建起于 19

世纪 60 年代。
1860 年以忠王
李秀成为首的
太平军发动东
进，攻克镇江、
常州、无锡、苏
州、宁波等苏南
浙北城市，迫使
数以万计的苏
南、浙北难民进
入上海租界避
难，致使租界的

人口急剧增加，住房问题日益突出。租界
为接纳难民，动员商人投资住宅建设。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设计师将欧洲的联
立式住宅同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和四合
院相结合，创造出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建
筑样式的里弄住宅，即石库门建筑，大
批难民得以安身。

仅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
代，近 2300万平方米的里弄房子在数
年间就占据了上海滩的大块地皮，里弄

的格局采用中式结构，欧式联排
的方式，在一条纵轴上依次展
开，前后排排伸展，上海最初的
“小区”，就是这样如棋盘展开，
确立了城市的格局。

我们可不要小看了旧上海
的弄堂。很多名人聚集于此。上
海许多弄堂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建筑物。不少弄堂都记载一段令
人难忘的红色历史。在思南路周

边地区建造于 1918年的老渔阳里和新
渔阳里，可以说是典型的早期石库门
里弄建筑。1920 年的春天，陈独秀将
《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入
驻老渔阳里 2 号。这里成为共产主义
火种点燃的地方。1920 年 8 月 22 日，
中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也在新渔阳里 6号
正式成立。新渔阳里 6号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摇篮之一。

在山阴路大陆新村 9 号的
鲁迅故居，是一幢红砖红瓦的三

层新式里弄住宅，他在这里度过了人
生最后的三年。邹韬奋住过万宜坊、何
香凝住过复兴坊、沈钧儒住过桃源坊、
傅雷住过安定坊。他们都使这些弄堂
留下了有价值的文化的元素。吴昌硕
住在山西北路 457 弄吉庆里 12 号，从
1913 年 69 岁时入住，直至 1927 年去
世。这座石库门房子吸引了许多名人
雅集，王一亭、陈师曾、张大千、潘天
寿、刘海粟等都曾在这里向吴昌硕求
教。吴昌硕在吉庆里办了一所不挂牌
的中国画研究院。

因此，上海的许多弄堂，平淡有奇，
值得随时去走走逛逛！

素人的力量
张 欣

    我们越来越相
信加持的力量，如果
是介绍食品必提“舌
尖”，哪怕是舌尖差
点就拍我们家了也

要这么说一句。如果是用品就一定
要与网红名人扯上牵连否则就显得
师出无门，不知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没有人想搭理你。
看到有的人酒驾被抓头昏脑涨

之际还在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认识
这个那个总之各种领导说一串。可见
我们的骨子里都是相信强权的。
男人不发达，感觉自己身后没靠

山没背景没有牛叉的老丈人，否则那
谁谁谁你们凭什么站 C位。女人觉
得我没干爹，没有富二官二星二什么
的罩着混得差也不能全怪我。
这些当然都是社会现象，否则

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固化思维。
但是我们可曾想过作为素人的

我们，做人做事到底尽了多少心多
少力。

以前我家有一个钟点工小许，
负责每周打扫两次卫生。由于她人
老实本分，打扫卫生又非常认真彻
底所以深受客户的喜爱，她是那种
打扫厨房会把锅底、筷子筒、杂物
柜、抽屉全部清一遍的人；打扫洗手

间便厕、瓷砖被她擦得闪闪发亮三
百六十度无死角。
我看她包里全是各家各户的钥

匙，客户出差、出国都是由她负责通
风打扫，搞得她很抢手我帮熟人都
约不上她，她总是抱歉地笑笑说没
有空余的时间，全部都排满了。而且
她也不多话，干活的时候一言不发，
干完活了还是一言不发。

渐渐地她就留下了优质客户钱
也越赚越多。
有一天，小许对我说张老师你

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我老公找份
工作，他会开车也会装修。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开一间很大

的地毯厂，因为有不少外单所以发
展得还不错，我就把小许的老公介
绍过去当司机运货。
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无意间问起朋

友小许的老公工作干得怎么样。
朋友说，你介绍的那个人只干

了三天，招呼都没打就走掉了。
当时我愣住了一时无语。朋友

接着说可能他吃不了苦吧，我们赶
单的时候要加班加点，一个人要干
几个人的活儿。
小许可能也是觉得没法跟我交

待，所以选择只字不提。
你看同样都是素人都是举目

无亲的外来工，因为各自的努力
不同，结果也就不同。前段时间看
到杭州的快递小哥拿到了政府颁
发的特殊人才一百万元购房款的
奖励，他也是努力工作，分片的街
道、小区如数家珍所有物品安全
准时地送到客户家中，于是脱颖
而出。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小看

自己，只要埋头苦干素人也是有力
量的。
记得巴黎有一家咖啡馆门口贴

一行小字：这里没有来过任何名人。
大家都知道西方的名人有泡咖啡馆
的习惯，有时会在那里写作、办事或
者聚会。
海明威、菲兹杰拉德、浪漫诗人

魏尔伦坐过的咖啡馆自然会有更多
的吸引力，成为灵感的来源。
然而就像伟大作家的仆人也觉

得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一样，素人
咖啡馆的小哥同样可以做出最美味
的咖啡，把那些加持人吸引过来。

香蔬 （中国画） 沈嘉禄

    潮牌经过历练，也
有可能会成长为经典
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