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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200万年一遇的恐怖

10 年一遇的不幸叫灾难，50 年
一遇的不幸叫重大灾难，100 年一遇
的不幸叫特大灾难，而 200 万年一遇
的不幸呢？恐怕只能叫“物种灭绝
级”灾难了。

2013年4月15日，黄金市场遭遇
的就是灭绝级灾难！

在整整一个周末，追加保证金的
通知单如雪片一般充斥着全球黄金
市场，高倍杠杆下的黄金多头们已面
临灭顶之灾。星期一，亚洲市场刚开
盘，绝路逃生的人们自相践踏，死伤
无数，黄金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溃败由
此拉开了序幕。

伦敦市场暴跌，美国市场崩溃，
电视新闻的黄金价格显示已跟不上
黄金暴跌的速度，全世界都目瞪口呆
地见证着人们心目中的财富“诺亚方
舟”，居然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中就沉
没了。

当天，纽约期货黄金价格从周五
收盘的1501美元，以自由落体的状态
收盘于1361美元，狂跌了140美元，跌
幅达到了9.3%，创下30年来最大的单
日跌幅纪录！

以市场波动性而论，当日盘中交
易更为惊心动魄。英国《每日电讯
报》4月 16日惊呼：“以正态分布的理
论为计算基础，你会看到周一（黄金
市场）的波动性，在5亿个交易日里才
会发生一次，即200万年一遇。”

当这种级别的灾难降临时，恐龙
也会灭绝。华尔街的媒体啦啦队们
扯开嗓门高呼：黄金完蛋了！

“中国大妈”逆袭华尔街

然而，黄金投资者并没有“被灭
绝”，接下来发生的事令全世界大吃
一惊！

4月 16日，就在期货黄金价格暴
跌的惊涛骇浪中，于无声处炸响了一
声惊雷！

全世界的实物黄金抢购者们，
就像听到了发令枪一样，几乎在同一
时刻，从各个角落中突然杀了出来。
他们猛烈而毫无征兆地冲进了各大
城市的金店和银行，半个世纪以来从
未见过的黄金抢购狂潮席卷了整个
世界！

在中国大陆，最早闻风而动的就
是“中国大妈”了。她们看不懂《华尔

街日报》，也不知道纽约黄金期货的
技术图形，看到黄金价格下跌，就像
听说北京三环的房价从 5万元（每平
方米）跌到了 3 万元，哪有不抢的道
理？她们只在乎值与不值，哪管期货
不期货。老百姓的思维很朴实：金比
纸贵重，地比钱踏实！

不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
线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黄金抢购风
潮，而且几乎每一个省会城市都出现
了黄金卖断货的报道。

这到底是多大的购买规模呢？
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数据说明了一切。

上海黄金交易所是中国所有合
法黄金现货交易的总集散地。一切
国内的矿产金、回收金，以及进口的
海外金，都必须首先进入上海金交
所，然后才能合法交易和向全国输
送。在零售市场中，所有黄金制品的
最终源头都出自上海金交所。上海
金交所的会员包括金融机构，黄金、
白银、铂等贵金属制品的生产、冶炼、
加工、批发和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法
人。简而言之，上海金交所的出库
量，就是中国市场中所有合法黄金的
总交易量。

2013年 4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出库量同比暴涨182%，达到了惊人的
236吨！该所2012年的全年出库量为
1138 吨，2013 年 4 月的出库量接近
2012年第一季度的总和！

到 4月底，国内黄金市场已经基
本断货，上海金交所的现货黄金的溢

价比国际市场每克高出近10元，而正
常情况一般不超过 1元，这意味着在
国内买黄金要比在国外买黄金每盎
司贵了50美元！如此之高的溢价，反
映出实物黄金在中国市场已处于极
度短缺的状态。

因为国内金价太贵，大批“中国
大妈”纷纷奔赴香港扫货，直接导致
香港金银业贸易场库存被“洗劫一
空”，成交总金额高达创纪录的 1600
亿港币，相当于 400 吨黄金的交易
量！至 4月 24日，香港实物黄金存货
已濒临枯竭，不得不紧急从伦敦和瑞
士补货，订购量为平常的4倍！

4月底，随着国内“五一”长假的
临近，大批“中国大妈”再度携巨款

“轰炸”香港，香港的金店又一次赚得
盆满钵满。据香港媒体报道，从 4月
29日到 5月 2日，全港 1200家珠宝店
黄金销售同比暴涨50%，4天卖出黄金
40吨！

“中国大妈”一战成名，她们在国
际黄金期货价格暴跌，黄金市场人气
崩溃的危机中，横扫了中国内地和香
港的黄金实物，震惊了国际金融市
场，也震动了华尔街的大佬们。

4 月 10 日，高盛发布报告，强烈

看空黄金，并建议客户们大举做空黄
金。仅仅13天后，在全世界实物黄金
井喷般地抢购风潮面前，高盛不得不
改口宣称，虽然继续看空黄金，但不
建议客户继续做空黄金了。

其实，抢购黄金的风潮不仅仅在
中国爆发，世界各地投资实物金银的
热情也如燎原之火，熊熊蔓延。

纽约期货金价暴跌之后，美国的
实物金银投资者们立刻开始了大规
模抢购。

4月 16日，美国最大的贵金属商
Amark和CNT，宣布其白银库存已经
断货，它们也是美国财政部指定的金
银币制造的原材料供应商。受其影
响，美国重要的贵金属订货网站 SD
BULLION，当天在首页上挂出“断
货！”（“SOLD OUT！”）的显著提示：

“由于今天史无前例的实物销售规
模，订单送货将会延期20天。”

有着 41年贵金属从业经历的比
尔·海恩（Bill Hayne）不禁感慨：“从来
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金银短缺，美
国众多的贵金属批发商都已断货，订
单提货被延期 4～6 周处理。实物金
银的买家与卖家的比例达到了惊人
的 50∶1，致使所有贵金属购买的手

续费暴涨。”
4月 17日，全球最大的金银币提

供者——美国财政部铸币局发布的
报告显示，美国人当天狂买了创历史
纪录的 6.35万盎司的金币，即两吨黄
金！而“中国大妈”在“五一”节横扫
香港市场时，出手规模为每天10吨！

4 月 24 日，就在香港黄金卖断
货的同时，美国铸币局宣布 1／10 盎
司的金币也卖断了货，供应中断长达
一个多月之久。1／10盎司金币是美
国最受普通家庭喜爱的金币投资品
种 ，2013 年 以 来 销 售 同 比 暴 涨 了
118%。整个 4月，美国铸币局黄金销
售近 21 万盎司（6.8 吨），销售金额
3.11亿美元，创下了铸币局有史以来
的最高纪录。

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黄金消费
国，在 4 月进口了 142.5 吨的黄金，比
前三个月的平均水平大幅增长 66%；
在 澳 大 利 亚 ，帕 斯 铸 币 局（Perth
Mint）4 月黄金销售创历史纪录，达
到 11.2 万 盎 司（3.6 吨），同 比 暴 涨
534.4%；在日本东京银座商业区的金
店里，日本人大排长龙，需
要耐心等待三个小时才能

买到黄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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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经典的老舍与老舍的经典
姚宏越

作家马原在谈到梅里美的名
篇《卡门》时曾说过：“《卡门》问世
已经超过一百年，肯定还要活生生
存在于人类世界几个、几十个一百
年，因为杰作是不朽的。一本好书
必定如此，它以几种时间方式存在
于世。每一种时间方式都是一个
独立的序列，不与其他序列交叉。
这以后，由于其他艺术方式的介
入，它的生命力得以在不同领域里
发扬光大。”我完全赞同马原先生
的这种论述，而老舍先生在笔者看
来，就是中国的一位梅里美式的享
誉世界的经典作家。

老舍一生著作等身，在小说、散
文、戏剧等众多文学门类中都有很
高的建树，同时他也称得上中国现
代作家中，作品涉猎艺术领域最广、
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最多的作家
之一。仅被改编为电影的作品即有

《我这一辈子》《龙须沟》《方珍珠》
《骆驼祥子》《茶馆》《月牙儿》《离婚》
《鼓书艺人》，等等。相对于比较容
易改编的小说和戏剧作品，老舍的
散文作品，从艺术形式上看，相对稳
固，但从出版的角度而言，可以说依
然具有了以几种时间方式存在于世
的味道。

据舒济介绍：1934 年 4 月上海
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老舍幽默诗

文集》，收文 35篇，是老舍先生最早
的一部幽默散文集，此书的出版乃
得益于陶亢德和林语堂的帮忙，在

《论语》杂志上，老舍曾在介绍本书
时幽默地说：“不是本小说，什么也
不是。集价七角。”

进入上个世纪 80 年代，香港
的三联书店愿意再版《老舍幽默诗
文集》，舒济女士以谨严的态度，
对原书稍做增删，收文变为 40 篇，
并请了漫画大师方成绘制了多幅
插图，此书 1982 年出版后，几年间
再版 6 次，足见老舍散文在海外的
受众程度。

1983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
版了舒济编选的《老舍幽默文集》，
收文 65 篇，前另有吴组缃序言，因
是文集，所以无诗。

1990 年，海南出版社又找到舒
济希望出版一本内容较多的“幽默
诗文集”，这样舒济将编《老舍文集》
时收集到的全部幽默诗文全部抽出
来，编选了一部收有 126 篇诗文的

《老舍幽默诗文集》；同时，因为本书
收录了老舍先生为画家关良画作

《凤姐图》题的打油诗和为叶浅予绘
的《茶馆》人物题的小诗，所以也一
并收入了关良与叶浅予的画作，此
外，舒济另请方成、丁聪和韩羽三位
大师专为本书绘画了插图，这样合

计收入画作 82 幅。本书于 1992 年
正式出版。

至 2003 年，舒济曾供职的人民
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老舍幽默诗
文集》，这一次文稿又有增删，又因
为丁聪、方成、韩羽等三人年入古
稀，舒济又邀请了画家毕克官、张守
义、叶武林、高荣生等四位名家创作
了 50幅插图，这样这本“最新版”的

《老舍幽默诗文集》就合计收录了诗
作 31 首、文 145 篇，图 132 幅。2004
年 1月出版。

现在，离人民文学版的《老舍幽
默诗文集》也已经距今十年了，这十
年间再没有人想到出版老舍先生的
幽默作品。因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在
年初出版了《丰子恺插图鲁迅小说
全集》一书，书印出来后反响不错，
就打算按照这种“名画家配名作家”
的模式接着往下做，这样我们很自
然就想到了出版老舍先生的作品，
当时市面上还有一个规模较大的老
舍小说插图的书，为有所区别，我们
的这套书选择了老舍的散文，因为
篇幅等原因，插图则只是选用了丁
聪、方成和毕克官三位先生的作品，
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老舍幽默诗文
集》中的插图。本来也想使用韩羽
先生的几幅插画，但由于时间紧迫，
未能联系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

遗憾的事情，我期待如果这一本书
有重印的机会，能够将韩羽先生的
大作一并收入。

这本书原来也是希望与《丰子
恺插图鲁迅小说全集》一样，收录全
部的老舍散文作品，为此，我曾专程
去了位于北京安定门附近的舒乙先
生家中，向先生请教，经舒乙先生的
建议，改为一个选本，但我觉得社里
下这么大的力气来出这样一本书，
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更多地收录老舍
更多的作品，以给读者更多的收
获。这样，我只是删去了一些文学
性不强的电文、题词和特殊时期少
量文学性不强的所谓散文作品，另
补入了新版《老舍全集》中也失收的
散文《不旅行记》。这样我相信，读
者买到本书后，一定会觉得物有所
值，甚至是物超所值，书名中的“经
典”二字，颇落俗套，但在当下也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幸老舍先生的散
文，确配得上篇篇经典。

关于本书的插图，还必须提及的
是，在本书刚印完尚未邮出的时候，
从毕为民老师处得知，作为本书插图
人之一的毕克官先生于2013年12月
1 日 8 时在美国逝世了，终年 82 岁。
在此，仅致以我个人的哀悼。

新书架

《知识分子丛书》
刘 菲

法国大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认
为：“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态、传播。

《知识分子丛书》即是在这个意义上选
编的。主编为著名学者李银河，丛书第
一辑共 8 册已于 2013 年 11 月全部出
版。其中 2013年 11月最新出版的四本
为：钱理群的随笔集《示众》、邓晓芒的
随笔集《启蒙的进化》、许纪霖的随笔集

《在诗意与残忍之间》、谢泳的随笔集
《趣味高于一切》。另有四本已于 2013
年9月出版，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这四本分别为张鸣的历史随笔集《历史
与看客》，丁东的杂文集《永远的质疑》，
王学泰的自传性随笔集《一蓑烟雨任平
生》，何怀宏的随笔集《独立知识分子》。

丛书的作者们是活跃在当代中国
知识界、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
积极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勇于批判社
会，时刻关注与社会的发展有关的议
题。《知识分子丛书》是这些学者这些年
思想及文字的结晶，阅读这些作品，有
助于我们省视历史，认清现在，思考未
来。

去年秋，专程赴青岛参观藏友
张新宽先生的崇汉轩私人博物馆。

博物馆在崂山脚下，十三个展
室满满当当，几乎全是汉画像砖，琳
琅满目蔚为壮观，不由对主人一家
的辛苦付出起敬肃然。

几十年算下来也阅过汉砖无数
了，在如此大量的收藏面前还是唏
嘘感叹，尤其是一些汉画像砖闻所
未闻，见所未见，不禁驻足看个不
够。主人很体察，后来专门送来拓
片。今在报纸上公布，大家共赏。

先看这幅最抢眼的《男耕女织》

图，它在一块汉画像砖上仅占一排
和五排位置，其余三排图案均为狩
猎。狩猎在汉画像砖里屡见不鲜
了，崇山峻岭中，猎人追鹿、扑虎，那
速度那力度仍然生动而绝无重复。

而这一上一下两排的男耕女

织，显得格外恬静。画面上男子扶
犁，牛在犁前，人在犁后，很安然。
女子在四阿房顶屋檐下，穿梭织布，
很专注。田野上空有飞鸟飞过，屋
檐下有几只鸡追逐，地头几株成熟
的高粱，屋檐内是攀爬的藤萝。这

样的环境，这样的劳作，充满生机，
充满情致。这或许只是汉代生活最
普通的一幕，耕男织女无心去如此
秀恩爱晒幸福，留给后人的已经浮
想联翩了。

想到今日的男女，难有如此本质
本色的生活场面了，现今的生活中，
如有男耕，必在不发达的山区；若有
女织，肯定是在织工艺品的花边了。
农业社会的文明里迟早要退出现代
的生活。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再看
这男耕女织，农耕生活的历史记录模
印在汉画像砖上尤觉珍贵。

阅汉堂记

随笔

圆满而真实的句号
楚天遂

母亲一生平淡无奇，80 年的人生历
程，由汗水和艰辛组成。她用慈爱竭力
编织起来的勤劳善良的身影，平实淳朴
的形象，始终在我心中萦绕不去。

我的家境贫寒，为养家糊口，父亲到
建材厂当了装窑工。三位兄长也过早辍
学当了学徒，母亲一人操持家务，家里地
里忙个不停。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一
个“吃”字把母亲的心揪得紧紧的。

1965 年腊月，母亲最后一个儿子老
五出生，我排行老四比他大四岁。那天，
父亲带我去了医院，母亲在病床上半躺
着，眼睛似睁似闭，身边是小被子包着的
五弟，拳头大的脑袋，干涩黑瘦的脸庞，
两只小眼滴溜溜转。护士送来一碗馄
饨，父亲催母亲：“趁热吃吧！”母亲说：

“找个勺让孩子吃点吧。”我傻不拉叽的，
还真吃了那碗馄饨，父亲瞅瞅我又看看
少气无力的母亲，凄苦无奈一声苦笑，便
收拾东西，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出院。

那年月，庄稼收成少得可怜，父亲工
资又低，在母亲眼里，一颗米粒比碾盘还
要大。每次磨完面，母亲亲手将接面的
袋子清扫一遍，再掂起来来回回抖，然后
打开磨面机内胆，用炊帚清扫一遍。后
来不缺吃食了，我们哥几个翻出这事笑
话母亲，说她小气，说她信不过看磨坊的
杨叔。母亲一个栗子凿到我头上，说：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是小气？你们兄
弟几个人大树高，饿狼一样，我敢丢一个
苞谷粒？”

母亲能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麦
收时，别人割麦把两耧六行，她腰里一
把镰刀，手里一把镰刀，一趟过去就是
三耧九行。母亲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
身影，像一头辛勤劳作的黄牛，也像一
架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她弯曲的脊
梁，在金黄的麦海中凸显出顶天立地的
伟岸。这是母亲的脊梁，也是中国农民
的脊梁，她所支撑的，是辛劳，也是幸
福，更是生活赋予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割过的地块便是工分，便是当年多分的
三斤五斤口粮！

邻居梁大娘是个孤老太太，分田到
户后，每逢秋收夏种，心里面就塞着个大
大的“愁”字。母亲把大哥叫到跟前，

“去，先把你梁大娘的地种上，然后再说
咱的。”大哥去了，二哥、三哥也去了……

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依然准时每
天四点起床，担两只铁皮水桶出门，先挑
满梁大娘家的水缸，然后挑水回家。水
缸满溢欲流，再挑两桶放在厨房。大嫂
说：“娘，你上了年纪了，这活留给我们小
辈做吧。”娘嘁了一声，说：“老啥老，娘生
来就是贱命，坐着骨头痒，躺着皮肉痛，
不干活身上不自在。”

母亲不识字，可她崇拜识文断字的
人，把我和弟弟上学看成天大的事。床
头上那只马蹄表清越的铃声，是神圣不
可侵犯的号令。“看看几点了，还不起
床！”见我俩没有反应，母亲一手一个揪
住我和弟弟的耳朵：“上学去——”声如
炸雷，耳朵却是不疼。多少年后，当母亲
已经作古，当我已为人夫、人父，忆起被
揪耳朵的幸福与逝去母亲的酸楚，不禁
潸然泪下。

分家后，父母仍住在老宅子。这时
的母亲已现龙钟老态，与过去的叱咤风
云判若两人。多种疾病缠身的母亲在前
院后院种上各色蔬菜，墙头上爬满了豆
角、丝瓜、栝楼。每隔几天，母亲都要进
城给我送菜，母亲说：“现在物价高，钱不
顶用，吃自家的菜就能少花几个。”看着
母亲渐渐佝偻的身影，我有一种心痛的
感觉。我说：“妈，以后别再来回跑了，城
里什么都有。也别再种菜了，你老了，该
歇歇了。”母亲一听就火了，脸拉得大
长：“小兔崽子，嫌妈的菜不好是咋的，不
吃拉倒！”我说：“不是，是怕你老人家累
着。”母亲就笑得欢欢实实，说：“这还差
不多。”

母亲走完她坎坷而又朴实的一生，
弥留之际，她苍老而又慈祥的眼睛扫视
一遍床前的儿女，吁出一口长气，仿佛在
人世间作了一个短暂的停留，完成了上
苍赋予的重任，现在，可以画个句号了，
一个圆满而真实的句号……

文苑撷英

以诗拒婚 以诗谢客
王道清

金代诗人元好问有个妹妹，容貌秀
美，且工于做诗，潜心修道。当朝宰相
张平章慕名欲来求婚。

元好问告诉他，如果妹妹首肯则无
妨。张大喜，直接去找其妹，适逢她在
修补天花板，知张来意，委婉地以诗拒
绝，吟道：

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
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
张知其不肯，只好悻悻而归。
此诗一语双关，明赶燕子，暗拒张

郎，委婉而留有情面。
“诗言志”，不但可以拒婚，而且可

以巧妙地谢客。
新中国成立前，著名作家端木蕻良

住在桂林，他在门口张贴一诗：
女儿心想情郎，日写花笺十万行。
月上枝头方得息，梦魂又教到西

厢。
此诗表面看，似乎仅在倾吐儿女私

情，实则有“谢绝来访”之意。它暗含的
意思是：主人潜心于写作，登门打扰者
请于门外止步。这种谢客方式，委婉含
蓄，高明得很。

随笔

师拜华老
周西海

我很喜欢画漫画，因为它有极
强的幽默感，能让你捧腹大笑，让
你在娱悦中受到教育。文学和艺
术的血脉是相通的，看漫画往往能
激发起我的创作欲，提供我不少的
创作题材。人都是这样的，爱上什
么了就想去做、去学，去比葫芦画
瓢。自然照样子画的时间长了，慢
慢就抛开了葫芦，脑子里想着瓢的
模样去画。待到自个儿会画只猫
呀狗呀，就又不满足了，想再上个
台阶。“师傅领进门，修造靠自身。”
没师傅指导引路，往往会走很多弯
路，花费很多精力、纸张，也很难提
高画技，非要求拜一位老师。那年
我已经 70 余岁了，再想进高等学府
学艺不可能了，只好求拜一位老

师，向谁求教呢？我想到了华君武
先生。华老是漫画泰斗，是中外驰
名的漫画家，要向他老人家求教，
我想也得交一份作业，让老人家修
正、指教。于是，我就画了一只猫，
猫头枕着一张“奖状”，旁边画了几
只小老鼠吃鱼，命题是“只要是猫
不逮老鼠也有功”。

这幅画我画在了一把成扇上，
本来画面可占满整个扇面，我却让画

面只占扇面的一半，留下另一半是让
华老题字。在画上题字其实是“题
跋”。一个初习漫画的人，作品很不
成熟，怎敢求名家题跋呢？实不敢开
口。画好了，也只好寄给老人家。

画寄到北京后，我怀着喜悦的
心情，盼等着华老的回复。我确信
人的名气越大越平易近人，华君武
先生一定会批改我这个学生的作
业。不出所料，十天过后，收到他

老人家从北京寄来的挂号信。欣
喜地打开一看，立刻让我高兴得发
疯，华老竟然在扇面的另一半上，
留下一幅雅拙敦实厚重的墨宝：

“吴昌硕六十岁作国画，今周西海
退休返乡学作漫画，只要勤奋，将
来必有长进。但尚须多看、多想、
多画，不要先画扇面。先要构思，
胸有成竹，才好落笔，不打无准备
的仗，赤膊上阵有勇无谋。华君武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字里行间充
满着热情的言语，亲切的鼓励，诚
恳的教导，坦诚的批评，真使我感
动不已，热泪盈眶！

就这样，一幅“猫”的拙作，有
了华君武先生的墨宝生辉，“猫”真
的成“虎”了。

男耕女织图
张健莹

姜殿扬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