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文字的得失既牵动人心，
又涉及民利。中央领导要求
不说过头话，可耳听八方，过
头话还是有。过头话有形象
价值，但因无法变为有益的行
动，负面作用更大。

关于“充分”

说某人干了某事就“充
分”体现了对什么的重视等，
至少是欠确切。如果什么事
都“充分”了，给以后提高执政
能力、服务质量留下的空间就
太少了。

关于“圆满”

把一场活动、一场会谈、
一场研讨会描述为“圆满成
功”作为客气话还凑合，要当
真就至少是不够全面。一件
事如真的“圆满”了，怕不少人

会面临失业的危机。如学习、
研究、内政外交问题的处理
等，无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关于“进一步”

“进一步”多见于一些官
员的自我考评，主要是怕领导
和群众低估自己的政绩。所
以，说加强学习时得说进一步
加强，谈提高认识时得说进一
步提高。“加强”“深化”“扩大”
等动词本来就有“进一步”的
含义，加上“进一步”，不仅降
低了这些动词的功能，还暴露
出作者的个人考虑可能太多。

关于“切实”

一些人办实事下工夫不

足，在文字上花力气过多。
如，写“落实”不行，还要写成

“切实落实”“认真落实”“切实
认真落实好”，吓得读者不得
不怀疑原来说的“落实”是否
诚恳。

关于“绝对”

有人喜欢说我“绝对”这、
我“绝对”那。在一般性问题
上，“绝对”用多了，有违辩证
法精神；除了在核心问题上，
你说的不一定“绝对”属实。

有的文章里，“丝毫”出现
的频率偏高，如“丝毫没有”

“毫无”等，与真相相比，往往
显得过分。一过分，此“丝毫”

就不“丝毫”了。
关于“始终”

有一次有人说某两个国
家关系“始终友好”。这样写
至少应查一下有关两国关系
始于哪年、终于何时，否则恐
怕难说清楚。没有调研做基
础，对两国之间某段时间曾中
断关系不管不顾，就套用“始
终友好”的说法就好像把球射
入自己的球门。

关于排比

还有的人特喜欢排比句
式，不管内容是否必须，也不
管是动词、名词、形容词、副
词，都潇潇洒洒一口气堆砌三
四个，有时就显得矫情、可笑。

简朴是高格调的美。
摘自《从未名到未名·李

肇星感言录》

“万松岭上一间屋，
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
去作行雨，回头方羡老僧
闲。”

这是南宋诗僧显万的
一首《庵中自题》。1947
年，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
任先生应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相邀任该校教授
及东方语言系主任后，他
将新居定于伯克利半山腰
的一座西式楼房里，好朋
友胡适特意录了这首小诗
赠他。赵元任生性平和幽
默，如闲云野鹤，一生不问
政治，只做学问。即使做
学问研究，也是抱着“好
玩”的宗旨。而此时的胡
博士，恰为政治上的失意
时期，所以“回头方羡老僧
闲”，倒也颇能反映胡适对
赵元任的一点羡慕之意。

赵元任先生被誉为
“中国语言学之父”。在语
言上，他有天才般的能力，
各种方言一学就会。据说
他能说三十多种方言，并

精通英、德、法、日以及西
班牙、希腊、俄罗斯等多国
语言。但说来奇怪，赵元
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修
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而
他对语言、音乐、哲学等领
域的研究，却是全凭着兴
趣和觉得“好玩”获得世界
瞩目的成就。

对于赵元任的才学，
胡适非常服膺，并说其“生
性滑稽”，即使做学问也是
如此。赵元任认为没有四
声，就无法理解语意。在
语音和字义的问题上，他
曾写过一段著名的《施氏
食狮史》，用一个音来幽默
阐述他的观点。文中说：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
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
狮。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

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
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
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
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
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
狮，实十石狮尸。试释是
事。”

这段文字被收入《大
不列颠百科全书》，短短百
来字，如果光读而不看文
字的话，是无论如何也难
以理解的。这也是赵元任
先生幽默的性格所致，他
常常喜欢用轻松幽默的方
式与态度来对待学问。他
在 1948 年的《国语入门》
中，讲到语尾助词“吧”字
时，很幽默地举例子说明
不要和“王”、“鸡”这两个
字合用。如，问人姓时不
要说：“你姓王吧？”在请人
吃鸡时，也不该说：“请你

吃鸡吧！”
与胡适比起来，赵元

任的人生态度似乎更为轻
松与潇洒。对于学问的研
究，他几乎到了出神入化
的境界。赵元任做学问，
纯 粹 是 为 了 兴 趣 和“ 好
玩”，所以他写的字，是那
样气定神闲，和他做学问
一样，让你感觉也是在一
种放松状态下的“玩”，而
且“玩”得还游刃有余！他
有一句名言非常有趣：对
于学术，要怀着“女人对男
人的爱”；而对于艺术，要
具有“男人对女人的爱”。

对于这句妙语，我理
解为前者要保持恒心，后
者要具有激情。因为，女
人和艺术一样，唯有激情，
才能爱得更投入。

摘自《新民晚报》

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母亲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搬到首尔照顾二哥。我和
妹妹因为要读高中，只能暂
时留在浦项。父母为了筹
措在首尔的生活费，把房子
和做买卖的用具都卖了，只
给我和妹妹准备了一间很
小的房间。我们俩一边读
书，一边还要想办法养活自
己。父母每个月寄来的伙
食费根本不够我们吃饱，天
天喝稀粥也很难维持一个
月。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
就央求我：“哥哥，咱们哪怕
前十天吃个饱，后二十天饿
肚子也行啊。”但我知道如
果那样做，我们俩一定会饿
死。我找来 30 个纸袋子，
把一个月的粮食分成 30
份，一天就拿出一份，让妹
妹去煮粥。直到现在，妹妹
见到我还总是苦笑着说：

“哥哥当时真残酷，我差点
离家出走。”

1959 年 12 月，我和妹

妹终于踏上了开往首尔的
火车。一路上，我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孤独与迷惘。离
开了艰难生活了 14年的浦
项，从今往后，陌生的首尔
又将抛给我怎样的面貌？
父母似乎还没有在首尔安
定下来，贫穷开始纠缠不
休。但是，我心里总还期待
着首尔能有和浦项不一样
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父母在梨泰院的棚户
区租了一间小屋子，每天到
市场上卖蔬菜，和在浦项时
没什么两样。我那时没本
钱做买卖，倒是难得地清闲
起来。我曾经坐着电车，从
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再从终
点站坐到始发站。不知不
觉间，我会走到东崇洞、安
岩洞、新村这些大学街。看
到穿着校服的大学生们来
来往往，我的心里忍不住一
阵难过。唉，连饭都吃不
饱，跑来这里干什么？

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了

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学时
班主任曾经说过，高中毕业
证比初中毕业证有用，那
么，大学中途退学的话一定
比高中毕业证还强些吧。
要不我就考一次试试，如果
考取了大学再辍学，不就算
是大学中途退学了么？”

在这个堂吉诃德式想
法的鼓动下，我竟然真的着
手准备考大学了。我报考
了高丽大学商学院。考试
日期迫在眉睫，我一边利用
有限的时间拼命复习，一边
还 要 到 市 场 上 帮 父 母 干
活。他们不拦着我参加考
试，我已经很感激了。

离考试还有一个月时，
我开始熬夜复习，用当时流
行的安眠药来调节睡眠。
但在临考试的前三天，我终
于还是病倒了。考试那天，
我勉强爬起来进了考场。
不管考取与否，能够参加大
学考试，我已经心满意足。

但是，我竟然考取了。

我的大学梦实现了。我成
了大学中退生了。

还没高兴多久，我就被
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至少要上一个学期才
能算大学中退啊，光是考试
合格，没注册是没有用的。”

这下糟了，我去哪里找
入学的费用呢？这可比考
试难多了。就在我想放弃
的时候，梨泰院市场的人们
帮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凌晨
清理垃圾。只要肯卖力地
干活，交学费是没有问题
的。

于是，每天天未亮我就
开始忙活起来，把装得满满
的垃圾搬到推车上，经过三
角地、解放村、普光洞的岔
路口，再从美军营地的右侧
绕过去，把垃圾倒在指定的
空地上。每天我要往返六
次，上坡时累得气喘吁吁，
下坡时更吃力，也更危险。

本来只打算挣够第一
学期的学费，没想到靠着这
份卖苦力的工作，我顺利读
完了大学。

摘自《大学》

乘着苦难的翅膀飞翔
李明博

赵元任“玩学问”

李肇星谈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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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话，说得顺理成
章，理直气壮。

“我没有时间。”
“我赶不及。”
“要开会。”
“不，真的挤不出空

当。”
“怕妨碍了你。”
世上没有“挤不出”

的时间，也没有“找不到”
的人。

“没空当”，是相比之

下另有重要的事。“没时
间”，是你不肯赶、不肯
忙，甚至不肯少睡一阵
子。如果愿意，再辛苦，
也能飞到千里以外，见对
方一面。

说“找不到”，更是荒
谬而悲凉。那个人来来

去去在你知道的地方，玩
失踪，也有蛛丝马迹可
寻。真的要找，天涯海
角 ，岁 月 沧 桑 ，也 能 找
到。你尽了力吗？你真
的“ 很 想 ”把 他 揪 出 来
吗？你相信缘分吗？抑
或，你只是为自己找一个

比较顺耳的借口？
有一古老的俗话：

“墙高万丈，挡的是不来
的人。”

除了万丈高墙，一切
的钢门、密码锁、防盗电
网、利器、矜持、高傲、势利、
年龄差距和悬殊身份——
统统挡的只是不来的人。

要来？千军万马也
挡不住的。

摘自《视野》

教 育 部 新 闻 发 言 人
续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择 校 问 题 已 成 为 影 响 教
育 公 平 发 展 的“ 顽 疾 ”。
为此，教育部一直在致力
于治本之策，就是走扩大
优质资源，走均衡发展之
路。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科 学 院 院 长 涂 艳 国 如 是
说：“中国要从根本上解
决择校问题，实现均衡发
展，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
过程。”

解决择校费问题要

正本清源

现 在 怎 么 办 ？ 恐 怕
还得从实际出发。“择校
和均衡不是分立而行，而
是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策 略 地
交织在一起，基础教育均
衡化，必然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主要是政府行为。”
杭 州 市 春 芽 实 验 学 校 校
长刘晋斌说。

为 了 逐 步 实 现 义 务
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部
2005 年下发《关于进一步
推 进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
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把 今 后 义
务 教 育 工 作 的 重 心 进 一
步 落 实 到 办 好 每 一 所 学
校 和 关 注 每 一 个 孩 子 健
康成长上来，有效遏制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
之 间 教 育 差 距 扩 大 的 势
头。

《广州市教育经费投
入与管理条例》规定，市
人 民 政 府 年 度 财 政 支 出
中 教 育 经 费 所 占 比 例 应

当 不 低 于 15% ；区 、县 级
市 年 度 财 政 支 出 中 教 育
经费所占比例，由同级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审 定 。 捐 资
助 学 费 作 为 财 政 预 算 外
收入，可作为财政对教育
的部分投入，客观上起到
了 缓 解 义 务 教 育 财 政 投
入压力的作用。

一位专家建议，应由
地 方 人 大 着 眼 于 民 生 大
计 发 挥 监 督 职 能 。 一 方
面，监督政府扶持薄弱学
校，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另一方面，审核优势学校
择校生比例，监督择校费
必 须 流 向 薄 弱 学 校 。 同
时，由审计部门定期对择
校费审计。在他看来，一
旦利益链条被斩断，有关
部门、学校收取择校费的
动力荡然无存，择校费也
就回归调节功能的本位。

政 府 要 正 本 清 源 地
通 过 弥 补 这 些 失 职 来 消
除新的不公，而不能依赖
本已不公的择校费。

上述教育界人士说，
在 保 证 充 足 的 义 务 教 育
经费的同时，教师和校长
由 政 府 机 构 进 行 轮 换 调
整，保证各校师资力量和
教学水平的相对均衡。

均衡教育的核心是
实现师资均衡

“义乌已经开始了教
育均衡的尝试。”楼曙光
说。

楼 曙 光 在 义 乌 市 上
溪 镇 溪 华 小 学 当 了 三 年
校长，这是浙江义乌最基
层的一个普通完小，“属

于 义 乌 的 偏 远 山 区 学
校”。

为了促进教育均衡，
义 乌 市 教 育 局 把 他 从 义
乌 最 好 的 浙 江 义 乌 实 验
小学副校长任上，调到了
这里。

“义乌想在区域教育
均衡方面作努力。”三年
基 层 校 长 带 给 他 的 经 验
是，“教育均衡真正有作
用的是师资”。

义乌的环境比较好，
学 校 配 置 基 本 上 都 已 经
到位，城乡硬件设施差异
不 大 。 也 有 一 部 分 老 师
下到农村里去，但是这些
实 际 上 所 做 的 东 西 还 是
太少，一年根本没起到什
么太大的作用。“我觉得
步子还是太小，真正做到
教 育 均 衡 还 有 很 多 很 多
路要走。”楼曙光说。

农 村 好 老 师 都 往 城
里跑，农村学校里培养好
了 一 个 就 走 一 个 。 所 以
教育界人士一致认为，教
育 均 衡 最 重 要 的 一 个 问
题 就 是 老 师 的 平 衡 。 教
师 的 轮 换 制 度 是 政 府 对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 进 行
宏 观 调 控 的 有 效 措 施 之
一。

教 育 部 和 各 省 都 要
求 建 立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校
长、教师定期流动机制。
按 照 优 质 校 与 薄 弱 校 教
师定期互派轮岗的制度，
名 校 的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还
是能得到充分发挥。

校 长 流 动 机 制 实 现
应该不难，但是，实现教

师 资 源 的 均 衡 分 配 可 能
吗？学者们认为，没有物
质资源的均衡化、没有激
励机制的实施，教师资源
的 均 衡 分 配 只 能 是 一 句
空话！

怎 样 让 老 师 流 动 起
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科 技 大 学 原 校 长 朱 清 时
的观点是，一个办法就是
把 教 师 变 为 公 务 员 。 其
实欧洲、日本的教师都是
公务员。既然是公务员，
享受国家的相关待遇，那
么就必须承担义务，就是
5 年一轮岗，在城市工作
5 年，就要到农村去工作
5 年 。 当 然 教 师 变 公 务
员，也不是说一下子把所
有教师都转为公务员，而
是 先 把 部 分 教 师 比 如 新
上 岗 的 青 年 教 师 和 优 秀
教师变为公务员，让他们
流动起来，这样逐渐增加
中 小 学 教 师 公 务 员 的 数
量。

据了解，日本公立学
校，教师都享受全国统一
的公务员待遇，实行校长

“ 任 期 制 ”和“ 轮 岗 制 ”。
同 样 教 师 也 实 行 定 期 流
动，一般说来在 6 年内都
会流动一次，这对均衡校
间 发 展 水 平 起 到 很 大 的
作用，特别是对经济薄弱
的地区，作用更为显著。
由于师资均衡，在日本这
么一个人口密集、各种竞
争也极其激烈的国家，并
无择校的狂热。

摘自《南方周末》

教育部一直想解决择校费问题

林语堂看重钱，会赚
钱，在 20世纪 30年代的上
海文坛，人所共知。他拥
有高收入，也是遭人诟病
的一大原因。

那时，上海的文化出
版业竞争很激烈，打着各
种旗号的刊物，多如过江
之鲫，读者买不买账，得看
有没有名作家撑场面。于
是，名家作品是一稿难求，
普通作家是数稿难发。

初 闯 上 海 滩 的 林 语
堂，倦于钩心斗角、尔虞我
诈，想安安分分地靠爬格
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远
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吃
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

穷则思变，林语堂想
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
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
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
这样，可以得两分稿费，不
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
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
中文，好到无法翻译成英
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
翻译成中文。

不经意间，机会终于来
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越然编写的《模范英文
读本》，被选入教科书，赚
了不少钱。林语堂看出端
倪，教科书是一本万利的
买卖，以当前学校对英文
科的重视程度看，市场不
可限量。经孙伏园接洽，

林语堂与开明书局合作，
出版《开明英文读本》。

书籍上市后，市场反
应很好，一个月内，加印好
几次，连带着名不见经传
的开明书局也兴旺起来，
推出的书，接连大卖。

林语堂趁热打铁，一
连推出《开明英文文法》、

《英 文 文 学 读 本》（上 下
册）、《开明英文讲义》（三
册）等系列教科书。为了
更好地刺激销量，他还请
画家丰子恺配漫画插图。
他编的书生动活泼，课文
和文法结合得很紧，颇受
中小学校青睐。

据林太乙回忆，林语
堂每年可从开明得版税
6000 银元，按中国银行目
前的比价，一银元等于 20
元人民币，也就是12万元。

林语堂初次下海，就打
了一个漂亮仗，而且实惠
多多。源源不断的版税，
让经济窘迫的他，摇身一
变，成了上海文坛数一数
二的富人作家。欣赏的
人，赞他是“教科书大王”；
不客气的人，说他是靠教
科书起家的“暴发户”。

林语堂离开《论语》编
辑部，也是因为经济纠葛。

《论语》是一群意气相
投的年轻人，一时玩笑而
创 办 的 ，有 点 玩 票 的 性
质。创刊期间，不管是主
编林语堂，还是撰稿人，抱
着一个信念：杂志是大家
说话的地方，能生存就不
错了，谁也没有计较编辑
费、稿费。

谁知，《论语》出埠随
即大卖，邵洵美所辖的时
代 书 店 ，狠 狠 地 赚 了 一
笔。出到第 10 期，林语堂
找到邵洵美，直言不讳地
说：“既然杂志有了盈余，
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
的活，得把报酬定下来。”
后经协商，《论语》编辑部
每人每月100元编辑费，稿
费千字 2元到 3元，以时价
看，算不得高。

《论语》发行量越来越
大，杂七杂八的交际事务，
日益繁重。林语堂忙得焦
头烂额。不久，林语堂提
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
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 200
元。林语堂自认为合情合
理，时代书店总经理章克
标暴跳如雷，气冲冲地向
邵洵美抱怨：“语堂这么
搞，分明把《论语》当成自
家的菜园子，重利轻义，是

一个门槛精。”邵洵美不愿
插手，毕竟他是书店的老
板，胳膊肘不能往外拐，他
说：“你看着办吧。”

章克标拿这话当尚方
宝剑，对林语堂的提薪要
求，态度十分强硬。林语
堂最受不得闲气，想着自
己一手打响《论语》的招
牌，却落得里外不是人，言
词上颇多不逊。

刚巧，良友图书公司
准备办刊物，盯上了林语
堂，开出编辑费每月 500
元，并提供专业办公室一间的
优厚条件。林语堂一气之下，
脱离了《论语》编辑部。

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
计较，可是，该花的钱，一
点都不吝啬。

抗日战争期间，林语
堂为难民多次慷慨解囊，
还以每年720法郎的花销，
收养了6个孤儿。

他还雇人为老家板仔
村民修学堂，买低洼田地
挖大鱼塘，买田园，并且买
台湾的甘蔗种苗、柚子苗、
树苗，给乡民栽种。

林语堂教育女儿：“金
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
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钱有
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
得有价值，又能帮助别人。”

林语堂的金钱观，其
实很简单。

摘自《大学》

我是1955年出生的，以
下是我活到现在亲身经历的
几次经济泡沫。

1987年香港股灾：

从千万富翁到街边小贩

1986年，我在深圳见到
了十几年没见的小学老师。
他是我在长春市安达小学读
书时的语文和数学老师，1977
年他带着老婆、孩子来到香
港。老师从建筑工人开始，几
年后开始在家里装电子表往
大陆卖，后来深圳开放了，他
跑到深圳办了手表厂。

在深圳第一次见面，他
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深圳
（香港）环亚电子集团公司董
事长，他在深圳的工厂有
1000多工人，是深圳当时最
大的电子装配工厂之一。之
后三年，我们没再联系。1990
年我在香港油麻地逛街，突然
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十
元两件！十元两件！”我一回
头，有些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我的老师正站在三轮车上大
声叫卖日本的二手衣服。怕
他尴尬，更怕自己尴尬，我没
敢上去跟他打招呼。

回家后，连忙找出名片
给老师打电话，所有电话都变
成别人的了。第二个星期天，
我又去了油麻地，那天没有市
政的人来查，但生意也很冷
清，我鼓着勇气上前跟老师打
招呼，本以为他会尴尬，可老
师似乎并不在乎，他坦率说：

“我破产了，现在只能做这个
生意了。见到你真好，如果没
事，陪我聊聊天。”我问：“那么
大的工厂，怎么会破产？”老师
说：“嗨！都是一个贪字。
1986年香港股市疯了，我看
不少人赚钱，我这个学金融的
虽然知道股市风险大，但还是
忍不住进去了，结果越炒越

大，最多一天能赚一千万，我
把工厂也抵押给银行，借了钱
去炒股，哪承想1987年股灾
一来，我的资金一下子转不
动，房子和工厂都给银行拿走
了。”我问：“师母怎么样？”“她
现在在新蒲岗的一件制衣厂
剪线头，我们还借了一部分私
人的钱，这个钱总是要还的。
好在这是香港，人只要勤劳就
饿不死；只要饿不死，总会有
机会。这就是人生。”当时已
快要60岁的老师这样说。

老师永远是老师。从此
我明白香港人说的“马死落地
行”是什么意思了。

那次股灾，源起于1987
年10月19日，星期一。此前
一天，美国股市大跌22%，与
美国关系密切的香港股市，随
即一个跟头栽倒。股市暴跌，
港府只好出手，连关了四天
市，港股重新开张，多数股民
的钱亏损了2/3。有一大批
香港股民像我的老师一样破
了产，其中大部分人永远也没
机会再回到股市。

1992年日本股灾：

跳楼的野村证券员工
1990年，我到日本公出，

顺便去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
——野村证券参观。当时的
日本股市如日中天，比2007
年的中国股市还火，市盈率甚
至冲到了100倍，一些日本和
世界经济学家纷纷说，传统经
济理论对日本不适用，日本正
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那一
年，日本房地产业同样不可一
世，据说整个东京市的地价、
房产总值，甚至可以买回半个
美国。那时候，日本商人在全

世界可牛了，到哪儿都像阔佬
逛菜市场一样，想买什么就买
什么。于是，日本人买了美国
金融帝国的象征——洛克菲
勒大厦，买了美国电影的象征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买
了加拿大的森林，买了澳洲的
铁矿，买了香港半山上最贵的
房子，日本女人买了70%法国
生产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
群结队飞去泰国打高尔夫、顺
带高价买春……接待我的是
一位野村证券的年轻经理，他
把我送出野村大楼时，站在大
厦旁边台阶上，指着那座新落
成的60多层的花岗岩大厦不
无骄傲地说：“当今世界已进
入信息经济，这个大楼里储存
着全球客户的经济信息，野村
证券为了保证这些信息的安
全，在这座大楼地下100米处
建有一个小型发电站，它可以
保证野村证券在世界上发生
任何事情时都能正常运作。”

可不知怎么回事，到
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
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
33000 点跌到了 11000 点。
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日本企
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
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了一
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
好几家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
卖给了外国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
野村证券经理到香港出差，我
请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诉
我：现在日本企业也开始裁员
了，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证
券界，他手下一个前年才从早
稻田毕业的青年，上个月跳楼
了。电视台现在最热门的电

视节目就是教人如何省钱，比
如教日本家庭主妇如何用烧
饭的余热煮鸡蛋。

那段时间，香港大街上
的日本游客少了，进高档餐馆
吃饭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经
济泡沫”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脑
海里有了真实感受。从此，这
泡沫就经常跟着我了。

1997年香港股灾：
成为负资产的女秘书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来了，香港哀声一片。

本来，1997年上半年的
经济形势还好好的，香港的楼
市、股市不断创出新高，去酒
楼吃饭甚至要排队。我们公
司开发的一个楼盘开盘卖楼
花，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
去排队。可房子还没住进去，
泡沫就来了。楼价一口气跌
了2/3。一位刚来香港还不
大懂香港规矩的内地歌星火
急火燎地找到我，说是要退
房，我说：“你看到门外那两位
小姐了吗？她们是我们公司
的秘书，在这个公司已工作
10年。她们和你一样，也买
了我们公司的房子，因此她们
那10年只能算是给公司做了
义工了。你没看这几天香港
报纸都在讨论吗，很多人买了
李嘉诚盖的房子，现在变成了
负资产。有人想让这位首富
网开一面。你猜首富李先生
怎么说？他说：香港是个重合
同、守信用、风险自担的社会，
你没看到金融泡沫，只能自认
倒霉。如果这个泡沫不破，你
的房子赚一倍，我也没理由跟
你分利润。”

摘自《中国企业家》

我亲历的几次经济泡沫 黄铁鹰

挡的是不来的人

林语堂重钱轻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