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创办一家保险公司，为买到假
货的人上保险。”在“财智少年”的财商课
堂上，14 岁的文萃提出了自己的创业计
划，并向在座的“投资人”宣讲了自己创业
项目的计划书。想法虽然稚嫩，但一家公
司从诞生到发展、财务上从投入到盈利的
思路十分清晰。“很多当下的创业者都不
见得有这样的知识储备。”课堂上扮演“投
资人”的毛妮妮说。

毛妮妮是财智少年（北京）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几年前，她发起了

“财智少年”金融启蒙项目，设计了针对青
少年全年龄段的财商课程，并首先受到北
上广富裕家庭的欢迎。整个暑期，毛妮妮
格外忙碌，奔波各地。“很多家庭已经意识
到财商教育的重要性。”毛妮妮说。

有一种商叫“财商”

财商就是 FQ（Financial Quotient），
英文直译为“金融商”，业界称之为“财商”，
与智商、情商并列被称为现代人的基本素
质。大多数财商教育者认为，财商就是一
个人认识、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既包括
相关知识，又涉及财富观念，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驾驭财富的能力上。自 2000 年起，财
商教育理念被逐步引入中国，并逐渐在青
少年课外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们所说的财商教育主要是针对青
少年开展的。内容包括对金钱和财富的
认知、财富的获得方式和管理方法等。”中
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原副理事长贺增
强向记者介绍：“教育的目的一是让青少
年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二是让青少年了解
和初步掌握正确的获得和管理财富的技
巧，同时具备风险意识。”

很 多 人 把 财 商 教 育 仅 仅 理 解 为“ 理
财”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对此，多位业内
人士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佰特财商”创
始人王胜说：“认为钱的管理就等于财商，
这只是一个很狭隘的理解。这就犹如一
个有智商的人并不意味着他有智慧。”毛
妮妮则表示：“财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
了提升青少年的幸福感，培养青少年理性
选择、有效克制、有序规划和感受幸福的
能力，金钱和财富只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的工具。”国内首部财商童书《财富号历险
记》的作者张帆也有自己的理解，认为财
商就是人与钱之间互动的能力，是驾驭财
富“法、术、道”三方面的有机结合。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越来越意识到了
财商教育的重要性。美国联邦政府 2003
年颁布《金融扫盲与教育促进条例》，明确
提出把面向国民的金融教育正式纳入国
家法案。英国 2008 年将个人理财知识纳
入《国民教育教学大纲》，要求中小学校必
须对毕业生进行良好的金融知识教育。
在我国，2015 年底，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
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着重提
出，要“加强普惠金融教育”。但从教育实
践来看，我国相关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民间自发的、市
场化的阶段，许多是由有志于财商教育的
专业人士注册公司或设立民办非企业单
位进行运作和推广。”贺增强从事金融教
育超过 30 年，深知整个行业发展的“痛
点”，“我国社会整体的意识和政府的重视
程度还远远不够，应加强对青少年财商教

育的研究，并尽快纳入义务教育轨道。没
有‘国家队’的积极参与，仅靠民间力量终
究难成气候”。

财商教育要趁早

虽然国家层面尚未把财商教育纳入
正规的教育体系，但这一领域已经吸引了
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为何不约而同地
关注财商教育这个领域？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故事。

张帆的财商教育之路从自己的儿子
开始。孩子上小学时，向同学借了 5 元钱，
说还时要多付 1 元利息，还说班上同学都
这样，借钱要付利息，帮忙办事有“跑腿
费”。老师知道后反应很大，认为这是唯
利是图。但张帆冷静分析，认为这个问题
要一分为二地看。从市场经济角度衡量，
双方达成市场契约且遵守，并没有错。“我
想到应该跟孩子好好谈谈钱是怎么回事，
却始终没有找到适合的童书。”张帆说，

“于是，干脆自己动笔写。”
让高高在上的“精英教育”飞入寻常

百姓家，则是毛妮妮的初衷。毛妮妮曾是
高校金融学教师，后在担任瑞银金融大学
中国区主管期间，她为高净值家庭的第二
代提供传承培训，多年的教育从业经历令
她的思路延伸得更深更广。“如果被金钱
包围的‘富二代’都需要被教导如何获取
财富、如何掌控金钱、如何塑造正确的财
富观，更别说普通人了。”毛妮妮说，“普通
人的生活乃至人生更容易被金钱左右，因
而更需要在财商教育方面发力。”

王胜曾任新加坡某 IT 公司中国区总
经理，却创办了一个青少年财商教育的民

间公益组织。2008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
他看到国内财商教育的空白和需求。很
快 ，他 就 成 立 了“ 上 海 百 特 教 育 咨 询 中
心”，引进了荷兰国际儿童储蓄基金会的
财商课程，送课给薄弱校、农民工子弟学
校的学生。“他们会更早进入社会，比那些
家境富裕的孩子更需要财商教育，且缺乏
其他途径获得这种教育。”王胜说。

这些财商教育者的出发点不同，但面
对的境况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内财商教育
缺失与时代发展需要的突出矛盾。经过
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
实力和人们手中财富都大大增加了，人们
却缺乏与财富共处的能力。这一现状，既
取决于社会对财商教育认识的匮乏，又来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价值观
的潜在影响。

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艾
明秋对此深有感触：“受传统文化影响，中
国家长通常回避与孩子沟通关于钱的事
情，其实这是认识上的误区。”艾明秋说：

“不论人处于什么年龄段，都需要有自己
的‘财富之道’，这是观念层面的问题。”正
因如此，艾明秋正在积极推动出版财商教
育读物。

有前景更有“钱景”

“2009 年我们推广财商课程时，只有
约 10%的教育者觉得可以开课；而如今，超
过 70%的教育者认为财商课程‘可以上’。”
王胜对记者说，“虽然优先等级排在语、数、
外，甚至钢琴之后，但至少排进去了”。

在重视应试教育的社会环境下，财商
课程只要能“排进去”，就是不小的进展。

去年，广州市 36 所中小学率先在全国试
水，试点开设金融理财知识教育课程。在
北京，《财富号历险记》被一些小学列为课
外精读读物，有些中学自主开设财商教育
课程，更多学校和教师开始接受这一理念。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教师张萌就一直
身体力行推动财商教育。“在教学实践中，
很多学校和教师认为财商和金融教育很
有必要，很多学生甚至教师本人都有强烈
的兴趣和需求。”张萌说，“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经济公民’。
作为一名教师，必须跟紧社会变化的趋
势，满足孩子们的需求。”

随着财商教育理念逐步推开，行业也
找到了自己的“钱景”。《财富号历险记》各
种版本已累计销售 8 万册；毛妮妮领衔的

“财智少年”青少年金融启蒙项目“版图”
越来越大，成为京东“陪伴计划”的财商教
育内容供应商⋯⋯

行业所关注的“钱景”不仅仅是机构本
身，还有受益于财商教育的个人和家庭。
多位业内人士都表示，青少年的财商教育
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家庭。唐勇是《财富
魔法学院》青少年财商教育课程的开发者，
他始终认为财商教育本质上是家庭教育。

“财商教育只有结合家庭中的生活场景，解
决他们当下的困惑，注重父母与孩子共同
的习惯养成，才能更接地气。”

不 妨 让 孩 子 学 点 财 商

还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段气势恢宏
的“击缶而歌”么？如今，中国化工博物馆门前
就放置着一个“奥运缶”。声如磬，光如电的“奥
运缶”，其实源于 1978 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出土的铜鉴缶。早在战国时期，我国运用化工
技术铸造青铜的水平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提到化工，大家总是会与污染物或有毒物
质联系起来，想避而远之。但究竟化工是什
么？与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联系？带着对于化
工的种种好奇，记者走进了这座位于北京中关
村的中国化工博物馆。

“这是中国第一家国家级的化工博物馆，它
还很年轻，成立于 2008年。”中国化工博物馆副
馆长李彩萍介绍说，这座博物馆面积约有 2542
平方米，分为 7 个展厅，从古代化工的高超技艺
到近代化学工业的正式起步，再到当代化工的
全方位建设，详述了中国化工的发展历程。

在序厅入口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幅浮雕
作品。一幅浮雕表现了中国古代冶炼场景，展示
中国古代化工技术的蓬勃发展；另一幅浮雕则展
示了以有机硅为代表的现代化工生产工艺，表现
了人类生活与现代化工生产的紧密关系。

李彩萍告诉记者，在唐代盛行的唐三彩所
呈现的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依靠的正是化学
原理。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会产生不同色彩，黄
色的为铁氧化物，绿色的为铜氧化物，蓝色的为
铜或钴氧化物，紫色为锰化合物。

中国古代展厅讲述了从先秦到秦汉隋唐再
到宋元明清，中国古代先贤们在造纸火药、制陶
烧瓷、炼铜冶铁乃至熬油造漆、纺织印染、酿酒
制醋、灸制药物等化学加工技艺方面的非凡成
就，通过文字、图片、触摸屏等形式，生动地展现
了这些成就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化工技术和化学
原理。

步入近代展厅，李彩萍给记者讲述了我国
近代化学工业的起步和近代化工在科学研究、
学术团体等方面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在展厅
中，记者看到我国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侯氏制碱
法”创始人侯德榜的塑像，以及侯德榜先生所捐
赠的藏书和部分著作。在暮色苍茫的中国近代
社会，诞生了当时非常先进的“侯氏制碱法”，令
世界化工同行刮目。侯氏制碱法将合成氨和制
碱两大生产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食盐
利用率，缩短了生产流程，减少了对环境的污
染，降低了纯碱的成本，在全球都享有盛誉。

如今，化工业在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中，都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馆中还展出了大
量化工生产装置模型，如有机硅生产模型、CPP
制乙烯装置等，通过讲解员的详细讲解，使观众
详细了解化学工艺的生产流程。随着科学技术
进步，许多数据资料不断得到更新，参观者可了
解我国最新的化工发展成就。

化工博物馆将科学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融
为一身，3D 影院和小教室也不可错过。3D 影
院中播放关于煤炭变化过程的影片，从煤炭的
形成，到煤焦化、煤气化，再到日常生活中所用
到的煤炭衍生品，如化肥、甲醛等，一个完整的
煤炭产业链展示在观众眼前。来到小教室，小
朋友们可以亲自动手，体验化学的奥妙。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时刻都离不开化工产
品。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到文化艺术、娱
乐等精神生活，都需要化工产品为之服务。从
衣物合成纤维到农药化肥，从房屋的钢筋水泥
到汽车的轮胎汽油，化工与我们的生活关系紧
密，给我们的生活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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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化工之美

□ 张 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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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衣物合成纤维到农药化肥，从

房屋的钢筋水泥到汽车的轮胎汽油，

化工与我们的生活关系紧密，给我们

的生活增光添彩

□ 栾笑语

昆曲传承不能修旧如旧
□ 林紫晓

审美意识上的寻根，激

活和唤醒了深藏在心中、不

曾远去的传统，让越来越多

的人进入剧场欣赏昆曲

为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青春版《牡

丹亭》将于8月底在国家大剧院上演3天全本

大戏。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横空出世，立

即成为现象级作品。它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

“百戏之祖”昆曲的高度关注，还培育了大批

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观众，被认为是当代昆

曲复兴的标志性作品。

12 年过去了，昆曲的境遇已然有所好

转，但昆曲复兴仍然任重道远。曾在北京奥

运会上表演的浙昆小生曾杰说：“浙昆院团目

前有 80 人左右，加上全国其他院团，合在一

起不到千人，甚至比大熊猫还少。”

昆曲的复杂命运，典型地折射出中国文

化的深厚传统与当代境遇。作为中国传统雅

文化的集中代表，昆曲几乎包含了中国雅文

化所有成熟的元素：典雅含蓄的表达、流丽悠

远的音乐、精致细腻的表演，是中国诗乐一体

的艺术传统发展到新高度的典范。昆曲的衰

落，实则是传统雅文化的衰落。

对于今日的大多数青年来说，快节奏的

现代生活、不停歇地为未来拼搏是主旋律，闲

适的慢生活只是奢望。在拼搏中，无论是失

败的悲苦、成功的欢欣，还是挣扎的煎熬、奋

进的豪壮，其感情都是强烈甚至不免粗糙

的。他们无暇细品《牡丹亭》中一唱三叹的一

往情深，《长生殿》里水袖飘飘的爱恨情仇，末

路英雄《夜奔》的漫漫长叹，《桃花扇》上斑驳

的南朝往事⋯⋯这是现代节奏和古典韵律无

法弥合的距离，何况还存在着思想意识、时代

背景的差别。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曾强

调，昆曲需要“活态传承”。昆曲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它的传承主要靠人。每一个人都是

当下时代的人，因此昆曲的传承要面对当下，

而不能像物质遗产那样“修旧如旧”。21世纪

观众的审美观，毕竟迥异于明清时代，一方面

要尽量保持昆曲抽象写意、以简驭繁的美学

传统，同时也要利用现代剧场的种种概念，来

衬托这项古典剧种，使其既适应现代观众的

视觉要求，亦遵从昆曲的古典精神。

当然，无论怎么包装，昆曲的基因必须是

纯正的。眼下可以利用的现代化手段不胜枚

举，无论是运用多媒体来辅助表演，还是大制

作的舞台背景，核心仍是优秀的演员们口传

心授、传承至今的表演，呈现的是最传统的手

眼身法、最经典的唱念做打。

有观点认为，昆曲的发展应该小众化，应

该慢工细活、重返厅堂表演。几年前在皇家粮

仓上演的“厅堂版”《牡丹亭》，或许是这方面的

有益尝试。但是，没有汹涌的观众，再好的作

品也只是岸边怪石，无法形成壮阔景观。作为

戏曲艺术，昆曲需要更多人的掌声与喝彩。

有鲜活纯正的好作品，才能有观众；有观

众，昆曲才有未来。所幸近年来昆曲的热潮

让很多业内人士感到乐观，昆曲赖以复兴的

公众基础日益形成。越来越多的观众，尤其

是青年观众开始关注自身的文化基因，追慕

传统文化的精致与优雅。这并非单纯怀旧，

而是在全球化视野下，对中国传统雅文化的

全新认识。审美意识上的寻根，激活和唤醒

了深藏在心中、不曾远去的传统，让越来越多

的人进入剧场欣赏昆曲。

“姑苏一腔昆曲，半世岁月留香”。小说

家白先勇曾说，昆曲的复兴要等50年。演员

还年轻，观众还年轻，我们都需要时间不断学

习和接受。

图为中国化工博物馆化工与生活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