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1年，中国历史除旧布新，大开
变局，皇朝将去，共和将立。

每逢新旧社会方死方生之际，社
会上对青少年的关注程度似显豁于平
时。从新闻出版行业看，此前已有爱
国学社的《童子世界》、寰球中国学生
会的《学生报》、基督教会的《青年会
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等十
余份青少年类报刊，仍满足不了社会
需求。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创办《少年》
杂志，再开一片新绿，当有“少年强则
中国强”的意思。

主编该刊的孙毓修先生，曾于科
举废除前十年考得功名。他有新思
想，学过英文，认为“科举已成弩末，
神州多故，非开径自行决不足以问
世”。

孙先生认同“教育救国”主张，且
知行合一。其所开之“径”，集中于民
智。民智之源，端在少年。他进入上
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即参照欧洲

童话编写中国儿童读物。在其陆续主
编的102种童话中，由他自己编写的计
77 种，在儿童文学于中国形成系统初
期有筚路蓝缕之功。《少年》杂志创刊
时，其为首任主编，可谓实至名归。自
创刊至终刊，《少年》上的文字，不知浸
润了多少中国少年的生命。

1948 年夏，钱锺书杨绛夫妇带着
女儿圆圆回无锡钱家为钱锺书祖父做
百岁冥寿。在“满地都是书”的一间厢
房里，圆圆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
一本杂志能积满一小柜而未散，可见
这杂志在钱家是被珍视的。大概钱家
的孩子无人不读。

人称“文学圈外文章高手”的知
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其文字生涯即开
端于这本刊物。他早年时文学兴趣很
浓，读到初中时，一位亲戚为他订阅
了《少年》杂志。费孝通从此成为该
刊的忠实读者，每期到手，都是从头
读到尾，一篇不落。几期下来，这位
少年已不满足于仅当读者。他要成为
作者。

当时的少年，头脑里有许多从祖
辈、父辈那里听来的、代代相传的民间故
事。费孝通在记忆中的故事里选出一
个，写了出来，向该刊投稿，署名“费北”。

一个新年里，他收到了当年第一

期《少年》杂志，照例细读，却不知已有
自己的文字登在其中。待读到最后的

“少年文艺”专栏，只见自己投寄的《秀
才先生的恶作剧》一文已成白纸黑字，
遂“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费孝通晚年回忆那次经历时说：
“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
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
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在
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地从书末向
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
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回想我这一
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
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
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之缘，商务印
书馆实为之媒。”

细察费孝通一生，不唯发表文章、
出版著述的成就感助成其终身爱好，
写作不辍，“开卷第一篇”的荣耀感更
在其立言、立功、立德的各时期留下了
不同形式的印记与表达。

1911年：《少年》杂志
张冠生

文史杂谈

印象当中，只有我外婆一生无病。人吃五谷
杂粮，生百病，是常事。但外婆活到快九十岁了，
除了耳有些背，眼有些花之外，的确一点毛病都
没有，有点像造物主“出厂”的优等品。人耗到老
了，除自然磨损之外，一点原生的瑕疵都不见，真
让人叹服生命的诡异。

我母亲的身体与外婆是无法比的，虽然她们
一脉相承。外婆勤劳、朴实的优点，母亲传承了，
外婆那么健康的身体，却与母亲无缘。

也许，大多人一旦老了，总会病魔缠身的。
可是，人老时，孩子正年轻，身强力壮，像围棋子
儿似的散落在各处。有的也围圈儿，中心却不是
父亲、母亲。这时的老人，正躺在病床上，孤寂，
失落，甚至会有些许的抱怨。

我母亲住过几次院。不算大病，但也不算小
病。说实在话，我基本上都没有在病床前伺候
过。病房里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一般情况下病人
都要输液，若身边没有人陪护，长时间输液，病人
有可能犯迷糊睡过去，液体一旦输完却没有及时
通知护士，就有可能由输液变成“献血”。病人也
有可能翻身时不小心拉断输液管，导致更严重的
情况发生。若病人要去卫生间什么的，没人扶
助，实在无法举着液体瓶完成平时最好做最常做
的动作。凡是伺候过病人的，都了解这个情况。

去陪护，对于病人心理上的安慰倒在其次了。
伺候病人，首先要实实在在地干工作。看起来都是
小事，平时拿不住人，但当人躺在病床上，身上插了
管子时，人犹如被束缚一般，完全成了弱者了。

可是，我人在他乡，算是游子吧。很多年前，
在我要离开故乡时，有“先哲”就说，父母在，不远
游。我不以为然。那时父亲和母亲身体尚可，也
有疾病缠身，但缠得不死，不紧，每日大堆的药片
子伺候着，年轻人体会不到其中的滋味。父亲和

母亲也没有阻止我去异乡漂泊，从没。他们都是
相对豁达的人。父亲也自年轻时入伍，在部队里
干了几十年，走南闯北，对我的漂泊很支持。母
亲却不大赞成，孩子离得远了，见一面难，想得
慌。但当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离乡时，他们也都是
喜悦的。甚至这几年，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
千里迢迢来看我，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探亲”。道
理上有点说不过去，情理上居然就存在着。

母亲住院，总是不告诉我。一般出院前，我

才知道。她知道我远，工作忙，回去一次太费事，
也很费钱。但后来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声音就哽
咽了，忍不住要唠叨几句，有儿子，和没儿子没什
么区别——母亲浓郁的乡音扎着我的耳朵，有
时，我真想立即举家返乡，伴随着父亲和母亲到
老。但冷静之后，觉得那又是异常难。有时，我
也是知道的，除了父亲，母亲的病床前再没什么
人。而父亲也老了，伺候病人，并不容易。年轻
人干得都烦，都累，况且耄耋老者。但我仍旧回
不去，我身在职场，身不由己。当然，如果坚决要
请假的话，没人能拦住我，可人总要权衡利弊，权
衡的结果是，父亲和母亲，总是“强者”，总是让路
者。每次都是。我想请妻子请假回去照料一下，
但父亲和母亲也坚决不让。

我想不出很好的办法。
我就在想，自己也会渐渐地老，当老到父亲

和母亲那个年纪时，当不得不躺在病床上时，该
怎么办——和母亲一样坚强，不打扰孩子正常的
生活；还是强硬地要求孩子回来照料，不管她在
天涯海角？

答案早就被母亲公布了。
天下的父亲和母亲，就一个选择，给孩子爱，

爱孩子。
爱，就是把痛藏起来。

爱，就是把痛藏起来
许 锋

随笔

本书为您讲述一
个真实、鲜活的案例。

卖袜子，做点焊，
加工手镯，做进出口买
卖，BOSS 唐在创业初
期折腾个不停，在各类小生意中寻找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倾囊投入，一次
又一次地血本无归，一次又一次地重头来过，每次他都能汲取新的教训和
经验，每次他都坚定地东山再起；资金一步步积累到2000元、3万元、十几
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直至挣得亿万身家。

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小本生意？如何找到买主？如何在身无分文
的时候赢得合作对象的信任？如何盘活少得可怜的现金？如何做不花钱
的推广？如何抓住一闪即逝的机会扭转局面？如何识别助你发财的贵
人？BOSS唐几乎遇到了所有小本生意人都会遇到的难题与麻烦。

树荫里的那支嫩芽 彭 力 摄影

《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
邢晓英

新书架

一般的墓志铭，大都是简述逝者的
生平，铭记死者的贡献和遗愿的。而一
些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墓志铭却写
得别有情趣，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逝者的
人生态度和艺术造诣，以及对事业的执
著迷恋。

画家拉斐尔的墓志铭是：“活着，大
自然害怕他会胜过自己的工作；死了，
它又害怕自己
也会死亡。”含
蓄而诙谐地向
人们显示了拉
斐尔的娴熟、超
绝的画技。

诗人雪莱
的墓在罗马墓园，墓志铭是莎士比亚戏
剧《暴风雨》中的诗句：“他并没有消失
什么，不过是感受了一次海水的变幻，
化成了富丽而珍奇的瑰宝。”既表现了
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又暗示出他
的死因。

音乐家贝多芬的墓碑上只有一句
话：“他总是以他自己的一颗人类的善
心对待所有的人。”因为贝多芬有这样
的遗言：我死了以后，请不要忘记我。
因为我活着的时候常常想念你们，使你
们幸福。你们会得到幸福的。所以，人
们在他的碑上刻上了这句话。

作家赫尔岑在法国尼斯的墓碑上
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他的母亲路易
沙·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
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
逝世；他的 17岁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
的一对 3 岁的双生女患白喉死亡。他

就只活了 58 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
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
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
文章。它们在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前
进。”他活得那么短暂，遭遇到那么多灾
难，可他却留下了那么浩繁的著作。读
了这 130 余字的墓志铭，人们会痛感他
的早逝。他的早逝是对人类进步事业

的一大不幸。
物 理 学

家牛顿的墓碑
碑文是这样写
的：“死去的人
们应该庆贺自
己，因为人类

产生了这样伟大的装饰品。”
电学家富兰克林的墓志铭是：“从

苍天处取得闪电，从暴君处取得民权。”
生态科学家奥尔科夫斯基的墓碑

上铭刻着他自己的至理名言：“地球是
人类的摇篮。但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
篮里，他们不断地争取着生存世界的空
间，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
就是征服整个太阳系。”

数学兼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的墓碑
上只刻着一个圆柱体和这个圆柱体的
内切圆。

数学家卢道尔夫的墓碑上镌刻着
是一串阿拉伯数字：“3.1415926……”以
纪念他用毕生精力把圆周率值计算到
小数点后面第35位小数。

这些数不清的墓志铭文，在世界各
地构成了一处处精妙绝伦的“人文景
观”，永远启迪着后来人。

台湾由于地缘、史缘上的特殊关系，节
庆与大陆，特别是福建、广东基本相同，有

“时年八节”之说，最隆重、最热闹的是春节，
为八节之首，它和端午节、中秋节系台湾三
大节日，其他还有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
七夕节、父亲节、重阳节等。

从腊月十六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都
算春节。他们称腊月十六这一天为“尾牙”，家家户户
不约而同都打扫卫生、置办年货、准备衣着等。这一
天还都要祭拜土地公，因为商家视土地公为守护神，
为祈求新年发财，十分铺张，晚餐举行“尾牙宴”特别
犒赏辛苦一年的员工，还请歌星助阵，发红包，齐唱

《明年会更好》。“尾牙宴”时，老板如果把鸡头对向哪个
员工，就表示他要被开除了。否则，鸡头总是对着老
板自己。从这一天开始，“年味”渐渐浓厚起来：商店
里高悬起大红的灯笼，年货大街涌动着摩肩接踵的人
群，假日花市里摆满了姹紫嫣红的鲜花，高楼大厦外
墙挂上了威风凛凛的门神，酒店的大堂里也开始播放
喜气洋洋的“恭喜歌”……

腊月二十四是“送神日”，也就是大陆说的“祭
灶”，送灶神上天，是年节的开始，不过大陆的时间比
台湾早一天，是腊月二十三。祭品中不可缺少的是

“甜园仔”（即汤圆），蜜饯、茶料，放于灶台的“司令灶
君”前，泡沏起香茶，然后烧香放鞭炮为灶君送行，让
他吃甜了嘴后“好话传上天”。这一天，同样也要打扫
卫生，也就是“清纯”，将家中一切“晦气”扫除掉。

腊月二十八是灶神回府的日子，也要摆上供果，
上香鸣炮。腊月二十九是小年夜，这是一年中最繁忙
的一天。人们纷纷到附近寺庙、商店或大街摊位上，
买纸印的神像——经商的要买推着聚宝盆的财神像，
居家的要买救苦救难的菩萨像，以及门神、灶神像。

家家门楹都贴上神像、春联。一般住家正厅
贴“福、禄、寿”等五彩福符。横额下贴挂钱，
门扇上贴门神：左扇贴加官，右扇贴进禄；如
果是独扇门，前门贴加官，后门贴进禄。房里
的窗、柜、米桐、灶台、房门等处要倒贴写着

“春”、“福”、“吉”字的方形红纸块。还有住家
要用柏树枝穿插柿子、橘子挂在墙上，以预祝

新的一年“百（柏）事（柿）大吉（橘）”。缚柳桃枝挂蒜
根，以驱邪避鬼。但在丧家就不能贴红春联了，死男
的要贴蓝色春联，死女的则要贴黄色春联。

腊月二十八前，家家户户都做好年糕。年糕有甜
糕、发糕、咸糕和菜头糕四种。吃年糕有祈求新年发
财的意思。台湾人认为蒸年糕时，都会有“年糕神”看
护，而年糕发不发，关系着来年一年的运道，所以主妇
们都严禁小孩在灶台旁问这问那，更禁忌说出不吉利
的话，以免“年糕神”发怒致年糕制作功亏一篑，不但
未来一年运势“发不起来”，又没口福，所以做年糕可
是过年的一件大事。不过，当年做过丧事的人家不做
年糕，由亲友或邻居蒸好后送去馈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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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们往往在工作中并不注意
成本控制（这正是我要说的），但却
很在乎计算自己的花销，不过同样
不综合考虑成本。

4.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做的已经
足够多，但却不够量化。而且潜意
识里他们总认为公司是强者，自己
是弱者，所以公司肯定是亏欠他们
了。

5.因为上述因素来跟我谈话谈
崩了导致自己离职的员工，直到现
在我也没看见有几个拿到了他们当
初期望的薪水，这可都已经过了三
四年了。还有些就干脆回了老家。

上述五点，是绝大多数刚刚工
作的年轻人犯的通病。如果读者觉
得我刻薄和不讲理，那我愿意为我
刻薄和不讲理的表达方式道歉。但
我所表达的内容，确实是通过总结
个人经验，以及做了教育这行以
后，和超过100家正规大中型企业的
人力资源总监沟通后的结果。

我凭什么给你涨
钱？

我 想 表 达 的 核
心，还是成本问题。

就像本文开头说
的一样，一睁眼，我
们就在花钱，洗脸刷
牙要花水费，看电视
要花电费，做早点要
花煤气费，很多人还
背着日均好几十的房
租 或 好 几 百 的 房 贷
——这就是选择在大
城 市 生 活 的 必 然 付
出。企业同样面临这
个问题，比如印广告，在北京选一
家高质量的印刷厂，印 10000 张广
告，可能要花 3500 块钱，而在廊坊
印这10000张广告，可能不到3000块
钱就能拿下，质量还未必差。这种
成本的差距当然有方方面面的原
因，仅人力一项就不可小视，北京
的工人肯定比廊坊工人工资高啊。

我相信数百家行业龙头级别的
用人单位，其用人标准，特别是薪
酬和考核标准一定是经过多年磨合
的成型体系。也就是说，在大多数
规范的企业（即用工形式、福利保
险、工资构成和总收入都基本与行
业平均标准吻合）中，其与员工岗
位挂钩的收入模式既合法，也合规
（行规）。无论你在这个行业中选择
哪家企业，也不会有太大起伏。

从家庭角度来讲，当儿子当闺
女的想给爹娘省心，想自己养活自
己，还想尽可能生活得好一些，这
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从企业的角度
来讲，企业给员工提供什么样的待
遇，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员工为企
业做了多大的贡献。

也就是说，当你在某种环境下

和企业领导交换有关薪资的不同意
见时，最好能“量化”地证明自己
能给企业带来什么。这很重要。比
如作为一个销售人员，你的销售额
业绩就是你量化工作水平的最重要
指标之一；作为一个软件研发人
员，你的代码执行效率和解决 BUG
的能力直接影响到你的业绩好坏；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你的文字在
读者中间获得的直接反馈决定了你
的价值……

凡事都可量化，凡事都必须量
化。

而在与那些要求加薪的员工的
交谈中，我听不到这种量化的表
达。进而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这
些无法量化表达自己的员工往往是
日常工作中非常不考虑成本因素的
那一撮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大多数年轻人天真地以为，大
公司出手不阔绰，就不是大公司。
最后他们被这种天真给开除了。

他们从不在乎复
印纸可以两面用；他
们下班了不关电脑因
为eMule和BT上好几
个电影还没下载完，
而且第二天早上还要
开机实在太麻烦；他
们从不关心一个纸袋
的印制成本是多一毛
钱还是少一毛钱，更
不关心一次印五千个
好还是一次印五万个
好；当然，偶尔他们
也会注意到印五万个
纸袋的单一成本较比

五千个便宜，却又忘记考虑这五万
个纸袋要多久才能用完。

上述这些“不关心”和“不在
乎”，决定了这些员工只知道心疼自
己花了多少钱，却从来不心疼公司
花了多少钱，花得到底是不是地方。

另一个例子，有员工说：“您
看，说是给我每月五千块钱，拿到
手里就剩三千多了，是不是能再涨
点儿？”

有点儿法律常识的同学们应该
知道，五千块钱的工资都包括什
么？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五险一金中
由公司代扣的部分。也就是说，除
了纳税光荣以外，大多数钱还在你
自己的口袋里，这也是国家强制要
求执行的，而你看到的仅仅是变成
现金打到工资卡里的那部分，我凭
什么给你涨钱？

找老板谈加薪的，多半会面临
失业

还是那句话，大多数无法量化
自己工作标准的人，往往在生活中
也是最浪费的人。

下面我来提些建设性
的意见。 19

玛拉靠近去看那条鞭子：“凯萨
琳，这有没有可能是一卷打结的绳
索?”

“有可能。”
玛拉把席瓦教授的祈祷文念给

凯萨琳听，希望她有办法理清一些谜
团，补充更多的资料。当凯萨琳要求
给她多一点时间研究时，朱欧插话进
来：“玛拉，我刚刚传了一封电子邮件
给你。把电话挂上，读一下那封信。”

玛拉拿起手机，打开朱欧发来的
邮件。在信中，他提到基督骑士团不
仅在十五、十六世纪间很活跃，现在
也是。附件中是朱欧扫描的一张相关
的官方文件，抬头上标示着“基督骑
士团成员”；文件下方是一串人名,包
括路易斯·席瓦教授，以及加百列·达
寇斯塔·图玛子爵。

他们的出租车驶进了车站。
火车站月台上挤满了英国游客。

从他们的对话中，玛拉得知他们也要
去图玛镇。她和班走进车厢，跟这群
游客坐在一起。尽管玛拉还没有发现
她那位中国朋友，但
是玛拉希望，要是他
突然出现的话，这群
游客可以掩护他们。

乘客坐满车厢
时，在人们聒噪声的
掩盖下，玛拉和班悄
声讨论着席瓦教授
留给他们的谜团。

“我以为基督骑
士团很久以前就已
经不存在了。”班说
道。

“朱欧在信里提
到，它不仅存在，还
以为共和党提供协助为荣。子爵的家
族产业，过去属于骑士团，那么他为
骑士团成员之一自是合情合理。不
过，这个团体所代表的意义，也许已
经跟以前不同了。”

“也许这能解释祈祷文中的那一
段：他请求圣文森原谅他的罪过，好
让他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加入我的同
道。这句会不会是指他在骑士团中的
同道呢?”

玛拉点点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不仅对圣文森发过誓，也对基
督骑士团发过誓，要保守图玛查罗拉
一楼的秘密。”她回想着他们到海事
博物馆和图玛复合式建筑参观的情
景，“基督骑士团的徽章中，是不是有
一个十字架，外圈是红色，中间是白
色的？”

班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他引述
席瓦教授的祈祷文：“你命我隐藏在
黑暗中，并用红白武器……”

“那更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说法：
他已向基督骑士团承诺，要保守建筑
蓝图的秘密。”

“隐藏的这个楼层为什么会这么
重要？”

走道上已经挤满了英国游客。一

名男子挤到他们对面唯一的一个空
位上坐下。玛拉和班无法再继续讨论
凯萨琳和朱欧给他们的信息。火车隆
隆驶离里斯本车站，开往北边的乡下
和图玛镇；两人陷入各自的思绪中。

火车到站，玛拉和班搭上了旅行
团的巴士。

玛拉的黑莓手机发出短信提示
音。凯萨琳写道：搜寻到两项新资讯。
第一，画作的排列方式，暗示其中以
圣文森的形象来绘制的亲王和主教
的画屏都面向中心的某个物体。据
说，装着雕像的壁龛，应该就位于六
联画屏的中央，也就是亲王和主教的
画屏中间。

第二，这幅画在 X 光片中显示：
主教画屏中，圣文森手中的那支权
杖，在绘画期间曾受到损害，不久后，
在全部画屏完成之前，这支权杖便已
修复，并重新上漆。圣文森手中的物
件以前比较粗，不过依旧是圆筒状。

玛拉把手机递给班看，并从袋子
里拿出画屏的照片。“主教画屏中的

圣文森，手中拿着的
长条形物体，会不会
就是修建查罗拉的蓝
图？”

他点点头：“这
样也说得通。如果教
授通过基督骑士团得
知，圣文森画屏曾经
画到蓝图，而骑士团
要求教授保守有关蓝
图的秘密，那他在信
中提及的每件事情便
能吻合了。”

“我们只需要找
出 一 楼 到 底 藏 了 什

么。”
“哦，那应该很容易，”班尖酸

地说，“我们只需要进入世界知名
建筑可能封闭了几百年的一楼就行
了。”

领队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她以
异常活泼的声音宣布：“我们就要
进入查罗拉了!”

不像图玛复合式建筑的外观，
日晒并未影响查罗拉内部的金碧辉
煌和精致的装潢。

当他们进入小礼拜堂时，玛拉
偷偷在屋中四处寻觅，暗自在心中比
较着每扇窗户、每根柱子与每块飞檐
等细节。从内部看来，可以确定没有
明显的入口通往一楼。

玛拉走回南边的墙壁，想起旅游
宣传册中写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
前，要到达圣器所，必须从南边面向
主回廊的窗户进来。她想重新考虑这
个可能性。

然后她便看到了，在一扇坚固的
铁格子窗底下，有一个石制的小洗脸
盆，从南边的墙壁上突出来；除此之
外，这面墙上空无一物。她注
视着那面墙良久，班也来到她
身旁，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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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台湾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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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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