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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底，毛泽东约见

工商界著名人士。当陈毅介

绍到上海制笔公司副经理汤

蒂因时，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就是金笔汤。”并握着她

的手叮嘱：“你要做好社会主

义企业的经理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

海滩，有一批爱国的仁人志

士，不甘心中国权益旁落，

决心实业救国，为民族工业

的崛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也因此被人们赞誉是行业大

王，而女性大王就“金笔大

王”汤蒂因一人。如今的网

红钢笔“英雄”牌金笔，就

是在她的直接领导下研制开

发的。本文记载的是她的创

业故事。

毛主席称她“金笔汤”
——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汤蒂因的创业故事

徐 鸣

1958 年，针对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派克”牌金
笔，汤蒂因提出了“英雄赶派克”的口号，汤蒂因带领全厂科
技人员和工人，群策群力集体攻关，通过比较，总结出11条
差距，并以此制订了11项赶超指标。其中笔尖圆滑度最为关
键，历来都是工人们用手指捏着细小的笔尖在砂轮上慢慢打
磨，所以产品质量很不稳定。经过两个多月废寝忘食地精心
钻研，厂里设计出一套崭新的磨尖机，并改进了生产工艺，
由原来9道工序简化为4道，每道工序均使用机械控制，磨
出的笔尖不仅圆度高，表层光洁，且每支笔尖标准一致，大
大超过了派克笔尖。也正因为这一创举，“英雄”牌金笔的
笔尖这一自来水笔核心部件的制造技术，一直领先于同行，
并保持至今。

在经历了80余次的失败后，1958年10月，日后誉满中华
大地半个多世纪的100型“英雄”牌金笔正式投入生产。以

“英雄100”命名，就是表示要100%地达到“派克”金笔的水
平；100%地达到国家标准。后来，原轻工业部在上海组成专
门小组，对100型“英雄”牌金笔进行技术鉴定，最后得出结
论：根据轻工业部部颁标准，在10项指标中，有4项即笔尖
圆滑、漏水温差、吸水量、铱粒耐磨，超过51型“派克”牌
金笔，3 项持平，2 项没有可比性，1 项即塑料性能差于派
克。鉴定结果令100型英雄金笔名声大振，产量也连创新高，
1958年共生产了1万多支，到了1960年，达到152万余支。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及时抓住新闻热点，以当年整个研制过程
作为背景，拍摄了电影《英雄赶派克》。

1957年，汤蒂因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途经苏联、出访芬
兰。汤蒂因为此自豪地说：“幸福来自两条：一是中国共产党
的政策好；二是我愿意为国家出力。”

（本文作者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
文史顾问）

“英雄赶派克”

1930年 9月下旬，《新闻报》登出一则
“招收女店员”的广告：老上海四大文具店
之一的“益新教育用品社”打算招收 5 名
女店员，条件是初中毕业。

小学毕业的汤蒂因鼓足勇气寄出了报
名信。几天后，通过语文、算术笔试和口
试，她被破格录取。那年她14岁。

报到第一天，老板就发给新店员每人
一本价目单和店规，并当众宣布：试用期
3 个月，干得好提拔加薪、干得差只能
走人。

汤蒂因天生好强，经过一番勤学苦
练，在很短时间内，逐步掌握了所经手的
各式各样金笔的性能、特点和价格，对顾
客的各种要求也能应付自如。3 个月试用
期转瞬即逝，老板夸奖汤蒂因工作卖力，
宣布从下一年起升为门市部主任，工资由
16块涨到20块银圆。

整个部门的销售业绩都得她来负责，
这对一个刚刚进店才3个月的15岁女店员

苦心经营

“八·一三”日寇攻打上海的炮火
摧毁了汤蒂因的美梦。汤蒂因家住的南
市是上海遭空袭最猛烈的地区，积攒下
来的家业顷刻间化为乌有。由于上海形
势越来越紧张，日军飞机轰炸范围越来
越大，弄得人心惶惶，更别谈做生意
了。现代物品社放出去的货收不回钱，
损失极大。

汤蒂因不服输、闲不住，用仅存的
一笔资金加上亲友大力襄助，于卡德路
（今石门二路）一弄堂口，盘下一个铺
面。因为附近开办了几所中小学校，且
周边交通方便，又没有像样的文具店。
所以靠薄利多销，总算能喘口气。

不过要有所发展，这么小打小闹不
行。汤蒂因发现，当时稍有点文化和身
份的人，都讲究左胸前口袋里别一支金
笔。当时最流行的是美国的“派克蓝宝
金笔”，她把几种金笔拆散分别比较，
发现蓝宝金笔没什么特别的构造，唯有
笔尖上有一个小斜方块，嵌上蓝色。汤
蒂因由蓝色联想到绿色。汤蒂因对绿色
偏爱有加，着装、室内外装饰尽量采用

绿色，床头柜上常常插着一束绿树枝。
汤蒂因琢磨：人家卖“蓝宝”，自己为
什么不能卖“绿宝”钢笔呢？

可哪有现成的绿宝金笔呢？为此汤
蒂因找到一家名为“吉士”的自来水笔
厂，请该厂定牌生产绿宝金笔，并在笔
尖上的小斜方块里镶上绿色作为标记，
打出“永久保用”广告，推向市场。

这时抗战已胜利，美国货到处泛
滥。汤蒂因整天提心吊胆，唯恐绿宝金
笔积压卖不出去。不料事实恰恰相反，
绿宝金笔销量不断上升，有的顾客竟然
成打地买。原来人们普遍存在囤积居奇
想法：绿宝金笔的广告深入人心，在用
户中口碑不错，所以把绿宝也当成紧俏
商品来抢购。

汤蒂因喜出望外，赶紧派人去厂家
扩大订货，可是人家却没答应。仔细打
听才知道该厂打算自谋发展，开始生产

“吉士”牌金笔。汤蒂因怎么肯就此罢
休、轻易放弃金笔生意？她四处寻找，
终于觅到一家小厂愿意出让。于是她出
资2000块法币，将一个厂所有的造笔

机械、零配件和原料统统买下，还捎带接
收了两个师傅和三个学徒工。

1947年元旦，绿宝金笔厂就在现代
教育社里诞生了。汤蒂因除了每天坚持站
两个小时柜台外，下午3点钟以后就蹲在
车间里抓现场管理以及监督质量。她明白
产品质量关系绿宝声誉，若常出次品，名
声必然扫地，工厂肯定倒闭。因此她对所
有原料、配件的挑选极其严格。生产过程
中，每道工序均设立中间分段检验制度，
把好各个质量关口。生产出来的绿宝金笔
一部分自己门店零售，一部分批发。那时
候虽受美国货冲击，但内地和解放区需要
量很大。一年下来，绿宝金笔厂业务显著
提升，产销两旺。

除了在市场上已具有一定声誉的“绿
宝”商标之外，厂里还研制开发了不少新
品种，如“长寿”牌金笔，主要对象是老
年知识分子。该金笔颜色深，笔杆较粗，
便于老人握笔。而笔杆材料采用一般材
料，价格较为便宜。由于款式实用，上市
后立刻受到广大老年读书人的青睐；如

“鸳鸯”牌对笔，两支金笔款式、颜色和
内部结构完全相同，仅仅外形尺寸略有大
小，放入一个精致礼品盒。虽然一大一小
的“鸳鸯”牌对笔售价较高，但名称喜
庆，可作为结婚礼品送给新人，上市后，
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如“小朋友”牌金
笔，汤蒂因在传统金笔基础上，适当减少
笔杆用料，却增加笔尖的耐磨性能，且在
外观上加入红、黄、绿等鲜艳明快的色
彩，令中小学生爱不释手，十分流行。

重整旗鼓

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深谙
经营之道的汤蒂因清楚，想使一种商品
畅销，首先靠质量，其次是知名度。要
扩大影响，广告必不可少。因此汤蒂因
充分利用报纸、路牌、霓虹灯、广播电
台等宣传手段，大造声势。除了门店销
售，还兼办邮购和电话送货。打开销路
后，汤蒂因不仅没有放松广告宣传，且
更加重视电台这块宣传阵地。凭着父母
都是戏迷，认得沪剧、评弹、滑稽界名
角，像蒋月泉、筱文滨、姚慕双、周柏
春等艺人的有利条件，汤蒂因亲自上门
拜访，请他们为绿宝金笔大作广告。果
然，绿宝金笔的销售节节上升。那年
月，沪上的报刊、书籍和广播电台等均
可看到“绿宝”牌商标的广告。

汤蒂因没有因此喜形于色，她考
虑如何乘胜前进，让绿宝家喻户晓。
一天从收音机中听到越剧皇后袁雪芬
的声音，汤蒂因豁然开朗，当机立断
邀请袁雪芬上电台演唱时替绿宝做一
次广告。

通过熟人，汤蒂因见到了久仰的明
星。袁雪芬一贯坚持不唱堂会、不做广
告、不应酬三原则，但在和汤蒂因交谈
后，十分相投，对这位店员出身，靠自
己的意志、胆识和勤奋，冲破各种封建
势力，在上海滩闯天下的小姐妹，深表
同情与敬佩，慨然接受汤蒂因要求，答
应破例为绿宝金笔义务做一次广告。这
样汤蒂因包下8小时电台广播时间，除
了袁雪芬，另请来范瑞娟、徐天红、陆
锦华等著名越剧演员演唱。随着悦耳动
听的越剧曲调，电波载着绿宝传遍了上
海的千家万户，打来订购绿宝金笔的电
话铃声响彻不停。后来，汤蒂因投桃报
李，将绿宝订购电话“94182 （谐音：

久书一百年）”长期借给袁雪芬的雪声
剧团作为订票专线。

1947年 2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
了 《经济紧急措施》，好似一场风暴，

吹散了汤蒂因的美梦。生产绿宝金笔必不
可少的原料——黄金、白银全被搜刮干
净。而换到手的金圆券不断贬值，物价如
脱缰野马狂奔，原材料根本补充不进来。
至1947年底，银根收紧，周转失灵，汤
蒂因费尽心机凑不齐钱款，企业顿时停
工。虽然与厂里职工商量后，大家都愿意
同她一起共渡难关，避免了关厂危机，但
依然度日如年。汤蒂因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勉强维持。一向精力充沛的她竟身心交瘁
十分疲倦，像得了重病似的。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
的经济完全崩溃。上海人心惶惶，企业倒
闭、外迁。绿宝金笔厂小，更是困难重
重，汤蒂因实在支撑不住，无奈解雇了8
个工人。不少朋友则劝她去香港或台湾，
说什么共产党得天下，穷人翻身做主人，
资本家、老板都得吃苦头。对于这些风言
风语，汤蒂因起初半信半疑。不过仔细判
断：如果共产党像传说中的那么坏，为啥
还有这么多人跟着它？而国民党又打不赢
它？更使她难以忘怀的是在1946年的纪
念鲁迅逝世10周年大会，她亲眼见过站
在讲台上发表演说的周恩来。那热情洋
溢、亲切动人的形象，怎么也不像坏人。
汤蒂因考虑再三，决定留在上海，迎接
解放。

夹缝求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汤蒂因怀着激动和好奇心情，与越剧编
剧成容随袁雪芬赴京观光。入住的民航局招待所离天安门不
远，阳台正对着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的盛况令汤蒂因终生难
忘。随后她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并会见了原上海关勒铭金
笔厂副经理、实际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刘晓。所见所闻，
无不使她兴奋和快乐。

回到上海，汤蒂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上海市日用品公
司采购供应站，明确表示绿宝金笔厂的产品接受国营公司收
购。在所有金笔行业中，绿宝是第二家（关勒铭为第一家）接
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这一举动对她的企业以及今后的生活产生
了重大影响。

绿宝厂自从与上海日用品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产销两
旺。国家为了照顾私方利益，让厂家留出20%产品自行推销。
由于生产蒸蒸日上，绿宝金笔供不应求。

1952年绿宝金笔厂的产量比1950年增长了10倍，产品全
部由国家包销。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委员、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
会委员的汤蒂因，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上海市增产
节约委员会评定为“守法户”。紧接着喜讯接二连三，汤蒂因
同荣毅仁、胡厥文等一起赴北京出席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大
会。代表团路过南京，还受到陈毅宴请。6月30日下午，代表
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体代表。那是汤
蒂因第一次见到人民领袖，令她激动不已。

1956 年 1 月，汤蒂因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
议。会场里邓颖超找到汤蒂因，讲：“毛主席要在主席团休息
室接见你。”汤蒂因来到毛泽东面前，主席亲切问道：“你们制
笔行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有没有强迫命令？目前还有什么问
题？”汤蒂因反映了合营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有些小厂与家
分不开，老板娘也要求进合营厂，清产核资时生产资料同生活
资料难以划分。”毛泽东听后大气地说：“老板娘可以带进合营
厂，生活资料划起来要从宽，不要影响他们原来的生活。”

回到上海，为了进一步扩大金笔生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学习文化需要，汤蒂因代表绿宝金笔厂与天鹅金笔厂和博文
笔尖厂谈判合并事项。但私私合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牵涉到
许多利益问题，协商了半年多并无结果。

1953年，汤蒂因代表华东爱国工商界参加中国人民第二
届赴朝慰问团。归来后，思想和认识受到最可爱的人的英雄事
迹感染，觉悟和境界均有极大提高。心胸一豁达，3家私营企
业的合并顺利达成协议，于1953年国庆节，成立了上海绿宝
金笔厂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北京设立分厂。人力、财力、物力
都充实，且可以彼此取长补短，对发展生产十分有利，同时为
今后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打下了良好基础。

周恩来总理曾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期间，鼓励汤蒂因不
论厂大厂小，党和人民都欢迎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
在1954年，汤蒂因主动向政府提出申请，将上海绿宝金笔厂
公私合营，她自己被国家任命为私方经理。1955年，又与公
私合营华孚金笔厂合并（即后来的英雄金笔厂），仍旧担任私
方经理。

同年，汤蒂因做梦都没想到，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和全国妇联执委，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参与制
定我国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汤蒂因带头搞社会主义，不仅自己厂公私合营，且带动全
上海制笔行业进行公私合营，成立了上海制笔公司。那是全国
第一家工业专业公司，汤蒂因任私方副经理。

换了人间

汤蒂因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
1964年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青年汤蒂因

汤蒂因（前排）与同事游览途中。

来说，担子确实够重的。汤蒂因从早忙到
晚，下班后，又主动去批发部帮着配货、打
包、装箱。通过几个月辛勤摸索和实践，汤
蒂因丰富了商品知识；懂得了一点做生意窍
门；掌握了一些文具的批发渠道。

除了搞好销售，汤蒂因还密切关注市场
动态，及时向老板建议。对于积压、滞销货
物，采取跌价出售、买二送一等促销方法。
这一系列措施博得老板的欣赏。更令老板刮
目相看的是汤蒂因大胆揽下本店橱窗设计布
置的工作。她仔细参考南京路各大店铺的橱
窗摆设，自行设计、自行布置，让大家耳目
一新，并为老板每个月节省了40块银圆。于
是，老板对汤蒂因更加器重。1932 年 1 月，
提拔她为权力更大的进货部主任，每月工资
增加到24块银圆。

看到汤蒂因聪明、能干，会做生意，老
板相当喜欢她，动起了想娶她做小老婆的念
头。在知道老板心怀鬼胎后，汤蒂因便萌
发 了 自 己 当 老 板 的 想 法 。 恰 巧 她 哥 哥 失
业，汤蒂因便借钱给哥哥跑单帮。她又在
自家门口挂出“现代物品社”的招牌，开
始搞文具批发。

汤蒂因对文具批发业务熟门熟路，她将
各种热门好销产品的价格定得比益新略低
一点，寄发到全国各个客户手中。客户也
可 以 通 过 邮 局 “ 代 收 货 价 ” 的 方 法 来 邮
购。各地客户见现代物品社的价格便宜，
纷 纷 来 函 订 货 ， 近 的 上 海 市 郊 ， 远 至 云
南、四川。但是好景不长，3 个月过后，汤
蒂因的“秘密”被益新老板发现。老板当
然不能允许她脚踏两只船，汤蒂因干脆炒
了老板的鱿鱼。

汤蒂因 17 岁那年，当上了老板。她利
用过去的老关系，开辟进货渠道。原来她
在益新任进货部主任时，向来以廉洁、谨
慎著称，不摆架子、不受礼请，且各厂家
生产出的新产品，她都乐于经销，替厂家
推广，名声很好。如今，厂家见她自己开
店，同样乐意帮忙，一般先把货发给她，
到月底卖出货付款，甚至允许她过两个月
再结账。

经过汤蒂因 3 年的苦心经营，现代物品
社终于站稳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