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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说钱】

人民币不急于实现

自由兑换的根本原

因， 是汇率高估和

国内资产价格泡沫

严重。

【贾语村言】

敬惜字纸是种非常

美妙的情感，这种情

感不会因为文化高

低存在区别。

酒宴是一种财富

王国华

上世纪

80

年代

，

我的语文老师刘

朝晖跟我聊天时曾感慨农村之人情越

来越淡漠

：“

原先

，

在村子请人吃顿饭

，

是件多隆重的事儿啊

。

请人的和被请

的一定不是一般关系

。

过了多年双方

还会记得这回事

。

你看现在

，

随便几个

人就凑一块吃一顿

，

第二天谁也不认

识谁了

。 ”

我对此话深有感触

。

因为我

记事时正好赶上

“

隆重

”

的小尾巴

。

每

当家里来客人或者发生重大事情

，

偶

尔请人来吃饭

，

一般提前两三天就要

开始准备

。

在客人到来之前的那个上

午

，

大人们有时还要找亲友邻居来帮

忙

，

七七八八的人一直忙到开饭

。

他们

仿佛不是置办一桌酒席

，

而是在精心

打造一件物品

。

现在回忆起来

，

其实也

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

不过炒土豆丝

、

煎带鱼等

。

但细数每一盘每一碗

，

都是

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

，

众多食材忽然

非常奢侈地集中在一起

，

主人公有点

手足无措

，

非得多找些人帮着忙活

，

心

里才踏实

。

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

，

粥

、

饼

、

咸菜才是千家万户朝夕相伴的主

食

。

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

，

这种情况

似乎都没改变

。

在他们心中

，

酒席是另

外一个种类

———

财富

。

《

儒林外史

》

中

，

娄三娄四两位公

子路遇鲁编修

。

鲁编修说

，

我今早到那

边镇上去看一个故人

，

他要留我吃饭

，

我因家中有事要匆匆返回

，

苦辞了他

，

他就将一席酒肴送在我船上

。

正好喜

遇着二位世兄

，

一起把酒话旧吧

。

由此

可见把酒席当礼物送人

，

古已有之

。

后

唐明宗天成二年

，

诏命施行新科进士

闻喜之宴

，

年赐钱四百贯

。

宋太宗端拱

元年规定由朝廷为新科进士置办宴

席

，

遂为惯例

。

野史笔记中记载

，

乾隆

皇帝过生日的时候

，

自称

“

奴才

”

的满

族贵戚

、

作为臣子的汉人以及宫内的

太监们

，

纷纷献礼

，

有送如意的

，

有送

各类珍玩的

，

还的几个人凑一桌酒席

送上去

。

按说皇帝肯定不能真的坐在

桌前拿起筷子吃

。

再说

，

大家送那么多

酒席他也吃不过来啊

。

而作为一种相

对贵重的物品

，

皇帝可以将酒席转赠

给臣下

。

臣下拿回家热热就可以吃

。

《

儒林外史

》

第四回中

，

严贡生听说汤

县令的客人范进和张静斋正在关帝庙

内

，

赶紧去拜访

，

并让家人收拾了一个

食盒来

，

揭开盒盖

，

九个盘子

，

都是鸡

、

鸭

、

糟鱼

、

火腿之类

。

又提了一瓶酒

，

放

在桌上

。

严贡生请两位先生入席

，

斟酒

奉过来

，

说

，

本该请二位先生降临寒

舍

，

但一来蜗居窄小

，

二来怕耽误了二

位的行程

，

故此备个粗碟

，

在这里边吃

边谈

。

可见在严贡生时代

，

酒席像其他

物品一样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

早先

，

孔子的学生孝敬老师

，

送一

条干肉

，

就是很不错的

、

完全拿得出手

的礼物

。

很长一段时间里

，

官员的工资

也是用粮食替代

，

月薪不是多少银钱

而是多少石粮食

。

而酒席作为粮食的

豪华呈现方式

，

当然是送礼佳品

。

不仅是酒席

，

就是吃酒席之后剩

下的食物也算作财富之一

，

可以郑重

送人的

。

我小的时候

，

谁家操办完红白

事后

，

住家往往把剩菜进行整理组合

，

比如把剩肉装进一个盆里

，

把类型相

同的蔬菜装进一个盆里

，

然后一碗碗

盛好

，

挨家挨户送给乡邻

。

这些剩菜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

：“

折箩

”。

我老家在河

北

，

离北京不远

。 《

北京土语辞典

》

解释

“

折箩

”

为

：“

酒席吃罢

，

剩下的菜肴

，

不

问种类

，

全倒在一块儿

……

也叫

‘

折箩

菜

’。 ”

送折箩也是个大事

，

住家若疏

忽

，

落下了某位邻居

，

人家会记恨的

。

现在想来已经不可以想象

，

谁还敢把

剩菜送人

，

你把剩菜送人

，

人家一定要

生气

。

短短几十年

，

世界已经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无人凭吊的报刊亭

贾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

我在一个

小县城念高中

。

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

间里

，

很喜欢去两个地方

，

一个是县城

里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

，

店里的书开

架摆放

，

除了没有座位

，

跟图书馆区别

不大

，

穷学生可以占到高雅的便宜

；

另

一个是邮政局的书报柜台

，

在那里能

买到心爱的

《

读者

》

杂志

，

这本杂志当

时还是月刊

，

但我几乎每天中午都会

去看看有没有来新的

，

每当拿到新刊

，

总是不舍得一下子看完

，

因为下一期

要等很久

。

敬惜字纸是种非常美妙的情感

，

这种情感不会因为文化高低存在区

别

。

据说宋代的司马光爱书如命

，

为了

保护书籍

，

专门做了一块板子

，

看书时

将书放在板子上

，

以减少手与书的接

触

。

我的母亲目不识丁

，

可她对书籍也

有天然的敬畏

，

随便捡到一张有字的

纸

，

都要小心地收拾起来

，

待我回来看

看是否重要

。

不知道生活在电子时代

的人们

，

对于印在纸上的铅字

，

是否还

有爱不释手的感觉

。

记得上大学时

，《

体坛周报

》

盛极

一时

，

出报当日

，

需要早早去报摊等候

才有可能买到

。

有个大学同学立志经

商致富

，

大学四年一期不落地购买

《

中

国经营报

》，

一字不漏地从头读到尾

，

毕业时报纸已堆满了床铺

。

书店和报

摊是文化产品的零售终端

，

售卖文化

产品的摊贩

，

总给人一种亲近感

。

书报

是文化产业的根基

，

书店和报摊对于

产业繁荣是有贡献的

。

知识

、

文化和思想需要一个物理

载体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载体总是

要发生变化

，

就像布帛纸张取代竹简

一样

，

电子载体取代纸张

、

电商渠道取

代实体店面乃大势所趋

。

只是

，

寄托于

书籍和报纸上的微妙感觉

，

传统售卖

渠道中的中小业者

，

可能会在这个过

程中受到冲击

，

更多是扮演一种悲情

角色

。

文化产业传统业者的悲情

，

在好

莱坞电影

《

电子情书

》

中有很好的演

绎

。

一家街角书店受到网络连锁书店

的冲击而面临倒闭

，

女老板凯瑟琳

·

凯

莉在网络上向男网友乔

·

福克斯倾诉

衷肠

，

而她的这个男网友正是那家连

锁书店的老板

。

网络上的友情已经升

华为爱情

，

现实中的商业竞争关系却

分出了胜负

。

当然

，

电影的结局是非常

美好的

，

找到了大款丈夫

，

凯瑟琳的生

计不会存在问题

，

只是千千万万的街

角书店恐怕难逃厄运了

。

在新的业态和渠道的冲击下

，

传

统业态已被冲得七零八落

。

在纸质媒

体的黄金十年

，

各地的报刊亭如雨后

春笋

。

以北京为例

，

1999

年以前有

1000

多个散报摊

，

1999

年北京市政府

开展

“

为老百姓办实事

”

项目

，

报刊亭

建设列入其中

，

奥运期间报刊亭数量

达到了高峰

，

总共约有

2500

个

。

这个

数字

，

可能再也无法突破了

。

我曾经为

了买一期发行量上百万份的报纸

，

在

北京走遍了方圆几公里的报摊

，

竟然

一无所获

。

随着纸质媒体发行量的下

降

，

报刊亭的主要功能已经不是售卖

报刊

，

除了多了几份拥有惊艳明星照

片的时尚刊物之外

，

报刊亭跟杂货店

没啥区别

。

非常遗憾

，

报刊亭身上的文

化印记基本消失了

。

从这个角度看

，

似乎不难理解北

京朝阳区

72

家被强拆报刊亭的命

运

。

据报道

，

日前北京有

72

座报刊亭

被强制拆除

，

而且速度快如闪电

，

中

午口头通知

，

深夜就来人拆除

，

没有

给亭主任何文件依据

，

也没有说明缘

由

。

网络上流传的拆除现场照片显

示

，

执法过程中有些冲突

，

亭主如果反

抗

，

就会被拘留

。

执法部门强拆报刊亭

，

当然不是

为了让产能过剩的文化市场尽快出

清

，

而是从规范市容市貌角度出发

。

朝

阳区政府事后也否认拆除报刊亭

，

根

据首都环境建设委有关要求和北京市

报刊亭设置规范

，

朝阳区对部分区域

的报刊亭集中开展整治工作

，

依法移

改不符合设置规范报刊亭

，

其中改

、

移

71

处

，

规范

1

处

。

看到这些报刊亭的遭遇

，

作为纸

媒从业人员

，

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

但

听到朝阳区政府的解释

，

心里有了一

些宽慰

，

不管报纸卖不卖得出去

，

72

位

报刊亭主的生计算是暂时保住了

。

另

外还想借着纸媒从业人员的便利奉劝

执法者

，

无论法律依据多么坚实

，

执法

过程都要尽量柔和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儒林经济】

在严贡生时代，酒席

像其他物品一样是

可以随身携带的。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立不易

木木

上周六凌晨

1

点多

，

我去机场接

朋友

。

从距离机场高速收费站差不多

500

米的地方开始

，

熟悉的景象又如

约而至

：

在路侧应急车道上

，

各式各样

的轿车

，

踏踏实实地停着

，

中间虽时有

间断

，

但却很韧性地一直延续到机场

停车场前二三十米的地方

。

这些车也是去接人的

，

但司机们

的头脑显然都经济得很

———

为了免于

停车场的

“

盘剥

”，

就把车停在应急车

道上

，

耐心地等啊等

，

直到手中的电话

响起被接者的铃声

。

不过

，

此方法虽然

好

，

许多时候却免不了受到警察叔叔

的打扰

；

但没关系

，

办法总比困难多

，

“

叔叔

”

一来

，

马上发动汽车

、

佯装前

行

，“

叔叔

”

一走远

，

继续排队静候之

。

一路扫视过去

，

安静地停在路边

、

耐心等着接客的车们

，

绝大多数都看

着相当的体面

。

买得起几十万轿车的

人

，

仍能在区区几块钱的停车费上精

打细算

，

也足见市场经济的观念早已

渗入其血液

、

覆盖其心田并每时每刻

指导其行动了

。

不过

，

为了少花几块

钱

，

即使违法也在所不惜的小算盘

，

显

然打得不是地方

。

但这样的小算盘无

时无处不噼噼啪啪地拨动得响天动

地

，

也足可让人得窥现实的真面貌

。

于中国人而言

，

在某些东西上

，

是

极舍得花钱

、

极慷慨大方的

，

而在另外

一些东西上

，

却又悭吝得很

。

试着归纳

总结一下

，

大约凡是能够提升自身外

在光鲜度并与他人形成区分或引逗得

他人羡慕嫉妒恨的东西

，

几乎早晚都

能成为被追逐的对象

，

而没有这些功

能的东西

，

为之掏一个子儿

，

都值得斤

斤计较一番

，

甚至违规违法

、

冒天下之

大不韪地计较

，

也值得试一试

。

比如

，

开着几十万

、

上百万甚至几

百万的

“

世界名车

”，

在车流滚滚的大

街上

，

叫嚣而来

、

呼啸而去

，

大约就很

容易促使大脑分泌一种愉悦物质

，

让

人以为自己就是太阳系的中心

。

为了

这种感觉

，

当然花多少钱都值得

。

而拦

在车头

、

为了有争议的

5

分钟执意要

多收

2

块钱的收费员

，

当然就很不招

人待见

，

为了这

2

块钱

，

好好争执半个

小时

、

甚至为此动一动手脚

、

撞一撞

人

，

大约也就有了理所当然的价值

。

这样的心理

，

以及在此心理支配

下产生的行为

，

似乎充斥着我们生活

的每个角落

；

无论什么

，

一旦充斥的时

间长了

，

自然就成了习惯

，

甚至成为天

雷也难打动的规矩

。

在这样的环境下

，

许多事情办起来

、

推动起来

，

就真的像

“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比如

，

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的建立

。

在证券时报的专栏里

，

沈凌先生

认为

，“

偷窃

”

是新媒把纸媒逼上死路

的法宝

；

只有重建知识产权的保护机

制

，

纸媒才有并非暗无天日的未来

，

我

们的社会也才可能有技术的创新和物

质的丰裕以及精神文明的进步

。

所言不谬

。

但不许

“

偷窃

”，

大概真

的会让人

———

偷窃者和被偷窃者

———

很难受

，

生活或许也要因此失去许多

“

偷窃

”

的乐趣吧

。

现实是

，

目前似乎并

非新媒在主动

“

偷窃

”

纸媒

，

更多的是

，

纸媒

“

心甘情愿

”

地争着被新媒

“

偷窃

”

———

一旦被

“

偷窃

”

得少了

，

心里还格

外得难受呢

！

当

“

偷

”

与

“

被偷

”、

不花费

或少花费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获取

某一类东西时的习惯

，

那么

，

有人吵吵

着

“

知识产权保护

”，

听起来似乎就格

外地不和谐

。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立起来

，

殊

为不易

。

这里面既存在法律法规

、

执法

守法方面的问题

，

但更多的还涉及民

众心理

、

社会意识方面的问题

。

如果不

下大力气

、

采取多种措施把民众的

“

付

费

”

习惯建立起来

，

尤其是为

“

身边人

”

提供的服务付费的习惯建立起来

，

知

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立

，

就难言取得

根本上的成功

。

而没有这样的机制

，

纸

媒

、

新媒大约就会是

“

一根儿绳儿上的

蚂蚱

”，

不但两者没前途

，

而且整个社

会的前途也光明不到哪里去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人民币不必急着当“硬通货”

刘晓博

路透社近日报道称

，

据内部人士

透露

，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被悄

悄推迟

，

因为政府担心过快放松资本

管制将引发投机性资本流动

，

加剧经

济转型的困难

。

中国一直没有为人民币自由兑换

设定严格的时间表

，

不过

2015

年年底

之前实现

“

基本可兑换

”

是一个流传颇

广的说法

。

比如在

2000

年

11

月

，

时任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易

纲

，

曾撰文预测人民币将在

2015

年实

现自由兑换

。

2011

年

9

月

，

央行货币

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

、

经济学家吴

晓求都表达过类似观点

。

而中国欧盟

商会主席大卫

·

库奇诺也曾在

2011

年

9

月对媒体表示

，

他在跟中国官员会

谈时

，“

中国官员明确表示

，

人民币将

在

2015

年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

”。

不

过央行随后予以否认

。

种种迹象显示

，

在

2015

年左右实

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

或曾经被官方讨

论过

，

但没有确定明确的时间表

。

而

且

，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

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

，

让高层重新评

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是否成

熟

。

其实在今年

“

两会

”

上

，

周小川就给

出了答案

。

他说

，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还

有很多

“

家庭作业

”

没做好

；

人民币要

实现国际化

，

还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

程

。

他还表示

，

要稳步推进和逐步实现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

对于推广人

民币使用方面

，

并不事先安排速度

、

节

奏

、

时点

。

这段话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

：

人

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比此前预料的将

减慢

，

也就是说

，

人民币不急着去当

“

硬通货

”。

应该说

，

这是非常明智的

。

人民币不急于实现自由兑换的根本原

因

，

是汇率高估和国内资产价格泡沫

严重

。

如果贸然实现自由兑换

，

中国经

济将面临巨大风险

。

中国人为什么蜂拥到发达国家买

服装

、

化妆品

、

箱包

、

名表

，

仅仅是关税

高造成了奢侈品在中国贵吗

？

没有这

么简单

，

因为很多东西的差价高达四

五倍

，

这里面明显有汇率的因素

。

英国

著名研究机构

“

朗伯德街研究公司

”

认

为

，

人民币汇率被高估了约三分之一

。

至于高估的是不是三分之一

，

我说不

准

。

但高估显然是事实

，

这从中国出口

企业利润越来越微薄

，

生存越来越艰

难就可以看出

。

此外

，

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格

也明显偏高

。

房子不用说

，

北京同样地

段写字楼价格是纽约的

2~3

倍

。

A

股

经过暴跌之后

，

部分上市公司仍然估

值偏高

：

苹果公司的股票如果在中国

会是多少倍市盈率

？

至少

40

倍吧

，

但

在美国只有

16

倍

；

谷歌呢

？

如果在中

国应该跟腾讯差不多

，

60

倍左右

，

但

在美国只有

30

倍

。

此外

，

中国的珠宝

、

书画

、

红木家具等领域

，

都存在严重的

泡沫

。

李嘉诚为什么抛售内地房产

？

就

是因为相比之下

，

中国的资产太贵

，

换

到欧洲可以赚到很大的差价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人民币贸然

实现自由兑换

，

资本肯定大量外流

。

最

近两年日渐升温的中国人海外购房

潮

，

就传递出了这种信号

。

全美房地产

经纪人协会

7

月

8

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

，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3

月的一年

间

，

中国人在美购房总额达

220

亿美

元

，

相比前一年飙升近

80%

，

占外国人

在美购房总额的

24%

左右

。

如果资本大量外流

，

会出现什么

状况

？

看看目前的俄罗斯

、

巴西

、

阿根

廷

、

智利就知道了

。

首先是人民币大幅

贬值

，

然后是楼市

、

股市下跌

，

收藏品

价格一泻千里

。

人民币贬值后

，

进口商

品价格上涨

，

能源

、

食品等日用品价格

将明显上涨

，

通胀加剧

。

然后被迫加

息

，

这样又打击了实业

，

失业率上升

。

总之

，

那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

所以

，

我们没有必要急着让人民

币成为

“

硬通货

”，

还是多想想如何通

过改革

，

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

，

防范和

化解风险

。

（

作者为深圳商报编委

）

【缘木求鱼】

如果不下大力气把

民众的付费习惯建

立起来，知识产权保

护机制就很难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