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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提
出让我老妈离开新东方，是在我老
妈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
当时请了三桌新东方的人，在饭桌
上我就说到家族成员要离开新东方
的事情。我老妈火了，上来就要打
我。老太太确实挺意外的，也挺气
愤的。徐小平在边上看得目瞪口呆
的，徐小平认定了俞敏洪你想把你
老妈赶走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996
年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老妈一骂
你，你就会跪下去，怎么可能说服
老太太呢？老太太怎么可能离开新
东方？

那就让时间来慢慢消化这一顿
难以下咽的晚餐吧。慢慢地我老妈
开始有点理解我的处境了，一年半
以后她发现，如果这样下去，儿子受
苦受得更多。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像
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嘛，那边推着我要把家族成员弄走，
家族这边的人不退出。

最后我姐夫第一个先退出了，
我姐夫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弟
弟为难，我带头先走。当时我姐夫
已经是书店的经理了，而且是当时
新东方书店中经营得最好的一个单

位。我姐夫也有超级的经营管理
能力，书店办得最好，利润也最多，
结果姐夫辞职就走了，一分钱的补
贴都没拿到。后来分股份的时候，
家族成员不予考虑，所以我的家族
成员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拿到股
份的。

当时我姐夫是自己主动下来
的，我姐夫比较通情达理嘛。我姐
后来对我很生气，而且生了很长时
间的气，因为我姐也是个农村妇女，
她不理解这个事情的。她为了支持
我上学，牺牲了她自己的学业，所以
我姐对我是有恩的。我姐本来应该
是 6 岁进学校的，为了带我，到了 8
岁半 9岁才进学校。她小时候在家
一直照顾我，我跟我姐差了 5岁，她
可不刚好是七八岁的人带着两三岁
的我吗，所以我妈就不让她上学。

尽管我姐读到高中毕业，但是
就没再接着考大学，我姐实际上就
是把考学的机会留给我了。现在把
我姐夫给赶走了，我心里也很难受，
但是又不能挽留，我姐夫主动退，就
退出新东方了。紧接着就是我老婆
那边，我老婆的姐姐在天津的新东
方学校，当时已经有了天津新东方

学校了，她在天津新东方学校当主
会计。我老婆的姐夫也同意离开，
最后他们也离开了，我背后多补贴
一些钱，多补贴一点就当作离开的
待遇了。

我家族的成员陆续地退出新东
方，最后亲属中只剩下我老妈一个
人了。老太太慢慢也看明白了，她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看问题还是非
常准确的。我姐夫也在私下里劝
她，她也知道我面临的处境，知道我
很苦。老太太后来就心疼我了，说
那我也退出吧。

老太太临走前有个小小的要
求。她说，退归退，以后虽然我不管
事儿了，后勤行政也都让你们的人
管了，但是给我留一个小办公室吧，
我要经常去那坐坐。就这样，我老
妈也正式退出了，我在新东方的家
族成员就一个都没有了。

她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去那间
小办公室坐着，虽然不再管事了，但
是每次看到新东方的眼神里还是挺
留恋的。那些街道居委会的、派出
所的，每次到新东方来的时候都喜
欢坐在她那儿聊聊天。老太太特别
有人缘，她的办公室超级有意思，就

像社会的一个舞台。平时她就自己
待在小办公室里，门一关根本就没
人看见，给她保留的这个办公室一
直到今年才正式撤销了。她在那跟
人家聊天，对整个公司的氛围还是
很有积极的影响因素的。

老太太到现在在新东方也是极
其有威望的。你们不知道这老太太
厉害到什么地步吧，公安局、派出所
没有她不熟悉的。她能够在新东方
暑假进班的时候，让全体派出所成
员出来为新东方维持秩序。那些公
安局的民警到新东方来，老太太在
那办公室一坐，然后就会跟这些公
安局的人聊天、喝茶。公安局的人
就发现这个老太太很慈祥，很通情
达理，还不时地给他们递包烟，公
安人员就对老太太特别的尊敬。

到今天还是这样，现在中关村
海淀派出所的人还只认我妈，奇怪
吧？新东方现在的年轻人去办事，
办不下来，老太太一个电话过去，
民警就出动了。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老太太还是有点公关本事的，目
前新东方在北京的几千名员工全认
识我妈，全部都乐呵呵地叫她阿
婆。她没事还会到学校来转转，还
是挺留恋学校的一景一物的。试想
当时第一次开口让我老妈离开新东
方的时候，老太太如果看到墙上面
挂着的营业执照，都会从墙上拿下
来撕掉，说咱们都不干了，回农
村，确实她是真生气了。那么后来

是怎么说服她彻底退出的呢？当
时刚好新东方有了住宿部了，然
后我就说，老妈你去包食堂吧。
这个食堂原计划就是外包的，这
等于说是从主营业务中间给她划
出了一个副业。

因为不让老太太干点活，她就
会天天来跟我吵，老太太属于那种
闲不住的人。所以一定要给她找个
活干 ， 她 干 活 又 不 能 在 新 东 方
干。所以大家一致通过，说这个
食堂反正要包给外面人的，不如
咱们自己来干吧，等于就是承包
给老太太了。于是老太太从家乡
调来她的几个侄子、外孙，再请
了两个厨师，就把新东方食堂办
起来了，到现在新东方的食堂还
在她手里经营着呢。

这样一来，我老妈就彻底退出
去了。这一退就好办了，其他几个
新东方的领导一看我动真格儿的
了，三天之内就开始全面展开清退
工作了，什么姐姐、弟弟、外甥，
在新东方的都不留。后来就用了大
概是一年半的时间，所有的家族成
员全部清退了。

所幸的是，这次清退家族成员

虽然有摩擦、有冲突，最终还是过
了河。新东方依然还是完整的，精
神文化依旧存在，组织结构、管理
结构、发展方向也逐步明确。所有
这些正是通过这一两年的摩擦斗争
换取的。

清退了以后还出现一些情况，
好玩儿着呢。有的新东方的领导，
就把自己的亲戚换一个名字，又放
到新东方另外一个部门去了。后来
我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后
来做新东方领导的几个人，私下里
给自己的老婆还额外开了好几年的
工资呢。实际上她们已经离开新东
方了，完全是在吃空饷。但是最后
还是彻底清退了，所有的家族成员
和新东方仅有的一点牵连都完完全
全地斩断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新东方成
长过程中的历史，如果没有王强、徐
小平这一提议的话，到现在新东方
肯定还是家族企业，是上不了市的，
到最后还是有可能四分五裂的。所
以在这点上，尽管徐小平和王强把
我给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
他们确实为新东方的持续发
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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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
林沫言

5 月，美联储放宽货币政策的新闻引得全
球热议。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这些政策看
起来可能太过“高深”，无法理解其会对自己
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但你不得不承认，美联
储真的对你有切身的影响。关于美联储这个
神秘的机构，各家学者不知道出版了多少种
著作，如果你看书的时候会关注参考书目和

注释的话，你会发现不少图书都引用了《美联
储》。

之所以有这么多关于美联储的阴谋论图
书，就是因为美联储太神秘了，从没有人讲清楚
过，而《美联储》是一本终结阴谋论的书，就是因
为它彻底把美联储讲清楚了。

这本书的内容纵横数千年，从货币的诞生

讲到美联储成立的背景，从经济政策的辩论到
政治博弈，既有历史知识的详细铺陈，又有理论
数据的严谨考证，当仁不让是一本经典权威著
作。

《美联储》被高盛集团选为内部推荐书目，
要求其员工阅读，继而在华尔街流传开来，成为
华尔街人手一册的“葵花宝典”。

《美联储》作者威廉·格雷德是一位常年往
返于华尔街和白宫的财经学者，央视《货币》栏
目曾就美联储问题专访过他，可见他在此话题
上的权威性。而《美联储》这本对他而言最重要
的著作，无疑是其一生心血的结晶。

掌故

“五德”之说
刘文泽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五德之说是我国战
国末期哲学家、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一说驺
衍，齐国人，约公元前 305 年—公元前 240 年）
的学说，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德性相
生相克和终而复始的循环变化，用来说明王
朝兴替的原因。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递
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结
果；并虚构一个“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体
系，论证在政治上为了适应“五行配列”而定
出相应的制度的必要。从此，这种理论依靠
它长期积储起来的能量和惯性发挥了不可忽

视的社会影响。直到元朝才退出政治舞台。
后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输，才逐渐演变为世人
对君子、将帅之品行的要求和世人对一些动
物、物品之德性的定格，以此启发后人以正确
的态度和行为处理好人生的方方面面。举例
如下：

君子有五德：礼、义、仁、智、信。
处世有五德：温、良、恭、俭、让。
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缚距者，武

也；敢斗敌者，勇也；见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
失时者，信也。

犬有五德：爱子怜幼，饿馁不忘哺乳，仁也；
贵贱守家，不离不弃，义也；见问得食，摇尾致
意，礼也；潜藏待机，一发直抵要害，智也；为主
守卫，百难不逃，信也。

猫有五德：见鼠不捕，仁也；鼠夺其食而让
之，义也，客至设馔则也，礼也；藏物虽秘能窃食
之，智也；每冬月辄入灶，信也。

蝉有五德：头上有绣，文也；含气饮露，清
也；黍稷不食，廉也；处不巢舍，俭也；应候守常，
信也。

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也；理自外可以知
中，义也；其声舒扬远闻，智也；不挠不折，勇也；
锐廉而不改，洁也。

孔子说水有五德：常流不息，普及一切生
物，德也；流必向下，不逆成形，或方或长，必循
理，义也；浩大无尽，道也；流百丈山间而不惧，
勇也；随遇而安无高低不平，法也。

散文

城市的古物
王太生

这必定是一个老旧的故事，关于这个城市
的两件古物。

人到中年，我在夜晚遥听天籁和夜归者的
脚步声，会时常想起儿时触摸过的一尊青铜大
钟和一对文臣石雕。

那尊大铜钟，又叫飞来钟，我不知它去了
哪儿？飞来钟，传说是从城河里打捞上来
的。关于它前世今生，小城的文人们有各种
各样绘声绘色的版本，但不管怎样，反正它是
一口大钟。

上小学时，我见过大铜钟，在公园一个安静
小院里，倒扣在一弯葡萄架下。同学父亲是那
家单位的会计，看钟人破例让我们进去，坐在大
钟旁边，还摘葡萄给我们吃，我用手指去敲那口
大钟，訇訇然有钟磬之音，钟面冷峻光洁。

城市古物，它们是属于民间。在城市的某
一个角落，呼唤我。有天晚上，我就着半斤猪头
肉，喝了酒，就到老公园去了。

那一对明代石雕，就站在小城这一片席天
幕地之上。原先他们是站在一位户部左侍郎老
先生墓前神道上的。老先生的墓，不知道迁到
哪儿去了，留下这一对老臣，肃然恭敬，夜幕下
站成两尊凝重。

借着淡淡天光云影，可以看到这一对老臣

头上高耸的皂帽，飘逸的衣袍，双手捧着经卷，
颔眉低首，眼帘低垂，态度还是那么低调内敛。

本来，没有人生功名利禄的大喜大悲，一个
人的五官表情，就应该是宁静的，目光柔和，面
容亲切。

夜晚的凝视，是抚慰的。那天我喝多了，站
在石像面前，像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触弄老者
一蓬长长的髯须，就和石雕说起了话。

我想说，老爷爷呀，您认识我吗？我是这个
城市的晚辈后生，过着平凡的生活。您参加工
作时，我还没有出生，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有
一次，我的朋友于二请我吃梅花粥，拈花惹笑，
想过一天雄鸡打鸣的古代生活，我当然无法想
象古代是个什么样子。

看到你们手执经卷，刚才我的老婆问我，你
们是文官，还是武将，我说你们是老爷爷，是从
旧书中走出来的慈祥古人，在这个城市，已经站
了六百多年。

我想翻翻你们手执的经卷，上面到底写过
什么。是关于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那册书，
面对着我的，始终是竖卷着的姿势，闭合了多少
尘封的秘密。

一 个 上 了 年 纪 的 城 市 ，会 传 下 很 多 古
物。比如，字画、铜镜、漆器，它们大多被小

心翼翼呵护在博物馆里。我不知道，这两件
古物为何流落民间？大概是它们形制巨大，
且又经得住世事的目光流连，手指摩挲，日
晒雨淋。

还有一株清代紫藤，它原先是长在一条石
板路小街上的，一到暮春，一串串、一嘟噜，叮叮
当当悬挂在行人的头顶。紫藤为谁所栽？寂寂
地走在紫藤架下的人，没有几个晓得。后来，紫
藤街搬迁了，有人在老公园的湖心岛上，为它找
到了一处新家。不愿意搬家的紫藤，刚开始有
些生气。第一年，没有动静，到了来年，紫藤才
睁开眼睛，又花开氤氲了。

古物在民间。或者说，存放民间的古物接
地气。

我经常去老公园里散步，在这个长满参天
大树、有着古木旧物的大园子里，我贪恋那些植
物和嘉木在夜晚所释放出的丝丝缕缕的清气。

那尊青铜大钟不在了，石雕还在，我有时走
过去，坐在不远的一张石凳上，朝他们望望，我
忽然觉得他们是这个城市，一对不曾走远的老
居民。

一座城市，有古物，这个城市是幸运的。那一
对六百年前的石雕，虽经风侵雨蚀，石纹漫漶，我
还可以安静地坐在他们对面，和古人说说话。

养生堂

解暑花草
刘绍义

炎炎夏日，能够防暑降温的花草
虽然没有食物多，但也不胜枚举数不
胜数。最有名的当属曹雪芹老先生
在《红楼梦》里谈到的香薷和蔷薇。

当林黛玉听说张道士给贾宝玉
提亲的时候，心中郁闷，便与贾宝玉
吵了起来，在贾宝玉摔过通灵宝玉
后，林黛玉又认为袭人的话说到了自
己的心坎上，越发悲伤，竟将自己刚
刚吃下的香薷饮一下子吐了出来。
这里的香薷就是一种解暑的全草。

香薷，又名香茹、西香薷，主要
产于我国的江西省。香薷性味辛、
微温，有发汗解表、祛暑化湿、利水
消肿之功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说：“世医治暑病，以香薷为首药
……”我国从宋代开始就有了香薷
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详细记
载了用香薷、厚朴和扁豆调制香薷
饮的方法。

与香薷比起来，蔷薇花的解暑
功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
点，我们从《红楼梦》中也能清楚地
看得出来。在《红楼梦》第六十回
中，曹雪芹是这样写的，贾环找贾宝
玉要蔷薇硝时，芳官包了一包茉莉
粉给他，贾环如获至宝，因为他不知
道包里是茉莉粉。我们知道，茉莉
花虽然也是解表热的，但它与蔷薇
花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正
是因为这样，所以贾环的母亲赵姨
娘在得知包里不是蔷薇硝而是茉莉
粉时，竟大发脾气。

古代的文人墨客对蔷薇花也多
有赞誉。白居易的“乍见疑回面，遥
看误断肠。风朝舞飞燕，雨夜泣萧
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明代顾磷的

“百丈蔷薇枝，缭绕成洞房。密叶翠
帷重，浓花红锦张。张着玉局棋，遣
此朱夏长。香云落衣袂，一月留余
香”也是脍炙人口。当然，医学典籍
对此更有大量记载，《上海常用中草
药》中就曾经说过，蔷薇花“清暑热，
顺气和胃，解渴，止血”；《现代实用
中草药》也说蔷薇花“芳香健胃，可
做粥用，并具补胃清暑、止血止痢的
作用”。

所以人们喜欢用蔷薇花做成粥
菜,不但味道鲜美，而且防暑效果
好。如用鲜蔷薇花、大米、白糖煮的
蔷薇花粥以及再放入绿豆熬制的蔷
薇绿豆粥；其他还有蔷薇鲇鱼汤、蔷
薇蒸鱼等。这些都是清热利湿、降
温解暑的上等饮食。

博古斋

苏轼与医药学
夏 吟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其诗、词
和散文，都可以代表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许多识字不多的人，也都知道苏轼苏东坡的
名字。但对于他在医学方面的研究及成就
却鲜为人知。

苏轼在深入研究和发展文学的同时，对
古代医学成果非常重视，尤其推崇《难经》，
说：“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
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
可者。”他对那些不重视《难经》的“俚俗医
师”非常反感，指责他们：“不由经论，直授方
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
断生死，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

《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
与苏轼同时代的名医，如精通《伤寒论》

的庞安时，治眼病名家王彦若等，因苏轼的
虚心好问、勤问而成为苏的好朋友，交往很
深，经常在一起谈诗论对，切磋医学。苏轼
在用心收集各种药方的同时，还予以检验推
广，有不少药方还经过他自身的体验。

苏轼研究和学习医学不光是为自己治
病延寿，更多的是为民众救死扶伤。在密州
曾推广过《济众方》；在杭州也常作稀粥药剂
为民治病，并捐黄金五十两建“安乐”义诊诊
所，庞安时就是这个诊所的坐堂医师。仅三
年就免费治愈上千人；在岭南他曾用姜、葱、
豉三物煮浓治瘴毒，“散饮疾者”。沈括也很
精通医学，熟悉药物药理，为此苏、沈二人成
了好朋友，经常在一块研究医药，成就了《苏
沈良方》十八卷，《拾遗》两卷，共二十卷，一
百七十余服药剂方，“为世所常用，至今神
效，即有奇秘之方，世不恒见者，亦无不精妙
绝伦，足资利济”。

知味

北京豆汁
苗向东

提起北京小吃，首先让人想起的就是豆
汁。它色泽灰绿，味道酸甜，鲜美浓醇，营养
丰富，制作简单，老北京把喝豆汁当成是一种
享受。

老北京的豆汁儿并不是豆浆。它是纯净
的淀粉拿去做粉丝、粉皮，剩下青中透绿的下
脚料，放在一边令其发酵，待发出酸味来，就
成豆汁了。有人叫它“豆滓儿”。不要看其貌
不扬，根据文字记载有300年的历史，是北京
传统小吃的奇葩，一直受到北京人的喜爱，而
且爱喝成瘾，简直一天不喝都不行，成了老北
京饮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豆汁儿最初是清宫御膳的一种饮料。
它极富蛋白质、维生素Ｃ、粗纤维和糖，并
有祛暑、清热、温阳、健脾、开胃、去毒、除燥
等功效。由于淀粉含量几乎为零，对控制
血糖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备受糖尿病患者
的青睐。

胡金铨先生在《谈老舍》中就说：“不能喝
豆汁儿的人算不得是真正的北平人。”有些北
京人找外地媳妇，首先要看她能不能喝豆
汁。那年央视的徐俐从长沙来到北京，找了
一个北京的对象，那天她去见婆婆，晚餐是看
上去像石灰水的豆汁儿就着烧饼，她强迫自
己尝了一小口，天呀，味道简直像馊掉的泔
水。两位老人定定地看着她，目光里充满了
期待。徐俐鼓足勇气喝着，可她越喝越顺，很
快她喝完了一大碗，接着又来了一大碗。全
家人看着都高兴，一致认为这个湘妹子“很入
水土”。父亲一锤定音：“行咧，这就算能当北
京人的儿媳妇了。”

很多游子也把回北京喝豆汁当成“头等
大事”。林海音从台北来到北京，舒乙问她：

“您几十年没回来了，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事
吗？尽管说，别客气！”她说：“别的事没有，就
想叫你们领我去喝碗豆汁。”她一口气喝了六
碗还想要。同样李敖要回来了，当记者采访
他回来有何目的时。他说：“只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喝北京的豆汁……”

早先喝豆汁儿的都是中老年人，现在，不
少年轻人也好上这一口，专有时髦的女孩子
买豆汁儿，说可以减肥。北京人说，几天不喝
豆汁儿就浑身紧巴，趁热喝上一碗，就一个
词：舒坦！整天都有劲了。

消融的冰川 乌里扬斯基 摄影

何绍基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