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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捡漏” 结果齐刷刷打眼

孔伟

冷清了一段时日的古玩城玉市终于

有了点生气， 周末淘宝市场的玉摊又逐

渐多起来了。这不，一位来自苏州的女老

板就带来了不少看上去还不错的东西，

一帮相熟的玉友转悠到这里就几乎走不

动道了。

女老板摊上基本上都是雕件， 并且

以我们最为眼馋的红沁、 黄沁和白玉籽

料玉件为主。 红沁没得说，很贵，一个小

挂件开价就好几万，把件就更别提了，十

几万、几十万不算稀奇。黄沁的档次则拉

得很开，从两三千到十几万都有。几万十

几万不大现实，报价小几千块的两件“府

上有龙”便成了众矢之的，抢先抓在手上

者无论如何也不松手了———古玩行有一

个惯例，前一个买家在和卖家砍价时，如

果东西在买家手里， 旁边的人即使有再

强烈的抢购欲也必须等待， 直到货物重

新放回摊上之后才能与卖家讨价还价。

现在两件东西都在玉友手里紧紧攥着，

虽然不会被别的买家抢走， 但这种情形

下卖家自然不会接受大幅度砍价， 稍微

让点步就跟拿刀子割她的肉似的， 一副

十分不情愿的样子。 最终两件黄沁雕件

分别以

1500

元和

1800

元成交， 不仅买

家有捡漏的感觉， 卖家更是在数钞票的

时候明显掩饰不住兴奋之情， 几乎就要

笑出声来了。

“有问题我要退货的哈！ ”一位“抢”

到雕件的玉友高兴之余也没忘了给老板

打一支“预防针”。

女老板稍稍愣了一下， 旋即很潇洒

地做出承诺：鉴定不是和田玉原银奉还！

买到货的玉友离开了， 我则心有不

甘，毕竟已时至中午，随身携带的包尚且

空空如也， 总得采购点什么回家才算不

虚此行吧？

又大致浏览了一下，正准备起身离

开， 女老板刚从包里拿出来的一件红、

黄、黑、白相间的雕件“代代封侯”（也就

是布袋上趴一只猴子，袋谐音代，猴谐

音侯，系封建时代人们对加官晋爵的一

种美好期望与祝愿） 引起了我的注意：

黄沁

+

红沁

+

黑色

+

白色的猴， 难得的四

色料子。 和田玉多为单色，最多加皮色

成为双色料，三色以上比较罕见，故历

来就有 “家有三色玉， 胜藏万担粮”之

说。 这件不仅四色，雕工也还算不错，仔

细观察了好一阵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开价

8000

元， 还价从

2500

元递增，到

4000

元后女老板已不再“一口否决”，而

是给出了

4800

元的“目标价”。 这下轮

到我下“最后通牒”了：就

4000

元，行我

就去柜员机取钱，不行就回家了，你看

着办吧！ 女老板见我真要走，赶紧答应

下来：成交！

银货两讫之后， 来到玉友们平时蹭

茶喝的茶叶店里， 发现两件黄沁雕件的

新主人正在斗宝：买到

1500

元那件的玉

友号称自己这件性价比明显更高，而

1800

元那件则“很可能是黄卡瓦（即产

自新疆的黄色岫玉， 并且因为与和田玉

出自同一条河流， 有的看上去还比较油

润，很容易混淆）”，把另一位玉友气得够

呛，正在“绝地反击”。 见我进来，便要我

这个“师傅”做个评判，看谁买得更值。

我这才有机会将两件玉件拿在手里

掂了掂，发现明显轻飘，都没有和田玉的

坠手感。 于是给出了我的判断： 高度怀

疑，很可能不是和田黄沁料，黄卡瓦的可

能性大。好在茶叶店取水方便，于是拿出

珠宝秤、 水杯和丝线现场办公， 测试密

度。 结果不出所料：密度均

2.61～2.65

之

间，虽然看上去都油润可爱，但无一例外

都是黄卡瓦。

两人都愣住了。 “有言在先”的玉友

赶紧跑出去退货， 而另一位玉友则将雕

件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了好一阵， 最后做

出决定：即使是岫玉也是岫玉里的极品，

不就一千多块钱嘛，留着自己玩！

在同一个摊上买了

3

件东西， 他们

那两件都看走眼了，就我这件还算不错，

现场测密度也没有任何问题。回到家里，

将新买的“代代封侯”拍照发到网上，一

位玉雕师傅很快做出鉴定：不是和田籽，

而是俄籽， 并且是从中间一剖二之后再雕

刻的。

俄籽？！不说不像，越说越像，再对照实

物一看，压根就不是像，直接就是了！ 平常

看俄籽比较少，尤其是一些“长”得跟和田

料相像的俄籽，稍不留意还真分辨不清楚。

虽说好的俄籽与和田籽料观感上相差并不

大，并且鉴定也是和田玉，但价格上却有着

不小的差距———如果说是和田玉的四色籽

料雕件，

4000

元是捡漏； 但俄籽因为颜色

比较丰富， 四色并不十分稀奇，

4000

元的

价格无疑是被卖家“捡漏”了。

唉， 在女老板摊上买东西的三位玉友

竟然没有一位幸存者， 今天算是齐刷刷打

眼了！

Treasure Hunt

寻宝

看上去油润可喜，分明是捡漏的玉件，没想到却齐刷刷打眼了。 孔伟 / 摄

租金售价均涨 深圳写字楼能否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谈到投资， 很多人首先会想到———

楼市、股市。 众所周知，近两年来股市表

现疲弱， 让不少投资者对于股市的判断

站在了十字路口， 而在楼市方面，

2011

年以来受到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影响，

限购， 让投资群体纷纷撤离住宅这片他

们热衷的战场， 转而投向商业写字楼市

场。恐怕会有人问收益如何？日渐成熟的

深圳写字楼出租市场， 可供选择的商业

写字楼项目越来越多，如同百里挑一，究

竟如何选择作为投资对象？

有分析师认为， 在国家去除住宅投

资化政策倾向明确的当下， 部分以投资

为目的的置业群体将更加密切关注写字

楼市场。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人们逐渐意

识到在资产配置里， 无论是投资回报率

还是不动产增值水平， 住宅都不及商业

地产，尤其是顶级写字楼，投资回报率最

高、最稳定，且相对于商铺投资，更具资

产安全性。

事实上，

2013

年， 由于经济形势好

转刺激更多企业搬迁升级或扩张，对高

品质深圳办公室出租的需求增加，对于

这些新近入市的高端写字楼的需求有

增无减。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迁至新的

写字楼实现其扩租和办公环境的升级，

以搬迁为目的的租赁需求逐渐成为深

圳办公室出租市场的主要驱动力。 需求

带动价格， 最新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

点。 昨天，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

2013

年

三季度的写字楼市场报告。 数据统计显

示，第三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租金和

平均售价分别同比上涨

2.1%

和

4.6%

。

由于深圳没有新的甲级写字楼入伙，因

此， 全市甲级写字楼存量依然维持在

285

万平方米，也正因为没有新增供应，

在过去的第三季度里，全市写字楼空置

率小幅下跌

0.1

个百分点，降至

11.7%

。

具体来看，第三季度，深圳的甲级写字

楼租金环比上涨了

0.7%

， 达到每平方

米月租

191.8

元； 平均售价环比上涨虽

然停滞， 但同比上涨

4.6%

， 价格在

49333

元

/

平方米

尽管租金和售价有所上涨， 但第

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人员认为，现

在的写字楼市场仍然不适合投资，尤

其不适合个人投资， 除非企业购买自

用。 原因很简单，近几年，因为售价涨

势高于租金上涨速度， 深圳写字楼的

回报率并不高。 第三季度里，随着租金

的上涨， 深圳写字楼的回报率虽然略

升了

1%

，但也只有

4.64%

，投资回报

太低。 未来，第四季度，深圳将有

3

栋

甲级写字楼入伙， 新增供应面积约

27.6

万平方米， 全市甲级写字楼的存

量将被推高

9.7%

。 第一太平戴维斯预

计， 宏观经济增长将在第四季度保持

平稳， 且少量新增供应的情况下全市

空置率将保持平稳，但全市平均租金和售

价的增长有限。 显然， 写字楼的投资，并

不是短期回报的明智之举。

商业地产投资现在也未必是良好时

机。 第一太平戴维斯报告显示，第三季度，

深圳有一个新的购物中心入市， 该中心以

零售、餐饮、娱乐业态为主，融合了艺术与

家庭体验，已经处于试营业中，但过半商铺

尚未开业， 如此低的进驻率尽管有其自身

招商方式单一的限制， 但也足以显示目前

深圳成熟区域商业地产的尴尬。 市场研究

人员认为， 目前深圳关内商业综合体过于

集中，商场特色缺失，各大商业综合体里品

牌重合度高，而消费需求增长有限，功能结

构性失衡势必影响商业地产的出租率。 如

果投资商业地产，建议考虑深圳关外新区，

挖掘其商业需求。 该机构预计，第四季度，

深圳优质物业市场整体空置率可能有所上

升。 在社会零售消费增长平稳情况下，预计

市场租金上涨将停滞。

即使只有一个人 也会创造大不同

张艺博

说起大名鼎鼎的约翰·博格我们立马就会想到先锋基金，其实以

前读过几本关于约翰·博格的传记，只是由他本人所著的书籍从未阅

读，所以在看到他所著的《投机还是投资》这本书的时候，特意留意

了英文的原标题，the� clash� of� cultures，副标题才是投资还是投机，从

英文的书名不难看出，约翰·博格是想表述投资和投机是两种不同文

化的冲突，是不同理念不同行为的冲突。 作为先锋基金的创始人，约

翰·博格一生都在资本市场上搏击， 其所倡导的长期价值投资理念，

先锋基金更是几十年长期价值投资的践行者。 同时先锋基金辉煌的

业绩回报也令人对长期价值投资的正确性和确定性笃信不疑。

文化的冲突———为什么长期投资

互联网在近 30 年的快速崛起让世界的一切变得都和以往不同。

说到底其实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一种是以精确测量和量化分析为中

心的科学文化的盛行； 一种是以坚实的启蒙思想和理性思考为中心

的人文文化的日渐衰弱。

客观地说， 智者、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大致代表了长期投资文

化，而数学家、技术人员和炼金术师们代表了短期投机文化。 在浮躁

的读图时代，文化的速食化倾向越演越烈，这种趋势自然而然地也波

及了金融界。与其说投资于投机在文化上的冲突，不如说是时代进化

的必然， 投资———投机———投资———投机的轮回必定会在人类历史

上一遍遍上演。作为一个有着 60 年的从业经验的业内人士，约翰·博

格为现代投机文化的不间歇增长忧心忡忡，从“创造价值” 到“寻

租”的定义，从投机所创造的价值到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的“看门人”

的集体失职———因为他们以一种近乎默契的方式愉快地共谋着，他

意识到对自己来说漫长的投资生涯对于金融史来说只不过是短短一

瞬，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 约翰·博格试图尽量从客观的历史角度来

阐述问题，让读者知道，长远来看，只有长期投资能够帮助我们达到

财务自由之境界。

指数基金———短期投资的挑战

与作者 1975 年创建的，致力于“永远” 长期持有的先锋 500

指数基金，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被动型共同基金。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一种新型的可以“真正全天候” 被交易的共同指数基

金 ETF 诞生了。 而该基金的投资理念含有极高的杠杆风险，与作

者多年以前设计的适用于长期投资者的 TIF 传统指数基金相去

甚远。对于这一极具震撼力且具有颠覆力的文化指数，约翰·博格

写道“恕我直言，我对这个概念本身仍然予以肯定，但是前提是

合适类型的 ETF 被恰如其分的运用和被用作投资而不是投机。

对于那些愚蠢的与这一目标完全相反的做法，我持否定态度。 ”

客观地讲，ETF 和 TIF 的区别，对于同一投资者来说，差别仅仅在

于资金的边际回报率。 究其本质仍然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投

资哲学的冲突。

作者通过有力的论述证明了，交易行为越频繁，所期望的回

报率就越难以达到。 我们也能从历史中学到这条真理：最终，投资

者赢，投机者输。 虽然这种愚蠢的行为必须要纠正，而且迫在眉

睫，但是我并不认为投机者真的会意识到他们的处境。 这一部分

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宏观经济分析，行业分析，以及多个指数基金

的详尽盈亏列表，用更多的数据和图标有力地证明了短期投机的

危险性和不确定性。 这些叙述和实例，相信对于频繁交易的投资

者们大有裨益。

养老基金———成于投资败于投机的案例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对于现代经济文明的发源地美

国所引以为傲的退休制度，约翰·博格更是直言不讳地描述为“潜

在的火车意外事故” ，以此来描述养老基金的参与者们所面临的四

大危险，并且认为，只有整个公共和个人的退休系统彻底改变其结

构和运行机制，否则我们就会直面一场经济上的火车意外事故。

对于养老制度的深切剖析， 是我们认识到整个体制管理制度

和运行的不确定性， 并未自己置身其中的养老基金担心不已。 此

外， 作者还列举了自己一直投资并参与管理的惠灵顿基金， 一个

1928 年成立以来一直保持专著于长期投资的传统文化， 但是在

1966 年新的管理层的领导下，在沸腾的年代向股市新文化妥协了。

尽管作为管理者之一的约翰·博格在 1972 年该基金到达顶峰时，给

管理层写过一封措辞激烈的备忘录， 但是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 随之很快惠灵顿基金就缩减了 80%，几乎惨遭灭顶之灾。 最后

重回到长期投资的传统文化，从而使得该基金走上复兴之路。 这只

成立至今已达百年的基金的历史脚步， 能否证明长期投资的传统

文化就一定优于短期投机的现代文化，结论尚不明确。 但是就基金

本身而言，确实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对于如何解释惠灵顿基金的复

兴和成功之路，作者也给出了大量的论述，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能

慧眼如炬，发现其中的玑珠。

最后，作为对耐心读完作者所有的想法、经历和奇闻怪谈的读

者一些适当的奖赏，约翰·博格给想坚持长期投资的投资者们达到

其理想目标的建议十项法则。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资本市场均值

回归的终极法则。 他同时列举了 8 个出人意料的取得过巨大投资

成功的顶尖基金，最后却大不如前甚至彻底失败的例子，进一步让

读者理解均值回归的理念。 而对于那些只注重短期投机的人，约

翰·博格只有一个警告：请立即停止！ 我很想逐一列举其他九条，但

是又怕读者会觉得老生常谈，还是自己阅读体会更深，相信你一定

能发现作为最成功的基金管理者，约翰·博格的平易近人和谆谆以

求的真诚。

书名：《投资还是投机》

作者：【美】约翰·博格

译者：宋达、金旻、卢雯雯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Gold Rush淘楼淘金

80后女孩10年打拼成酒吧西施

付建利

这几日，对于山西女孩小玲来说，是

十分高兴的事情， 因为她在北京繁华处

的另一家酒吧又要开业了。 小玲出生于

1986

年，属于典型的

80

后，尽管年纪轻

轻，但已经在北京打拼

10

年，而且拥有

自己的三家酒吧，不仅能干，小玲还是实

实在在的美女， 她被朋友圈亲切地称之

为“酒吧西施”。

小玲没上过大学，高中也没读完，原

因无他，就是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

条件不行，父母亲供不起她上学。在家乡

打拼过一段时间之后，

10

年前， 小玲来

到了北京，寻找圆梦的机会。对于小玲来

说，从小饱受贫穷之苦，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北京扎下

根来， 然后在老家给父母修漂漂亮亮的

房子，让父母过上好点的日子。但未来的

路到底在哪里， 初到北京的小玲可谓两

眼一抹黑。

刚到北京时， 小玲在一家超市做售

货员，因为月薪太低，小玲只能和朋友住

地下室，而且是第二层的地下室，后来经

济条件稍微好些了，她就搬到地下一层，

再后来，她租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房子，但

是房子极为简陋，属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

的老房子，不过比起地下室，小玲已经非

常满足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小玲遇到了一个

在北京三里屯开酒吧的朋友， 在一般人

看来，酒吧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但小玲

发现， 随着城市白领的生活压力越来越

大，大家都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地方，酒

吧自然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小玲觉得这

个行业前途无限，起初，她在朋友的酒吧

打工，半年之后，酒吧的各条业务流程，

比如从哪里进货、 如何打造个性化的酒

吧、如何满足白领和年轻人的心理诉求，

甚至于如何对付故意寻衅滋事的醉鬼，

小玲都学到了不少经验。之后，小玲在北

京一处繁华地段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酒

吧。除了自己多年的积蓄以外，她还向朋

友借了

40

万。

和大多数创业者一样， 小玲初期也

经历过亏损的痛苦期，最糟糕的时候，小

玲的本金亏掉了接近一半， 每个月几万

块的房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小玲疑惑

地发现，周围仍然有不少酒吧生意不错，

自己亏损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经过一段

时间和客户的用心交流， 以及向朋友讨

教后，小玲发现，以前经营不善主要是因

为经营上还是没有特色， 来酒吧消费的

人，图的就是放松，如果没有让客户放松

的氛围， 客户的消费体验就会很差。 为

此，小玲重新装修了店面，主要采用陕北

的民居风格。仅这一项，就耗资接近三十

万。此外，小玲自费学习了如何做出可口

的咖啡，她用心为客户做每一杯咖啡，即

便在咖啡杯子的选择上， 每个杯子都有

所不同。

在如今的酒吧， 为了吸引客人，一

般都会招聘歌手演唱， 但小玲发现，总

是有一批客人讨厌吵闹，喜欢安静地坐在

酒吧慢慢打磨时光，但如果几个客人同时

来到她的酒吧，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

又喜欢听歌，怎么办？ 为此，小玲将自己的

酒吧设置为楼上楼下两层，楼下有歌手驻

唱，楼上则尽量保持安静，客户还可以随

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楼上或者楼下去消

费，这样就较好地满足了客户不同的消费

体验。

“做酒吧，最关键的是要用心去做，把

每一位客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通过微信

等方式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同时也要做出

特色， 争取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出特色，

追求与众不同。 ”酒吧西施小玲最后还告

诉记者，她新开的一家酒吧，正在向客户

征集名字，“如果客人为酒吧取的名字被

我们采纳了，将成为我们酒吧的终身免费

客户。 ”小玲对酒吧的名字极为在意，在她

看来，为酒吧起一个让客人动心并且忍不

住看看的名字，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广

告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