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
威，美国作家、记者，1899年出
生于芝加哥市郊区奥克帕克。
一战期间，米兰附近的一

座弹药库爆炸，19岁的海明威
作为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去前
线支援，一推门就看到很多尸
体横陈在面前，对他的心灵产
生了巨大冲击。一周后，在前
线运送补给品的海明威被炮弹炸伤，这让
他在米兰的一家医院住了三个多月，动了
12次手术，身体内有二百多块弹片，有的
弹片直至他去世也没有取出来。战争结
束后，海明威没有退伍或伤残军人津贴，
也没有工作，只能靠着妻子继承的遗产度
日，一直浑浑噩噩地生活，直到30岁时这
段经历被他写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以
反战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
《永别了，武器》让海明威实现了财务

自由，他与朋友在世界各地喝酒、钓鱼、打
猎，但他真的快乐吗？更像是用这些来治
愈战争带来的伤痛。1932年，他又出版了
另一部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写一
个名叫哈利的青年与妻子在非洲打猎时，
因为受伤得了坏疽，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
回忆过往的人生经历。在这本小说里，能
处处看到海明威自己的生活经历，像是他

个人的半自传体小说，这个曾
经如雄鹰般的男人，此时虽仅
33 岁，却一改之前的昂扬姿
态，袒露自己迷茫脆弱的一
面。战争让他的心迅速沧桑，
对于生活的激情也在减退。

1952年，《乞力马扎罗的
雪》被搬上银幕。很多人认为，
这是海明威最难改编的作品，

因为它是一部意识流的小说，具有时空交
错、现实与梦境交织的特点。挑战之下，
制片方给出了极高的诚意，不仅根据海明
威自身经历细化了故事，比如他的四段婚
姻、在战场上的细节场景等，选角方面还
请到著名男演员格里高利·派克出演男主
角。影片也获得了大众认可，收获了第
25届奥斯卡金像奖两个奖项。
《乞力马扎罗的雪》出版后，海明威

的身体一直饱受病痛的折磨，患上皮肤
癌、肝硬化，在晚年还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内心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但却一直没有向生活低头，53
岁时仍能在《老人与海》中写下：一个人
可以被摧毁，但是绝不能被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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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8日至29日，天津人
民艺术剧院复排了曹禺先生的经典
话剧《日出》，由梅花奖获得者张艳秋
担任复排导演。
《日出》写成于1936年，是继《雷

雨》之后曹禺的第二部重要剧作。那
时曹禺已经完成了清华大学的学业，
于1934年回到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
学院任教。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风
起云涌的抗日背景之下，“灼热我的
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正是刺激
曹禺写《日出》的根本原因。曹禺曾
说《日出》一剧的创作，灵感和蓝本完
全在天津，“地点也可以说基本是在

天津惠中饭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
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
东西是确有其人的。”
曹禺写《日出》起因之一，还有一种说

法是当时惠中饭店一名交际花的自杀和
著名影星阮玲玉之死给予他相当大的触
动。1935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于天津
英租界新新电影院首演《雷雨》，团长唐
槐秋邀请曹禺下榻惠中饭店，让他有机
会在这所传奇大饭店里近距离地观察
“陈白露们”。就在当月，一个常年客居
惠中饭店的交际花因靠山破产自杀了，周
旋在她身边的各色人等瞬间便作鸟兽
散。这让曹禺联想到前一年女演员艾霞

因不愿“随俗浮沉，同流合污”服毒自尽。
联华影片公司在一年后便拍出了以艾霞
个人经历为素材的左翼影片《新女性》，然
而正当此片引发轰动之时，其主演阮玲
玉却因“人言可畏”而服毒玉殒……红颜
薄命的悲剧和围绕于她们身边醉生梦
死、蝇营狗苟的众生相，让曹禺恨透了那
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于是，《日
出》应运而生，以抗战前的天津为背景，
以善良与虚荣并存、集光明与黑暗于一
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勾勒了形
形色色人的平庸、堕落、痛苦与挣扎。
复排导演张艳秋正是天津人艺经典

版《日出》女主人公陈白露的扮演者。陈
白露曾受过新思潮的洗礼，当她变成了
交际花陈白露的时候，她的内心是复杂
的，甚至是异常痛苦的。她将男人玩弄
于股掌之中，看似快乐而自主，实则她才
是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人——她的
命运早已被无形的枷锁捆绑在那旅馆中
了，她越想逃离便越陷越深。
在这版复排版的《日出》中，女性角色

群像更加出彩。除了陈白露，传统女性李

石清太太、底层女性翠喜和小东西等人都
在用不同形式试图反抗命运的枷锁，但命
运的巨掌却活生生地将她们压入无边的
黑暗中。这一版对翠喜的刻画更加细致，
这也呼应了曹禺先生对翠喜的无比珍视，
认为她是在一堆“人类的渣滓”里仍有一
颗“金子似的心”，翠喜虽然生活在地狱
里，也沾染了地狱中的各种坏习惯，但她
对那些比自己更加悲惨无告的人怀有最
强烈的善意和同情之心。翠喜的善良更
凸显了她悲惨的命运并非自甘堕落所致，
而是社会的不公与压迫使然。然而，即便
日出就要来了，而习惯了黑暗的她们却注
定要被埋葬在日出之前的黑暗中……
在演出的最后，当陈白露缓缓倒在

黑暗中时，远处响起来码头工人们高亢
的“夯歌”——这正是曹禺对未来“日出”
的理解和向往，一个用劳动换取尊严的
新世界。1936年，曹禺与郑秀的订婚仪
式上，田汉送来亲笔祝词，写道：“譬如
《雷雨》后，登山看《日出》！”道出了彼时
所有人寄托于《日出》之上的向往新世界
的心声。

芦台春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康熙元年
（1662），芦台人张德和在“千年雄镇古芦
台”的北街蓟运河畔始创德和酒坊，用烧
锅酿造德和老酒。凭借其独特的酿造技
艺和卓越的酒质，德和酒坊逐渐在当地乃
至更广泛的地区赢得了声誉，为芦台春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芦台，德和

酒坊被迫与日本人开的“朝日酱油公司”合
并，生产场地及经营利润均被日本人霸
占。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芦台春迎来了
重获新生的时刻。张子琴先生（上世纪30
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德和酒坊的经营者）
的坚持让这份传承得以延续，为芦台春的
复兴注入了新活力。新中国
成立后，酒厂转为公有制，更
名为芦台酒厂，在厂长王斌绩
的带领下，恢复了白酒酿造，
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1964 年，中国白酒泰斗

周恒刚先生怀揣周恩来总理
的指示，率国内酿造业的专
家、技术人员进行了以科学
总结茅台酒生产工艺为中心
的茅台试点工作。1972年，周
恒刚先生应芦台酒厂厂长潘
兴云之邀来厂考察指导，并将
从茅台窖底泥分离出的菌种
带到芦台，创研出我国北方第
一瓶优质酱香白酒，命名“芦
台春酒”。芦台春酒一经上市
立刻轰动中国酒界，被誉为
“北方茅台”，打破了中国北方
不产好酱酒的刻板定义，实
现了周恒刚先生在北方生产
优质酱酒的目标。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

芦台春人不仅迅速重建了厂
房，更在周恒刚先生的带领
下，以宁河县酒厂为基地，实施中国酒界
的“芦台试点”，完成了“泸型白酒窖泥微
生物选育与防止老化”和“酱香型白酒香
味成分研究”两大科研课题，分获国家
级、省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这一时期
芦台春的努力，推动了中国白酒高品质
发展的进程，也为自身的技术创新和品
质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从1996年

开始，芦台春经历了合资、分置、资产重组
等一系列变革。2003年，芦台春加盟天津
泰达集团，更名为天津泰达酒业有限公司，
为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2008
年，芦台春进行了“混改”融资，推动设施改
造和管理机制的改革，加强品牌建设。
2011年，芦台春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2012年，酱香型芦台春系列白酒

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年，芦台春检
测中心获国家级实验室认证；2013
年，芦台春传统酿造技艺列入天津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编入地方史志及
史料、教材。
传承古法的芦台春主动拥抱现代科

技。2010年，芦台春投资近千万元建立了
国家级白酒实验室，成为国内第六家拥有
国家级白酒实验室资质的白酒企业。2021
年，芦台春深化校企合作，与天津科技大学
合作，以解析“北酱舒适酱酒特征风味形
成机理及指纹图谱构建”为课题，对“北
酱”特质展开科学研究，成果显著。科研
人员对大曲生产和白酒发酵两个关键环
节进行了跟踪，分离了大量的微生物，得
到了两株高产值的酵母菌，有效提升了白
酒品质，果香和甜香也更加突出。在科技

加持下，芦台春的高端酱酒、
果味白酒、私人定制藏酒等一
系列创新产品应运而生。

饱含岁月沉淀的芦台春，
懂得“守”的定力与“变”的智
慧。芦台春实施“多品牌塑造，
多品牌运作”的品牌战略，以芦
台春为品牌基础，构建起“北
酱”与“衛”两个高端延伸品
牌。线下通过多种方式增加品
牌曝光度，积极参与国内外各
类酒类展会和活动，展示品牌
形象与产品特色，提升知名度；
线上利用新型社交媒体及电商
进一步扩大品牌传播范围和影
响力，促进产品销售。

在文化建设上，重点打造
芦台春文化博览园。2023年，
芦台春文化创意产业园景区
被认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
区，通过酒文化博物馆、传统
酿酒公益传承体验基地等开
展地域历史文化感知、酒文化
游览体验、多门类艺术交流
等活动，展示宁河独特的地

域文化，探索文商旅融合的新路径。通
过与天津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国际校友
会的校企合作，不断进行科技赋能和传
统文化的向外传播；开展跨行业合作，与
全球最大的车辆租赁公司赫兹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扩大社会影响力，提升企业的
品牌价值和公众认可度。
2024年，芦台春荣获“中华老字号”称

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
激励，我们将继续秉承“酱一瓶好酒的信
仰”，坚持传承古法酿酒技艺，同时不断探
索科技赋能创新之路。另一方面，芦台春
将以弘扬天津历史文化为己任，以重塑天
津白酒形象为目标，努力打造代表天津的
白酒品牌，朝着中国酱酒前十、北方酱酒第
一的目标，脚踏实地地前行。
（作者系天津芦台春酿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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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震先生离我们而去已三十余年。望着先生的
照片，我们仿佛又听到了他铿锵有力的声音，追随先生
的一幕幕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尤为难忘的是先生那以春
风风人、以夏雨雨人的学者风范和师者操行。
先生人格高尚、胸怀坦荡、为人豁达。读研期间，先

生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就告诫我们“先做人，后做学
问”。这简单的7个字，一直影响着我们的人生之路。先
生经常教导我们，首先要了解为人处世的原则和规律。
在待人处世的礼数、礼节、礼法、礼教方面，先生言传身
教，使我们懂得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涵养和气
质。在先生的心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总是设身处
地去理解和包容别人的行为。“文革”结束后，先生对曾
经打骂过他的“造反派”并不记恨，有的人在学校当了老
师，当讨论职称晋升时，先生作为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对
他们都客观地投了赞成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学术
问题的争论很多。先生虽然与一些知名教授的学术观
点不同，甚至还有一些公开讨论，但他们私下关系都非
常和谐。每当我们外出调研或参加学术交流时，先生都
嘱咐一定要安排时间去看望这些教授。先生一生对学
问孜孜以求，不曾争名夺利，做人低调，从不抱怨，无论
是身处逆境，还是经历辉煌，他总是淡然以对。
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会计学家和教育家，在会

计界与潘序伦先生素有“南潘北李”之称。1937年，先生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并留校任教，成为该校
第一个讲授会计课程的中国教师。1942年，年仅26岁的
他被晋升为教授。先生是“会计科学论”的创始人，是我
国“会计科学论”学派的创建者，他治学遵循理论联系实
际，著述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出版的论著和教材
达150余种，其中教材、专著60余种，论文80余篇，有多部
作品获得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1937年，他发
表了英文专著《中国之所得税》，得到国际财政专家的重视
和赞赏，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院将该书译成法文，日本有学
者也引用书中的观点，将其作为参考文献。上世纪50年
代，他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与卢世忠合著《工业企业凭单日
记账核算形式》一书，1956年出版后，深受工业企业界欢
迎，国内机械、纺织工业系统广泛采用这种核算形式，财
政部也在全国推行此核算形式，且流传到了国外。
1980年以后，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先生以其深厚的

中西学功底，致力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审计理论和
方法体系的研究，连续发表了多篇（部）具有很高学术
价值的论文、著作，其独到见解引起会计界的积极响
应。1980年，他发表在《会计研究》创刊号上的论文《论
社会主义会计的原则》，被公认为国内最早系统提出社
会主义会计原则的论文，先生因之被誉为“新中国会计

原则第一人”。他所著的“三论”（论会计的性质、作用、
原则），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并被多数会计教科书所引
用，日本学者也赞扬他是“中国会计改革的先驱”。
先生治学严谨、师风坦诚。在一次兄弟院校举行的

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他谈道：“对于提交答辩
论文的内容，我个人并不了解，来此前特地请教了一位专
家朋友，下面我就将这位专家的意见宣读一下, 供论文作
者参考。”这番诚实的“表白”令人印象深刻。先生的一篇
文章《案例教学有助于造就智能型审计人才》，刊登在《审
计研究》1986年第1期上，在文章的最后，先生特意注明：
“本文参考美国Alan·P·Johnson（艾伦·P·约翰逊）于1980
年出版《Auditing Judgment》（《审计判断》）一书的序言改写
而成”，其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他人研究的尊重可见一斑。
先生的学生刘铁良博士曾深情地回忆：“先生安排我

给国际会计新专业的学生讲英文原版教材的会计原理，从
我开课的第一天起他连续听了十几节课。当时先生已经
70多岁，担任会计系名誉主任和众多社会职务，教学、行政
工作非常繁忙，但每次上课他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仔细
听我讲每句话、每个发音，并做好标记。课间休息时经常
把我叫到教室外面，告诉我什么地方没讲透，哪个单词发
音不准，下一节课我立即补讲或纠正。每当看到先生坐在
后排，我就信心满满。”先生对年轻教师和后学的关心、指

导，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先生一生投身于会计教育事业，为我国会计事业的发

展作出卓越贡献。1949年津沽大学成立，先生被人民政府
任命为副校长。他虽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仍然坚持上教
学第一线，讲授会计、审计课程，不脱离教学岗位。1974年
为天津郊县培训会计人员时，先生与学员一起住在渺无人
烟的山区废矿旧址，吃窝头和发霉的咸菜，喝矿井脏水。他
独自一人既教会计课，又讲政治课；不但授课，还辅导习题；
从早到晚不离学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后，他体
重减轻了20多斤。结业时，有学员拉着先生的手声泪俱
下，舍不得让他回市区。
“文革”结束后，感受到科学的春天来临的先生，倍

觉大好时光的珍贵和教育事业的重要，致力于把失去
的时间补回来。他做了一系列工作，进一步改进教学，
促进我国会计教育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国门打开，跨国公司纷纷涌入，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先生超前意识到，必须尽快在高等财经院校设
置国际会计专业方向。为此，他利用发表文章、学术发
言等各种机会反复宣讲他的观点，呼吁有关部门加以
重视。1986 年，在国家教委召开的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本科专业目录会议上，由先生负责起草的国际会计专
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得到国家教委批准。之后，在
先生的努力下，天津财经大学在全国财经院校中率先
开设国际会计专业和审计学专业。也是在 1986 年，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先生担任会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导师，他生前招收了近10名博士。这一年，学校还举行
了李宝震教授从教50周年庆贺大会。先生是天津财大
会计学科创始人，纵观天津财大会计学科发展所走过
的每一步征程，无不浸透了先生的心血。
先生对我国会计教育事业倾注了深切情怀。能成为先

生的弟子，是我们此生最大的荣幸。先生的朴实无华、言传
身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师恩难忘，永铭于心。
（本文内容系李宝震先生的学生于长春、石爱中、刘铁

良、陈敏、郝振平、张立民、韩传模、蔡春共同回忆，执笔人系

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李宝震（1916—1993），江苏昆山人。1937年毕业于天

津工商学院，自1942年起历任天津工商学院教授、会计财

政系主任，津沽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教授，天津财经大学

会计系教授、首任名誉系主任以及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

会、学衔委员会副主任，会计学会理事长等职，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天津会计学会名誉理事长、天津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顾问以及天津市高等院校教师晋升职务评审

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机械工业会计学会、兵器工业会计学会、铁道财务会计学

会、建筑会计学会顾问，天津市政协委员。曾获全国先进工

作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及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光荣称号。编著有《中国之所得税》《中国会计简史》

《国际会计》《国际审计》等。

风标才器 实足师范
——忆会计学家李宝震先生

韩传模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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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天津成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先驱城
市，拥有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是
天津历史文化的象征，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其
中一些还承载着天津珍贵的红色记忆，深具厚
重的时代价值。“近代中国看天津”，文物建筑见
证了这座城市不平凡的过往，许多仁人志士在

这里留下红色印记。2021年11月，《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
正式公布实施，《条例》将重要历史事件和活动的旧址、遗址或者场所以
及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和其他纪念设施纳入红色资源进行保护传承，旨
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城

市，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发生，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在此活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让
革命的萌芽在中华大地破土而出。
位于今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9号的天津

觉悟社纪念馆，是依托觉悟社旧址而建的，这也
是当时觉悟社唯一一个固定下来的活动地点。
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天津学界
产生了强烈反响，5月7日，天津爱国学生举行
了声势浩大的“五七”集会游行；9日，部分北京
学生代表来到天津，进行报告宣讲活动，进一步
扩大五四爱国运动的声势。在不断高涨的爱国
热潮中，青年学生进一步觉醒，由南开学校、高
等工业学校等学校学生组成的天津学生联合会
和由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为主组成的天津女
界爱国同志会，多次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新
思潮和社会时事，号召民众积极投身反帝爱国
运动，还发动了一系列抵制日货活动。此时，刚
从日本回到天津不久的周恩来同志以最快的速
度参与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中。6月下旬，周恩来
作为主编，和进步学生骨干筹办《天津学生联合
会报》（以下简称《会报》），7月21日正式创刊，
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题为《革心！革
新！》的发刊词，提出改造社会和自觉改造思想
等主张。8月，山东发生“马良祸鲁”事件，周恩来
在《会报》发文疾呼：“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
要有牺牲。”当得知刘清扬等天津各
界代表与其他各地赴总统府请愿代
表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当即组织
《会报》刊出号外，揭露反动政府阴谋
罪行，并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请愿斗
争，营救被捕代表。经过这一系列事
件，天津进步青年学生通过总结经验
教训，决定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
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
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
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在天津东南
角草场庵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
举为会议主持人并起草宣言，会议决
定团体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
“自觉”“自决”为主旨，要求社员取共
同研究的态度，在《觉悟》上发表一切
主张。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北京《晨
报》赞扬道：“天津只有一个这种的团体，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会
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他
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
天津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共产

党天津地方组织也创建较早，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天
津的领导机关、重大事件和会议地址、杰出革命家和进步人士住址等几百
处革命历史建筑都记载了发生在天津的红色故事。
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坐落着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这里是中

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1936年，为了贯彻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工作，到天津领导
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刘少奇抵津后，先是以茶商身份住在日租界的北
洋饭店，后来搬到法租界的一家旅馆。为了更加便利地开展工作，在当时
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帮助下，刘少奇搬到了法租界隆泰里一家成衣铺
的二楼居住，并将其作为北方局的办公地点。这里地处海河沿岸附近，道
路交错纵横，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小楼有三个出口，也便于在紧急情况下迅
速撤离，刘少奇在这里完成了一系列党的秘密任务。同年5月，日军以“防
共”名义向华北地区增兵，并强征大批民工修筑工事，竣工后又成批将民工
杀害，弃尸海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引发全国人民震怒。中
共天津市委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发动爱国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在5
月28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有力打击了日本
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写给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北方党
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
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天津众多的红色历史建筑，赓续着津沽大地的红色血脉，传承着

历经百余年的革命薪火，也见证了天津人民那段光荣的历史岁月；
用活红色建筑，讲好天津故事，才能把红色文化基因传承好，使广大
人民群众加深对城市历史底蕴的理解认同，为建设彰显天津特色的
津派文化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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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复排
突出女性群像

杨一丹

《乞力马扎罗的雪》：
海明威的半自传影像

曹宇田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入口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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