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金栋

1993年夏季的一天，我与深圳

广顺集团总经理李世俊、广顺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顺

文化”）总经理黄国华、广东省新闻

出版局的一位副局长一起，去深交

所拜访当时的总经理夏斌。我们

此行的目的，是想说服夏斌，由深交

所投资入股南方证券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后，证券市场开始急剧升温，方方

面面急需了解证券市场的信息。

南方证券报是由广东省新闻

出版局主管、广顺文化主办的证券

类报纸。我时任广顺文化副总经

理，也正在筹办另一份市场化报

纸。南方证券报如果有深交所加

入，发展势头肯定会更好。

当时深交所在深圳国际信托

大厦办公。我们来到夏斌的办公

室，寒暄毕，说明来意。

夏斌闭口不提投资参股南方

证券报一事，表示交易所对办报不

感兴趣，回绝了我们提出的建议。

李世俊等其他三人见夏斌确

实无意投资参股南方证券报，很快

就告辞了。我则没走，因为我不相

信夏斌对办报不感兴趣。事实明摆着，

当时，上交所已有上海证券报，北京也

已有中国证券报，唯独深交所还没有自

己的报纸。当时两个交易所正为争夺

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竞争得非常激烈。

在这种情势下，夏斌作为刚刚到任不久

的深交所总经理，又有人民银行从业背

景，他肯定知道市场信息传播对证券市

场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我充分发挥了记者挖掘新闻事实

的本事，留下来和夏斌东一句西一句闲

扯，其实句句不离报纸这个主题。夏斌

不知是被我折磨得不耐烦了，还是了解

了我的新闻专业背景后为自己的报纸延

揽人，终于跟我交底了：“王金栋，我们不

是对办证券报不感兴趣，我们已经和人

民日报合作，准备共同创办一份证券报，

现在正在筹备中。”看我有点将信将疑的

样子，他接着说，“我已经从北京请来了

一位你的同行，他原来是光明日报的记

者，姓武，叫武凤仪。你去找他吧！”

哈，原来如此！

武凤仪，我们是熟人啊。他原来是

光明日报驻吉林记者站记者，我们在吉

林长春时就认识，他后来到吉林省委政

策研究室，再后来又到人民银行下面的

一个部门工作。

我很快就和武总取得了联系。他当时就

住在深南中路的华联大厦。见到我，他也很兴

奋，因为他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从北京来的，也

正在为办报缺少人手发愁。

第二天，我就到证券时报上班了，武总了解

了我的新闻专业学历和新闻实践背景后，要我暂

时负责报纸创刊的所有业务事宜。

按照夏斌的要求，这份由时任人民日报社长

邵华泽题写报名的报纸——证券时报，要在深交

所成立3周年前夕正式创刊。因为深交所成立3

周年的庆祝活动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要让

参会人员都能看到正式创刊的证券时报。

得知此事后，我不由倒吸一

口凉气。离报纸正式创刊，只有

不到3个月时间。而当时创刊筹

备人员中，只有武总、我和邵小萌

当过记者，而有报纸版面编辑经

验的人，则暂付阙如，加上财务、

行政后勤等，当时证券时报所有

筹备人员，只有十几个人 ，其中还

有两个是已退休的老人，负责报

纸校对工作。

就这么十几个人，证券时

报能按时创刊吗？

报纸筹办和创刊初期，

不仅专业人员缺乏，办报设

备也没有。

武总刚来时，报社连一

辆汽车都没有，碰到急事，

我只能开着自己的摩托车，后面带着武总

在盛夏的深圳街头奔走。

不仅没有报纸编辑，排版设备和组版

人员也都没有。就这样，我们一边筹备报

纸创刊的相关事宜，一边招聘专业人员。

那时候，既学过新闻专业，又了解些

证券市场的人才，在深圳几乎是空白。没

办法，只好大幅降低标准，和

新闻或经济专业稍微沾点边

的人也在考虑之内，即使

如此，也很难招聘到符合

基本要求的人才。

到报纸创刊前夕，人

还是没招聘到几个，特别

是报纸版面编辑和美术

编辑都没到位。可报纸

创刊的时间窗口已经临近，只好请来原来在

吉林日报当过编辑、现在已经退休在深圳居

住的冯集中先生兼任版面编辑，请他的儿子，

时任深圳商报美术编辑的冯明临时帮忙。

没有组版设备，就租用当时由人民银行

深圳分行等机构出资创办的金融早报组版车

间。1993年11月26日晚，报社当时几乎所

有的工作人员，都来到金融早报现场办公。

因为金融早报第二天也要出报，所以人

家的各个环节都把自家的报纸摆在首位。

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好话说尽，央求金融早

报的组版人员尽可能不拖拉。为了讨好他

们，甚至晚餐给他们买了麦当劳套餐。那时

候麦当劳刚刚入驻深圳不久，用现在的话说

是网红快餐。因为办报经费有限，证券时报

所有工作人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吃麦当劳，

自己吃着5元一盒的盒饭。

创刊号只有4个文字版。因为金融早报要

赶在我们前面签字付印，我们只好耐着性子

等。所以，虽然这4个版的新闻稿件早已编辑

完毕，报纸版样也早已画好，但最后全部签字

付印后，已是27日凌晨了。因为报纸要在深圳

特区报社印刷出版，而在印刷之前还有出胶

片、铸铅版等环节在那里完成。我和冯明带着

排好的版样，从位于罗湖区的金融早报赶到位于

福田区的深圳特区报出版车间。到那里出了胶

片才发现，三版下半版有一条空白有点宽，如果

不想办法补救，报纸印出来就会给人以为那个地

方开了天窗的感觉。

可现在时间太晚了，金融早报那边排版人

员都已经下班回家了，我们就是想回去重新调

整版面也不可能了。

我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冯明也觉得有些

棘手。他看到我们座位旁边的废纸篓里有特区

报编辑裁剪下来的废

胶片，便在里面翻捡了

一阵，找出了一张人物

漫画，漫画上有一个人

坐在椅子上，手夹着一支笔歪着头作思考状。我灵

机一动，说就把这幅漫画放在这个空白处吧，三版

正好是股评行情版，让他坐在这里像是在思考明天

买哪只股票也不算离谱。冯明觉得也只好如此了。

直到看着证券时报创刊号报纸从高速轮转的

印刷机中吐出来，我才走出深圳特区报印刷车间。

走到深南中路上，我看了看东方，才发现

天已经快亮了。

（作者系证券时报社原常务副总编辑）

第一现场揭秘：证券时报是这样创刊的

储著胜

证券时报是1993年11月27日创刊的，当时

股市还处于初创阶段，券商屈指可数，公募基金还

未问世，掌握市场话语权、对股民有重要影响的是

一个特殊群体，那就是股评人士。其中知名度比

较高、广受股民欢迎的，就被称为“股评家”。

1996年，股市迎来了一轮以绩优上市公司为

龙头的大牛市。牛市的到来，不仅让千万股民疯

狂参与其中，也让股评人士特别是著名股评家身

价百倍，引发股民、券商和媒体的热烈追捧。当

时深圳的黎东明、安妮、阮华、珞珈等，上海的金

学伟、其实（东方财富创始人）、桂浩明（至今仍每

周给时报写稿）等知名度很高，都成了时报的专

栏作者。时报通过他们吸引股民变成自己的读

者，而他们又通过时报扩大自己的市场影响力，

攒下更多的粉丝，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我1994年7月刚加入时报时是在市场部当

编辑，随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副主任、主任。市场

部主要负责股市、债市、期市的报道和评论工

作。我在市场部工作期间，由于组稿原因，与包

括上述几位在内的众多股评人士都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

来时报工作几个月后，我以“晓楚”的笔名在

市场版开了自己的专栏，每周写一篇股市分析文

章。因为专栏一直坚持写，等到1996年牛市来临

时，我在众多读者和股民眼里俨然是一名“股评

人士”了，所不同的是，我非专职。

当时时报旗下的怀新投资为了扩大市场

影响力，与深圳有线电视台合作开办了一档

电视股评节目，并且在全国多个有线电视台

播放。我作为编外股评人士，经常上去做股市

分析与评论。时间一长，一些久未谋面的亲戚、

朋友和同学都在电视上看到我。好奇之下，有

的人就忍不住给我打电话。每到这时，我就既

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因为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紧张是因为怕他们让我推荐股票。毕竟，荐

股是一件比炒股风险更大的事情。

股市走势总是牛熊交替运行的。1997年

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牛了一年多的股

市最终在 5月 1500点左右见了顶。其后经过

整整2年的持续下跌，到1999年5月，股指已触

及1000点。当时市场各方都非常焦虑，股民更

是怨声四起，股评人士则要么继续看空，要么

干脆不发声。

就在这种形势下，一直关注市场走势的我

却在不知不觉间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市场应

该跌得差不多,不宜继续看空。恰在此时，我看

到《证券市场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该文从纯技

术角度分析，认为股市下跌到千点附近调整已

经到位。这篇难得一见的看多文章，让我很激

动，也很受鼓舞。一番思考之后，我很快就写出

一篇股评，观点非常鲜明——《是对空头说“不”

的时候了》，该文主要从政策面、基本面等角度

论述了看好股市的理由，与周刊上那篇技术面

分析的文章形成了互补。

我的文章是5月17日写的，准备刊发在次

日的市场版上。巧的是,当天晚上报社首任社

长武总来编辑部检查夜班工作，他看到了此文

后觉得导向很不错：在市场一片悲观之时，刊

发此文对正确引导市场、增强投资者信心有重

要意义。于是要求编辑将此文修改成署名评

论发表在头版。5月 18日,该评论以《认清时

势 坚定信心》为题出现在头版右下角。不过，

这一天，市场没什么太大反应，仍然是一派悲

观情绪。

第二天，5月19日，一个注定会载入中国股市

史册的日子，熊气迷漫的股市在这一天突然爆发

了,上证指数单日大涨4.64%。随后，市场以逼空

方式，在短短一个半月时间，累计上涨超过70%，6
月30日上攻至1756点。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一

再被怀念的“5.19行情”。这波行情实际上是由政

策调整刺激外加市场长期下跌积累了足够反弹能

量合力而成的。

股市的突然爆发除了将沉睡已久的投资者

彻底唤醒之外，也让很多人在兴奋之余突然想

起前一天时报那篇署名评论，于是纷纷打听：此

文有何背景？哪个主管部门授意而写？当他们

得到的答复是“没背景、非授意”时，无论如何都

不肯相信，就连本报内部一些同事也认为这个

答复是出于某些要求而作出的。事后想来，在

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刊发这样导向性明显的评

论，让人产生“有背景、有授意”这样的猜测一点

也不奇怪。

而实际上，这纯粹是一种巧合！这篇评

论不过是一位股市长期观察者根据市场常识

所进行的一次理性化表达，幸运的是，它遇到

了一位同样对市场有感知且时刻不忘媒体社

会责任的老媒体人。经过此事，我也深深地

感受到，在媒体上发声一定要谨慎，即便是以

个人的名义，也一定要本着对投资者、对市

场、对社会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千万不能随心

所欲。在此后 20多年的从业生涯里，我陆续

写了很多财经评论，始终坚持这一态度，可以

说是问心无愧！

（作者系证券时报社编委）

意外爆火的“5.19”评论

有幸一纸结缘
无悔半生墨香

王联京

1996年，27岁的我辞职南下，来到深圳

这座年轻的城市寻找梦想。求职期间，我

临时栖居在同学的住处。有一天，他下班

路途中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这竟然决定了

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回想起来，感慨良多。

同学那天买的《证券时报》，有一

则招聘财务人员的广告。我试着写了

一封应聘信件，很快接到了面试的通

知。几经周折，面试通过，入职后我被

派到报社的发行公司，负责全国各地分

印点的管理工作。自此，我在报社出版

印刷发行岗位上工作至今。

入职那年，正值报社事业大发展，

印点遍地开花，影响力剧增，报社也刚

刚购置了位于深圳下梅林的锦林新居

宿舍楼，我刚来就住上了三房二厅的

“团结户”。虽然错过了更早期报社员

工蜗居莲花北冬瓜岭临时安置区的诸

多逸闻趣事，却也享受到“团结户”的

快乐。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中相

互分享成了常态，每个单元都其乐融融，

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

每天搭乘报社的班车上班，车厢里充

满了欢声笑语。工作上，由于年轻人居

多，报社的事业蒸蒸日上，大家一门心思

做事，处处迸发出积极向上的朝气，3至 5
天开设一个印点的效率也让我体会到了

真正的深圳速度。工作上，没有相互推

诿，只有提携与帮助，同事们总能在需要

的时候出现，帮你解决工作或者生活中出

现的难题，大家庭的氛围让人难以忘怀。

在证券时报社工作这么多年，有很多

事情让我很感动。

报社发行公司在华强北彩电大厦办

公期间，有个做投资的帅气小伙子，

定期过来购买报纸合订本。从版面

内容到印刷质量，每一次他都对证券

时报大加赞扬，并透露是靠着阅读证

券时报而发财起家的，买合订本相当

于定期来获取财富秘笈。

进入报社以后，亲历报纸从几天

一期到每天一期，报纸内容不断充

实，影响力日益提升。除了《证券时

报》之外，报社又陆续成立了怀新投

资、全景网、《新财富》杂志社和中国

基金报等，全景网首开上市公司网上

路演先河，《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

选也成为了行业标杆。

随着报社不断壮大，办公环境也

逐步改善。作为一名老员工，报社事

业的每一点进步都会带来更多的安

全感与归属感，个人的得失已经与报

社紧密联系起来。我曾与朋友开玩

笑说，与报社同事相处的时间已经远

远超出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时光荏苒，报社迎来创刊30周年

的日子，自己的前半生刚好有一半在

证券时报度过。时代在变化，报摊遍

地、墨香满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面

对媒体大变局，证券时报主动推进融

合发展，向新媒体进军，影响力持续扩

大。报社新媒体矩阵蓬勃发展，青年

才俊不断涌现，他们身上的活力与激

情继续推动报社的事业巨轮滚滚向

前。作为一名老兵，我对而立之年的

证券时报，更加充满信心和期待！

（作者系证券时报社出版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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