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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门外》卷二.活祭》

作者简介

沈家和先生生于1943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工人日报社编辑。 沈家和先生自幼对文学就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酷爱老舍、张恨水的作品，从中小时期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64年于北京财贸学校毕业
，分配到天桥信托商店工作后，便开始广泛收集天桥老艺人的生活史料及旧京下等妓院的史料。后被
调到宣武区百货公司、宣武区政府机关工作，继续深入收集老北京方方面面的史料，同时在《人民日
报》、《北京日报》发表作品。1979年调《工人日报》当记者，在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同时，坚持广
泛收集各地老字号民的创业史、生意经及旧社会娼妓业的史料，广泛结交老艺人及在旧社会妓院内从
来的人员（包括妓女）。1987年发表《天桥演义》、《大栅栏演义》。以后在《新观察》、《工人日
报》、《中国广告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商报》、
《北京晚报》、《长城文艺》、《白洋淀》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京味小说和连载小说，从1996年开始创
作京味长篇小说系列《正阳门外》，四年半的时间内发表了《鬼亲》、《活祭》、《老铺》、《药王
》、《鼓妞》、《典身》、《坤伶》、《闺梦》、《戏神》九部长篇小说，达330余万字。沈家和先生
计划将清末至民国期间旧京南城的方方面面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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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正阳门外》卷二.活祭》的笔记-第87页

        虽然掌柜只是东家的代理人，但他在前店后场有充分的决策权。他们从学徒开始，逐级上升，懂
技术，善经营，年头多了，与前店后场上上下下建立了密切关系，使各个环节发挥出最大效能。
    掌柜的可以沟通东伙之间、师徒之间各种关系，形成了“东家即我家，师父即我父，师兄即我兄”
的特殊的家族式关系。
    东家从不把掌柜伙计学徒看成是“我雇来的人”，掌柜的也从不把店里的事看成是东家一家的事。
    从上到下，大家都把前店后场的经营看成是自家的事业。       
      谁说旧社会的资本家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呢？那些传奇的老字号已在大时代的无情冲击下，不可
避免地化为昨日黄花，随大江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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