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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说钱】

由于政府手中仍然

有多张 “王牌” 可

打， 所以未来一两

年维持楼市基本稳

定问题不大。

【平心而论】

对于诚信课这类没

有硬性应试要求的

课本， 老师们都不

领，学生也不要。

诚信教材不应该被冷落

汤亚平

妻子前不久退休的那天

，

我开车

去接她回家

。

她在一所学校图书室工

作岗位上呆了近

20

年

。

作为图书情报

系科班出身

，

她对自己退休的交接工

作特别认真

。

“

这是我留下的唯一遗憾

！ ”

临走

前她指着一大堆几乎原封不动的书籍

对接班的老师说

，“

学生只拿走

15

本

。

有一个学生拿走后

，

瞟了一眼

，

出门就

扔进垃圾桶里

，

我又捡回来了

。 ”

我顺手拿起一本看

，

原来这是一

批初中诚信教育的教材

，

书名为

《

广东

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

.

诚信教育

》。

该

教材根据国家教育部

2004

年发布

《

关

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诚信教育的通

知

》

精神

，

由广东省教育出版社课程教

材研发中心编写

，

经广东省中小学教

材审定委员会

2013

年审定通过

，

广东

省教育出版社出版

。

回到家

，

我竟被这个初中的课本

深深吸引

。

例如

，

在

“

观察与思考

”

中

，

校园网头条是

《

最美

“

的哥

”》：

2012

年

6

月

10

日

，

乘客张先生不慎将装有

500

万元现金的行李箱遗忘在出租车

后排座位下

，

出租车司机效力主动报

案将其归还乘客

。

接下来

，

在

“

新闻拓

展

”，

小李名列当年二季度

“

广东好人

”

名单

，

获得

“

诚实守信好人

”

称号

。 “

新

闻拓展

”

结尾还写道

：

心理学家诺尔

曼

·

安德森于

1968

年曾列出

555

个描

写人的个性品质的形容词

，

让大学生

选择哪些品质是他们最喜欢的

。

结果

表明

，

评价最高的品质是

“

真诚

”，

而评

价最低的是

“

撒谎

”

和

“

虚伪

”。

每一节课

，

都是通过

“

观察与思

考

”

了解社会生活热点

；

通过

“

诚信学

堂

”

学习和理解诚信对学生成长

、

对社

会进步的重大意义

；

通过

“

社会广角

”

了解和分析当今社会出现的违背诚信

的事件

；

通过

“

选择与行动

”

做出正确

的判断和选择

；

通过

“

阅读与感悟

”

来

体会诚信的价值

。

该教材中

，

所有举例鲜活而接地

气

，

如广东顺德某中学设立

“

无人超

市

”，

诚信当家

；

广州市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设立迎公交

“

排队日

”，

借六个

“

1

”

字并排的形象寓意

，

以

“

排队我快

乐

，

礼让我文明

”

为主题

。

我一口气读完课本

，

连一个字也

不放过

，

在封底看到了书的定价是

5.68

元

，

便对妻子说

：“

并不贵啊

？ ”

妻

子告诉我这是免费课本

。

问题不是钱

，

而是时间

。

初中的课本太多了

，

这类没

有硬性要求的课本

，

老师们都不领

，

学

生也不要

。

学生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

应试

。

诚信是人类一种具普遍意义的美

德

，

世界各国均重视国民的诚信教育

从孩子抓起

，

美国从幼儿园和小学就

设置诚信课程

。

有趣的是

，

美国波斯顿大学教育

学院设计基础诚信教材中

，

竟有一则

中国古代的故事

：

一位国王要选择接

班人

，

于是发给国中每个孩子一粒花

种

，

约好谁能种出最美丽的花就将被

选为未来的国王

。

当评选时间到来

时

，

绝大多数孩子都端着美丽的鲜花

前来参选

，

只有一个叫杨平的端着空

无一物的花盆前来

，

最后他却被选中

了

。

因为孩子们得到的花种都已经被

蒸过

，

根本不会发芽

。

这次测试不是为

了发现最好的花匠

，

而是选出最诚实

的孩子

。

我还看到

，

有外地教师在教案设

计中

，

还请同学表演

《

国王与花种

》

的

故事

。

故事没有对

“

绝大多数孩子不诚

实

”

有任何指责

，

而是侧重诚实的孩子

有好报

。

是的

，

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们来

说

，

偶尔的不诚信或难免

，

只要对他们

进行恰当的诚信教育

，

就可以培养出

诚实守信的人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诚信

教材被冷落比不诚信还可怕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圈子混得好 情商务必高

木木

我的朋友老匡

，

是一名油画家

，

主

攻人物肖像

。

客观而言

，

老匡很有才

华

，

作品构图完美

，

用色大胆

，

笔触细

腻

，

许多作品往往还带着一丝特有的

淡淡的愁绪

。

单从艺术角度看

，

即使与

同样以人物肖像见长的王沂东

、

艾轩

、

杨飞云等知名画家相比

，

老匡的作品

也毫不逊色

，

他的许多作品中闪烁着

的灵气

，

相比那些名家甚至还要更胜

一筹

。

不过

，

老匡这个人在情商上有点

儿欠缺

，

有时候待人接物就难免会让

一些人看不惯

、

不舒服

。

如果说这个

“

缺点

”

在过去的年代还无伤大雅的

话

，

到了现在

，

就很是个问题

，

尤其在

文物

、

书画

、

艺术品收藏

、

投资

、

拍卖这

个小圈子里

，

就更

“

致命

”。

当许多与其

水平大致相当的作者把画儿卖出几百

万

、

上千万的时候

，

老匡的收获就越发

显得微薄

。

每个圈子显然都有各自的规矩

，

不尊重这些规矩

，

就一定不会有人给

你好脸色看

，

更不会有人愿意带你一

起玩儿

，

最终的结果不是被彻底地边

缘化

，

就是自己臊眉耷眼地逃开去

，

当

然

，

如果能幡然醒悟过来

，

就一定会有

不同的结局

。

各种资深圈友

，

对于这些

规则无不心领神会

。

想要在文物

、

书画

、

艺术品收藏

、

投资

、

拍卖这个小圈子里混并混好

，

就

一定要合群

，

要有合作精神

，

能深刻领

悟

“

众人拾柴火焰高

”

的真谛

，

只有这

样

，

才能有钱大家一起赚

；

即使相互之

间因了竞争的关系产生点儿矛盾

，

吵

吵嘴

、

掐掐架

，

都没关系

，

只要在

“

外敌

来袭

”

的时候

，

能团结一致

、

共同对外

，

就都是值得同呼吸

、

共命运的好同志

，

关键时刻

，

就一定会有人

“

扶上马

”

并

深情款款地

“

送一程

”。

在这个圈子里

，

要想混得好

，

还必

须会炒作

、

会推销自己

，

这实在是一门

极高深的学问

，

要想取得成绩

，

除了自

己要用心参悟

，

许多时候还需要有能

人指引

。

有

“

先贤

”

总结其中的关节是

，

绝不能自己闷头儿瞎使劲儿

，

而必须

聚拢起一帮兄弟来一起干

。

而要把兄

弟们聚拢起来

，

共同追名逐利

，

除了情

商要高

，

还要舍得下本儿

，

要舍得把自

己的

“

心血

”

送给朋友们

“

斧正

”。

前一

阵子

，

与某

“

老师

”

闲聊的时候

，

他很神

秘地透露

，

朋友们手里已经攒了不少

某某某的东西了

，

准备开始好好炒作

一下这位

“

青年才俊

”。

又一场造神运动即将开始了

。

相

信一旦炒作起来

，

用不了多长时间

，

这

位

“

才俊

”

的身价就会格外昂贵起来

，

然后

，

大量的作品就会渐次出现在不

同的拍卖场上

，

再然后

，

兄弟们就可以

踏踏实实坐下来等着分钱了

。

在这个

“

造神

”

的过程中

，

拍卖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环节

，

通过

“

拍卖

”

的包装

、

运作

，

原本

1

万

、

10

万都不值的一幅作品

，

往往用不了几分钟

，

就能炒出几十万

、

几百万的价格

，

反正这些年来

，

上亿的

拍品多得是

，

大家获利的空间早就打

开了

。

看来

，

炒这个比炒

A

股要合适

得多

。

23

日播出的

《

焦点访谈

》

把拍卖

行业

“

拍假

”

和

“

假拍

”

的黑幕小揭了一

下

。

前两年

，

有拍卖业内的专家曾私下

很掏心掏肺地说

，“‘

拍假

’

有时候还不

太可怕

，

最可怕的是

‘

假拍

’！ ”

此言不

缪

。

不过

，

不

“

假拍

”，

草鸡又怎么能堂

而皇之地变凤凰呢

？

不

“

假拍

”，

一幅幅

涂抹出来的

“

艺术精品

”

又怎么能变成

真金白银揣进兄弟们的荷包呢

？

至于

这么干

，

最终会毁了谁

、

谁会接了最后

一棒

，

那就不是操刀者们需要考虑的

事情了

。

在这样的圈子里讨生活

，

实在不

是一件轻松事儿

。

当然

，

凡是有这种印

象的人

，

情商应该都高不到哪里去

；

情

商不高

，

眼瞅着乱糟糟的一个圈子在

面前缠来绕去

，

不产生畏难情绪才怪

。

但在情商指数都能飘到天上去的那些

行家里手看来

，

这样的圈子

，

还真是一

个实践人生的大舞台

、

创造财富的演

兵场呢

。

能力不同

，

态度就一定不同

，

结局

也一定不同

。

圈子有风险

，

入者需谨

慎

！

尤其是情商不高的

，

站在圈儿外看

看热闹就可以了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圈子有风险， 入者

需谨慎！ 尤其是情

商不高的， 站在圈

儿外看看热闹就可

以了。

【海上评弹】

莫言真该好好感谢

如赵庆伟这样的收

藏家， 没有他们的

苦心搜罗， 这些手

稿早就化作了纸浆

或者灰烬。

楼市变局将如何演进

刘晓博

据媒体

5

月

23

日报道

，

住建部有

关人士透露

，

除北

、

上

、

广

、

深四大

“

一

线城市

”

之外

，

其他城市的限购政策可

以自行调节

，

尤其是库存过大的地方

，

但国家不会正式出台相关文件

。

这意味着

2010

年

4

月以来出台

限购政策的数十个城市

，

将陆续为楼

市松绑

。

还意味着

，

为了稳增长

，

政府

被迫再次承认住宅的投资属性

。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

中国楼市将

如何演进

？

我认为

，

政策将和市场继续

不停博弈

。

由于政府手中仍然有多张

“

王牌

”

可打

，

所以未来一两年维持楼

市基本稳定问题不大

。

过去十年

，

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

融风暴之后

，

随着中国

“

四万亿

”

刺激

政策的出台

，

经济的主要增长力量从

“

出口加工

”

变成了

“

房地产

”，

钢铁

、

水

泥

、

玻璃

、

建材

、

家电

、

家具等行业都唯

房地产马首是瞻

。

这十年

，

是

“

政府之

手

”

越来越强势的十年

，

是

“

中国制造

”

竞争力消减的十年

，

也是房地产大跃

进的十年

，

是人民币

“

对内贬值

、

对外

过度升值

”

的十年

。

这种增长模式已经

难以为继

。

但要转变发展方式

，

实现中国制

造的转型升级尚需时日

。

至少在未来

三五年内

，

稳增长仍然需要房地产发

挥作用

，

至少不能拖后腿

。

所以

，

政府

希望房地产能保持稳定

。

如果放任目

前的下跌

，

7%

的增长底线马上会失

守

，

所以绝大多数城市需要放松限购

。

但四个

“

一线城市

”

情况不同

，

由

于这些城市每年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

比如北京最近几年

，

每年至少新增

50

万以上人口

），

住房供应仍然没有

过剩

。

再加上三四线城市楼市遭遇拐

点后

，

全国的投资性需求在过去一年

中

，

进一步向

“

一线城市

”

集中

。

如果一

线城市放松限购

，

楼市将出现价格快

速暴涨

，

然后泡沫很快破裂

，

就如同放

礼花一样

。

而且如果真的出现

“

一线城

市

”

价格一步到位

，

然后见顶暴跌

，

那

全国楼市将不可收拾

，

政府想让房地

产再为经济增长

“

多拉几年车

”

的愿望

也难以实现

。

让楼市保持稳定

，

抗拒来自市场

的下行压力

，

除了放松限购

，

政府手中

还有三张王牌

：

第一

，

控制大城市土地供应量

，

为

“

空方

”

釜底抽薪

。

今年

1

月

，

国土

资源部明确提出

，

我国东部三大城市

群发展要以盘活土地存量为主

，

今后

将逐步调减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

供应

。

除生活用地外

，

原则上不再安

排人口

500

万以上特大城市新增建

设用地

。

将在这些城市的郊区划定永

久基本农田红线

，

未来这些城市建设

只能跳出去

，

搞串联式

、

组团式

、

卫星

城式发展

。

中国房地产市场跟欧美最

大的不同

，

是土地供应由政府垄断

。

当政府一声令下

，

调减土地供应量

时

，

土地价格必然回升

，

楼市价格将

获得强有力的支撑

。

第二

，

政府手中还有信贷政策这

个

“

重武器

”。

当然

，

政府会慎用这个武

器

，

因为后遗症比较严重

。

事实上

，

进

入

5

月份以后

，

市场真实利率水平已

经有所下降

。

5

月

12

日出台的

“

央

5

条

”，

事实上已经将今年以来收紧的房

贷政策

，

调整回

“

中性

”。

如果有必要

，

未来还会适度宽松的

。

第三

，

是计划生育政策放松

。

由于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时代到来

，

中

国已经在逐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

从

长远看

，

目前的放开单独二胎仅仅是

第一步

。

想想看

，

如果将来家家可以生

两个孩子

，

那将产生多少刚需

！

总之

，

今明两年是非常重要的时

间节点

：

从国内看

，

是落实十八届三中

全会

“

深化改革决定

”

的关键年份

，

反

腐败正在深入进行

，

政府改革

、

军队改

革也已经启动

，

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

济环境为支撑

；

从国际环境看

，

美国量

化宽松正在退出

，

明年下半年美国将

进入加息周期

，

这将对所有新兴经济

体产生冲击

。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

房地

产市场不容有失

，

否则将危及全局

。

但另一方面

，

我们也要看到市场

的巨大压力

。

因为绝大多数城市的住

房供应量偏大

，

虽然我们在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里似乎看不到太明显的迹

象

。

但那个统计

，

没有包含集资房

、

军

产房

、

小产权房的供应量

。

在一些地

方

，

仅小产权房的供应量

，

就超过了商

品房

。

所以

，

房地产泡沫在相当一批三

四线城市破裂是无法避免的

。

（

作者系深圳商报编委

）

莫言叫停手稿拍卖是以名欺人

周俊生

最近

，

一批中国当代作家手稿将

亮相歌德

2014

年春拍会的消息

，

引起

了文坛的兴趣

，

人们等待着要看一看

这些目前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手稿到

底能拍出什么样的价钱

。

但是

，

就在近日

，

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莫言却要求其手稿持有人赵庆伟能

够归还手稿

，

并将它捐赠给现代文学

馆

。

赵庆伟则表示接受莫言的要求

。

在我看来

，

莫言对赵庆伟提出的

要求不仅无礼

，

而且无理

；

赵庆伟之所

以答应莫言的要求

，

固然有对这位大

作家的尊崇之意

，

其实也是因为莫言

的声名吓住了他

。

简单地说

，

莫言这事

做得不漂亮

，

他是在

“

以名欺人

”。

这次莫言拟被拍卖的是其早期创

作的一个短篇小说

《

苍蝇

.

门牙

》

的手

稿

。

该作品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表

于

《

解放军文艺

》

杂志

，

手稿自然也就

留在杂志社

。

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

，

莫

言留下的手稿为数众多

。

如今

，

莫言发

现自己一个短篇的手稿要走上拍卖

台

，

成为他人获利的工具

，

他觉得自己

作为一个名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

于

是向手稿的持有人提出了要求

。

但是

，

莫言有什么权利向收藏者

提这样的主张呢

？

这份手稿确实是莫

言创造的

，

并且因为莫言的盛名而具

有了不一般的价值

，

但莫言并没有将

手稿交给收藏家

，

而是给了一家杂志

社

。

因此

，

如果莫言要寻回自己的这份

手稿

，

其正当的途径只能是向这家杂

志社提出

。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

而是向

一个跟他并没有关系的收藏家提出了

过分的要求

，

不仅要求他归还手稿

，

而

且要求他捐赠给一个机关

。

但是

，

收藏

家为得到这份手稿而付出的辛苦和金

钱呢

？

难道就可以一笔抹杀了吗

？

事实上

，

莫言以及其他一些作家

的手稿之所以会流失

，

这与有的报刊

社

、

出版社把他们的手稿不当回事有

直接关系

。

正是这些机构将作家的手

稿当垃圾一样清理出去

，

才造成了他

们手稿的流失

。

从这一点来说

，

莫言真

该好好感谢如赵庆伟这样的收藏家

，

没有他们的苦心搜罗

，

这些手稿早就

化作了纸浆或者灰烬

。

莫言如果对此

不以为然

，

不妨将他这辈子发往全国

各地杂志社

、

出版社的作品认真地排

一个队

，

挨个上门打听一下

，

看一看还

有多少手稿存在他们的档案里

。

收藏家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莫言

手稿

，

莫言虽然是这份手稿的创造者

，

但他创造这个手稿的目的是为了发表

作品

，

这个权力变现的

“

合同关系

”

在

他和杂志社之间

，

并且早已完成

，

至于

杂志社如何处理这份手稿

，

那是他应

该和杂志社之间的协议

。

杂志社将用

过的手稿丢到垃圾堆里

，

莫言不声不

响

，

现在眼看收藏家将手稿拍卖要获

得一定的经济收益

，

便感到气愤

，

并且

向收藏家提出了过份的要求

，

这是因

为此时的莫言

，

已有了如日中天的名

气

，

他要用这个名气压倒对他不够尊

重的收藏家

。

当他的这个目的时达到

以后

，

市场规则就只能靠边站了

。

现在

，

收藏家遵从了莫言的意愿

，

这使事情有了一个似乎圆满的结果

。

但是

，

通过此事我却看到

，

莫言虽然一

位功成名就

，

但他却在利用自己的这

个名声欺负他人

。

从表面上看

，

莫言似

乎是在保护一个著名作家的权益

，

但

名气再大的作家

，

其权益都是有边界

的

，

当他越过了这个边界对其他人指

手划脚的时候

，

他能够利用的资源就

只有他的名声了

。

但是

，

这种依赖名声

支撑的权益其实是根本靠不住的

。

这

一次

，

莫言依赖他的名声获得了胜利

，

但下一次再遇到这种事

，

收藏家就有

可能对他说

：“

莫言先生

，

你要拿回你

的手稿

，

可以

，

请到拍卖场上举牌竞

拍

。 ”

这时候的莫言

，

又该怎么办

？

（

作者系上海媒体从业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