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2024年9月6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亚 / 美编 李鹏 / 校对商英 / E-mail：ycwbly@qq.com
副刊·文史

□朱英

从世界范围看，股票的诞生至
今已有将近 400 年的历史。至于中
国最早的股票诞生于何时，有人认
为近代中国股票的前身可追溯至明
末清初。当时，在上海沙船业、四川
井盐业、云南和广东矿冶业、山西金
融业等一些规模较大的行业中，已
陆续开始出现类似于招商集资、合
股经营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
已具有某种股份制特征，而写明合
股经营者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就被
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

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所说的具有
现代意义的真正股票。中国最早的
股票应该是诞生于鸦片战争之后，
而且是由外资在华各类股份制公司
或企业发行，并非出自于中国自办
的股份制企业。鸦片战争之后，外资
洋行纷纷进入上海、广州等通商口
岸，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非常普
遍的股份公司被引入中国。起初，经
济实力与经营规模较大的有英商怡
和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美商
琼记洋行、旗昌洋行等，这些洋行随
后还陆续在中国创办了其他股份公
司。据统计，到 1872 年在中国的通
商口岸总共有近50家洋行和近10
家外资航运公司。19世纪50年代在
上海等地已开始出现股票买卖交易
活动，1862年《上海新报》就登载了
出售股票的广告。但当时的股票买
卖仅限于外商之间，并未形成有影
响的股票交易市场。

为了获得更多资金，进一步扩大
经营规模和增强竞争实力，在华外资
洋行和公司都纷纷设法以认购股票
的方式吸引买办和华商入股。起初，
对洋商和股份制公司缺乏了解的华
商，并未踊跃认股，并且多有怀疑。

在洋行的多方劝导和高回报利
润的引诱之下，到19世纪50年代即
开始有不少华商相继认购了洋股，
并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从而刺激
了更多的华商踊跃购买洋行股票。
19世纪60年代，华商附股洋行、外
资轮船公司以及其他企业的现象已
相当普遍，到 80 年代更是达到“狂
热”程度。此时，许多洋商的股票已是
供不应求，难以购得，市价不断升高。
例如1882年上海第一家外资电厂上
海电光公司创办时，在报上登载招
募500股（每股100两）的消息，而申
请入股者达到了8000股，以致该公
司不得不拒绝了许多要求入股的
人，公司股票的价格，也在公司正式
开办前的3个月已升值60%。

在此情况下，倡导华商效仿西
制，创设股份制公司企业，发展民族
工商业的呼声也屡屡见诸报端。例
如《申报》发表的文章就曾指出：“盖
一人一家之利，其资本虽巨，贾而有
限也。若以众股纠成，所谓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腋，在投股者所出不
巨，而积少成多，规模闳富。”

中国仿效西方，采用股份制发
行股票，组织近代企业公司的活动
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而最早的股
份制企业的创办，与此前洋务运动

的开展有着直接关系。19世纪60年
代，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被称为
洋务派的开明官员，鉴于内忧外患
日趋严重，打出“自强”的旗帜，开始
创办近代军用工业。10 年之间，江
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
局、天津机器局等近10个大型近代
军工企业陆续建立，但紧接着即碰
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包括资
金严重不足，缺乏相应的燃料工业、
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相配合。这
些实际困难使洋务派官员意识到，
单纯兴办军用工业而没有民用工业
与之相匹配，仍然无济于事，“当效
西法，开煤矿、创铁路、兴商政”，兴
办民用企业。因此，19世纪70年代
洋务派官员又在“求富”的口号下，
开始创办民用企业。

然而，洋务派在筹办近代民用
企业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资金短
缺的困难。清政府原本即财政竭蹶，
不可能挪出大宗款项创办新企业，
加上经营近代民用企业需要专门人
才，而清朝官僚大都无从知晓近代
民用工业的经营与管理。为解决这
些困难，洋务派官员转而寻求与商
人合作，一方面利用商人手中的资
金弥补经费的短缺，另一方面在商
人中间网罗管理人才，“官督商办”
的民用企业经营模式由此产生。

19 世纪 70 年代，轮船招商局、
开平煤矿、云南铜矿等涉及航运、工
矿、纺织、电讯等行业的一批官督商
办民用企业相继诞生，成为中国最
早的一批股份制企业。（《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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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陈月圆 黄一彪

他们要是出门去外地经商、赶考，大半时间可能都
花在了路上，单边少则要五六天，多则半个月一个月。
如此漫长，他们是如何在途中补给的？旅店、驿站、茶
铺……若是我们再想一想，可能在脑海里会浮现一个
亭子的样子，建在去往某集镇的必经之路上，有台阶，
也有座椅。路人渴了拾级而上，小坐一会儿，有时还能
喝上一壶当地人的免费茶水。这样的亭子一般被叫作
茶亭、路亭，《新白娘子传奇》《倩女幽魂》等众多古装剧
均有它的影子，倒不是因为剧组有意策划，其实凡讲古
人出门都离不开亭子。

茶亭或者说路亭，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人、赶考
者、僧人和其他一切过客提供了休憩的去处。旅店和
饭馆一般设在城镇，客人不间断，才能把生意做下去。
没有老板愿意把店开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除了小说
想象的“黑店”。

1915 年，中国首次亮相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正
门两侧空地上就建有茶亭。茶亭在道路上数量多、分
布密，有的区域两三里就设有茶亭。茶亭由当地人集
资建造，七八人或数十人，人数不等。茶亭有其产权和
管理制度，比如个人可以向茶亭捐资土地，通过粮食供
给和租金源源不断地“支付”茶亭的公益性开销。也因
茶亭的产权被官府和民间承认，后续捐资也都纳入茶
亭户下，长久保障茶亭。

由于山路崎岖，行人休憩的频度高于在平原上行
走时休憩的频度，使得山路茶亭的密度高于平坦道路；
平原的内陆河流畅达又减少了行人徒步的需求。茶亭
又多建于物资流通频密、商旅往来频繁的商路上，这些
商路往往联结了区域间的市场交易及国内的长程贸
易，众多茶亭的碑刻开篇往往强调其处于通衢要道，又
或往来过客、商贩必经之所。

民间自发供给茶亭的过程往往是财富或话语表现
及博弈互动的体现，从而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公共资源
协调和公共事务的处理。黄冈县马鞍山茶亭的捐户达
261户，共计捐额7868文，每户捐额只有30文。这是
普通民户通力合作的过程。在安化永锡桥捐资中，大
户利用和消费公共品的需求往往比小门小户多，也因
此愿意多捐资金，留下声誉和功德。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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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
一夜。”在寒来暑往的时序变换中，

“白露”蹁跹而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入

诗带着思念，犹如袅娜多姿的妙龄
女子，自古深受人们喜爱，许多文人
墨客更是赋诗无数，表达深爱。

唐朝诗人羊士谔在《郡中即事
三首》其二中写道：“红衣落尽暗香
残，叶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无
限，莫教长袖倚阑干。”红荷落尽暗香
残留，叶子上的光泽也在白露浸染
下寒气逼人。在清秋晨露中含情脉
脉的美丽女子，最是惹人怜爱。可诗
人还是奉劝那多情的人儿，最好不
要孤独地依着栏杆。颇有“秋光白露
寒，美女莫凭栏”之味。戛然而止的画
面犹如留白，委婉含蓄地表达女子
的秋思情怀，诗的意境美得不可方
物，给人以言之未尽的想象空间。

而“诗魔”白居易笔下的白露，
则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秋景图。
他在《和答诗十首·和松树》中生动
写道：“八月白露降，槐叶次第黄。”
八月白露开始降临，它如同一支画
笔，给槐树原本碧翠的叶子晕染上
不同程度的黄。这里“次第黄”形象
地表达了叶子由绿变黄的过程，把
秋天的渐变和季节的更迭描写得细
腻形象，表现出作者对季节更迭的
敏感观察和对秋之美景的由衷赞
美。

“诗圣”杜甫对白露更是情有独
钟。“白露团甘子，清晨散马蹄。圃开
连石树，船渡入江溪。凭几看鱼乐，
回鞭急鸟栖。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

蹊。”这首《白露》是他客居夔州时，
白露踏秋所作。白露时节清晨特别
凉爽，柑橘等果子挂满枝头，诗人骑
着马儿出来踏秋。诗中通过描写清
晨的凉爽、柑橘的果实、江畔的幽居
环境等，把一幅绝美的江畔幽居图
呈现在世人眼中。“渐知秋实美，幽
径恐多蹊。”既写出诗人对秋天果实
的赞美，也表达出诗人对诗意秋景
的深深迷恋。

写白露，杜甫可谓是“圣手”。他
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更使他把白
露写出深度。“戍鼓断人行，边秋一
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
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
达，况乃未休兵。”公元759年秋，当
时还处于安史之乱中。杜甫独自一
人幽居秦州，其余兄弟皆因战乱而

离散，居无定处，杳无音信，生死未
卜。正值白露时节，他突然听到远处
凄凉的戍楼鼓声和一声孤雁哀鸣，
触景生情，思情喷涌，挥笔成诗《月
夜忆舍弟》。其中“露从今夜白，月是
故乡明”是全诗题眼，属神来之笔。
白露之夜，清露盈盈，令人顿生寒
意。想到分散各地的亲人，一缕乡愁
笼上心头。同样的月亮，不一样的感
受。望着异乡清冷之月，诗人倍感故
乡的月亮最明亮、最温暖，因为那里
有自己思念的人。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最
惹人秋思。时值白露，一弯瘦月，满
阶玉露，你是否也会思念重重，牵肠
挂肚？不如借着白露明月拨通视频，
来一场云聚云游，一解思愁。

（《天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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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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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用秀

1931 年 3 月，徐悲鸿在严家看了泥人张（即张明
山）为已故严修的父亲和伯父所做的塑像。徐悲鸿对
两尊塑像给予极高评价：塑像人体比例和骨骼运动的
变化都非常准确，也很传神，与中国古代北方美术品比
较，如历代帝王像中只有宋太祖、宋太宗的像可与之媲
美，和古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的作品不相上下。

徐悲鸿还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李鸿章任直隶总
督时，曾请张明山为他塑像，张明山到总督府后，李鸿
章却表现得傲然无礼。最终，张明山完成的塑像与李
不仅形极似，还再现了李的丑态。李鸿章虽然不喜欢，
却又无可奈何。

天津盛传一桩“泥人张贱卖海张五”的旧事。海张五
是天津的大盐商，一天约张明山到他家为他塑像。初见
时，海张五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张不为权势所屈，
从容为他塑像。完成后，海张五故意刁难，硬说塑像捏得
不像，企图分文不给。张明山于是将像取回，略微改头
换面，把原本是海张五的像换成一个流氓市侩的形象，
并插上“贱卖”的货标，放在泔水桶上出售。不得已，海
张五只好托人花大价钱把泥像买了回去。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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