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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施沈华董事长，也可以说是与 Jackie
对话，既是轻松顺畅的，却也是没有在笔记本

上留下他的励志金句或豪言壮语。

施沈华很是简洁地回答了我的提问。言及

他在北京大学取得化学和经济学双学位，随后

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博连读拿下药学专业博

士学位，并成为系内唯一一名拿下ORS奖学金

的学生，施沈华仅仅说“是的是的”，丝毫没有

为这段学霸生涯春风得意。说到2012年5万元

起步，2021年已经是一个数亿身价的老板，问

其中的缘由，施沈华嘿嘿一笑：他的总结是多

学习多努力。又说到曾经融资没有到位，举家

借债七八百万，他还是嘿嘿一笑：毅力还是需

要的，很是云淡风轻。施沈华不是在敷衍，我听

得出来，他说的都是干货。

施沈华向我解释，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

人。我稍感意外。施沈华在英国读书期间做过

化妆品的销售，还取得了全英销售冠军的业

绩，自主创业，要与客户谈生意，要和风投公司

谈融资，要维护营销渠道的畅通，都是凭三寸

不烂之舌的，何以内敛？

施沈华说，谈生意谈产品和聊天对话是不

一样的。那好，我请你把我当作是客户，向我推

介你创立的“自然之名”护肤品牌。可以。只是

一秒钟的间隔，施沈华介绍起“自然之名”的由

来，品种，优势……语速明显地快起来，不厌其

烦娓娓道来。

我的理解是，施沈华是一个极其务实的

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极其低调的人，他喜欢

用自己的产品来说明自己。我欣赏这样的风

格。“自然之名”是“中国制造”。凡是使用护肤

品的人，大多喜爱国际品牌，因为它们历史悠

久，产品成熟，市场营销成功，而且他们的广告

大手笔……这都是“中国制造”的化妆品望尘

莫及的。“自然之名”不仅是中国制造，而且起

步已经是2012年，如何在美丽而残酷的化妆品

世界里分得一杯羹？

施沈华的化学和医药学业专长，还有他在

英国做过的化妆品推销，使他很快在“自然之

名”上嫁接成功。施沈华总结自己的成功之道，

追求天然品质，开辟线上渠道，找到自己的客

户。“自然之名”，也就很自然在客户中有了名

声。

即使是在“自然之名”展现勃勃生机之时，

施沈华也很清醒地意识到，化妆品世界的主角

是那些国际品牌，“自然之名”是无力和他们抗

衡的。犹如是F1比赛，你都进不了他们的赛道，

又何谈超车？施沈华决意在化妆品领域里去开

辟一条新赛道，开辟一条大家都想来参与、而

自己足以领先的赛道。

施沈华连连用了“赛道”这个词。赛道和渠

道有所不同，渠道是你和自己比，赛道是你和

人家比；渠道是第一层次，赛道是更高层次。超

越和领先是发生在赛道里的事。

施沈华认为，护肤品的效果本身就因人而

异，研发出根据各种肌肤需求的产品，制定多

元化的管理方案才能够为肌肤带来更卓越的

功效。所以，他决定打造专业智慧定制护肤体

系。2018年，EVM品牌诞生。施沈华是医药学毕

业的博士，他秉承医学界专业理论，融合了自

己的药理复配灵感，研发了这个智能定制化护

肤品牌。他看到了中国护肤品市场巨大的成长

潜力，将皮肤生理学、AI智能检测高科技、基因

组学和营养组学四者相结合，研发每款产品根

据肌肤的各类需求，制定多元化的管理方案，

让EVM成为了更加专业的国货智能定制化护

肤品牌。

这是化妆品领域一条新的赛道。无论是在

国内还是国际化妆品领域，EVM都处于领先位

置。施沈华说，成分、卖点、包装、剂型等方面的

创新，非常容易被模仿；基于独家原料的创新，

在国内不具备天然优势；因此，EVM基于品牌

定位——也即是定制化妆品，做了难以复刻的

创新。

个性化的服务，是护肤化妆品的趋势，也

是施沈华的领先一步。“自然之名”和EVM，仅

在上海就有十几家线下店，比如环球港、BFC、

梅陇镇……

我问，个性化的定制服务白领们接受吗？

施沈华说，年轻白领门很愿意尝试。因为EVM
测试是免费的，消费者当然愿意将自己的个性

化需求得到个性化服务；而且我们的跟进服务

不仅有品质的保证，还有性价比的优势。这就

是新的赛道。

对话到此，施沈华丝毫不再“内敛”，反而

很是轻松。施沈华是老总，不仅没有老板会摆

的谱，相反，他是很随意的人。在公司里，他的

名字是 Jackie，他和所有员工都是以英文名字

互相称呼。他的下属对我说，即使是公司开会，

Jackie也是和颜悦色的人。

我倏然间想到，施沈华，Jackie，作为护肤

化妆品领域的新锐，在另一条赛道上也是领先

的。他在北大的双学士和在诺丁汉大学硕博连

读的学业生涯，造就了他的人文修养和书卷气。

我的“赛道”我领先
■ 马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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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周

年，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潮澎湃感慨

万千，抗美援朝战争铸造形成的抗美援朝伟大

精神，是当代社会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

们要传承它，弘扬它，使它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源泉。

我叫王荣初，今年90岁，中共党员，庄行镇

马路村张云十组人，也是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侵

略者决战过的退役老军人。6月 5日，是我终

生难忘的入朝参战纪念日。1951年，也是我18
岁那年，我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在家人的支持下，

第一时间跑到村委会报名应征。通过乡里政

审区里体检全部合格，于1951年1月11日光荣

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经过3个月在国内集训，我被编入第67军

201师601团2营6连。6月5日，部队跨过鸭绿

江来到战火纷飞的朝鲜境内。放眼望去，原本

非常美丽的朝鲜国土在美帝国主义飞机的狂

轰滥炸下，遍地焦土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

我和战友们心中满是愤恨，表示要狠狠的打击

美国侵略者，为朝鲜人民报仇！

公路被炸平，汽车不能通行，为了赶时间，

我们弃车前行，背着80多斤重的枪支弹药、被子

干粮，马不停蹄地赶往前线阵地。天上有美国

侵略者飞机狂轰扫射，地上到处是坑坑洼洼，汗

水、雨水使身上的衣服湿透，脚底也磨出了血

泡。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冲

破千难万险，每天急行军100多里山路，在规定

的时间内准时到达了我们部队的战斗阵地。

到达前线后，为配合大部队发动秋季战

役，我们 67军打了一场出色的阻击战，初战大

获全胜，把美国侵略者以及李承晚的军队成功

地阻击在阵地前，我们军也被中央军委授于

“铜墙铁壁军”的光荣称号。

之后，我们奉命坚守阵地，严防敌人再次

来犯。干部战士们日夜在前沿挖掘坑道，修筑

工事，准备充足的弹药物资，打击敌人，保护自

己。前前后后打了一年多的时间，打了无数次

的防御战，阻击战，拉锯战，也击退了敌人无数

次的冲锋反扑。敌人飞机大炮轰炸阵地，我们

就钻入坑道，躲避炮火，敌人发起冲锋，我们就

跃出坑道，用机枪扫，扔手榴弹轰，与敌人反复

争夺殊死战斗，把来犯之敌坚决消灭在阵地前

方。有时我和战友回想起那个时候，我们究竟

是靠什么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打得美帝国主

义乖乖地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那答案就是一

个：我们是为了祖国而战，为了和平而战，大家

才能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彻底打败敌人！

后来，我先后被调入连部、营部担任军械

员，具体负责保管和发放武器弹药。有一天拂

晓，我跟随营长去前沿阵地，突然敌人一阵炮

火袭来，幸亏营长及时拉我卧倒，否则当时我

就光荣牺牲了。

1953年 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展大规模

夏季全线反击战，我所在的部队为第一梯队，

冲锋在前。战士们手持武器，冒着炮火向前冲

锋，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踏着他们

的血迹继续往前冲锋，我们不怕牺牲前赴后

继，艰难地攻破了敌军一道又一道的防线，为

大部队的反攻扫清了障碍，取得了大反攻的全

面胜利。

1953年 7月 27日晚上 8时，朝鲜战场全线

停火。由于我在战斗中奋勇当先作战勇敢，获

得了三等功一次，还受到了上级的多次嘉奖，

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 9月，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

策，我和战友们告别了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

离开了我们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朝鲜国土，

回到了祖国，我们部队在山东胶州进行休整。

之后，我参加了军部组织的军械员集训，

因成绩优秀，被选调入军司令部军械处，先后

担任军械员、军械助理员、守备处军械仓库主

任等职务。1956年到 1958年，我被选派到河

南新乡军械预备学校和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

校学习3年，军衔也从少尉提升为中尉。

1963年，我转业回到上海，分配在徐汇区

服务公司工作。1965年，被上海警备区任命为

徐汇区服务公司人民武装部长。1994年 2月，

我光荣退休。现在身体还较硬朗，我继续发扬

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积极为做好社区治理献

计献策，经常向年轻人讲述红色故事，讲述自

己的奋斗人生，为建设和谐社会尽己所能，忙

得开心。

下班时分，走进夕阳的影子，白日的脚步

越来越急，清晨的阳光还在眉梢，黄昏的炊烟

已立肩头。

初夏的余温彷徨在浓密的林荫，五月的蔷

薇谢下娇艳的盛装。孩子们背着书包走在放

学的路上，三三两两，挽手同行。明亮的眼神，

红红的校服，熟悉的模样让人心生欢喜。年少

真好，点燃花季沿路绽放。美人蕉、月见草、蝴

蝶兰，一蓬接着一蓬，一束挨着一束，在绿色中

绚丽，在绚丽中柔软，装点城市旖旎的姿态。

六月饱满，空气在鲜活中盛开，随着一场

又一场突来的雨水直奔希望。洗过蓝天，云霞

织锦，奔跑的列车驰骋在崭新的轨道，在一声

声“轰隆”声中绘制日月交替的星图。城市加

快了脚步，大踏步向前，暂停的时候不说想念，

到来的时候祝福未来。它像一位意气奋发的

青年，从不退缩，从不怀疑，永远年轻，永远坚

定，永远神采奕奕。

六月的热烈令太阳炫目，初升的月亮急切

请出镰刀。田头，清清的水渠，借着暮色驱赶

燥热。农人卷起裤脚，躬下身子，赶工劳作。

金黄的麦子开始收割，针尖般整齐的秧苗在稻

田里列队布阵。一刻都不等闲，咬一口刚出笼

的馒头，喝一口新烹煮的青梅酒，灶头才熄了

火，阵阵的麦香已探出了田头。跟多变的天气

抢着跑，多割一茬是一茬。田里的时光是农人

的天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广阔，是执着更是

传承。

沉甸甸的麦子发出了隆重的邀请，“五黄

六月天，家中无闲人”。

到了芒种的时节，城里上班的孩子都要急

着赶回家，似乎不走一回田间，就错过了一年

中最盛大的节日。接过父母手中递来的镰刀，

粗粝的木柄透出父母掌心的温度，闪亮的版面

隐现岁月悠远的流年。一起下田，一起回到从

前的时光。

那时马路还是田野，石桥还在村头。军绿

色的书包中放着铝制的饭盒，自家种的米，自

家种的菜，自家灶头炒出的香。到学校的第一

件事，就是去食堂放饭盒。三层架起的大木蒸

笼，底下炉火熊熊，火苗高旺，四周热气腾腾，

如临仙境。镇上的学校离家远，中饭都须在学

校吃。夏日里，天亮得早，父母起身更早，忙完

家务事，就要往田头赶。

临走前还不忘对在被窝里的娃关照：好好

读书，期末考个好成绩，将来去省城。

喔。后来真去了省城。父母依旧在田头

忙，天天起早贪黑，麦田稻田来回转。娃也忙，

教室寝室两边跑，题海书海万里游。吃不到家

里种的菜，手里紧紧攥着学校的饭菜票。每个

月雷打不动的生活费，虽然只是存折上一个固

定的数字，却是父母省吃俭用的积攒。好好读

书。唯有好好读书，挑灯夜战，含着眼泪博取

金榜题名。

父母笑，娃也笑。田头的农活做不完，村

里的空屋越来越多。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去

了省城，打工创业，总有离开的理由。娃毕业

后顺利进入城中大国企，领了高薪买了小屋。

六月里，娃下班后打电话给父母，通话音响了

十几下没人接。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隔着绵长的

铃声，娃仿佛看见父母弯腰劳作的身影。该回

家了，应回家了。

麦芒已经金黄，新秧矗立水间。镰刀的光

影里，一个打马扬鞭的娃正在轻声地问：“我也

来插秧，好吗？”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谱志新语谱志新语

■ 王荣初/文 王 英/整理

诗以言志诗以言志 资福寺古银杏
■ 之 鹰

打开小栅

一块块工整的路砖

怀抱着满园的木草之香

几羽云中的鸟鸣

呢喃真江南的岸

这一树的夏青

和全季的修身如玉

抽出了十面的自在与清凉

碑影悠悠

因为心中有灯火

才会去照亮生活

资福寺0018号古银杏

七百年铜枝铁杆

一场场重磅的雷鸣电闪

留下了从善如流的彻听

更有金石裂空的使命担当

也结下了这半亩

含珠吐玉的生命琼浆

扎一根红飘带

添上满门福

初一十五的好日子

在随风徜徉

挂一串红灯笼

汇一条星星河

画进了家乡这片天空……

（注：资福寺古银杏，在奉贤区金汇镇，

树龄己达700多年）

给女儿讲了个关于我朋友和她布娃娃的

故事。

这个朋友年少时玩具都是捡来或者自己

做的，比如从黄沙堆里挖出的花纹石头，工地

上的毛竹结，灶头间用完的火柴盒，弟弟那里

要来的溜溜圆的弹珠，也有自己画好剪下的单

薄的纸娃娃。

比她小很多的表妹，有个红色的大洋娃

娃。娃娃有双会眨眼的大眼睛，平放着，闭上

了，抱起来，睁开了，晚上放在身边，还能听她

述说心事。朋友特别羡慕，想借走娃娃，但不

想惹表妹哭，因为表妹也正是个娃娃呢，于是

总让爷爷送去表妹家住上几天，借口是想妹妹

了，其实也想着洋娃娃。但不可能常住呀，也

不敢向大人开口买一个！想要个娃娃的念头

像田边的茅草一样，不断在她的欲望里疯长。

于是她决定自己做个布娃娃。

家里没有可以供她挥霍的布，所以计划第

一关键，是要有块适合做身体的布头。终于，

等到家里请了裁缝来做衣服，两个八仙桌拼起

来的工作台排场很大，她跟在裁缝屁股后面，

趴着桌面，一边冒着星星眼一脸佩服地看裁缝

划线、剪裁，一边偷偷地用手臂肘扒拉下几块

巴掌大白色的确良的碎布头，让其不经意的掉

落在地上。问裁缝：“婶妈，掉地上的布你还用

吗？”裁缝是个明白人：“拿去玩吧！”她马上捡

起来揣入口袋，跑楼上去了。

材料有了，“工程”也该开始了。

没有模板和图纸啊，全靠她的小学美术功

底去设计。对着镜子比划：头、脖子、身体、四

肢。剪下圆，剪出方，相同的布块正面相对，缝

一圈，留出缝口，把正面翻转出来。一个一个

零件的框架做好，得往里面塞棉花了。关上房

门，翻开床单，在棉花毯的角落里掏棉絮，一抽

拉，就会放射状的多带出一部分来，把带出来

的塞回去，捏一捏，松一松，让其尽量恢复原状

不露马脚。听听门外没有动静，再换一边，继

续掏挖。扯出来的棉絮从缝口里一点一点塞

入，不够，继续霍霍棉毯，到最后连毯子的完整

性都不去考虑了。将塞足棉的零配件，一个一

个按顺序缝合后，用圆珠笔画上眼、鼻、嘴，一

个比她手掌大、扁凸壮的光头娃体算完成了，

巨丑，丑到她都不好意思给添上头发。有了第

一个，也算打下了基础，布头还有余，就做了一

个更小些的，把一卷紫红色的细缝纫线，剪成

若干根，一根一根的缝到头部，有头发的娃娃

果然秀气了些，虽然还是丑，但穿上剪出来的

简单衣服，还是有点娃样的，到底是她自己做

的么，毕竟她的母亲也从没嫌弃过她又黑又笨

呀！过段时间奶奶晒毯子，惊呼：“哎呀，被絮

哪来那么多洞？”她抢着回答：“可能有老鼠

吧。”奶奶笑了：“哦，看来这老鼠还不小！”没有

继续追问，也就放下了心。

这两个丑娃成了她的心头宝，不再臆想表

妹的洋娃娃。她睡觉时放在枕边，读书时让坐

在桌前，想讲诉悄悄话时，在她手心里和她面

对面。布娃娃安静地陪伴了她很多年。

女儿听完我的讲述，瞧瞧写字桌上一排大

小不一的各种娃娃，瞧瞧我手中正在收尾的娃

衣，哈哈大笑：“那个朋友就是你吧！”

后来那两个布娃娃呢？

消失了，不止娃娃，还有我的年少时光！

我有些怅然。她捏捏我的手，眨眨她的细

眼睛：“你看，我在，我是你会说话的真娃娃！”

布娃娃
■ 阮伟鸿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和谐生活（国画）
■ 洪 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