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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典当世家的九公子、典当行里的少掌柜、典当王国的自由之路、转战房地产
，成就裕泰兴、直面风暴，顺势而为、精耕细作，崛起裕泰兴、聪慧贤妻伴一生、儿女成才家族旺、
罗氏家族慈善行、九九归一，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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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 爷爷罗敏璘的传说广东番禺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土地肥沃，河网密布，自古以来，农耕
文明十分发达。
罗肇唐的爷爷罗敏璘便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罗家的根在番禺石碁镇的傍西村。
石碁镇历史悠久，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建番禺郡以来，便逐渐有中原军民南移入
居此地，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石碁成村于明初，因村头一处被称“龟如石”的地方有一石质碁(棋)盘及石质碁(棋)子而得名。
石碁是个文明古镇，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底蕴丰厚，教育资源丰富，教育传统浓郁。
曾涌现出教育家、书法家麦华三，一代武术宗师黄啸侠等著名人物；拥有享誉盛名的沙涌鳌鱼舞、大
龙孔子诞、凌边乞巧节等民间特色活动和历史悠久的傍东流芳堂、石碁同安社、新桥九成书院等名胜
古迹。
傍西村在宋末成村，与今日的傍东村曾为一个自然村落，因近江海之故，初称“傍海”，后称“傍江
”。
建国前属同安乡，1958年分为傍江东与傍江西两个建制单位，简称傍东、傍西。
其中，傍西村位于番禺中部的石碁镇，西距市桥镇4公里，北距广州24公里。
传统的傍西村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乡村，极富水乡特色，以农业生产为主，种植水稻、甘蔗等。
主要姓氏有罗、蔡、黄、钟、叶等。
清朝时，傍西村中央用青石板铺了一条路，取名中和大街，街两边的商铺做着药材、茶叶、香蜡、日
杂等各式小买卖。
那时，番禺的县城市桥镇是一个热闹的大镇，有从事典当业的传统。
雍正年间，广东番禺县典当行业就已兴旺发达，当时小小的市桥聚集了20余家当铺，典当生意异常红
火，同业还在老城流水井组建了典当会馆，可谓盛极一时。
当时国内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之外仅有番禺才有如此兴盛的典当业，这是十分罕见的。
一百多年来，番禺罗氏、高氏在香港典当业独领风骚，显然是有根有源。
罗肇唐的爷爷罗敏璘原本是在番禺傍西村耕作的农民，只因一次偶然事件，不得不背井离乡。
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4月，广东珠江三角洲出现台风暴潮，“省河捞尸八万余”。
这是广东有关台风暴潮的史料记载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傍西村也不例外，暴潮过后，村里一贫如洗。
年长的村民十白灾后爆发瘟疫，不得不把年轻人送走，有些甚至是全家出逃。
父亲把罗敏璘送到市桥，准备让他从那里搭船去南洋。
路过流水井时，父亲脱掉身上的上衣，走进一家当铺，换了几个铜板给罗敏璘当路费。
当铺的老板员工满面红光与满街的难民菜色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年轻的罗敏璘头脑里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想，有朝一日能做一名当铺的员工该多好呀！
罗敏璘随着逃难的人群涌向码头，船东们纷纷吆喝：南洋是一个有钱的地万，去那里不仅能活命，还
能发财。
罗敏璘和父亲告别，依依不舍，罗敏璘宽慰父亲，一定要在异乡赚很多钱，回家后买田置屋。
父亲叮嘱一年半载后无论是否发财都要回家，罗敏璘含泪应允。
在比较船价后，罗敏璘随同村人登上了一条要价便宜的船。
但是这条船并没有去南洋，而是去了越南。
越南的自然环境比番禺更加恶劣，长年台风不断，完全是靠天吃饭。
因为年年歉收，当地人缺衣少食，所以大多长得矮小，一副天生营养不良的模样。
上了岸的罗敏璘十分懊悔，但为了求生，他不得不到处找工做，最后在一家橡胶园当了一名杂工。
异乡生活十分艰苦，每天起早贪黑，辛苦劳作，每个月也仅有5个越南盾的生活费，这让罗敏璘发财
的梦想成了泡影。
由于水土不服，加上营养不足，罗敏璘常常生病，这也让他备感孤单。
每当日落之时，他会呆呆地望着家乡的方向：在梦里惊醒时，也常常以为自己身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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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心切的罗敏璘身体更加差了，发财是没指望了，如果不赶紧回家，说不定还会客死他乡。
当时还没有定期的航班，主要是一些跑货的船顺带捎人，所以要等到一条跑番禺的船，也不知是何年
何月。
半年后，有一条船要跑香港，听船老板说香港离番禺很近，罗敏璘便决定先到香港，再找机会回去。
就这样，罗敏璘来到了香港。
1842年英国人通过鸦片战争把香港沦为殖民地后，这个荒凉的小岛作为英国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中转
站开始发迹。
上岸后，疲惫不堪的罗敏璘为筹路费便找工做。
去过几家商铺，但老板一见罗敏璘骨瘦如柴的样子就拒绝了，害十白这个菜色病容的青年人做不了几
天就会病倒。
当时，中环一家名叫埠安的当铺招伙头，负责店内员工的膳食，闲时亦要协助当铺内的一些杂务。
罗敏璘得知后，便找到一个与埠安当铺老板相熟的老乡帮忙引见，得到了这份工作。
罗敏璘很能吃苦，每天5点起床准备餐饮，收拾行当后还主动帮工。
由于是从事自己心仪已久的行业，罗敏璘心情舒畅，又因不再日晒雨淋，罗敏璘的身体恢复很快，满
面的红光使本来就英俊潇洒的罗敏璘更显得一表人才。
当时的当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工，罗敏璘在做伙头之余还要做些其他活计，跑上跑下，搬东挪西
，他从没有怨言。
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让老板很是满意。
时间长了，老板还发现罗敏璘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且记忆惊人，所有接触过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
便有意培养他。
一年之后，罗敏璘由伙头转为学徒做“追猫”。
何谓“追猫”？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典当行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典当是一门古老的生意，在一般人的眼中，它是神秘的，其中的职位、等级亦有别于其他的企业。
典当业的经营管理，在工作流程及分工合作方面都颇有讲究且自成体系。
既有严格的分工又环环相扣，各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一般情况下，当铺内的职员约分为六七个职别，除了上述的“伙头”，还有以下几种。
司理——即经理，管理当铺内的财务如筹措资金、增减资本、监督账目等，为当铺中的顶头大员工、
部分为股东兼任。
掌柜——根据当铺的大小不同，分别设有一个或多个掌柜。
他们依照各自身份，等级从右至左坐于柜台后，负责验物、定价、决定收当与否，直接与顾客交易，
即所谓“朝奉”。
其中，尤以正掌柜最为重要，通常都是由富于业务经验、熟悉人情世故、办事精明老练的典当老手担
任。
其余的副掌柜则为协助人员。
当铺经营好坏，正掌柜最为重要，因而其薪水、待遇等均最好，在同事中地位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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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我从来没有打算过移民。
我以前在国外投资，也是想储备好资金，一旦国家有经济不景气的情况出现，就可由外国汇钱回中国
香港接济。
　　所谓“生手斯，长于斯”，中国才是我生长的地方。
国家好，香港好。
　　——罗肇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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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州市荣誉市民传记系列:罗肇唐传》编辑推荐：罗肇唐先生，祖籍番禺石碁镇傍西村，番禺傍西村
教育基金会荣誉会长。
1986年首次回家乡番禺，他倡议成立傍西村教育基金会并带头捐资20万元港币。
多年来，为傍西小学、傍西幼儿园、石碁镇“教育、敬老、残疾人”基金会捐款赠物近250万元。
1994年10月，经番禺市人民政府提名，番禺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第十、第十一次会议决定，
授予罗肇唐先生“番禺市荣誉市民”称号。
2000年9月转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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