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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第一代会计心得”：起跑线一样，苗头靠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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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

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有

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

家分享，请与本版联系：

qnbxiaorenwu@sohu.

com

“ 多3元钱，不是钱的
问题，纯粹是个面子问
题，……你们听起来，以
为我在讲笑话。那时候为
了3元钱，想不开的，跳
楼、跳河的都有！”

20名高中生进了静安区商业

二局。在当年，高中生算是高学历。

对这一批高中毕业生，用人单位青

眼有加。顾维邦和他的同学被招录

之后，接受了一通“ 安心教育”。今

天看来，更像“ 胡萝卜加大棒”政

策———待遇自然不错。根据招收时

的安排，这批年轻的会计师，先培

训，再上岗，连落户问题单位也顺

道解决了；不过，这家单位也心虚，

怕他们充了电后“ 攀高枝”：不允

许读补习班、不允许上“ 夜大学”，

甚至把大家的高中毕业证书都

“ 收押”了。

没有高中毕业证书，想报考大

学都没门了。在当时，有了个“ 饭

碗”，大家就这么随遇而安了。

刚被录用的职员叫做“ 练习

生”，“ 练习生”的日子轻松又

“ 小康”：早上上班，下午读书，每

月有17元5角钱收入———还是“ 净

收入”，一日两餐在单位解决。

两年后，“ 练习生”生涯结束

了，他们集体接受了单位考评，考

评完，就成了正式的会计。考评是

匿名打分制的，也叫“ 背对背”，顾

维邦拿了高分，转正之后，得到了

一份“ 高薪”———每月40元5角。拿

到这个数的，只占到总人数的5%，

大多数人的工资只有37元5角。

“ 因为我出色，眼红我们的人

很多。我们走在路上，都是抬着头

的。”顾维邦说：“ 多3元钱，不是钱

的问题，纯粹是个面子问题，拿37

元5角钱的那群人，头一直抬不起

来。他们觉得这真气人，不合理。”

说到这里，老顾敲了敲桌子：

“ 你们听起来，以为我在讲笑话。

那时候为了3元钱，想不开的，跳

楼、跳河的都有！”

“ 倒也不是我聪明，
只是凑巧，高中英语老师
不错，底子打得很好。想
趁着夜校，捡起来……我
越读越有味道。全是实用
主义，一点混文凭的想法
都没有。”

“ 老先生对我说，不知道是写

他自己，还是写他的父母。”为顾

维邦撰写回忆录的“ 80后”书生起

笔迟疑，停顿了半天，先从他的父

母处着手。

顾维邦的父亲是一名电影技

师。国人熟悉的《 马路天使》等老

电影的演职员表上，有他父亲的名

字。父亲好学，这一点习惯，被顾维

邦“ 遗传”了。正式上班后，单位没

有培训计划，顾维邦坚持上夜校，

进修英语、会计专业课程。

若干年后，“ 会英语的会计”

吃香得很。“ 倒也不是我聪明，只

是凑巧，高中英语老师不错，底子

打得很好。英语这东西，就像沙漏

一样，不用会漏掉的。所以，想趁着

夜校，捡起来。”

他拖着同学一起学，同学贪

玩，陆续都放弃了，“ 我越读越有

味道。全是实用主义，一点混文凭

的想法都没有。”

知识立刻就给了他一次褒奖。

当时，金融系统对外封闭。餐饮内

部系统内，都是“ 小作坊”模式，一

开始的“ 凯司令”、老大昌，上海食

品厂，所有的公司，都是“ 倒轧账”

路线。但是，“ 小作坊制”问题一大

堆，公家的钱，不知不觉就进了私

人小口袋。顾维邦在夜校上了“ 会

计原理课”，在公司里推出一套

“ 永续盘存制”———后来才知道，

这些做法暗合了现代会计学里

“ 财务管理”的理念。

1966年，在“ 凯司令”上了4

年班，23岁的顾维邦顺风顺水。这

家饮食企业基本上都是女性，他是

为数不多的男性，店里唯一的高中

生，加之勤奋好学，不久就掌管了

店里的“ 财政大权”。

那一年，顾邦维被单位推荐，

送到团市委参加“ 毛泽东著作学

习班”，也许会就此走上“ 仕途”。

没想到，文革爆发，顾维邦被卷入

其中，从此和仕途无缘。

“ 这一辈子就做做财
务。不过，我做得还是不
错的……这个市场是可
以培育的，当时真不知道
是在怕什么啊。”

前些日子，顾维邦与当年一同

当“ 练习生”的同学相聚。20名同

学来了10个，大多数转行了，有人

走了仕途，在区政府任职，也有些

还在做财务工作。

“ 我么，本来是要升的。不过

文革开始了，升不上去了，这一辈

子就做做财务。”顾维邦声调忽然

拔高：“ 不过，我做得还是不错的。

当年我们进单位，起跑线是一样

的，苗头在后面。要看内力，内力从

哪里来呢？就是读书。”

顾维邦上的“ 夜大学”，让他

一下子“ 内力喷发”。1979年后，

改革开放，上海市首次向全社会招

聘稀缺的外贸人才。在全上海招1

万人，报名20万人，顾维邦和两名

同学前去应考。

满分60分的英语试题，顾维邦

得了47分，以高分考取了中国建材

进出口总公司华东办事处，一时间

万人艳羡。不过，出于种种考虑，顾

维邦还是选择了老东家。这个万人

艳羡的岗位，落到自己同学手中。

同学请他吃了一顿饭，说：“ 你把

这么好的机会让给我，是我的贵

人。”

改革开放后，

国外的新鲜事物

扑门而入。受过英

语训练的顾维邦，

对外界的市场讯

息非常敏感。他用

外汇为公司采购

了做饼干的自动

流水线。这是公司

从国外进口第一

条流水线。在同行

眼里，“ 老顾”总

能接触到最新的

东西。

大批外商进

上海。一家名叫

Sarlee的面包公

司找到他们谈合

作。价格高昂，一

斤重的面包卖到

15元以上。他对当

时的领导汇报了

这事。领导的回答

斩钉截铁：“ 这么

贵的面包，卖给

谁？”

事情过去了

三十年，顾维邦念

及此事，继续敲桌子：“ 这个市场

是可以培育的，当时真不知道是在

怕什么啊。”

老顾叹气道：“ 当年公司有些

领导，都是做服务员出身，不懂外

语，放不开，看不远。”

“ 你的办公桌椅摆放
的位置，就是当年我父亲
工作时所坐的位置。”
“ 难怪我们在此地生意兴
隆！”

老顾职场生涯的最后一个10

年，最富挑战性，职业生涯登峰造

极。1992年，他挑起一担大梁———

梅陇镇广场15亿的项目。也获得

了一个时兴的名头“ CFO”（ 首席

财政官）。

他边干边摸索，多渠道融资手

段等样样都用。当年会计行业通用

的“ 小作坊”一夜消失。西方会计

学知识瞬即覆盖了整个行业。梅陇

镇广场开业是1997年———顾维邦

清晰地记得，“ 和香港回归同一

年”。

“ 80后”书生在回忆录中写

道：15年时间过去了，这一片被

誉为“ 梅（ 梅龙镇）恒（ 恒隆广

场）泰（ 中信泰富）”的区域，已

经成为上海最顶级的商圈和写

字楼。

回忆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 如今，我（ 顾维邦）就居住在巨

鹿路上比邻马勒别墅的‘ 四方新

城’之中，距离梅龙镇广场步行不

过10分钟。我经常会回到自己曾

经工作过的地方看看，创业之初的

种种画面，又会在我的脑海中浮

现。”

“ 安乐坊”第一排沿街面的房

子，如今已经是黄金地段里租金高

昂、名牌汇聚的商铺。顾维邦曾经

居住的南京西路1129弄9号，同样

装修得金碧辉煌。店招上赫然一排

大写的英文，是一家赫赫有名的高

端钟表品牌。

一天，他对这家店的经理说：

“ 你的办公桌椅摆放的位置，就是

当年我父亲工作时所坐的位置。”

对方惊诧，随即笑答：“ 难怪我们

在此地生意兴隆！”

在“ 40后”的顾维邦家里，为

其撰写回忆录的“ 80后”书生已

是常客，老少两人，将半世纪的经

历和情感，诉诸笔端。“ 老顾”要

把家族的故事，还有自己曾经所

见所闻的老上海风情，呈现给后

生晚辈。

他们合作的“ 回忆录”已完

成了三分之二。老顾说：希望能尽

快出版。“ 80后”书生说：不着急，

写精到了再说。

顾维邦在上海金融浪潮里翻腾了40年。 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