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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怀念父母的一本书《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
陈希贤先生读了我的书之后，经过责编高艳华女士介绍与我取得联系。
陈先生不是外人，原来是我祖父最常去吃饭的北平厚德福饭庄的老板陈连堂先生的后人。
我祖父和我父亲两代人都曾投资厚德福，成为股东。
因此，我们之间可谈的往事可就太多了。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我收到他一百多封信。
在这些信中陈先生用他特有的诙谐笔调，以地道的北平土语，原原本本地描述了厚德福饭庄的兴衰，
以及厚德福与梁家的关系。
我像是一个听故事的孩子，每天盼望着他的来函。
从这些通信中我知道了许多连我祖父和父亲都不知道的厚德福的往事。
陈先生的故事最引入入胜的是他的祖父陈连堂先生的出身，他的智慧、勇气、忠诚和他的奋斗精神。
更使我感动的是他的祖母的超凡的爱情观，在她的那个时代和她的家庭社会环境里，她的勇气和她对
情人的坚定的信心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这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进入莎士比亚的剧本，可以摄制成影片，给现代人介绍一下一百年前一个贫穷的
中国人的成功史。
我和陈先生虽素未谋面，但是基于陈梁两家超过一个世纪的商业合作，我们竟成了网上莫逆。
我认为他给我写的信件是极具价值的，应结集成书，公诸于世。
后由我介绍给百花文艺出版社，高艳华、徐福伟承当了这本书的编辑，经过年逾的努力，终将问世。
这本书不仅忠实地记录了陈家的历史，更希望可以作为年轻读者奋斗的圣经。
梁文蔷2010年4月5日于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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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这里记下的是祖辈的传奇人生经历以及百年老店的沧桑历程，聊以安慰故人。
    如果当今青年人能从作者祖辈奋斗的经历中得到些许启发，那当然更是作者的心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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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希贤
    祖籍河南杞县，1931年生于北京。
少年时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上学，此间跟随并见证父辈创建各地厚德福酒楼。
新中国成立后毕业于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在海军服役五年后，转到地方从事物理教学工作。
曾任上海市静安区政协文史委员，河南省烹饪学会理事。
教学研究与写作摄影等作品散见于《物理通报》、《新闻晨报》、《新民晚报》、《南京日报》以及
《老照片》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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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连堂：从乞丐到连翁总经理(一)  一家三乞丐我祖父陈连堂(字莲堂)的老家在河南杞县，离黄河不远
，黄河之水灌溉了这片土地，但也带来了无穷的水患。
“杞人忧天”这个成语能从春秋战国传到现在是有道理的，“杞人”之所以“忧天”，是唯恐天穹崩
塌，大雨不止，导致黄河水冲毁堤坝，轻则颗粒无收，重则家破人亡。
所以我们杞县人对天的敬畏程度是其他地方的人无法相比的。
陈连堂小时候家里很穷，他的父母都是乞丐，全家的财产就是三个要饭碗和三根要饭棍，每到晚上，
这三根棍子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放棍子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
洪水过后村子里会留下一些断垣残壁，门窗、屋顶全被洪水冲走。
也许这屋的主人灾后幸存，能在这些断垣残壁中辨认出自己的家园；如果不幸，这屋的主人回不来了
，墙角背风之处就是这三个乞丐的家。
老乞丐在饥饿的时候还可以忍耐，小孩则不行，没有饭吃就顶不住，饥荒来时往往先饿死的是小孩。
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就把陈连堂领到他的姑母家。
他姑母一看来了三个要饭的穷亲戚，立时拉下脸说：“你们去打听打听，亲戚间有救急的，可是没有
救穷的，你们老来找我们，叫我们怎么办？
！
”两个老乞丐央求他姑母收下这个可怜的孩子，同时表示他们二老将远走他乡，从此不进姐妹家的门
。
他姑母家并不富裕，但看着这孩子实在饿得可怜，就收了下来。
寄养的孩子是不能闲着的，先是拾柴、捡粪，附近的柴火不多，就往远处走。
拾来的柴火多，姑母的脸色就不那么冷峻了，留给的饭食就会多一些，要不然只能半饥半饱。
在这样寄人篱下的生活环境里，陈连堂逐渐养成干事认真、不怕吃苦的精神和毅力。
他十分认真地拾柴、捡粪，遇到同伴们为一根枯树枝而争抢时，他也不会退缩。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连堂在姑母家什么累的活都干，拾柴、放羊的活动地域也增大了，小寨、白丘集
、新庄，都走个遍。
我们老家在双楼村，村东口有几十棵老榆树，也可以算是小树林了。
村中的老少爷们闲暇无事常在这树荫下聊天，村外一条平坦的大路东到杞县城，西通开封府。
来往的客商、路过的贩夫走卒，都爱在这里歇歇脚，喝口茶或给牲口饮饮水。
于是，这里就成了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
陈连堂在赶着羊群经过这个小树林时也常来听听过客间的海聊，也就是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知
道了开封府里有大相国寺和包龙图；知道了北京城里住着皇上，城里人都吃白面馍；还知道了有捡柴
拾粪之外的三百六十行。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小孩子家最大胆、最冒险的主意。
一天回家后，他对姑母冷不丁地说出了一句：“我要去北京。
”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姑母一听，大吃一惊，回过神来对陈连堂蔑视地说：“俺待你咋不好了？
你要走？
你知道北京的城门朝哪儿开吗？
”他低头不语，姑母了解他的秉性，不吭不是屈服，而是倔强。
姑母跟姑父商量了一阵，眼看连堂快长成半大小伙了，走了怪可惜，但觉得与其强留不如顺水推舟。
就对他说：“你自己要走，俺也没盘缠给你，是好是歹你自己掂量吧。
”第二天，姑母找了条手巾包了几个杂面馍，就打发陈连堂上路了。
陈连堂揣上干粮，跟姑母要了一个碗，拿起一根打狗棒，又从放羊娃变回了那个要饭的乞丐。
黄泛区(黄河水泛滥区的简称)的黄沙路，清净得一望无痕，柔软得令人可亲。
它不像海滩上的沙，一脚踩上去沙子有点后退，但很快就可以感到沙子不动了，你可以轻松地迈出另
一只脚。
黄泛区的沙被风扬起又轻轻飘落，累积成一个个小丘，像是刚从面口袋里倒出来的面粉，踏上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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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也找不到支撑。
在这种沙土上面走路，迈出一只脚时，就会发现另一只脚在慢慢地向后退去，直到退了有大半步，才
能站踏实，才能迈出另一条腿。
这种艰难的进一步退半步的路途，使十几岁的陈连堂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要了多少饭，才能走出黄泛
区。
高高的城墙，高高的城门洞，又赶上那年黄河水位升高，于是城门洞里从地面到穹顶堆满了沙包，密
密麻麻、整整齐齐的跟城墙一样厚，旁边仅留下窄窄的一条甬道，只够一辆小车通行，由守城门的兵
丁招呼出入。
陈连堂进“漕门”到城里，一边要饭，一边打听过黄河的渡口。
经人指点，要出北门，有个黑岗口，过了河就是河北地界。
于是他就走出了北门。
一出北门，就像是到了沙漠，枯水季节里，河床的黄沙被风吹到岸上，秋、冬季的北风又把大量的沙
土吹向开封城。
近十米高的城墙，开始时还能挡住吹来的沙土的袭击，但随着年月的推移，积累在城墙脚下的沙越来
越多。
最终导致，呈缓坡状的沙丘跟城墙一样高低，人们若想出城，不必走城门，只需沿马道登上城墙，一
迈步就出城了。
更令他吃惊的是，通往河边的道路仿佛是修建在山谷之中，而且是黄沙堆起的山谷。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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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进入莎士比亚的剧本，可以摄制成影片，给现代人介绍一下一百年前一个贫穷的
中国人的成功史。
　　——梁文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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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饭庄:厚德福后人忆旧》用他特有的诙谐笔调，以地道的北平土语，原原本本地描述了厚德福饭
庄的兴衰。
故事最引入入胜的是作者的祖父陈连堂先生的出身，他的智慧、勇气、忠诚和他的奋斗精神。
这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进入莎士比亚的剧本，可以摄制成影片，给现代人介绍一下一百年前一个贫穷的
中国人的成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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