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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是中国银

行业协会在全行业开展的一次大型系列活

动，该活动旨在积极引导全行进一步强化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加强公众教育

服务、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强化风险意识、

倡导理性消费，引导消费者熟练运用银行

金融服务，提升百姓生活品质。

招商银行积极响应中国银行业协会

的号召，正在积极开展第 5 届理财教育

公益行·走进高校、“金葵花”亲子财商

成长营等一系列活动。另外，招行将在

各个阶段持续开展金融知识进西部活

动月、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月、青少年

金融理财教育活动月及金融消费者问卷

调查等系列活动，提升大众金融安全意

识，深入分析公众教育服务工作的重

点，逐步推动公众金融普及工作的常规

化和规范化。

招商银行
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系列活动

小学最初的三年是在乡下的一个

破落地主家西厢房里就读的，地主家的

院子里有一棵年代久远的古槐，树荫覆

盖了大半个院子，夏天来临的时候，知

了在树上叫个不停，稠密的树叶间漏下

了一些零碎的太阳光斑，那时候，王裕

元老师就坐在树荫下一个废弃的石磨

上给我们讲故事。

十几个光着脑袋衣衫破烂不堪的

乡下孩子被王老师惊心动魄的故事带

进了一个个神奇而陌生的世界。眼睛

睁得圆圆的，一动不动围坐在王老师身

边，心早就跟孙悟空一起飞到了十万八

千里之外了。王老师见讲故事的效果

如此让孩子们痴迷，脸上就露出了极其

难得的笑，他说：“这都是古书上编的，

等你们长大了，你们也会写书的。”

王老师平常从来不笑，脸色很严

肃，瘦削的脸上刀刻一样棱角鲜明，他

似乎脾气很不好，经常骂人，上课的时

候手里拿着竹子做成的教鞭，随时都有

可能抽我们一鞭子。我们村里一到三

年级的学生总共只有十来个，混在地主

家光线阴暗的西厢房里读书，王老师一

个人教三个年级的语文、算术。我们喜

欢孙悟空，喜欢嫦娥奔月，虽然王老师

经常打我们，我们也很怕他，但他毕竟

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所以我们就觉得活

得很有奔头，很有趣味。

王教师是民办教师，五十多岁，也

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不过是乡里读

过三年私塾的有点文墨的农民，他对外

面的世界与我们一样无知，所以整天逼

我们背样板戏的时候经常唉声叹气，同

学们基本上都背不下来，主要是不好

玩。《打虎上山》那段歌词背了两天都没

人能完整地背下来，王老师就气得用教

鞭一个一个地打，边打边在嘴里说着，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他铁青着脸，额头直冒汗。

到三年级的时候，有些算术题王老

师自己也做不出来，他愣在黑板边，苦

思冥想。这时候，学生们在下面交头接

耳，乱扔纸团，王老师就不再用鞭子抽

我们。实在想不出来了，他就对我们

说，“走，到院子里讲故事吧！”我们一听

这话，迅速蹦跳着直冲老槐树下，一个

个兴奋不已。所以我们希望王老师每

天都不会讲算术题。

四年级的时候，我到离家更远的地

方去读高小了。离开了王裕元老师，虽

然不挨鞭子了，但仍然怀念挨鞭子有故

事听在地主家院子里的时光。到公社

上中学后，我就没再见到过王老师，偶

尔听人说起过他，说王老师生病了，得

的是肝腹水。

1979 年，我考上了大学。临走前

的一天，王裕元老师突然来到我家

里。他更瘦了，脸色呈深褐色，他抓住

我的手非常兴奋，然后对我父母说，

“你看，这是我教的学生，都中榜了，上

大学了，真是不得了。”他执意要丢下

五块钱，我父母坚决不要，他生气了，

说，“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就是不

承认小许是我学生。”父母极其为难地

收下了王老师送来的五块钱，那年月

五块钱比今天的五百块钱更加难挣，

更何况那时候他已经是乡下失了业生

了重病的民办教师。

王老师家里有五个孩子，自己又生

病要吃药，五块钱对他可能就意味着倾

囊而出。母亲告诉我，将来你一定把这

个钱还给王老师。

大学毕业后，我领第一个月工资的

时候，就花十块钱买了一条烟准备送给

王老师。回到家后，我问起王老师是不

是还住在老王庄，父亲告诉我，王老师

已经在两年前就去世了。

恽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

老师。他给我们安排了两套作文本，

一套他自己精批细改。另一套，他带

领我们作文兴趣小组的同学一同批

改，遇到好文章或特别的句子当场就

念出来。有一次，有个同学写“老牛

抱着红花草打秋千”，显然是老舍的

“小猫抱着花枝打秋千”模仿句，被读

出来，我们几个哈哈大笑，老师也忍

俊不禁，说：“能抱着红花草打秋千

的，那就不是老牛了。”“蜜蜂蝴蝶还

差不多。”我们七嘴八舌。恽老师还

经常给我们几个推荐课外文章，那些

文章在他的高中课本或师范教材里，

他就把书带给我们轮流阅读，有时也

在班上读。我每每期待着老师腋下

夹一本厚书进班。那就是我的文学

启蒙吧。

“山外青山楼外楼，志向远大争

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

前头！”

恽老师，这是您写在我四年级作

文本上的“批语”，应是对我的寄语

吧，时隔二十多年我依然清晰记得。

如今我经常写点文字，偶尔也在报刊

发表，跟您的启蒙是分不开的。

借这个机会，让我衷心地向您道

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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