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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评弹】

跟着政府走， 向政

府要资源已经成为

中国经济的一个普

遍现象。

【贾语村言】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

化，劳动的回报份额

开始提升，资本和土

地的回报需要相应

地回落。

赌博的趣味

徐涛

人太闲了

，

是一件极难受的事情

，

尤其对中国人而言

。

但总干正事儿

，

似

乎也让人难受

。

于是

，

许多游戏就被发

明出来

，

供人们打发时间

、

消遣日子

，

比如

，

赌博

。

连孔圣人都曾经给那些

“

闲人

”

提过很好的建议

：

饱食终日

，

无

所用心

，

难矣哉

！

不有博弈者乎

？

为之

尤贤乎已

！

在圣人看来

，

即使赌博

，

也是比吃

饱了闲着强很多的

。

不知

，

是圣人的观

点影响了国人

，

还是国人的偏好

“

感

动

”

了夫子

，

总之

，

中国人好赌博

，

慢慢

地似乎就成了一种

“

共识

”。

大约是不

能埋怨这种

“

共识

”

带了种族偏见气味

的

———

2006

年

，

澳门赌场的收入超过

了拉斯维加斯

，

一跃而为世界第一

，

就

是一个不错的明证

。

中国人参与赌博的历史漫长

，

殷

商时期

，

这种游戏就出现并开始普及

，

但中国人禁赌的历史也不短

，

禁赌的

措施有时还颇为严酷

。

比如

，

春秋的时

候

，

即使太子赌博

，

也是要用竹板打屁

股的

，

如果屡教不改

，

太子就当不成

了

。

秦朝的时候

，

私下设赌

，

除了要打

屁股

，

还要在脸上刻字

；

汉唐时候

，

措

施也差不太多

。

到了宋朝

，

禁赌招数更

狠

，

赌得厉害了

，

就很有可能被砍了脑

袋

。

与宋相比

，

明朝也不逊色

，

为好赌

者准备了

“

砍手

”

的药方

。

不过

，

很遗憾

，

虽然历朝历代禁赌

的措施不可谓不严厉

，

但千百年来

，

赌

博之戏却禁而不绝

、

打而不死

，

甚而竟

有发扬光大之势

。

这也真是件让人莫

可奈何的事情

。

或许

，

正是因为打压得

过于厉害了

，

赌徒们反弹起来就更有

了韧劲儿

？

还真有这个可能

。

人是一种

很有意思的动物

，

你越不让他做什么

，

倒越能勾起他偏要做一做这个什么的

欲望

；

以此表达对权威的蔑视

，

大约确

是一小部分人的出发点

，

但更多的

，

不

过禁令勾起了好奇心罢了

。

不禁了

，

神

秘感也就随之消失

，

没准儿

，

你催着他

做

，

他倒反而敬而远之了

。

具体到赌博这件事儿上

，

禁与不

禁

，

还真让人纠结

，

其间的尺度

，

颇让

人难以把握

，

因为这种游戏

，

很能让人

上瘾

，

如果完全不管

，

估计许多人最终

就免不了要亲身饰演一下人间悲剧里

的什么角色

；

如果完全禁止

，

似乎也无

可能

———

那么多前辈先贤历经万千努

力都没做到的事情

，

现在的人干成的

希望估计也不大

。

如此看来

，

对赌博这种事儿

，

似乎

“

个案分析

”、“

淡化处理

”

就比较现实

。

如果真想有所作为

、

从根儿上治理一

下

，

显然就要对症下药

。

赌博大约就是

“

闲极无聊

”

的副产品

。

郑和先生发明

麻将牌

，

就是为了让水手们打发在海

上航行的无聊日子

。

饱食终日

，

无所事

事

，

再不让娱乐一下

，

估计有人就要惹

是生非

，

管理起来

，

难度就颇大

。

因此

，

让人忙起来

，

大约就是治赌的良药

。

不过

，

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大飞

跃

，

有钱有闲的

，

大有人在

；

要想让这

些

“

闲人

”

禁赌

，

估计难度实在不小

，

起

码要给人家找出路

，

找些更有意义的

事情让人做

。

这样的事情

，

用心找

，

还

是有的

，

比如

，

炒股票

。

在中国炒股票

，

虽然也曾经很让

一些正人君子斥骂过

，

但近些年

，

名声

毕竟翻了身

。

虽然在有些人眼里终究

还褪不去

“

赌博

”

的色彩

，

但平心而论

，

其技术含量显然要比

“

搓麻将

”

或者

“

一翻一瞪眼

”

高得多

。

但有时候

，

技术

含量太高了

，

也让人受不了

，

如果连价

值投资

、

长线投资这种懒办法都赚不

到钱

，

那么有些人跑去打打新股

、

炒炒

新票

，

似乎也不能过于苛责人家

。

事物都有两面性

。

许多时候

，

苛责

得紧了

，

往往让人逆反

；

人们一逆反

，

事情就不太好办

。

因此

，

在这件事儿

上

，

似乎需要想想其他的办法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取消限购又如何

贾壮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评价被送上断

头台的法国王妃玛丽

·

安托瓦内特时

说过

，“

她那时候还太年轻

，

不知道所

有命运赠送的礼物

，

早已在暗中标好

了价格

”，

这句著名的话曾被无数次引

用

，

用来规劝世人凡事不可过于骄纵

。

香港警匪片

《

无间道

》

里也有一句意味

深长的台词

，“

出来混

，

迟早要还的

”，

意思相近

，

但表意更加直接

。

如果能预知今天这种进退失据的

纠结局面

，

不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当

初是否还愿意把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火车头

。

曾经无限风光的房地

产市场

，

如今成了手中的烫手山芋

，

扔

也不是

，

拿也不是

。

对于地方政府来

说

，

调控房价是政治任务

，

卖地赚钱是

经济任务

，

当市场走向疲软的时候

，

鱼

和熊掌不可兼得

，

便陷入了无限的纠

结当中

。

地方政府的纠结在是否取消限购

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

今年以来有多个

城市先后试探松绑限购

，

但在外界压

力之下

，

又相继收回政令

。

与此前出台

限购措施时的威严相比

，

取消限购多

是悄悄进行

。

在房地产的复杂棋局中

，

房地产

商的公众形象比较差劲

，

但有不少房

地产大佬在舆论面前振振有词

，

原因

是他们知道

，

政府离不开自己

。

不管是

否愿意承认

，

房地产的确绑架了经济

，

地方政府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于土地

出让金

，

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

的比重一直高企

，

房地产行业对上下

游产业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

，

要稳经

济增速

，

要保就业底线

，

地方政府对房

地产难免有投鼠忌器的心理

。

中国经济不可能一直抱着房地

产的大腿

，

况且如今这条大腿已经不

那么粗壮

。

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可

以一直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

，

倒是有

不少经济体栽在了过度依赖房地产

的发展模式上

。

从长远发展来看

，

让

经济支柱尽早实现与房地产脱钩是

必由之路

。

房价非理性上涨会有两个坏处

，

一是房价越来越脱离普通百姓的购买

能力

，

造成民怨沸腾

；

二是泡沫一旦破

裂

，

将会严重拖累金融体系

，

危害经济

平稳健康运行

。

调控房地产市场应该

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

但是要想

把房价调控到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水

平

，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居民的

基本居住权利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

房

地产调控更重要的任务是防止泡沫继

续吹大甚至是破裂

，

避免给经济带来

灾难性影响

。

房地产商当然是一直反对限购政

策的

，

理由除了台面下的利益

，

还有台

面上的交易自由原则

。

非常时期

，

宏观

调控不能让位于市场原教旨主义

，

必

要的行政干预当然很有必要

，

限购其

实是迫不得已的举措

。

但是

，

当推动房

价上涨的原始动力逐渐消失

，

市场供

求关系开始逆转的时候

，

是否有必要

继续坚持一刀切的行政干预措施

，

值

得仔细探讨

。

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众说纷纭

，

如果纠结于细节

，

则会是自说自话的

局面

。

地产商赖政府地卖得贵

，

政府怪

地产商价定得高

，

自住的指责炒房的

扰乱了市场

，

等等等等

，

不一而足

。

从

宏观的角度理解

，

能获得较多认同的

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

，

主要

包括特殊的汇率安排和人口结构因

素

。

一般认为

，

汇率升值压力如果得不

到释放

，

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将会快

速上涨

，

不动产价格当然会一马当先

。

丈母娘推高房价说是地产商的发明

，

背后反映的人口因素带来的房屋购买

力

。

如今来看

，

汇率升值压力和人口扩

张压力高峰都已经过去

，

这两个推动

房价上涨的动力已不复存在

。

古典经济学认为

，

土地

、

资本和劳

动的结合创造了经济价值

。

过去一段

时间

，

三个生产要素从中国经济增长

中获取的回报旱涝不均

，

土地和资本

占优

，

劳动处于明显劣势

，

土地的优厚

报酬的一个表现就是房价持续飞涨

。

可以看到

，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

，

要素

禀赋的相对稀缺性发生明显变化

，

劳

动的回报份额开始提升

，

资本和土地

的回报需要相应地回落

，

也就是说

，

房

价回落其实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

既然房价缺乏持续上涨的基础

，

继续死守限购政策已无必要

，

调控的

重点应该放到如何防止房地产硬着陆

上来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如果价值投资都赚

不到钱，那么有人跑

去打打新股、炒炒新

票，也不能苛责。

开发商差点摔茶杯

周俊生

沈阳市政府半个月前刚刚公布了

“

政府南迁

”

的消息

，

日前却又有有关

负责人向媒体表示

，

市委市政府从未

正式在权威媒体平台发布过

“

政府南

迁

”

的消息

。

在市府迁址问题上

，

沈阳

市政府态度的迅速变化

，

大大出乎公

众意料

，

并让沈阳当地的开发商气急

败坏

。

2010

年

2

月

，

沈阳宣布开发

“

大浑

南

”，

同年

8

月

，

规划建设方案出台

，

沈

阳市行政中心也将南迁至此

。

如今

，

行

政中心已经建成

，

据说非常豪华

，

这个

地区也成为当地开发商趋之若鹜的

“

宝地

”。

按照开发商在十几年来的房

地产市场上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经

验

，

政府行政中心的周围

，

一定能够形

成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热潮

，

行政中心

的标准那么高

，

旁边的商品房也将有

相应的高等级

，

卖出大价钱

。

目前

，

这

个崭新的行政中心已经建成

，

但是

，

就

在这个让开发商兴高采烈的时刻

，

沈

阳却改变了几年前的规划

，

放弃了

“

政

府南迁

”

的计划

。

沈阳市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

？

答

案不难寻找

。

在中央要求各级党政机

关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

，

规范办公

用房管理的背景下

，

沈阳市行政中心

如果搬进那么豪华的新建办公楼

，

这

无异于是

“

顶风作案

”

了

。

两害相权取

其轻

，

沈阳的

“

父母官

”

在老房子里继

续为人民服务

，

虽然委屈了一点

，

但至

少不会成为违反中央规定的一个

“

坏

典型

”

了

。

但这样一来

，

却让那些当年投入

了巨大热情的开发商产生了危机

，

他

们此前押宝

“

政府迁址

”

概念而投下的

巨资面临着收不回来的可能

。

如今

，

这

个已经成形的新区空空荡荡

，

形似

“

鬼

城

”，

豪华的楼盘无人问津

。

这自然急

坏了开发商

，

他们对政府违背承诺十

分气愤

，

据说就在最近一次沈阳的市

长办公会议上

，

一位开发商老板激动

之下

，

差一点就要把放在他面前的茶

杯摔到地上

。

开发商的茶杯终究没摔出去

，

估

计真的摔了出去

，

尽管市长很没面子

，

但市长的肚子虽然比不得宰相

，

撑个

小船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

因此估计开

发商不至于会被市长赶出会场

。

倒是

对于这位开发商来说

，

需要作些反思

。

将市场开发的目标紧跟在政府屁股后

面

，

他可能收获从政府那里流出的丰

硕红利

，

但也需要承担政府规划改变

的后果

。

沈阳的权力中枢忽然收回

“

政

府南迁

”

的成命

，

这固然有点不堪

，

但

如果开发商只是围绕着政府规划开发

高档楼盘

，

而不是把房地产开发的目

标定位在普通市民那里

，

这样的市场

又能行之多远

？

但是

，

我们说开发商的风凉话是

容易的

，

而他们之所以会在市场定位

上出现这种令其始料未及的错误

，

更

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得从政府身上

找

。

当政府牢牢地掌控着市场资源的

时候

，

跟着政府走总是意味着能够收

获最丰富的市场红利

，

这远比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拼抢要容易得多了

。

正

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经济运行模

式

，

使开发商形成了跟着政府走的思

维定势

。

其实

，

又何止是这位恨不得要摔

茶杯的开发商

，

跟着政府走

，

向政府要

资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普遍现

象

。

今天

，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模式

的问题

，

希望通过收缩行政审批权力

来释放市场活力

。

但是

，

当政府这样做

的时候

，

市场本身是否能够适应却还

是一个问题

。

前不久

，

当河北保定将成

为所谓

“

副中心

”

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时

候

，

市场上顿时

“

人声鼎沸

”，

出现了所

谓

“

保定概念股

”

的炒作热潮

。

虽然这

一场炒作如今已经

“

人去楼空

”，

然而

它留给我们的启发却是意味深长的

。

当政府对经济运行仍然拥有说一不二

的至上权力的时候

，

那么

，

市场除了围

绕着政府转

，

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

选择呢

？

（

作者系上海媒体人士

）

和尚搞出租

王国华

如果有心

，

你会发现一个细节

：

古

代的考生

、

落魄士子

、

放逐官员在长途

跋涉时

，

多宿于寺庙中

。

至于皇帝出

巡

，

给寺庙题字

、

与僧人长谈

、

在庙中

遇到奇人的典故更是不胜枚举

。

故事多发之地为什么是寺庙而

不是旅店

？

我分析了一下

，

大概有以

下原因

：

其一

，

古代中国人安土重迁

，

没有旅游传统

，

旅店多为倒买倒卖的

商人准备

，

数量少

、

分布稀

。

虽有所谓

“

驿馆

”，

却是照顾公家人的

，

具公务

员身份才可入住

。

文化人出外

，

晓行

夜宿

，

不见得时时遇得上旅店

。

一村

一店

、

一乡一店是不可能的

，

一村一

庙

、

一乡一庙倒不离谱

。

中国上层建

筑中

，

信仰佛教的不少

，

建造了大量

寺庙

，

里面有大量空余的房间

。

佛门

子弟与人为善

，

为路人提供一点方

便

，

顺便供应几顿饭食

，

不算意外

。

其

二

，

古代的考生

、

落魄士子和放逐官

员处境不佳

，

兜里钱少

，

能省即省

。

寺

庙不像旅店那样苛刻

。

有钱呢

，

就捐

点香火钱

；

没钱呢

，

也不会逼人太急

。

《

儒林外史

》

中

，

和尚就像超级龙

套

，

无论何时

，

无论何地

，

总在最需要

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出现

。

在一般人的

概念里

，

庵是尼姑专用的

，

和尚住的地

方叫做庙或者寺

，

但

《

儒林外史

》

中经

常庵庙不分

。

这应该不是作者的疏忽

，

只能证明清时代的人们庙庵天天见

，

见怪不怪

，

懒得分清这些词汇了

。

反正

都是出家人呆的地方

，

叫什么无所谓

。

现代字典中

，“

庵

”

的释义之一是

“

简陋

的茅草屋

”。

这点倒很符合当时情境

。

乡间的老和尚大多不事生产

，

化缘维

生

，

吃人嘴短

，

拿人手软

，

所以社会地

位并不高

，

被人呼来喝去好像大众仆

人

，

住的地方也都因陋就简

，

能省便

省

，

称为庙实在是太牵强

，

凑合着叫个

“

庵

”

吧

。

当然这是指一般的和尚

，

还有一

些特殊的

，

比如居住在大城市里的和

尚

，

庙多空房

，

用于出租

，

牛得不行

。

萧

金铉

、

季恬逸

、

诸葛天申三人在南京商

量着租个住处编选一本书

，

要求房子

僻静一些

，

宽大一些

。

他们找到一个老

和尚

，

老和尚张嘴就说这里空房子多

的是

，

各位现任老爷经常到这里来住

。

提到租金

，

三间房子每月三两白银

。

另

外还提出

，

客人雇佣的厨子和买办不

能是同一个人

，

否则两人挤在一个屋

子里

，

住不下

。

把租客活活气疯

。

还有一类是僧官

。

从南北朝开始

，

历代均设置僧官

，

负责管理寺庙和僧

尼事务

，

由僧人担任

。

僧官其实也是和

尚之一种

。

他们搞经营活动信手拈来

，

和世俗社会广有交集

，

乃至经常发生

摩擦

。

僧官慧敏把田产出租给佃户

。

佃

户何美之巴结慧敏

，

将他请到家里吃

饭

，

并让妻子作陪

。

慧敏吃到高兴处

，

把衣服脱掉

，

敞怀腆肚

。

附近农民以

“

和尚妇人青天白日调情

”

为由将慧敏

送官

，

慧敏虽系被人陷害

，

但一举一动

终究不符出家人规范

，

其骄横与放纵

亦可见一斑

。

另一居住在南京的僧官

也是靠出租房屋挣钱

，

到任之后还大

摆宴席

，

邀请各类人物到家里喝喜酒

。

可巧的是

，

一个叫龙老三的男人装扮

成女性前来搅局

，

自称僧官的太太

，

大

呼小叫

，

搞得现场一塌糊涂

，

后来还是

老辣儒生金东崖将其赶走才避免了事

态恶化

。

这些和尚在饮食方面跟世俗人几

乎没什么区别

，

动辄大鱼大肉

，

何美之

请慧敏吃的是一只煮好了的母鸡和半

只火腿

，

另伴美酒

，

也没见慧敏推辞

。

郭德纲说过一个相声

，

说某人到庙里

去祭拜

，

碰到一个老道卖给他一个什

么东西

，

此人回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

，

到寺庙里来讨说法

。

庙的人回复说

，

你

被骗了

，

庙里哪里来的老道

？

是的

，

老

道的办公地点应该是道观

。

但在

《

儒林

外史

》

中

，

老道跟和尚混在一起亦非鲜

见

。

那个摆酒庆贺的僧官家里

，

就是一

个道人来来往往帮着忙活

，

还管和尚

叫

“

师公

”。

简直乱了套了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儒林经济】

僧官们搞经营活动

信手拈来，和世俗社

会广有交集，乃至经

常发生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