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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心秋一边帮干爸爸扩大业务，一边密
切注意上海的情况，尤其西浦机械厂的动向。
直觉告诉她，西浦厂与他父亲、老公的案子有
关，因为三叉戟来自西浦厂，而且其妻林艳红
还在西浦厂，说是他们夫妇各管各，难道林艳
红真的一点不知道丈夫的事？在小赵毕业的
时候，苏心秋翻出平时积下的剪报，告诉他，
上海不少工厂在转制，西浦厂总有一
天会轮到……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弟弟急切

地问。“不，我想，你先回上海，找到工
作。我跟孙老板吹吹风，最好让孙老
板投资，与西浦厂合资就好，我们的
计划就成功一半了。”“太好了，孙老
板要是真的去西浦，我们一定要查到
那个担保人，不让他逍遥法外。”

随后，小赵去了上海。在安排工
作时，他请求去西浦分局：听说那里
治安差，我去。保卫改革开放成果！

一天，苏心秋在当时的申城某晨
报上读到西浦机械厂领先转型，以
“招投标”的方式寻找合作伙伴。她把
这张报纸摊在孙老板面前。孙老板
说：“钱不是问题，我把这里的厂卖
掉，有人想收购，早跟我说过，还有几个地方
的股份也抽出来。就怕，那些人老毛病改不
掉，把我的钱乱来。”
“我们带上自己的人安插进去，看紧了。”

苏心秋思想缜密，“爸爸，西浦厂是万人大会，
你参股进去，做一家之主，那提升不是一级两
级，你的人生才辉煌呢。”真的是一举两得，既
使孙老板大展宏图，又使苏心秋的计划成功。
孙老板突然问：“小秋，你想家了？”“爸爸，我在
上海早没有家。你在哪，我的家就在哪。她是说
的真心话，我是觉得上海毕竟是国际大都市，
有施展的空间，你的名气也会大。”再一细想，
孙老板觉得与西浦厂合资还是有些玄乎，一，
人家一个大厂，未必看得上广东一家小厂；二、
素来与西浦厂没关系，贸然问上去，人家未必
理睬。女儿宽慰他说：“西浦厂我有熟人。爸爸，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西浦厂留心，因为与他们
合作有我们的优势……”

苏心秋已私下作了评估：一、孙老板的零
件加工厂与西浦机械制造厂同一行业，业务接

近；二、在西浦厂苏心秋有熟人，这个熟人是制
造局的红人，又掌有一定的权力，这个人就是
林艳红。其实，那时，苏心秋根本不认识林艳红。
“做做林艳红的工作，她说话应该有点分

量，到时给她点好处。听说，现在家电不吃香，
到香港弄一套金首饰给她。”“这个人有点年
纪，金首饰，她不一定看得中。托人到台湾买
点金块，内地人知道台湾黄金成色好，她有个

儿子在国外，正用得上……”后来正
应了她这句话，这些金块确实被林
艳红交给自己的儿子。“行，你的点
子不错，这事交给你去搞定。”
事不耽搁，苏心秋根据小赵收

到的有关林艳红的资料，立刻打长
途电话到西浦厂直接找林艳红：“林
总监，前两天遇到立信会计的林老
师，他提到过你的，跟你同姓，林老
师老了，他赞你身负重责，不容易，
最近又要参与转型……”

林艳红心里很受用：“转型是上面
直接抓的，当然这中间做账还是离不开
我。”“所以说，你也很重要。关于转型，
你说的话，有人听。”林有些得意忘形：
“当然，不是吹，连我们老总都听我的。”
“噢，那什么时候我们见个面，我们是

校友，噢，应该是学友，我也是林老师的学生，我
们是一个老师带出来的。”苏心秋花言巧语套近
乎。向孙老板汇报后，身负重任的苏心秋日夜
兼程赶赴上海。苏心秋回上海，只要不回自己
家，不去华灵机械厂，没有人知道她是江心鹭。
乍见之下，她就发现林艳红不简单，这个

女人含而不露，很有一套，不过待人还和气。
见了面，苏心秋就为对方打包不平：“林总监，
你是贵厂的老土地，又是功臣，怎么会转制没
份。应该转被动为主动。我这次来谈的事正好
给你争取主动的机会。”“是吗，什么事？林觉
得对方没有恶意，不妨听听。”“我们是深圳
的设备加工厂，几年来老板办厂有方，大有进
账，想找投资对象。投大把的钱。得知贵厂要
转制，要找合作方。这不一拍即合。”“你们想
与西浦厂合资，这要报局里。”林起先不以为
然。“行，我们资质证书都齐全，就全靠你从
中周旋。看得出，你是西浦厂的能人嘛。做成
了转制不就有你的份了。”说着，她取出一只
小巧的化妆包，把它推到林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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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路是常熟路东边一条很短而寂静的
小马路，南面靠淮海路，北面靠长乐路，中间
横贯一条延庆路。
华亭路的历史可追溯到 !"#!年，上海法

租界当局以一个法商的名字将其命名为“麦
阳路”，直到 !"$#年才改称“华亭路”。
这里环境清幽、怡静，两边是一栋栋的花园

别墅，住的都是大户人家；最里面是新式里弄。
靠淮海大楼一边的转弯处，以前一扇红漆大门
紧关着，从门缝里可以看到里面精致的小花园，
后来一度成了肯德基和几家时尚的商店。
靠长乐路一段，是弄堂小洋房，没有前面

的大洋房有气派。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就住在
里面，她的父母是工程师，她长得很漂亮，像
外国小姑娘。我们经常到她家去做功课，她妈
妈总是拿出饼干和糖给我们吃。

上世纪 %&年代，华亭路是一个古董市
场，店是搭建在人行道上的。靠近淮海路的两
排路边，是由洋铁皮搭建起来的旧货摊。店里
光线昏暗，地上堆放着许多旧式红木家具、西
洋餐具、留声机、瓷器台灯、灰蒙蒙的旧钢琴
等。柜台上放着白底蓝花纹的法式餐具、德国
瓷器，顶上吊满了各种璀璨的水晶灯。
每天早上八点钟，旧货市场的营业员慢

吞吞地打开铁皮简易棚的门窗，然后坐在凳
子上，看着过路的行人。当时华亭路没什么行
人，马路上冷冷清清的，很少看到中国顾客，
不像现在玩古玩的人多。

我没事就喜欢去华亭路的旧货店去逛，
好像到邻居家去串门一样；后来才知道那里
的许多旧货，有的是有钱人大扫除不要了，有
的是老人去世了小辈就卖掉了；解放后，以前
的有钱人家，没有了生活费，就将家里的老古
董一件件地卖掉。
经常看到外国人来淘旧货，我们小孩子

看到老外倒是感到很稀奇，不看古董了就睁
大眼睛看他们。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很和
善的样子。

店员没有什么事就打瞌睡，看见
我来了，睁开矇眬的眼睛对我笑笑；时
间长了，他们知道我是住在附近的孩
子，有时他们会对我说，又来白相了？
我问他们，怎么都是外国人来买？
“这是中国老古董，外国人最喜

欢。”一位阿姨耐心地告诉我。
谁会想到古玩有今天的行情。过去，我家

的紫檀木观音像当洋娃娃玩，妈妈嫌唐彩流
金八角果盒放在家里占地方，卖给了过路挑
摊子收旧货的人，我记得才卖了几毛钱，现在
相同的东西要买到 '&&&元一个。外婆家的一
个佛像碎在地上，里面掉出了金的锁心和项
链，后来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年苏联人很多，他们住在东湖宾馆，有

几位我经常看到他们光顾华亭路。他们是来
支援中国搞科研的。

后来，旧货摊就拆除了，人去楼空，我们
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了。

华亭路“沉睡”了几十年，当我们上山下
乡回来时，这条不起眼的小马路上已经有人
摆起了小摊位。(")$年 "月，上海第一个个
体服装市场在华亭路诞生，从此打破了往日
的宁静。

靠华亭路路口的是二栋很气派的洋房，外
墙灰褐色，深绿色的外墙上爬山虎点缀其间，
椭圆形的窗，很雅致。二楼的露台是圆型的，花
园的两旁有宽大、气派的弯型的楼梯通向楼
上。对面转弯处，门靠延庆路上是一家上海市
肺科医院（上海市职业病医院）延庆路门诊部。
解放前原来是一家英籍犹太人住在这里。
黑色镂花的栅栏里面是美丽的花园，种着

法国南部的各种玫瑰。我小时候经过那里，总
要停来看看里面美丽的玫瑰，很想采几朵放在
家里，可是手够不着。但是心不甘，为了能采到
花，一次和邻居悄悄地溜进去，门卫看得很紧，
不能直接到花园里去，只好装着看病的人；走
到二楼宽大的走廊上，再看看门卫是否站在外
面。不在，我们赶紧溜进花园，采了几朵玫瑰
花，当然是有代价的，手上可能要被刺扎几下。
把采了的花放在一个布口袋里，赶紧回

家。妈妈用针给我挑手上的刺，一边挑，一边
责备：采什么花？我认识邻居，以后问他们要
几朵就可以了。妈妈虽然这样说，可是我从来
也没有看到她拿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