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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人正以自己的方式撩拨世人的神
经。他们在海外市场上甩出的大把钞票，让外
国人一次次瞪大双眼。

3月26日，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正在拍
卖的乾隆玉玺和清朝宫廷画精品《乾隆大阅图》
第四卷《行阵》，均被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买家
拍走。据法国媒体报道，乾隆玉玺被中国买家
以 1240万欧元的高价拍走，刷新了印章类拍品
价格的世界纪录。《行阵》更是拍出 2205万欧元
高价，刷新了亚洲艺术品在法国的拍卖纪录。

国人这种一掷千金的派头，近年并不鲜闻，
再加上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海
外媒体甚至发出了“中国正在购买世界”的惊
呼。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一份在 27个国
家28000人当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国家的公
众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担忧正逐步增加。这些担
忧主要存在于中国的一些关键贸易伙伴国中，
在富裕国家尤其显著。

“中国梦”与“中国口味”

多年来，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
碑：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
国、头号出口国和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对此，
西方人可谓爱恨交织。但除了担忧，他们也很
清楚，中国人越来越鼓的钱包，似乎意味着不可
限量的游动资本和投资冲动。

中国人的老朋友、美国芝加哥市市长理查
德·戴利对这些资本早已充满期待。2011 年 3
月18日到30日，戴利一直奔走于北京、天津、杭
州、重庆和香港5大中国城市中。

他在芝加哥市长任上，已经干了 22 年，将
在今年 5月卸任。而他一直有个未曾实现的梦
想——从芝加哥市区修一条通往奥黑尔机场的
高速铁路。

但芝加哥市政府的现状，让戴利无法实现
他的梦想。在他治下的这座城市，经济已显萧
条，市政府的财政也出现危机。

“我现在的梦想在中国。”出发前，市长在当
地媒体上高调宣称。他要带着芝加哥市的商业
领袖们，到中国寻找投资，以带给芝加哥市新的

“机会”。美国的媒体也将戴利此行，比喻为芝
加哥市长追逐他的“中国梦”。

在北京，戴利坦率地告诉新老朋友们，中国
经济崛起所显示出来的巨大潜力，已经激起美
国各个州市的极大兴趣，“扩展我们与中国的联
系，采取行动正逢其时”。

就在戴利乘坐汽车，前往各地的讲台发表
演讲，向中国推介芝加哥市时，一些顶级汽车制
造商，已经将中国客户的脾性摸得一清二楚。

3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继德
国和美国之后，成为奔驰公司的第三大市场，并
且是其顶级旗舰车型——S 级轿车的最大市
场。而去年，奔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单位销量
增长了115%。

他们也比芝加哥市长更早地将目光投向了

中国富人的腰包。去年，该公司甚至用飞机运
送了 100 位中国客户到德国和美国洛杉矶，为
他们即将生产的豪华汽车的外部涂饰与内部功
能提意见。最终，他们得出答案，“中国客户偏
好最大、最昂贵的车型”。

这些汽车制造商们的细心程度，恐怕超出
很多人的想象。大众公司在设计生产奥迪 Q5
时，加入了温控杯架，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客户
走到哪儿都喜欢带着茶杯”。而通用汽车在设
计新车型时，也专门为中国客户设计了宽敞、舒
适的后座空间。加长车身并把后座设计得更舒
适，也是这些制造商为中国客户设计豪华汽车
时的共同特点，因为“中国的有钱人一般都让专
职司机开车”。

中国客户的这些特殊癖好，已经对汽车制
造商的生产设计产生影响，不过，有分析指出，
这种影响暂时还停留在车型的配置及涂饰上，
在未来，中国客户可能会更关注汽车的驱动速
度，这将会影响汽车的核心技术。

中国人对速度的追求，也让越来越多的外
国人无法忽视。令戴利市长一直印象深刻的是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这次中国之行，让他
吃惊的，是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以及中国高速
列车前进的速度。

3月23日，从北京到天津访问时，戴利特意
选择乘坐京津高铁。在天津匆匆 7个小时的行
程结束后，这位欣然接受了天津市“荣誉市民”
称号的市长坦言，高铁留给他的印象最深。

芝加哥市长坐在乘客座位上，看着景物飞
一般掠过车窗，感叹道：“安静、高速，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

世界市场上的中国面孔

通过在几大城市的访问，已是第 5 次到中
国访问的戴利，再次看到崭新的中国面孔。

而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奢侈品市场上，人们
也见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中国面孔。

图卢兹的高价拍卖事件，再次将人们的视
线拉回 4 个多月前。那时，中国艺术品创造了
亚洲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而买家则是中国
上海的一名企业家。

2010年 11月，在英国伦敦郊外的一场小型
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被这名中
国企业家以折合人民币约 5.5 亿元的天价拍
走。这超过估价 36倍，也打破了此前黄庭坚书
法《砥柱铭》以 4.3 亿元人民币创下的中国艺术
品拍卖纪录。

中国艺术品价格的飙升速度，令外国人咋舌，
中国富人们出手之阔绰，也引起了海内外关注。

当时，《金融时报》记者史堤夫·文森撰文
称，天价花瓶背后是中国人的“瓷器爱国主
义”。在他看来，中国的一些富人们，正带着爱
国主义情结，急切地想买回本国文化遗产。这
种“瓷器爱国主义”，当时在中国国内也引起广
泛讨论。不过，不少人将这种“爱国主义”，看做
是“美丽的花环”和“浮云”。

那件花瓶至今还引人关注，因为 4 个多月
过去了，这位中国买家尚未付款。

但这桩悬而未决的大笔生意，似乎并未影
响外国人对中国艺术品消费能力的判断。前不
久出炉的《2010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危机和复
苏》报告称，中国在 2010年已经超过英国，成为
世界第二大艺术品和古董市场。

这份报告由欧洲艺术品基金会委托撰写。
报告指出，由于去年富有的中国买家数量剧增，
艺术品市场的价格也随之飙升。报告同时还指
出，很多国家的奢侈品市场在 2009 年萎缩，但
由于中国消费者的拉动，又在 2010年开始出现
复苏迹象。

在巴黎、拉斯维加斯，甚至在香港的奢侈品
店门口，人们时常会发现排队购买奢侈品的中
国面孔。据报道，仅在 2011 年春节，就有多达

5000 名中国游客到拉斯维加斯的梅西百货购
物，其中 800名游客来自北京和广州，他们年收
入在20万到100万人民币不等。

“这仅仅是开始。”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
院文化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喻文益如此评价道。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还不
高，只有少数中国人在进行高端产品消费，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对奢侈品的购买能力，
将会在世界上产生更大影响。

几乎在欧洲艺术品基金会发布报告的同一
时间，知名咨询机构麦肯锡也发布了自己的一
份报告，并作出类似的预测。他们认为，中国消
费者在奢侈品上的支出，每年将以 18%的速度
增长，2015 年将达到 270 亿美元左右。这意味
着，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规模那时将超过日本，位
居世界第一。

这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富人与西方富人有
天壤之别，中国富豪要比外国富豪年轻 15 岁，
他们每笔交易的金额也更大。

对于这一点，伦敦的房地产商人感受更
深。据英国媒体报道，最新研究显示，在伦敦市
中心高端房地产市场，来自中国内地的买家去
年在购买最昂贵住宅方面，超过了俄罗斯人，成
为花钱最多的人。截至 2011 年 2 月，在过去的
12个月时间里，中国内地买家在高端房地产方
面的平均开支为 650 万英镑，中国香港的投资
者则列第三位，平均花费是550万英镑。

这些中国买家尤其对面对海德公园、地处
梅费尔区或玛丽勒地区以及波特兰街花园广场
的房子感兴趣。他们的购房预算在 800 万到
1500万英镑不等，并且已有中国买家以 1175万
英镑和 2575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圣詹姆斯区
的两处地产。

供职于北京一家公司的陈忆，专门从事海
外投资置业的房地产营销代理业务，其业务重
心是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的顶级滨海物业。
在开展业务初期，陈忆发现，在澳大利亚置业的
中国家庭，多是为了移民或留学，一般比较喜欢
买公寓，房价算下来跟北京和上海差不多。但
这几年，在澳大利亚购房的人呈增加之势，出于
投资目的的购房者开始增加，大概占 1/3，买别
墅者也已不是少数。

有谁可以购买世界

“更强劲的消费还在后头。”喻文益说。他
认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本聚集，这些资
本都要寻求流通，最终都会导致对高端产品的
大量购买。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佩
蒂斯评论说，房地产、艺术品、邮票、珍稀波尔多
葡萄酒等，都在以创纪录的价格交易，这种情况
通常是在流动性过剩的时期出现。

投资银行家出身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
授贝姆认为，从 195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中
期，日本也经历过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时期，

但后来增长逐渐放缓，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增
长率只剩下 5%～7%。银行的“大量超额贷款”
人为推高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造成了 1980
年代末期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当时
日经综合指数几乎触及 40000 点，而 20 多年后
的今天，日经指数已经跌破 10000点。因此，中
国经济的走向令人关注。

那些跟着资本一起流动的中国富人，在澳
大利亚当地人中间，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有
人觉得这些中国人会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也
有人认为中国人炒高了当地房价，增加了他们
的生活成本。”陈忆说。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普利策奖获得者汤
姆·弗里德曼则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与
西方领军的民主国家的停滞和瘫痪相重合，这
带给了西方人心理上的不安。”

在欧洲，中国富人在伦敦和巴黎等地展现
出的超强购买力，甚至有些让人惶恐。法国有
媒体评论，富足的中国人“从企业、土地到港口、
债务，无所不买”。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发
表了“中国全面购买世界”的封面文章。

不过，戴利市长似乎不这么认为。他从美
国出发前，有华人记者问这位即将到中国寻找
投资的市长，是否会担心“中国购买美国”，或

“中国购买世界”的情况发生。
市长觉得谈论“中国购买世界”为时尚早。

他淡定地回应记者：“美国在世界各地投资，我
们也没有买下世界。”

对于让海外讶异的“中国人的超强购买
力”，喻文益认为，从统计学上来讲，国家经济发
展带来的资本流通和转移，必然带来各种优质
产品的消费人群的增加。新兴经济体在高速发
展时期，都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仅中国如此，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家，
都在经历类似的情况，其实俄罗斯对奢侈品的消
费比中国更厉害。”他对记者说。据《中国青年报》

奢侈品牌纷纷抢占中国市场。（资料图片）

六万公车引发的三大落差
北京市财政局日前公布了全市公车数

量——62026 辆，不足人们预期的 1/1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也在官网晒
出 2011 年部门预算。不过，公众关注的

“三公支出”从账本上不能直接看出来。（央
视《新闻1+1》4月5日）

国家部委陆续晒账本，北京率先公布
公车数量，从推进阳光财政的意义上看，无
疑值得肯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迎
刃而解，更不一定会得到公众的充分赞
誉。那么，导致官方数据与民间感受落差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是为谁公开。公开不是目的，公开
是为了让别人监督，你的信息只有体现了
客观情况，能够让人看得清晰明白，可以
进行基本的对比分析，监督才有可能。北
京公布公车数量，把统计口径放到了最
小，只把党政机关的公车计算在内，这就
不能算是“体现了实际情况”；财政部等部
委晒出的账本，对于人们最关心的“三公
消费”根本没有列出，这显然不能算“让人
看得清晰明白”。这样的公开，与其说是
给监督者看的，倒不如说为了完成一件例
行的公事。

二是谁来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办公
厅（室），或政府确定的其他主管部门负责
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区域的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在我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
条。北京的公车数量由财政局公布，这就
几乎决定了数据的局限性——动用直接财
政资金购买的才算公车。事实上，公车应
该包括所有用公款购买的汽车，而财政局
又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公车信息。这就需要
能有一个部门来出面协调、汇总所有公车
信息，把靠谱的数据发布出来。

三是怎么公开。公开政府信息，最忌
讳把具体问题抽象化。“官话”与“百姓语
言”历来是有距离的，机关里约定俗成的

“语言范式”被公众准确、全面地理解，并不
是很容易的事。因此，少一些繁冗，多一些

“干货”；少一些概念，多一些白话，是公开
信息时必须要注意的。做到这一点，除了
端正态度，也需要创新。比如，“三公支出”
从账本上看不出来，可能就有账本科目设
置错位原因，这就需要做出有利于公众监
督的改革。 马龙生

好好活着 活得心安理得
在新民谣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川子的歌，他有

句歌词是“好好活着，就是最牛×的信仰”，这句歌词
我很认同。

在我看来，好好活着，就是要活得心安理得。而何
谓心安理得？大概就是用正常的手段赚钱，然后无愧地
养活自己以及家人。当然，可能我们所说的心安理得标
准还与某些阶层有所差距，比如说最近有个新闻是说北
京有个大学生(广州人哦)，还是个美女大学生，她的某
个视频在网上很有人气，主要是因为她做的是一份扛包
的工作，用这个来养活自己(据《北京晨报》)。

之所以说这事儿可能与其他人的心安理得有差
距，是与另外一个人作为对比而言的。那个人是某个地
方的官员，他被抓住以后说得也挺理直气壮的，他说：

“要是说我贪腐，那每个官员都跑不了。”您看，这就是他
们的人生观，与这位美女大学生比还是挺有差距的。人
家觉得心安理得地赚钱吃饭、哪怕是社会觉得不该是个
大学生所应该从事的工作，也很正常，有些人觉得在贪
腐的路上如果差了别人一步那就是不够心安理得，其中
差距恐怕就不可以用同一个标准衡量了。

有人提醒我说，说不定过几天就有人会宣称，这又
是某些人利用网络进行炒作的一个事件而已，并非是一
个美女大学生真的拥有这样的价值观。这个倒确实要
警惕，毕竟好多人都是靠这个出了一些暂时的名头，然
后让人们对于心安理得赚钱这件事有了另外一种认识，
觉得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为了更大利益的炒作。

但我决定还是不管这种担心，而是把这种行为看
做是一种真的发自内心的话来评论。这是因为胡适
先生说过：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对人要在有疑处
不疑。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可以让我们疑惑的东西
了，哪怕是别人再怎么觉得可疑，也要用不怀疑的态
度来对待这种行为。道理很简单，这种行为是对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道德基础之所以被破坏有两个
原因：一个是没有一个正反馈机制来奖励最起码的
善；另一个是过多地宣扬了已经成功的恶。正所谓英
雄莫问出处，做事不择手段。没有人会追究一个人成
功之前做过什么，而成功之后更多人为这种成功涂脂
抹粉，更多的人为这些成功所收买，为了他们更大的
成功而文过饰非。那么多这样的成功者告诉我们一
个最现实的道理：所有的罪恶其实都是可以原谅的。

那么，我个人而言是愿意相信这种最起码的心
安理得，并且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具有的
准则，因为我等良心尚存的人，还是需要看到这个
世界有自己同类的，虽然有时候也告诉自己，即使
没有也不能堕落到某些人的地步，但要是有的话，
这个世界就多少还有一种吾道不孤的温暖在这里，
同时希望这样的人能够好好活着，是我们认同的、
最牛×的信仰。 散 人

没有4000万身家的教授还要不要带学生4月4日，北
师大教授董藩发
微博称，高学历
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并对研究生提
出要求，“当你 40 岁时，没有 4000 万身价
（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对此，
多数网民持批评态度，认为教师不应用金钱
来衡量学生。部分网民则认为这是一种激
励。（《四川在线》4月6日）

财富当然是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但不
是唯一标准。而“高学历者的贫穷就意味着
耻辱和失败”的逻辑，更是不敢苟同。古今
中外，不知道有多少大师一生清贫如洗，但
贫穷的生存状态并不能遮掩耀眼的事业成
就和人格光辉。左拉说“贫穷是一笔财富”，
三千年前的孔子尚提倡“有教无类”，门下贫
富皆存，但在董教授眼里贫穷却成了耻辱，
以如是狭隘和市侩的价值观来教书育人，不
能不令人揪心。

如果按照董教授的这种逻辑，大抵有资
格成为董教授学生的只有富人了——而且

还只能是那种合法致富发家的大商人，从事
其他职业的人事业无论再“成功”，想必都难
以拥有这么大的一笔财富。比如政府官员，
纵然是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若是不贪污受
贿，要拥有“4000万身家”也难如登天；再譬
如董教授这样的学者和教师，就算是各种灰
色收入，“4000万身家”怕也不容易。

既然财富可以衡量学生，自然亦可以衡
量教师。行文至此，笔者倒是想请教一下董
教授“身家”几何，有没有达到 4000 万的标
准。因为按照董教授的“成功标准”，没有
4000万身家的大学教授也不能算是成功的，
终归是一个“耻辱和失败”的教书先生。而
一个“不成功”的教授，又怎么可能教育出

“成功”的学生呢？由此而引申，大概凡是没
有4000万身家的大学教授都没有资格带学
生，以免误人子弟耽误学生的前程。

不需要上纲上线，“没有 4000 万身价

（家）不 要 来 见
我”本身就是一
种媚富逻辑，隐

喻着教育功利的现实语境。“大学之大，并非
有大楼也，乃有大师也”。在上世纪30年代，
大批的国学大师在北大、清华等学府中“指点
江山、激扬文字”，胡适、朱自清、沈从文、季羡
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但在近十几年
来，大师已经绝迹。传统人文精神流失，取而
代之的是工具教育理性，大学成了就业的跳
板，或者培养官员与商人的摇篮。基于这样的
大背景，董教授的话才会这般理直气壮。

社会现实价值观总是多元且具有短期
性、易变性等特征，大学的价值观念由于受
文化和历史沉淀的影响，具备摆脱短期功利
狭隘性的特质，因此它可以制衡社会负价值
的发展，担当起引领主流价值的作用。激励
学生创富成才是没有错的，问题的关键在
于，作为教育者，以“财富=成功”的功利标准
去衡量学生，不仅有失师范师德，还悖于兼
容并蓄、公平公正的大学精神。 陈一舟

药氏“激情”总能让人是非不分
“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这

则网贴，语出药家鑫同门师妹李颖。(《重
庆晚报》4月4日)

我很明白，说这话的人，没曾想过要为
自己的言语负责，因而“激情发言”。她最后
道了歉，只是说明她意识到“激情发言”是有
代价的。然而，更多的时候，人们不必对自
己的发言负责，因而这样的言辞并不少见。

我也很明白，能说出这种激情话的
人，想说出这种激情话的人，并非她一
个。尽管是个案，但仍可管窥一豹。这个
社会不合时宜的、多余的激情，时常借助
着身体、语言的暴力，呈现了出来。

专家认为这是教育的失败，说明知识
的灌输大过了人格的塑造。当药家鑫一案
因为“激情杀人”的辩护词而引发热议，以
至舆论分为两派时，我们的是非观是否也
需要教育？

如果真有失败，那是败在基础道德和
基础价值。一个社会总有其基础道德，总
有其价值根基，一旦失去之，难免走向“礼
崩乐坏”的境地。于是，我们彼此不再尊
重，我们用愤怒来思考，我们的激情溢出于
理性，也因此而显得激情多余。当然，给这

个问题开出药方，那是相当大的工程，反正
不仅仅是教育的作用，而教育本身也是这
个社会基础道德、基础价值的传导罢了。

我无意讨伐李颖，也无意替她辩护。
她不过是药氏“激情”体现于网络言论的
例子。一个是身体暴力的例子，另一个是
语言暴力的例子，它们代表了这个社会激
情的两端，是个案也是范本。当然，“激情”
终归是个好听的词儿，说白了，当激情溢
出于理性，自然向暴力转向，变成戾气。
而我们身上的戾气，总在适时地试探这个
社会文明的底线。

“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李颖如
是说。李颖是为药家鑫开脱吗？当然不
是，她不过是徒有激情罢了。我相信，也
有人看见这则留言时，同样会说，“我要是
看见药或者李，我也捅他(她)一刀”。这是
在捍卫道德，守护公平吗？当然不是。这
不过是戾气的自然流通，如同温度的传导
一般。总之，如果没有共同信奉的价值，
没有共同遵守的基础道德，这个社会就总
会溢出多余的激情，而激情总有其自我传
导的方式，并让人们是非不分，以昂扬的
姿态践踏一切碍眼的东西。 肖畅

三网融合或已夭折？
“我很久没被叫去

开会了，三网融合恐怕
已经夭折。”工信部电信
科技委主任韦乐平的一
句感慨，道出了三网融
合目前的真实局面。让
广电、互联网、电信这三
个不同商业模式融合，
以及让有公益性质的广
电业和市场化的电信业
竞争，本身就是无解的

方程式。2010年下半
年，全国12个试点地区
纷纷提交了各自的试点
实施方案，形成了武汉
模式、云南模式、湖南模
式等多种不同融合方
式，但均未能突破上述
体制的局限。这些模
式如无平衡且有效的
利益驱动，没有对等的
竞争或融合机制，最终
也只是一场“政治秀”
而已。 焦海洋/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