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满庭芳
2023年9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白丽 美术编辑：卞锐

沽上

丛话

第
五
一
八
二
期

拾
柴
篇

扫 此 二

维码，观看本

期节目视频。

《小楼春秋》解说词：
●

日当正午，炎炎烈日炙烤
得河面水雾蒸腾，蝉鸣如嘶，行
人在急慌慌赶路，蓦然望去，竟
被道旁的紫薇花惊艳了双眸，
这绚烂之夏花，在如火的骄阳
暴晒下，开得紫英灼灼，娇艳绚
丽。花儿一嘟噜一嘟噜傲绽枝
头，那容华婉婉的妙蔓之姿，尽
显生命的华美与卓绝。

江南若觅清凉地，当数古韵悠悠的园林亭廊处，静伫
细凝，紫薇柔枝蔓衍，枝头丛丛簇簇的盈盈花瓣，似仙子着
层层打着褶皱的妙蔓裙袂，在骄阳下清风里摇曳漫舞。一
粒粒滚圆的花苞裹于花球间，似圆润的珠玉，苍雅盘虬的
枝丫，一点点蜿蜒逶迤，繁密的花儿压得枝条弯腰下探，有
的横枝斜逸飘入扇形的回廊窗牖处，衬在白墙幽窗间，如
待字深宅的名门闺秀，在痴痴凝望她的“紫微郎”。

古园清幽，花枝涌动，神思也游弋于大唐的丝纶阁，
在九曲桥边潺潺流水中，眼前掠过如画一幕，白居易在
日暮黄昏，与他钟爱的紫薇花寂然以对，而那句看似清
丽浪漫的佳句“紫薇花对紫微郎”，似一种妙合无垠的人
与花语，胸中的怅然尽在相望无言中。

那年，随友人一同游览紫薇植物园，抬眸的一瞬，爱
花如痴的我，不禁为花匠的独具匠心拍手称绝，各种紫
薇树造型如一场视觉盛宴。傲然挺立的“丹顶鹤”，羽翼
用藤条编织，极巧妙地将紫薇枝干嵌入其间，花枝含于

“鹤嘴”，构成了一幅奇妙的“鹤
衔紫薇图”。花瓶造型的紫薇，
更显喜庆贵气，胭脂色的花瓣缀
满枝头，它们从瓶口像开屏的孔
雀徐徐漫逸，藤蔓编织的镂空花
瓶间，缀着一粒粒莹莹闪亮的珠
子。地上落红一片，宛如铺了一
层绒毯；不远处的一座紫薇凉

亭，亭顶酷似皇冠，亭柱用紫薇光滑的树干支撑，亭盖则用
紫薇花枝搭成飞檐翘角的六角花亭，一位妙龄女子在亭中
拉着二胡，曲调宛转悠扬，那人与花儿共妖娆的柔媚旖旎，
看得人不忍移步。

循暮色徜徉于湖边林下，绮丽绚烂的晚霞，映得河面波
光潋滟，盛夏酷暑已是“绿肥红瘦”时，唯满塘荷花与缀满枝
头的紫薇开得袅袅娉婷。一群顽童，像彩蝶般从滑梯上“轻
舞”而下，飞奔着跑到紫薇树下“挠痒痒”，一句“快看快看，
树在笑呢”让我驻足莞尔，这“爪其本则枝叶俱动”的“怕痒
痒树”，它“笑”得花枝乱颤。不由得想起汪曾祺先生那句
“简直像一大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
起乱嚷嚷”。这趣味的老先生说这“繁”得不得了的花，“真
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也乱得姗姗可爱，莹莹清秀。

在这炎阳炙人的盛夏，鸟儿都栖凉木躲于浓荫深处，萋
萋草木被灼晒得蔫头耷脑，最是那凌空向日开得繁盛靓丽
的紫薇花，把浓情夏日倾情装扮。冬有腊梅夏有紫薇，皆在
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凛然风骨与清贵傲然之气。

一

我们大院里，曾经有一对夫妇，男的是一
位工程师，女的是一位中学老师。他们刚刚
搬进大院来的时候，也就三十来岁，我还没有
上小学，虽然懵懵懂懂不大懂事，但从全院街
坊齐刷刷惊艳的眼神中，看得出来女教师非
常漂亮，男工程师英俊潇洒，每天蝶双飞一样
出入大院，成为全院家长教育自己子女选择
对象的样本。

那时候，最让全院街坊羡慕而且叹为观
止的是，女教师非常爱吃苹果，每次吃苹果的
时候，男工程师都要坐在她的旁边，亲自为她
削苹果。削下的苹果皮，都是完完整整地连
在一起，弯弯曲曲从苹果上一圈圈地垂落下
来，像是飘曳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每一次，在宽敞明亮
的玻璃窗前，街坊们看到这温馨的一幕时，总能够看到女
教师的眼睛不是望着苹果，而是望着丈夫，静静地等待着，
仿佛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最好总不落幕才好。

他们夫妇有两个孩子，都和我一样前后脚到农村插
队，等他们和我一样从农村插队回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夫
妇已经是快七十的人了。那时，女老师已经患上了肝癌，
她和她的那两个孩子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有她的丈夫。丈
夫为她削苹果的时候，手有些颤抖。但是，削下的苹果皮
还是完完整整地连在一起，弯弯曲曲从苹果上一圈圈地垂
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

女教师走得很安详，按照我国传统讲究的五福，即寿、
富、康、德和善终，她的一生虽然算不上富贵、健康，也说不
上长寿，却占了德和善终两样，应该算是福气之人。送葬
的那天，她以前在中学里教过的很多学生来到她家里，向
她的遗照鞠躬致哀，有的学生甚至掉了眼泪。那天，我也
去了她家，看见她的遗照前摆着两盘苹果，每盘四个，每个
都削了皮，那皮都还是完完整整地连在一起，摆放在苹果
的旁边，垂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道道挽联。

二

五十四年前，我在北大荒过的第一个春节。
全部知青拥挤在知青食堂里。队里杀了一口猪，炖了

一锅杀猪菜，为大家打牙祭。队上小卖部的酒，不管是白
酒还是果酒，早被大家买光了。

这顿年饭，热热闹闹，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都是第
一次离开家，心中想家的思念，便暂时被胃中的美味替
代。有人喝高了，有人喝醉了，有人开始唱歌，有人开始唱
戏，有人开始掉眼泪……拥挤的食堂里，声浪震天，盖过了
门外的风雪呼啸。

就在这时候，菜园里的老李头儿扛着半麻袋啥东西，
一身雪花推门进了食堂。老李头儿五十多岁，大半辈子侍
弄菜地，我们队上的菜园，让他一个人侍弄得姹紫嫣红，供
我们全队人吃菜。不知道他的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只看
老李头儿把麻袋一倒，满地滚的是卷心菜。望着老李头
儿，大家面面相觑，有些莫名其妙。几个喝醉酒的知青冲
老李头儿叫道：这时候，你弄点儿子洋白菜干什么用呀？
倒是再拿点儿酒来呀！

老李头儿没有理他们的叫喊，对身边的一位知青说，你
去食堂里面拿把菜刀来。大家更奇怪了。菜刀拿来了，递在
老李头儿手里，只见他刀起刀落，卷心菜被拦腰切成两半，从
菜心里露出来一个苹果。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让大家惊
叫起来。不一会儿的工夫，半麻袋卷心菜里的苹果都金蝉脱
壳一般滚落出来，每桌起码有一两个苹果可吃了。

可以说，这是这顿年饭最别致的一道菜。这是老李头
儿的绝活儿。伏苹果挂果的季节，正是卷心菜长叶的时
候。老李头儿把苹果放进刚刚卷心的菜心里，外面的叶子
一层层陆续包裹上苹果，便成为苹果在北大荒最好的储存
方式。没有冰箱的年代里，老李头儿的土法子，也算是一
种发明呢。

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中央戏剧学院，复试的写作，
我写的题目是《卷心菜里的红苹果》。

三

从北大荒返城，朋友到家里聚会，是我大显厨艺的机
会。兜里“兵力”不足，不会到餐馆去，只能在家里乐和。艰
苦的条件和环境，常能练就非凡的手艺。那时，在北京吃西
餐，只有到动物园边上的莫斯科餐厅，谁有那么多钱！我拿
手的西餐，常被朋友们津津乐道。说来大言不惭，说是西餐，
只会两样，一是沙拉，二是烤苹果。

烤苹果，我师出有门。在北大荒插队，回北京探亲，在
哈尔滨转车，慕名到中央大街的梅林西餐厅，烤苹果是他
家地道的俄罗斯风味。要用国光苹果，因为果肉紧密而脆
（用富士苹果则效果差，用红香蕉苹果就没法吃了，因为果
肉太面，上火一烤就塌了下来），挖掉一些内心的果肉，浇
上红葡萄酒和奶油或芝士，放进烤箱，直至烤熟。家里没
有奶油和芝士，有葡萄酒就行，架在箅子上，在煤火炉上做
这道烤苹果（像老北京的炙子烤肉）。虽然做法简陋，照样
芳香四溢。特别是在冬天吃，白雪红炉，热乎乎的，酒香果
香交错，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和感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
吃，都觉得新鲜，叫好声迭起，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满足了
我卑微的自尊心。

最难忘的一次聚会，是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专程
回北大荒一趟。因我是第一个返城后回北大荒的知青，队
上的老乡非常热情，特地杀了一口猪，豪情款待。酒酣耳
热之际，找来一个台式录音机，每一位老乡对着录音机说

了几句话，让我带回北京给朋友们听。回到
北京，请朋友来我家，还是在这个小屋，还是
在这个小院，还是做了我拿手的这两道菜，
就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60度的北大荒酒，听
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这盘磁带的录音，酒喝
多，话说多，就是烤的苹果不够多，大家连说
没吃够。

四

苹果是一种古老的水果，有几千年的漫
长历史。对于苹果的赞美，从古至今在绘画
和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从丢勒和克
拉纳赫的油画，到欧里庇德斯、莎士比亚，一
直到泰戈尔和里尔克以及普里什文，都有描
写苹果的诗句。高尔斯华绥写过小说《苹果

树》，蒲宁写过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契诃夫的小说《新
娘》也特意把新娘娜嘉要离家出走之地，放在家乡的苹果园
中，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盲厨师》中，更是将莫扎特为临
终前的盲厨师演奏的场景，放在了盲厨师眼前苹果花开的
4月清晨。

美国是世界出口苹果较多的国家，多是我们现在相当
熟悉的蛇果。这是当年在依阿华州培养出的新品种，1893
年在密苏里路易安纳一次比赛中，获得了头奖而被命名为
蛇果。蛇果英文意思是“美味”，因为那时的蛇果“甜得没有
了方向”。至今在依阿华农场的苹果树林中，还能够找到当
年第一次结出如此“甜得没有了方向”的那棵老苹果树，在
这棵老树的旁边，为它立有一块花岗岩的纪念碑。

如今，蛇果在我国快臭了街。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
在珠海海关前的免税商店，第一次见到这种从美国进口来
的蛇果，想全家人都爱吃苹果，特意买了几个带回家，让大
家尝尝鲜。谁想，全家人谁也不愿意吃。没有想象中的那
么甜，关键是太面，有些像我们早就淘汰了的锦红苹果。

我猜想1893年时的蛇果大概不会这样。几千年以来，
苹果和人类同呼吸共命运，人类改造着它的命运，也改变着
它的口味，苹果的退化是必然的。苹果树，就像一个耕地的
牲口一样，被我们使得太狠了，原来的野性渐渐失去，它们
的创造性越来越差，滋味当然也就越来越差。

但是，不管怎么说，好苹果还是美味甘甜的，而且，有的
还有特殊的别样滋味，让人咀嚼和回味。这样的想法冒出
来，是因为看到新出的一期《诗刊》上，有一首写苹果的小
诗，作者是我曾经待过的北大荒建三江的一位新人，叫李一
泰，因建三江而分外亲切，仿佛他乡遇故知。他写贫苦的母
亲用鸡蛋换来一个苹果，用刀切成六瓣，五瓣给孩子，一瓣
留给父亲，自己只是舔了舔刀刃上的苹果汁。恰巧这一幕
被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

爹夺过娘手中的菜刀

将自己的那瓣苹果

切成两瓣，塞到娘的手里

娘刚挑亮的那盏油灯

在爹的眼中，瞬间

——模糊了

这首小诗感动了我，因为这样的苹果的滋味，也曾经是
我有过的。

8月6日，一场名为“十年之约”的某组合演唱

会在西安奥体中心举办，饭圈（粉丝）的疯狂追星

震惊众人。几个数据和事实足见疯狂程度之一

斑。大麦网676.9万人疯抢几万张票，前排票被哄

抬至2至3万元，有的票甚至被炒到几十万元，还

有南门“大树座”一小时5000元（可爬3人，望远镜

加500元）……

此演唱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场馆外人山人海，大量粉丝上街摇旗呐

喊！粉丝们在高铁、地铁、奥体中心给偶像包下各种广告位，几乎把西

安变成了一座主题城市……

诸多粉丝行为疯狂，粉丝的这些举动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读和溯源。

在成长之路上，谁没有过偶像崇拜，或英雄崇拜呢？在人类发展历

史的早期，宗教崇拜是最原始的崇拜形式，是把人们聚集起来并获得统

一行动的一种驱动力。

但是，从人的成长看，首先是依靠父母和对父母的崇拜开始，最极

端的是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和

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到了青少

年期，则因人类模仿与学习的本性而产

生了对英雄、偶像等的依恋、崇拜，当然

还有因性生理和心理发育自然而然产

生的对异性的思恋并崇拜。这个过程

是从依恋父母到成年依恋的转变。成

年依恋包罗的对象当然很多，职业、英

雄、明星、球星、情感等方面都有，情感

和心理投入每增加一分，就离成为粉丝

越接近一步，而且有可能成为超级粉。

崇拜明星当然也因为明星的实力

和才能，他们不只是有某些才艺，而且

他们的一些行为也获得了粉丝的认同，

如这个组合中的某个成员，高中毕业时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但他选择出国学音

乐提升自我，而其他明星身上也有不少

让粉丝认可的品格，如勇敢、努力……

现代粉丝的成因在今天有了更多

的科学元素，如IT、网络、生物学和心理

学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催生了某些“超

级”粉丝的出现。粉丝的一个成因是需

要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又是人类和许多

生物的一种心理行为特征。从比较低等的生物蝗虫可以看到，它们的集

体行动就是一种疯狂的“追星”，当然它们是追逐食物。蝗虫的集体行动遮

天蔽日，而且会统一行动，如向一个方向飞行或绕圈。原因在于，其中每个

个体都会接受信息素来统一行动，而且如果它们不统一行动，就会被其他

同类碾压，非伤即死。

人类的集体追星当然有更为高级的驱动力，除了文化因素，现代科技

也助了一臂之力。比如，微信把追星的人聚成了共同的粉丝群，而且群里

还要分群，如有粉单人的，有粉两人的，有粉三人的，还有女友粉、妈妈粉、

事业粉等。他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只不过冲突或来自对偶像人设、志

趣、相貌、演艺才能认同的差异，或来自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差异。但是，一

旦成为粉丝并入群，就大多要集体统一行动，驱动他们的“信息素”和利害

关系是认同自己的偶像。

而且，粉丝的统一行动并非盲目的，而是加入了人类必然的分工和合作

行为特征，如此才会产生更好的追星效果和效率。粉丝在群里会协调和指

导广告位怎么选怎么买，座位如何连片，灯牌的亮度定制，横幅如何占位等。

也应当承认的是，一些粉丝的“疯狂”行为有营销的策划和推波助

澜。早在这个组合出道时，娱乐公司就开始炒作“十年之约”的主题，让粉

丝陪伴三个男孩成长，感受养成系的快乐。现在，10年期已到，不管粉丝

是从哪年开始“粉”的，短的有几年、长的有10年，大部分粉丝刚开始“粉”

的时候也正值初中或高中，他们伴随了这个组合的成长，自然会再疯狂一

次。有些粉丝已经进入职场，手中有收入，可以投入追星，而没有钱的也可

能向父母要甚至贷款，只是不想错过这个10年一次的追星机会。

因此，方方面面的因素共同造就了追捧明星的“疯狂”。所谓疯狂

就是超出了理智和理性，跨越了正常状态，呈现为异常状态。这同样可

以从心理学获得解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心理学家丹

尼尔·卡尼曼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将人的心理区分为两大系统。

一是非理性的、由无意识主导的、容易受暗示、依赖直觉判断的系统一，

二是理性的、意识清晰的、相信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判断的系统二。

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有时会由非理性的系统一支配，从而做出非理

性的行为，如贷款买一张演唱会门票。在他人看来，有些粉丝的行为是

异常的，但他们却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理性的。

了解了上述多种多样造成粉丝疯狂追星的缘由后，也就会获得一

些化解的方式，当然这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试验。追星是很多人成长的

必经阶段，关键是如何区分和遵循正常与异常、理性与非理性。

虽然没有现成的方式和举措，也无法确切界定追星不可逾越的边

界，但是，堵不如疏，一些做法值得尝试。例如，提前通过粉丝群进行话

题讨论——花几十万元买一张演唱会的票值不值，其实是可以让粉丝

从非理性转化到理性的，仅仅从经济基础、价值看，几十万元在一些地

方几乎可以买一套房，有些普通家庭可能一辈子都未必能挣得上，看到

这些或许就能让那些粉丝清醒一些，甚至如醍醐灌顶般醒悟。

挖掘一下，也许会有更多的疏解之道，可以让粉丝转化到粉事业、

粉科学、粉正义和公平上来。

牛湖水，又名企山陂水，
简介中说，它“属观澜河流域，
起点位于观澜街道石马径水
库，在塘贝附近流入东莞境
内”。深圳颇多类似沟壑，它
们既不叫“河”，也不称“江”，
不叫“渠”或者“溪”，也许命名
者认为它们不配，直接将其摁
到尘埃里，丢一个表示身份的
“水”字给它。除牛湖水外，另
有鹅颈水、蕉坑水、罗田水、长
坑水、五层楼水……不少。

它们无所谓地流淌着，远
远地看到干流（它的宗主河），喊
一声“大兄弟，我来啦”，一头扎
进人家的怀里，一点儿不低微，
一点儿不见外。
我所见的这一段牛湖水，避

开了深圳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的一面，夹在一座座厂房和农民房中间，作为深圳的另一面
袒露于地表。该“水”宽不过三四米，层次颇分明，岸上有栏
杆，岸以水泥筑就。日久，外表已斑驳，恰如一个长长的、废
弃的大澡堂子。水面距地面至少两米，不用说鸡鸭鹅狗，
人掉下去，若无帮手，也逃不出来。一个铁制梯子常年搭
在那里，貌似清洁工具，工人可以借此下去捡垃圾。

水清澈见底，也有哗啦啦的波浪声。河底一点点颠
簸，就够它们作出夸张的跌宕起伏状。未见鱼，稍微大一
点儿的罗非鱼或者塘鲺在里面都折腾不开，这些笨哈哈的
家伙不懂回旋，浅水露脊背。或有肉眼不易见的小鱼藏在
草丛里。那种近乎透明的小鱼永远长不大，它们选择在这
些“水”中安度一生，一辈子跟大风大浪无缘。但也不要以
为这里岁月安好，侧耳倾听，仍有低低的哭泣和叫骂。
牛湖水兜住了绿茵茵的草和谨小慎微的鱼虾，对于人

类来说，它的意义在哪里？很多事物因为无意义“被”消
失了。此“水”陷入地面也深，存的水却不多。而今地下
密布下水道，它们的泄洪功能估计也不是人类之必须
了。前些年，这样的“水”死了不是一条两条，最近几年，
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于是将侥幸大难不死的大河小水
修整一新，排查、消灭污染源，两岸密植花草，供市民休
憩、健身。虽然道路都是刚铺的，水已不是那个水，树
也再不是那些树，毕竟展现了一些善意。而另一些，比
如这个牛湖水，远离闹市，尽管也被部分改造了，但还顾
不上大拆大建，胎里带来的野性竟得以保留。这点儿野性
隐没在水里、泥地里、芦苇中，若隐若现，成为其鲜明的特
征。它彻夜奔跑，终究成不了蛟龙，做不到摇头摆尾上蹿下
跳，它的水量就靠岸边探出来的那个大管子，哗哗流淌进来
的有中水，有雨水。但这么多年它一直挺着，不能仅靠小野
性和天赐的水，一定还有看不见的生命力支撑着它。

抬头，见蓝蓝的天上白云成堆，一动不动，这条“水”仿
佛一根钉子，将一团团的白云死死地钉在天上。哦，这才
是它的使命。大河做大河的事儿，湖泊做湖泊的事儿，海
洋之类的更不闲着。它这么小，这一个事儿够它忙活整整
一辈子的了。我说它怎么那么自信，那么沉得住气，它干
的这事儿太有诗意。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公园一带，满满的都
是西式建筑。其中有一座白色大楼，主体三
层，局部四层，屋顶带有圆形重檐塔楼，正立
面两侧为科林斯柱式，入口处前凸，两侧各有
双柱承托门厅，上做三角形山花，形成柱廊。
外檐采用壁柱式，有许多西洋雕饰，是一座典
型的欧洲折衷主义风格建筑。这就是在天津
近代金融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著名民营
银行代表——东莱银行大楼旧址。

近代天津“银行”始于外商银行，而属于中
国人自己管理经营的第一家新式银行，是1898
年由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天津开设有
分行。到了民国时期，除了官商银行，民营银行
也获得了蓬勃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北四行”。此
外，当时天津还有一家民营银行对天津的经济
发展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这就是东莱银行。

东莱银行成立于1918年2月，由刘子山

与他人共同出资200万元创办，刘子山任董事
长。这是一家民营独资金融机构，总行最初设
在青岛。创始人刘子山早年家境贫寒，14岁时
便只身赴青岛谋生。在这期间，他自修德语，
通过给一名德国建筑师当翻译同时代办建筑
材料，开始了其传奇一生的创业生涯。

东莱银行成立后，刘子山就开始着手在全国
各地开设分行。对华北地方的金融业务，他将目
光放在了天津。1919年3月1日，东莱银行天津
分行成立，初定为一般商业性银行，隶属于东莱
银行青岛总行，其主要职能是办理储蓄、信贷、仓
库、信托等业务。天津分行行址初在宫北信成
里，1921年迁至宫北大狮子胡同，1925年迁至法
租界21号路（今和平路）营业。

自开设分行后，刘子山的重心逐步转移到
天津。分行初创时，经营颇为困难，刘子山多次从
总行运送“现洋”支持天津分行的正常运作，曾一

次输送银币15000枚，经安徽运抵天津宫北分行。
在刘子山的心里，天津迟早是能够承接他全部经营
业务和资产的理想之地。1926年，山东屡经战乱，
青岛的投资营商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严重影响了
东莱银行的正常经营和业务拓展，为保住艰难创
立的基业，刘子山遂谋划移师天津。

1926年初，刘子山携全家来到天津，随即把
天津分行改为总行，青岛东莱银行则改为分
行。此后几年间，天津东莱银行的业务突飞猛
进，很快就成为华北地区著名的金融财团。到
1932年，东莱银行天津总行迎来了自创办以来
的鼎盛时期，其存款余额高达上千万元。除了
拓展业务，东莱银行还积极参与到天津的社会
活动中。据史料记载，在一次赈灾中天津工商
界人士纷纷捐款，东莱银行也积极响应，东莱银
行还参与了其他天津慈善救助事业。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侵占中国东北，并进一步蚕食中国，华北局势
日益紧张，东莱银行天津总行的业务受到严重
影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占领，阻碍了东
北与关内的经贸往来，天津的金融界也失去了
东北这一发达的工商业市场。

继1932年达到高峰后，东莱银行的业务从
1933年初开始急转直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里，几乎趋于半停滞状态。同年9月，刘子山再
次作出决定：将东莱银行总行由天津转移至上
海，原天津东莱银行再一次被改为分行。1937
年七七事变后，刘子山逐步停止了发展业务，
只希望东莱银行能勉强维持，而日本侵略者妄
图拉拢、吞并东莱银行。刘子山避居天津法租
界，并明确表态，拒绝与日伪合作，彰显了中国
民营企业家的爱国情怀。他派长子刘少山赶
赴上海，召集东莱银行同人传达其指示：“国难

时期，宜闭关自守，紧缩业务。本人自愿不再提
取股息，以维同人生计。”

1951年11月，东莱银行天津分行与中国垦
业银行、天津中孚银行在天津组成联营集团（简
称“新三集团”），加入金融业第十联营总管理
处。1952年12月15日，天津四个联营集团的18
家银行再次合并，成立中国公
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至此东
莱银行走完了其在天津的全部
历程。如今，东莱银行大楼仍
然屹立在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地
带，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
津金融业发达的历史见证。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

秋》摄制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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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东莱银行大楼：

著名民营银行代表
杨 军

原东莱银行大楼是由前后两幢建筑组成

的，通过主入口上方的建筑连通，前边是银行

办公，后边是家庭居住。两个建筑之间，形成

一个合院式的布局，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

居住方式的一种延续。

刘少山购进的海源阁善本藏书因为双方

的秘密协定，交割价格不得而知，加上后来从

他处收进的六十余册书，刘家共计藏有26种

427册宋元刻本，其中，宋刻孤本《楚辞集注》

和《百川学海》更是被誉为“旷世奇书”。

1952年9月，这批在上海封存了4年的

图书，再次被运回天津东莱银行，正式捐献给

国家，入存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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