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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根小小的鸭脖，改变了无数草根的命运。
    近二十年来，武汉精武鸭脖的创业者们以他们的不同学识，不同阅历，不同性格，在武汉精武鸭脖
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完整地表现了精武鸭脖的发展史，也向人们诠释着人间事物的
偶然与必然。
    精武鸭脖，不仅造就了亿万富翁，更为可贵的是，它在我国经济转轨变型之际，为成千上万的下岗
待业人员创造了就业机会，走上了勤劳致富之路。
    本文作者以一种较为轻松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个并不轻松的创业故事，故事有根有源，人物有血有肉
。
创业背后的详尽叙述，塑造了一个个丰满的人物，也倾诉了创业的艰辛与喜悦。
由此可见，作者在动笔之前，是备足了功课的。
    通观全文，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作者的草根情结与亲民情怀，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作为一名新闻
记者，不仅关注新闻，关注民生，而且置身于其中，帮助参与宣传策划，较好地体现了一位新闻工作
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心。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无私的亲民情怀去关注民生，是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
。
    目前，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期间，从改革的阵痛走向成功的辉煌，其间必然会产生许多可歌可泣的
感人故事，希望我们更多的新闻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去关注民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1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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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汤腊九，本是无业人员，却因发明了鸭脖，成为汉口一带最早的百万富翁。

　　汤光山，下岗后生活穷困，当卤出鲜艳香辣的鸭脖后，过上日进斗金的生活。

　　吴继学，返城后当过搬运、开过出租，可鸭脖却让他跨入千万富翁的行列。

　　刘琼，苦命女子，下岗，失业、生病无钱治，可这时，走进池莉的视野。
当她以“来双扬”的身份，成为鸭脖女皇后，命运发生逆转。

⋯⋯
　　《鸭脖创富传奇》由王丹妮所著，读者可以在《鸭脖创富传奇》中看到一部完整的鸭脖产业的发
展史，和一幅幅武汉老街的市井风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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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丹妮，武汉晚报资深财经记者，《赢周刊》主编，拥有以其名字命名的专栏——《丹妮理财》
。
　　其采写的新闻作品，曾多次荣获中国晚报新闻大赛特等奖、湖北新闻一等奖、武汉新闻一等奖等
。
2001年，作者开始关注武汉的鸭脖产业，一篇报道《武汉鸭脖一年全国卖出10亿元》成为最早关注鸭
脖产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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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时的精武路，已不是以往的郊区了。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它已经成为武汉市繁华的新城区，人们刚刚时兴的夜生活也在精武路旁的新华
路起步。
在这里，香港老板投资建了个五星城，是武汉市最早、最高档的娱乐场所。
许多像万梓良这样当红的香港明星都来此登台演出过。
每天晚上，许多穿着超短裙、涂抹得像明星画上的姑娘们，还有些武汉首批“万元户”都会在这里进
进出出。
    每晚，从五星城里走出来的有钱人和员工，总有一些会来汤光山的夜市消夜。
当有一锅跟弟弟卤出的味道差不多时，汤光山正式将它端到了夜市上卖。
起初，他心里没底，不知道鸭脖子卖多少钱一根，也不知道鸭脖子有没有人吃，就试着做了十几根摆
在摊子上，没想到当即有顾客递过来5元钱，要买一根鸭脖子。
尽管鸭脖子卖完了，但他很担心，热干面只要5角钱一碗，这5元钱一根的鸭脖子，会不会有人嫌贵，
生意能不能做长？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卤的50根鸭脖子，又以5元一根的高价被一抢而空。
第三天，他卤了100根，照样卖了个精光。
    从此，每天一大早，汤光山就起床卤鸭脖子，一直忙到深夜，逢年过节，甚至通宵达旦地做。
他的妻子则在一边摆摊卖鸭脖子，生意好得不得了。
    “那时他太累了，整天用炒菜用的勺子搅拌正在卤制的鸭脖子，勺子太短，稍不小心，滚烫的开水
就把他的手烫伤了。
，’汤光山的妻子何翠凤回忆。
那时，整个精武路上，只有汤光山一家卖鸭脖子，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买。
丈夫一天要卤20多锅的鸭脖子，最多时，一天卤了37锅！
    “可以赚钱了！
”夫妻俩高兴极了，生怕这突然到来的财神爷像煮熟了的鸭子一样飞走了。
勤俭惯了的夫妻俩，不习惯请人，什么都坚持自己干。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他们而言，困了，趁人不那么多的时候靠在墙上眯上那么三五分钟，就已经是
很大的幸福了；胳膊酸了，夫妻俩就互相捶捶背按摩按摩；有整整一年，两人就根本没有出过门，每
天的生活就是洗鸭脖、熬老汤、配卤料。
    老天似乎特别照顾这对勤劳的夫妻，让他们享受到了巨额财富的快乐。
1995年，汤光山租下了“九九酒家”对面的一座三层楼私房，夫妻俩开了精武路上第一家“鸭脖子专
卖店”。
这样许多在头天晚上，来晚了吃不到鸭脖子的人，白天都会找到精武路来排队。
    从早上10点钟开门一直到晚上12点，门口都是排着长队。
有一天仅一上午收的现金，就达5万多元。
汤光山说：每天卤不过来呀，买的人太多了。
有时收钱，基本上都是人家给多少收多少，连去验一下钞票是真是假的时间都没有。
    P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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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动议出《鸭脖创富传奇》这本书已有两年多时间，鸭脖老板们的创富故事也是在一年前就写好的。
那时，精武路还在，许多鸭脖店门前仍排长龙，那时周黑鸭还没有现在这般红火。
而今，随着旧城改造的推进，精武路已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鸭脖老板们也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开始了二轮创业。
    很多人都在说，精武鸭脖就像曾经红火一时的诸多小吃一样，总有一天会像过气明星般被人遗忘。
看看现在同样在武汉诞生的周黑鸭，异军突起正对精武鸭脖构成威胁，特别是在食品安全越来越受重
视的今天，那些精武鸭脖如果还停留在粗放经营阶段，生存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每每想到这些，我便会很担心汤光山们的命运。
    汤光山是个典型的武汉人，他的仗义和豪爽在精武路上是有名的。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年汤光山也像如今的周黑鸭，品牌保护和技术保密意识那么强的话，还能出现一
条街都卖鸭脖的盛况吗？
如果不是精武路上经营户们随性，千把元就教人做鸭脖，全国那么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会因为
做鸭脖让一家老小生活无忧吗？
如果汤光山不是义气大哥而是精明商人的话，还会有顾青等有志青年实现理想的机会吗？
    也许有一天，鸭脖风头不再，人们也不再好这一口了，但我想，还是应该记住鸭脖，它曾经让那么
多人脱贫致富。
精武鸭脖也许在营销学上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在生活中它却是一缕温暖情愫，曾是人人可开发的宝
藏，是武汉人聪明、勤劳、仗义的体现，是让大家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典范。
    在武汉，有许多媒体同行和我一样都关注着精武鸭脖，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在报纸上讲述了鸭脖故事的一个个片段，这些片段都成为历史的记忆，也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细
节。
在此，我也向同行们表示感谢。
    王丹妮于2011年中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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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鸭脖创富传奇》由王丹妮所著，一根小小的鸭脖，改变了无数草根的命运。
    武汉精武鸭脖的创业者们以他们的不同学识，不同阅历，不同性格，在武汉精武鸭脖发展的不同阶
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较为完整地表现了精武鸭脖的发展史，也向人们诠释着人间事物的偶然与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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