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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白银帝国的道德启示
禾 日

最近看了台湾导演姚树华的 《白银

帝国》， 很有感慨。 晋商后裔、 台湾首

富郭台铭首度投资的华语电影 《白银帝

国》， 改编自小说 《白银谷》， 主旨在于

弘扬晋商的仁义精神， 也更展示了不同

的人性在面临不同境遇的发展、 变化、

变异、 成长， 其中， 不同的人性在面

临金融危机时的不同表现， 更是耐人

寻味。 该片弘扬的晋商 “商德” 的主

题， 恰好与眼下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不

谋而合。

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导

演姚树华， 把史诗般的拍摄规模和唯美

的场景， 与晋商的仁义精神相结合， 体

现出晋商的金融道德， 对时下化解金融

危机的威胁， 具有 “教科书” 般的借鉴

意义。

影片着力刻画了中国华尔街金融机

构 “天成员” 票号康三爷仁义精神的成

长、 成熟。 康三爷的屋里挂了一幅书

法， 上书明朝儒家心学派王阳明的 “致

良知”。 作为康家的传承人， 他继往开

来的是为富之仁， 甚至宁愿选择对别人

有利的做法， 牺牲自己珍视的东西， 使

自己的良心得到保全。 在承平之时不忍

百姓惨况而施仁， 或许很多宅心仁厚的

人都能做得到； 但在清朝和民国的过渡

时期， 在国难家难并金融危机之时， 康

三爷以家传藏银承兑百姓手中废弃的

清王朝钞票， 用家族积蓄来偿还储蓄

者的损失， 这种大仁之为， 则很少有

人能做到。

对比之下， 数年前， 美国安然公司

金融丑闻中商业机构负责人为了谋财，

蓄意陷害股民甚至于公司的员工， 案情

爆发后震惊全球； 而时下的全球金融危

机乃至经济危机， 也依然引发自为富不

仁的道德堕落。 《白银帝国》 传承的这

种商业文明， 应该能对大小商人及金融

界一些激励及提醒作用， 使大家能够见

贤思齐， 共渡时下难关。 让人感到欣慰

的事， 现时是由政府在为金融或经济危

机买单； 但作为商人， 难道就不能反思

一下自己的商德， 在贪婪的本性上加一

把道德的锁吗？

影片中另一人物康家二爷， 则是另

一种人性的代表。 他一贯逞强称霸， 遇

事以拳头说话， 少有仁人之心， 在得知

四弟媳妇被绑票时， 按捺不住骄横之

火， 一意孤行去解救人质， 奋马集蹄撞

成脑瘫， 算是最终自毁在了他的强霸个

性上。 现代商业中， 强霸骄横、 缺乏怜

悯和慈悲之心的个性， 招致自取灭亡的

例子， 也比比皆是。 所以， 影片中有一

句话， “做生意不过就是做人”。 在影

片故事发生后一个世纪的今天， 这句话

作为今天人们的行为关照依然有效。

影片中邱太极这一人物展现出的人

性变异， 也极其值得关注， 对现在商界

具有借鉴价值。

善于权术的康老爷试图为他的儿子

选总经理， 向儿子强调 “控制人的艺

术”。 他引述了法家中三种皇权控制官

员的方式： 名， 利的嘉奖， 以及让人感

到敬畏。 康老爷在片中贯彻了这一让雇

员们心生敬畏的理念。 在电影的开头，

他使计谋将邱掌柜逐出票号业， 目的为

了日后在启用邱时， 让邱心生感激畏

惧， 而因此全身心服贴于他。 而与康三

爷观念相近的戴掌柜因为其极度专业的

工作能力和行事方式让康老爷觉得是个

威胁。 康三爷对邱掌柜的不满正来自于

他的父亲为他与邱建立的关系： 一种基

于畏惧的主奴关系。 康三爷遵从自己的

良知， 希望找志同道合者做工作伙伴。

因为理念上的一致性， 三爷选择了戴掌

柜担任他的总经理。 他们之间建立的是

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

邱太极被康老爷使用权术逐出票号

后， 夫妻俩人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

日子， 直到有一天再度被启用， 跟着康

三爷走康家祖先成家前走过的西口之

路， 二人艰辛跋涉路途中夜遇狼群， 与

狼群惊心动魄险象迭生的激战中， 康三

爷救了邱太极一命， 劫后余生的邱太极

跪誓用余命效忠康三爷。 但是， 当康三

爷选择了志同道合的戴掌柜担任总经理

后， 邱太极却在康家危难之时私运白

银途中冷枪杀死同伴， 但背弃康家的

邱掌柜， 也只是雨中躺在通匪分得的

赃银上仰望上天末路迷茫。 人性被扭

曲， 不能控制欲望的人， 又能被欲望

引向何方呢？

“做人不能太贪了。” 这是 《白银帝

国》 中的康老爷， 置民众之苦难于不

顾， 屯盐卖高价， 当盐价到了他的理想

价位时， 他决定开仓卖盐时说的一句

话。 世界之大， 不乏这种得了便宜又卖

乖、 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人， 只是更有

贪婪无度到最终引发大崩溃无法善终

者， 也并不少见。

为了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即使为

了善终的考量， 用人也不能不重德。

世人也要自行修德， 大德堪大用， 小

德堪小用。 拥有大德的人， 也要费心

营造修德的环境， 减轻人性的扭曲。

“天地如此之大， 人何以自处？” 康三

爷独立于天地之间的自吟自忖， 颇有

古人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的气度。 这份追问和自省， 也应该是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中每一位都要自

省的追问。

网友辩论
“

文化产业振兴
”

7

月

22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

并原则通过 《文化产业振兴规

划》，这是继纺织、轻工等规划之

后的第十一大产业振兴规划。

从网络舆论看， 网友普遍对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表示赞扬，

认为文化兴则国兴， 文化是一个

国家的软实力，确实应当振兴，并

踊跃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不过， 大多数网友着力点显然在

“文化”而不在“产业”，众多数网

友把“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放大到

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层面上， 即把

“文化产业振兴”基本等同“文化振

兴”， 这显示出了网友对 “文化产

业”理解的偏差。例如有网友认为

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相对落后，不

像美国那样富有自由、创新、冒险

精神，希望能学习人家制度上的长

处，振兴自身的文化。有网友提出

希望改编学校语文体系教材，真正

培养继承传统文化， 并富有探索、

创新，自由、民主的健康文化。

网友对《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进行了各种解读， 有的网友说，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核心是降

低准入门槛，类似“百花齐放”；有

的网友说，该规划重点是发展广播

影视网络，有的网友则认为是加强

传统文化产业化；还有网友说，《文

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的主要目的

和更多的意义在于扩大内需。

与网友普遍对“文化”的认同

不同，有少部分网友则表示对“产

业化”的警惕。既然有了“医疗产

业化”、“教育产业化” 等前车之

鉴，文化产业就应当谨慎，不能把

文化产业培育成仅仅为赚钱的文

化快餐产品。 还有个别网友对金

融危机以来连续出台的 “

××

产业

振兴”规划表示出厌倦，认为每个

行业都出台振兴规划就等于每个

行业都振兴不了， 任何东西多了

就不值钱了。

网友对《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的出台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心理，

一方面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化需要

振兴，另一方面对“产业化”表示

出了担忧。

集体行动逻辑下的王石不行贿
虫 二

成为话题人物的代价， 那就是将

“个人肖像” 的塑造权与决定权和盘

“托付” 给了公众。 对中国地产教父王

石来说， 更是如此。 他那一贯很酷的造

型， 一次次被公众在红黑之间来回描

摹。 曾经的王石和万科， 被别人， 也被

他们自己认为是不会再有故事了， 前不

久， 万科跻身 《福布斯》 全球企业排行

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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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住宅销售套数近年蝉联世

界第一。 但恰恰在这个关头， 不安生的

王石还是接连贡献了很多谈资， 从 “捐

款门” 到 “拐点论”， 从 “再拐点论”

到 “不行贿”， 王石的故事， 一路不断。

仔细盘点， 无论是 “捐款应该是可

持续的”， 还是 “房价面临调整的拐

点”， 抑或 “做企业的底线是不行贿”，

这些话里贯穿着同一个逻辑： 那就是，

一个企业家， 一直在顺应着自己的内心

与良知， 做自己心安的事， 说自己心安

的话。 但是， 穿梭于自定的正确坐标上

的话语， 在公众的认同坐标系上， 却一

次次地跌宕起伏， 即使聪明睿智者如王

石， 对此也颇有丈二和尚难摸自己头脑

之处。

不行贿有错吗？ 自然没有错。 它之

所以引起轩然大波， 是因为它不符合国

情———标新立异。 一个人一旦具有格

调， 一旦与众不同， 在我们社会的容忍

度环境下， 多半面临着捧杀的结局。

那行贿有错吗？ 不为了获取额外的

收益的话， 几乎没有人愿意 “昧着良

心” 去做。 行事者多半也觉得内心不安

宁， 据此推断， 行贿行为是有错的。 它

不仅有错， 更是一种法定的罪。 行贿既

是一种罪， 一种恶， 那为何这么多人实

践着， 以致其成为中国社会的潜规则？

众所周知的一个托词， 就是汉娜·阿伦

特提过的一套理论， “行贿” 跟纳粹杀

人一样， 前者是服从 “社会” 无形的命

令， 后者是服从上级有形的命令， 都是

一种 “平庸的恶” ———我们自我的罪

过， 将会因为有别人一起承受而得到宽

恕； 自我的恶行， 将会因自己遵循社会

系统大运作的流程而声称 “身不由己”，

犯的是可有可无的 “平庸的恶”。 多年

前， 王石敢冒江湖之大不韪， 但没有互

联网对传播效应的放大， 他还是没有取

得今天的 “轰动效果”。

行贿屡禁不止， 首先在于很多人

通常有动力行贿———比如， 房地产商

要拿到核心地段的非拍卖土地； 食品

企业需要拿到政府的卫生合格证批

文； 建筑企业需要揽下市政工程。 近

期， 上海市相关部门控告国际矿业巨

头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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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铁矿石价格谈判期间， 向中方内

部人员行贿。 这不过是多年来外企屡

屡曝光的 “行贿案” 的又一起罢了。

现实中， 国有民营各级企业之间平等

竞争平台的缺失、 行贿受贿防范机制

不完善、 媒体监督的不力， 导致了我

们目前掌握核心权力、 核心资源的政

府官员、 国企要员等， 成为了受贿者

的首选。 大众都说如今物欲横流， 抵

挡不住糖衣炮弹攻击太正常。 不光如

此 ， 商业江湖里更多的潜规则也规

定了， 要走哪些流程 ， 都得留下通

关费。

现实中， 经营企业要避免行贿， 目

前有这三道防线： 第一道， 国家颁布的

法律和政令； 第二道， 企业自身制定的

共同体规则和协定； 第三道则自由市场

所要求的一般性诚信伦理。 从国法家

规， 再到乡规民约的道德礼乐教化， 这

三者构成了当前企业抵制行贿诱惑的三

道屏障。 但即便有这三重实实在在存在

的屏障， 在现实中还是略显乏力， 为何

我们社会行贿现象如此普遍？ 按照诸多

历史学家的说法， 中华民族属于早慧型

民族， 我们很早就脱离了原始社会， 过

渡到了理性社会———但是过早的理性过

渡， 民智的过早开化， 碰上当初落后的

农耕技术、 贫瘠的生存环境， 匮乏的

生活物资， 这无疑导致社会实用主义

哲学大行其道。 这或许是上天定的民

族 “宿命”。

但为何我们这个社会对行贿如此

安之若素？ 卡尔·罗维特说过一段话：

由于人们不断被迫妥协， 这种软弱扩

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 一种由于

对善的荒废而来的罪行。 在这里， 我

们不仅仅是妥协， 也是过于小范围的

理性， 导致了我们普遍的 “平庸的

恶”。 博弈论中有一个基本理论叫囚徒

困境， 两个市场参与者在行贿、 不行

贿的四种最基本博弈中， 最坏的结局

就是陷入囚徒困境———彼此都选择行

贿。 正是这种彼此基于 “个体理性”

而作抉择的环境下， 恰恰促成了我们

的 “集体非理性”， 整个社会都因为个

体理性的累积， 造成了对善行实践的

荒废。 我们传统哲学所崇尚的， 是修

身与做人。 一个人只有越老辣、 越成

熟、 越不吃亏， 才是学习榜样， 传统

的世俗功利眼光， 让我们损失了应该

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以至抽象理论思

考的能力， 也使我们对那些更长远整

体利益的追求缺乏筹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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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科技进步， 促进了第三

产业———服务业的大发展。 按照制度

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 服务业它最大

的贡献， 不仅在为社会提供新型的产

品， 更在于其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第二、

第一产业的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 但

在世界经济效率普遍提高的大背景下，

我们提高经济效率的 “捷径”， 却依然

是行贿，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性。 作为

一项额外的普遍性的 “交易费用”， 行

贿在中国的大行其道， 不能不说是一

种遗憾。

纵观中国数千年 “文明史”， 行贿

与反腐败伴随始终———从秦汉的御史

府、 唐代的肃政台、 明清的都察院、 金

朝的登闻检院到中纪委， 从御史、 刺

史、 通判到监察委员， 我们民族已经与

反腐败斗争了两千多年。 在今天， 有网

友建议了一种 “反贿联盟”， 作为对现

行反腐机构的补充， 希望通过集体团结

一致的行动， 来终结行贿。 但恰恰在这

一点上， 有经济学家作了反驳。 美国组

织行为学大家奥尔森在其 《集体行动的

逻辑》 一书里， 就从数学的角度推导

出， 在大型集团内部是无法达成协调一

致、 齐心协力的 “集体行动”， 原因很

简单， 在集体不行贿的环境下， 第一个

破坏集体规则的人获利最大， 这就是奥

尔森认为类似无产阶级斗争无法成功的

主要原因。

回到如何终结行贿这个问题上来，

笔者不禁想起已故数学家陈景润的一句

话， 在他毕生努力下， 让人类距离哥德

巴赫猜想的最后结果 “

1＋1

” 仅有一步

之遥， 但他承认， 要想证明 “

1＋1

”， 必

须通过创造新的数学体系。 什么是新的

数学体系？ 在古希腊第一次数学危机之

前， 人类尚没有无理数的概念； 在牛顿

和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之前， 我们人类

计算不出一个椭圆的面积。

我们现在需要完成的这一项填空

是， 在 “某某” 之前， 我们民族面对腐

败与行贿， 束手无策。 显然， 这一空格

里填下 “王石”， 肯定还不够。

收紧二套房贷效果遭质疑
在实体经济没有全面复苏的

前提下，近几个月房价快速上涨，

房地产贷款扩张太猛， 引发了舆

论对可能会积累金融风险的担

忧。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

表示，要控制房地产贷款风险，严

格执行“二套房”标准，严格按规

定执行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款比例

和贷款利率。

二套房贷收紧的消息传出

后， 网友对这一政策基本持支持

态度， 一项由新浪网组织的调查

显示， 有超过六成的网友支持收

紧二套房贷。 对于该政策的效果，

网民们则对此反应不一。

大部分的网友认为二套房贷

收紧能够给高温的楼市降火，至

少对炒房者有较强的约束力。 少

部分网友认为二套房政策会有影

响但不致命， 最主要的原因是目

前流动性不断注入， 通胀已不可

避免。 还有网友表示第二套房的

定义一直模棱两可， 各银行认定

标准不一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此问题不解决，就会变成“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政策执行性会大

打折扣。

有网友指出， 房贷政策是大

银行紧，小银行松，首付比例严格

控制在

3-4

成，但利率却未限制，

仍由各家银行自主决定， 不少二

套房仍然能够拿到

7

折利率。 而

公积金并没有二套住房的说法，

首付比例为两成， 还清就可以再

贷。 因此二套房贷从紧的政策其

实是雷声大雨点小。

有不少执着的网友依然表示

房价不降到自己理想的价位，坚

决不买房， 现如今买房则是为房

价上涨推波助澜。 由于对高房价

的不满， 他们的言论已带有了较

为强烈的情绪， 将开发商与自己

置于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中。

有福建网友说： 买房子的一两年

不买绝对死不了， 而卖房子的要

是一两年不卖就一定得死， 所以

大家不妨坐下来，泡壶茶，看谁能

耗过谁！ 还有一些网友对本用于

刺激实体经济的货币大量进入楼

市，推高房价表示不满。

网络舆论普遍认为， “二套

房贷” 认定模糊、 银行业绩压力

催生放贷、 楼市流动性资金泛

滥， 是楼市火爆、 房价虚高的主

要原因， 仅仅是收紧 “二套房

贷” 政策， 而没有其他配套措施

出台的话， 对抑制当前过热的楼

市， 效果不会很好。

政治局会议内容受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

议

23

日召开， 会议还研究了当

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提

出要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保

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全面落实

和充实完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

划和相关政策措施， 巩固经济企

稳回升势头。

网友似乎抓住了一个向中央

建言献策的机会， 纷纷表达了自

己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网

络留言非常踊跃。

有网友提出具体的、 专业的

的建议。金融界广东网友提出：加

快科技进步和创新， 积极培育一

批发展潜力大、 带动作用强的新

兴产业； 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

排，大力推动重点产业调整振兴，

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毫不放

松地抓好节能减排； 努力稳定对

外经济特别是外贸出口， 提高利

用外资质量和水平。

有网友直接表达出对党中央

和中央政府的信心。 金融界欧洲

网友： 胡主席和温总理主持的这

一届政府

,

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政

府。 不像有些个所谓的经济专家

目光那么短浅，到处散布危言，影

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有网友提出了忠告。网易山西

网友 “

xuejiangzhao

”： 中小企业不

稳，经济永远不稳。该条留言得到了

近

3000

名网友的支持，还有网友认

为刺激经济不能光对国有大型企业

投资， 应当给予承担了大量就业岗

位的民营中小企业更多的扶持。

还有些网友对高房价、 官员

贪腐、司法不公、贫富差距等社会

问题有颇多埋怨， 提出了许多解

决之道。 特别是经济生活中的高

房价问题， 网友普遍希望高房价

切切实实地降下来， 降到绝大多

数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水平，以

保障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最基

本的居住权。纵观网络舆论，网友

对最高层一致持信任态度和好

感，虽然有种种不满，但是对中国

发展也有较强信心。 网友普遍希

望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听到普通民

众的心声， 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

的种种问题。

(

胡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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