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追涨青年到

安静的价值博弈者

爱尚涨停

遭遇暴跌大亏

1996

年年底，我在深圳首次接触

到股票。尽管旁观了

12

月

12

日以后

指数的

4

个跌停板。 但是由于身在局

外， 并没有觉得恐怖， 反而觉得神

奇———原来钱的变动可以这么大。到

了

1997

年底， 我专门选择在圣诞节

去证券公司开户，等到股东代码卡办

理下来， 已经是

1998

年

1

月

12

日

了。 在等待的日子里，我在心中模拟

买入的一只股票———天大天财（现在

叫鑫茂科技）

000836

连续涨停，

2

周

时间翻番， 不由得对自己大为叹服，

于是一正式成为股民，就立即买入两

只股票（当初分仓据说是为了分散风

险，其实是指望东方不亮西方亮）。

那个时侯，家里没有电脑，要看

盘得去证券公司，平时收音机也可以

解一下燃眉之急。于是在我第一次买

入股票次日的中午，我人生第一次感

觉到考试之外的黑色———

1998

年

1

月

13

日， 在香港百富勤公司倒闭的

外力作用下， 沪指盘中跌到

1110.08

点， 比起

1

月

12

日的收盘指数

1226.96

点， 下跌了

9.52%

， 考虑

ST

股票的跌停幅度为

5%

这一因素，沪

指下跌

9.52%

意味着大盘几乎跌停。

毫无意外，我买的

2

只股票最大跌幅

都达到跌停，我毫不犹豫地割掉。

十年磨一剑

从此我开始了股市的不归路，在

没有任何操作原则可以借鉴的前提

下，这种旅程自然是心惊肉跳、阴暗

晦涩居多。 亏损是必然的，不服输也

是必然的，于是去购买了一些股票书

籍研究。 那几年合计下来总是没有赚

到钱，但是读的书的确不少。 从张松

龄的《股票操作学》到唐能通的《短线

是银》，还有童牧野、李志林、钟麟等

等。其中张松龄的《股票操作学》是找

股友借的，我把大张大张的白纸裁成

本子模样，花了一天一夜手抄，尽管

一知半解，但是绝对很虔诚的在研究

着。而坐标纸，我是成打成打的买，手

绘

K

线图；每个周末，我还会去证券

公司门口买证券报，研究里面登出来

的所有个股日线图以及专家评论。学

习的结果是变着法子运用各种技术

指标以及各种小技巧来实战。 现在一

一回想起来， 这些细枝末节的方法，

在没有正确的大局观支配之下，是注

定不会成功的。

在

1998

年之后的十年时间里

面，沿着涨停板、主升浪的核心思路，

我不断地揣摩、实战、总结，其间曾经

彻底绝望，也曾“破产”彻底离开股市

数年，但是市场的魅力、思想的变革

让我一次次重拾信心重返市场，且收

获斐然。类似凌钢股份在

2003

年的

4

个连续涨停板、昌九生化在

2004

年

2

月的

3

个连续涨停板、 柳钢股份在

2007

年

6

月的

5

个连续涨停板、波导

股份在

2009

年

4

月的

4

个连续涨停

板等等，都无一例外在加速临界点跟

进，最高位置附近出局。 至此，直到

2009

年， 经过无数次的追涨经历，经

历无数的悲喜交加， 盈利和止损，总

算在狙击涨停、捕捉主升浪方面形成

一套严格的操作体系。 往日那种买股

之后暗无天日、忐忑不安、彻夜难眠、

浑身冷汗的感觉一去不复返。 在不断

的追涨停、获利（止损）、空仓的循环

中，我逐渐养成了淡定的素养。

股海中神秘的面纱

如果说从前我是一个超级短线

爱好者，那么现在我已经不是了。 随

着视野的开阔和研究的裂变，并且目

睹资金背后的那些事儿，逐渐展开对

价值投机的爱好性研究。 而起源也很

有意思，也是来自于一只股票———大

连金牛（后更名中南建设）。 这只票在

2009

年初曾经短线参与过，没有怎么

赚钱，因为买入之后并没有实现连续

涨停，因此根据狙击原则出局而另选

它股参与。 但是在后面的日子里，尽

管此股走的不温不火，却在我出局之

后涨了

6

倍，整个综合涨幅则高达

10

倍。 不动声色之下，此利润远远高于

短线进出的利润， 令我百思不得其

解，转而奋发研究其中的奥秘，从而

揭开了股海中另外一幕神秘的面纱。

整个

2010

年， 我都沉浸了在价

值投机策略的研究上面了，到现在为

止，我可能只是领会了其中极小一部

分内容，但是其关于

MACD

指标背离

之类的观点，在我的价值投机个股抄

底策略上极为有效。 近期的大元股

份、

ST

皇台、

*ST

高陶都无一例外的

遵循了价值投机策略，也获得了不菲

的心得。 而个股的技术分析，则永远

从属于个股的基本面。 从当年的追涨

青年，到现在尝试做一名安静的价值

博弈者，是一种成熟，也是一种必然，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自己是幸

运的。

应该说，不论是基于狙击涨停板

个股的主升浪行情，还是基于价值投

机体系的潜伏之旅，其最大的一致性

即在于确定性。 如何将不确定性降至

最低，如何不怕踏空不怕持仓，如何

不迷信权威，如何不盲从大众，如何

自我升华，如何远离股市、远离恐惧、

远离贪婪， 如何一觉睡到自然醒，都

将是我们所有普通投资者终身努力

的目标了。

南方上海

1806

号：

“静安”并不安静

李幛喆

如果说飞乐股票是内部发行的话，

上海延中实业则是首家对外发行股票的

公司。

1985

年

1

月

14

日，上海延中实业

在上海静安体育馆对社会公开发行了

500

万股。

1985

年

1

月

13

日晚上， 延中实业

董事长周鑫荣和总经理秦国梁一起睡

在办公室，他们碾转难眠，担心第二天

在上海静安体育馆对社会公开发行

500

万股会无人问津。 事实上，

1

月

14

日凌

晨

3

点， 体育馆外就有人开始排队，全

天认购火爆，附近交通几乎堵塞。 为防

止意外情况发生，到下午

3

点，发行了

470

万股后公司不得不停止股票发行，

排了一整天队没有买到股票的市民愤

愤不平。

为鼓励市民持股， 延中实业采取了

有奖发股的办法，即：每年提取

2%

的分

红基金作为个人持股奖励，每年初开奖，

特等奖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 这种有

奖发行股票的办法， 极大刺激了上海市

民购买延中实业股票的热情。 第二年开

奖，上海衬衫二厂的女股民获得特等奖，

得到了一套住房。 后来有奖发行股票在

有关部门的制止下停止了。

然而， 股票发行需要有一个专门买

卖的地方。 由于股票不能流通，飞乐和延

中实业股票轰轰烈烈发行后就死气沉沉

了。 此时，有急需用钱（留学、看病、装修

等）的市民无法将股票变现非常失望，私

下交易也开始了。

1986

年

9

月

26

日，上海静安寺附近

的南京西路

1806

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海

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营业部应

运而生，此举曾被上海媒体评为“

1986

年

上海十大经济新闻”之一。

该营业部当时仅有

12

个人， 营业

面积

12

多平方米。 开业当日，上市股票

仅有飞乐、延中

2

只。 飞乐音响的股本

是

50

万元，延中实业股本是

500

万元。

原定于

8

点

30

分开门， 结果早

7

点营

业部内外就全部挤满了股民，连门口的

大树上都爬满上了人，营业部门口的交

通业一时堵塞。 正式开盘后，飞乐开价

55.6

元、延中

54

元，第一位买者是坐在

轮椅上的残疾人， 他用

1000

元买了

18

股飞乐。 全天飞乐发行

700

股，开业两

小时售空； 延中

1000

股， 下午

4

点

30

分收盘后，共成交股票

1540

股，成交金

额

85280

元。

据当事人黄贵显 （静安证券业务部

经理）回忆说，原来

1806

号这是一个理

发店， 改建为营业部办理股票买卖，国

内国外一下子都知道了。当事人胡瑞荃

说：“纽交所董事长范尔林还来过呢，开

始我说这地方很小，我们接待你们差一

些，他说：‘不错，不错，在上海那么大

的城市里边， 有那么一间房已经不错

了， 我们美国那时在梧桐树下边进行股

票交易，你们这样做，已经不错了。 ’”也

有外国人质疑： 商业银行怎么能搞股票

交易，这在国外是绝不允许的。 胡瑞荃只

能解释说，“我们刚改革开放， 还没有证

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我们是中国工商

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 是代理

买卖股票。 等试点成功后，就会规范股票

买卖了。 ”由于静安证券营业部面积太小

（

12

多平方米）， 每天买卖股票的人员拥

挤， 开业过了

4

个月， 就搬到了西康路

101

号。

1806

号的静安证券营业部的开业，

开创了新中国股票交易的先河。

1983

年到

1985

年，沈阳国有企业每

年的技术改造资金大约需要

7

亿元，国

家当时计划仅能满足

3

亿元，企业自筹

1

亿元，余下的

3

亿元资金，这些企业就采

取了向社会和企业内部发行

1

年、

2

年、

5

年的债券和股票的形式筹集。

1985

年，沈

阳市发行了企业债券

1.5

亿元， 其中

1.2

亿元面向社会发售。 到

1986

年

7

月底，

筹集资金约

2.7

亿元。后来到

1986

年底，

筹集的资金存量达

到

4

亿元。 但是企

业职工购买后，发

现自己的资金被沉

淀了， 急需用钱则

没有地方流通变

现。 而社会上的居

民又急于想买到这

些内部债券和股

票。 基于此，沈阳市

政府决定开办一家

证券交易市场以解

决此问题。

当时的领导班子找到几个实力强大

的信托投资公司商量开办证券交易市

场，却被以各种理由谢绝，而实力最单薄

的沈阳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孟铁却毅然

接受了这项具有风险的任务。

1986

年

8

月

5

日， 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在沈阳市市

府大路六段

23

号开办了第一家证券交

易市场。

为防止当天交易冷清和股民不认识

营业部的位置， 孟铁还决定当天派两辆

卡车拉上沈阳市黎明机械厂和沈阳市工

业品贸易中心的上百名职工来为开业造

势，必要时允许这些职工“假买假卖”，目

的是助威宣传造声势，避免冷场。 令孟铁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新闻发布会后他们

赶到仅有

40

平方米的营业部时，发现已

经有成千上万的真股民自发来到证券交

易营业部门口，早早等候开业买卖证券，

而被卡车拉来的造势的假股民早被真股

民挤出了营业部，没有派上用场。

9

点

40

分， 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市

场在沈阳市市府大路六段

23

号举行了

开业典礼。 到场的领导、嘉宾达到

200

多

人。 尽管没有敲锣助威，但是当时鞭炮齐

鸣，掌声雷动，人群沸腾，好不热闹。

开业当天， 上市的债券有黎明机械

公司第二期有奖有息债券和沈阳市工业

品贸易中心第二期大厦建设有奖有息债

券。 当天买入债券的有

97

人次，

343

张，

卖出债券

15

人次，

204

张，成交额大约是

2.26

万元。 不过当天都是低于

50

元面值

买卖的，如

2

年期到期的

50

元面值的债

券，买进价

41

元，卖出价

42

元。 到

1986

年年底，成交额为

1665

万元。

1986

年

10

月到

1987

年，该市场不断扩容，先后有

五大类、

21

个单位的

55

个品种的有价证

券上市交易。 交易品种的丰富，极大地调

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由于营业部

40

平

方米的地方太小， 黑市交易很快就出现

了。

1987

年

7

月

30

日，孟铁他们又在原

址北侧新建了一个

200

多平方米的交易

大堂。

也许读者会问， 为什么沈阳市开

展证券交易叫证券交易市场， 而不直

接叫证券交易所。 这是因为当时证券

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没有休止， 叫证

券交易所似乎与资本主义没有区别，

太敏感。 为稳妥起见，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的领导认为叫证券交易市场比较合

适。 后来由于

1992

年底中国证监会成

立，统一了全国的证券交易市场，沈阳

市这家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市场于

1993

年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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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沈阳

23

号：

“找托忽悠”开办交易市场

李幛喆

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始于沈阳证券交易市场和上海静安证券交易营业部。

开业当天股民蜂拥而至

1806

号开业当天股民爬到树上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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