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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回忆自己七十五个春秋，从家乡、学校、工厂、部队、军校，公司等，经历的事和熟悉的人，伴
随祖国前进的脚步，有喜悦、有鼓舞，也有困惑和遗憾。从泛泛地回忆，到冷静地思考，从思考和探
索，有时会升华至感悟。感悟是心灵之旅的果实，也是正能量的积累，它摧人奋进。（此书由北京天
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联合团结出版社于2015年12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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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赞生于1941年，河北省乐亭县人，1960年进装甲兵第五坦克技术校学习无线电，1970年 辽源无线电
六厂工程师，1992年 哈尔滨合鎂电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工程师，现已退休赋闲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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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商家故里——乐亭
先从“乐亭”谈起。
我于1941出生在乐亭，准确地说，是乐亭城西8里的“丁庄”。丁庄大部分住户都姓丁。
“乐亭”是一个县名，（发音是唠亭）它坐落在河北省境内的东南部，离渤海很近，只有十多公里。
乐亭的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就有了乐亭的雏形，隶属于孤竹国管辖，800年前的元朝，建
立了乐亭县。
因为河北省的地理条件优越，省内拥有很多的大、中、小城市，在中国4个直辖市中，就有两个在河
北省境内：北京和天津。
区区的一个“乐亭”小县城，在河北省却有一点小名气，那是因为有“乐亭大鼓”和“乐亭皮影”，
这两个曲艺在北方广泛流传的缘故。
文化艺术有很强的生命力，特别是那种接地气的民间草根艺术，能穿越时空，突破区域，无限地扩展
。
乐亭大鼓旋律优美，唱腔委婉含蓄，韵味甜润，与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并列为“北方四
大鼓”。
皮影发源于唐山，朔源却是在唐山地区内的“乐亭”。
皮影艺术一半是皮影本身，剪纸和雕刻艺术，把各种人物雕刻在一尺多长的硬纸上，最早是刻在驴皮
上，也叫“驴皮影”。
虽然是剪纸，但它不是普通的剪纸，人物的各个关节都能活动，造型也非常生动，脸谱和装饰与京剧
人物很接近。如穆桂英、唐僧、曹操、包公、贾宝玉等人物，各有特色，形象逼真。
另一半还是唱腔。乐亭皮影借鉴于乐亭大鼓的唱腔为主调，发挥和扩展为各类人物：男、女、老、少
，英雄、奸雄等配音和演唱。
皮影，在灯光的照射下，映在银幕上，它被艺人牵动、摆布、调理出的各种动作，配上优美的唱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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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白，两者巧妙地结合，给皮影戏中的人物，赋予了鲜活的生命。行、坐、唱、舞、打均惟妙惟肖，
可上演一幕幕丰富多彩的戏剧。
早先的东北，俗称“北大荒”，地域广袤，但是人口稀少，当地人主要是满族人，也有少量的蒙古人
、回族人及朝鲜人。靠近它的河北和山东，又地少人多。所以，在晚清和民国期间，就有大批的山东
和河北的汉人，就通过山海关，“跑关东”跑过来了。
乐亭人，在东北很多，大多是那个期间，“跑关东”跑过来的。
在清末民初，跑到东北的人，就有10万之多。
乐亭人勤劳，能吃苦，脑子灵活，善于学习。
他们有做生意的优良传统，非常讲究信誉，绝不以次充好，蒙骗顾客，或者短斤少两，从中渔利，做
到童叟无欺，坦荡经商。
他们十分珍惜自己和商号的名誉。把它看作经商发达的根本。
乐亭人有忍辱负重的精神，在学徒期间，不管东家怎样训斥，甚至谩骂，他们都能忍耐、自我克制，
绝不反唇相讥。以学本事为大节。
在生意场上，如果与对方有争执，尽管对方如何出言不逊，或者尖酸刻薄，恶语相加，他们也能克制
，以柔克刚，显示出他们的涵养。
乐亭人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本性乐观，非常善于与人交际和沟通。
乐亭人很会说话，口齿伶俐，话语里含有幽默，还透着坦诚和亲切。富有音乐感的乐亭方言，也很悦
耳，听起来很舒服。这天赋，也是做买卖商家必不可少的素质。
一件商品或者是一笔贸易，被满面春风，笑容可掬的乐亭人，用富有音乐感的乐亭方言，花言巧语这
么一渲染，往往令对方很难抗拒。如果真的谢绝，大有后悔莫及，甚至遗憾终身的感觉。
所以有不少的乐亭人，经过长期埋头苦干，精心经营，买卖很成功，发财致富了。
乐亭人在东北经商成功比例，大大超过其他地方来的人，那时在东北，凡是生意红火的商家，一打听
百分之八九十是乐亭人，遂有“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之美誉。
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大城市，大部分商业大亨都是乐亭人。
哈尔滨最早是松花江边上的一个小渔村，而当时建渔村的就是三个乐亭人，因为乐亭县离海很近，所
以，乐亭男人大多会打鱼。
渔村不断地扩大，渔业贸易迅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带动了商、工、贸的发展，开
始诞生了一个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城市。
可能乐亭人，在东北经商的成功比例，显著超过其他地方人，引起同行的嫉妒，竟把“乐亭”两个字
，有意地发长音，成“老呔尔”，既是讥讽，又是贬低，也含有无奈和调侃的味道。
乐亭，这片有浓郁民间艺术的底蕴和悠久经商传统的沃土，在上个世纪初，有不少爱国的热血青年参
加革命，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在那黑暗混乱的旧中国，用报纸和刊物做武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唤醒大众。
他与陈独秀等人，积极组建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子女、亲属和学生，很多都参加了革命
。
乐亭，人杰地灵，近代100多年来，从乐亭走出了许多的企业家、商业巨子、艺术家、革命家、科学家
。
福建有“温州人”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流动、创业。广东也有“客家人”在广东和南洋闯荡。而“乐
亭人”只局限于东北。
乐亭人经商纵横东北，声名显赫，然而他绝不涉足近在咫尺的河北，也不渗入离乐亭不远的北京和天
津。经商东北，是乐亭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经过几代乐亭人，对东北的开发、经济繁荣所做出的贡献，使“乐亭”在东北的知名度，大大地超过
在他们家乡河北的知名度。大多数东北人，都知道河北有一个乐亭，也知道那里是东北商家的故里。
但是河北人、天津人和北京人对这些就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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