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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走偏锋】

对 90 后的创意与活

力，应予以鼓励和发

扬；对于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思想应予

以良性引导。

【贾语村言】

相比于投资明星，我

更敬重能平静接受

投资亏损的人，用官

方的话说，这叫买者

自负。

咬文嚼字与面子问题

木木

在这个星球上

，

中国人是从来不

惮以最大的善美之意揣度外人的那

一类人

，

足以资证明的例子简直俯拾

皆是

。

比如

，

在把其他国家的国名转化

为本国文字的时候

，

中国人的

“

阳光心

态

”

就泛滥得一塌糊涂

，“

America

”

被

翻译为

“

美国

”，

美到极致甚而就更

“

利

”、

更

“

坚

”

起来

，“

美利坚

”

仨字儿连

在一起

，

活脱脱的一个

“

高大上

”

便跃

然眼前

，

总能使人顿时心向往之

。

类似

的

“

赞颂

”

还有

“

英吉利

”、“

法兰西

”、

“

荷兰

”、“

丹麦

”、“

意大利

”，

个个儿的

名字都散发着无限魅力

，

使人闻之就

恨不得马上扑进怀去

。

中国人最有平等精神

，

以致这种

善美他人的心态最能普惠天下

，

并非

仅仅欧美诸强独沾此光

，

其 他 国

家

———

无论是贫穷还是弱小

———

也都

能得到一视同仁的

“

最惠国待遇

”，

你

听

———“

智利

”、“

古巴

”、“

利比亚

”、“

苏

丹

”、“

刚果

”、“

墨西哥

”，

不但读起来朗

朗上口

、

颇合古韵老辙

，

而且名字的寓

意也都格外好得很

。

窥一斑而知全豹

。

从对待他国的

国名翻译这个角度看过去

，

中国人善

美他人的心意实在是纯粹得很

，

其间

但凡掺杂了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

，

就

很难构建起如此大观煌煌的一个国名

体系

。

如果心中私字一闪念

，

把

“

美国

”

翻译成

“

霉国

”

或者

“

美利坚

”

变成了

“

没利坚

”，

把

“

英吉利

”

译成了

“

罂棘

栗

”，“

法兰西

”

整成了

“

法烂稀

”，

估计

问题也大不到哪去

。

不仅如此

， “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

（

巴伐利亚机械制造厂股

份公司

）”，

就被赞颂为

“

宝马

”；“

Mer鄄

cedes-Benz

”，

也匹配了

“

奔驰

”

的美

誉

。

中国人没把

“

BMW

”

翻译成

“

跛

马

”、“

Benz

”

翻译成

“

笨死

”

或

“

奔死

”。

中国人对

“

美名

”

的偏好

，

大约都

很受

“

名不正

，

言不顺

；

言不顺

，

事不

成

”

的影响

。

也是

，

名字美起来

，

无论是

接近

、

使用

，

还是拥有

，

就都是特别有

面子的事情

。

由此可见

，

中国人的心思确实极

为细腻

。

细腻的历程总归也要有几百

、

上千年了吧

。

更古一些的中国人

，

心思

似乎并不这样

，

这也难怪

，

在大漠冷风

中摸爬滚打

，

估计就没时间

、

没心情打

磨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块温润之地

。

不过

，

后来就不知怎地

，

中国人的心思

就逐渐地进化成这个样子

，

聪明劲儿

都用在咬文嚼字上

，

也真是奇怪

。

但本

着进化论的科学原则

，

进化总归是好

事吧

。

但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

，

心思过

于细腻了

，

面对粗线条的外人

，

有时候

就难免要很那么无奈一下

。

比如

，

那位

因为车子维修过程中出了问题而向

“

Benz

”

客服投诉的奔驰车主

，

不但没

有等来希望得到的安慰以及问题的妥

善解决

，

反而被人家颇不客气地赠送

了一顶

“

煞笔

”

的帽子

（

外人在玩文字

游戏方面的学习能力

，

也实在是强

）。

在心思细腻的中国消费者眼里

，

“

煞笔

”

二字

，

实在也如那些国名一般

，

是蕴涵了过多内容的

，

足够大家品味

些时日

，

但对其中的有些

“

佼佼者

”

而

言

，

这顶帽子就过于沉重

，

沉重到甚至

能把身心压得粉碎

。

不过

，

在大条的外

人眼里

，

这两个字没准儿还真会被认

为是最准确的定义

。

也是

，

估计人家心

里也会时不时地嘀咕一下

：

我已经如

此傲慢地鄙视着你了

，

你仍无怨无悔

地向我献爱

，

脑子一定是出了问题

。

也许是脑子出了问题吧

。

不过

，

也

不用过于烦恼

，

虽然外人时不时就抛

过来的一顶顶

“

帽子

”

确实特别难看

，

但摆弄着五光十色的洋玩意儿招摇过

市

，

无论如何

，

还是极有面子的一件事

情

，

两相冲抵一番

，

大约还是

“

面子

”

更

占便宜一些

。

如此看来

，

只要还有人认

为能在

“

洋玩意儿

”、“

洋名字

”

上赚出

些许面子

，

外人不时就甩过来的

“

帽

子

”，

大约就值得忍受

。

有时候

，

这是个

问题

；

有时候

，

这又不是个问题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股票上涨一倍 我心冷静如昨

贾壮

好多年以前

，

我把股票行情软件

从电脑中删除了

，

从那时候开始

，

我就

成了一个休眠户

，

连账户密码都忘记

了

。

最近一段时间

，

股市热度明显上

升

，

市场中洋溢着久违的牛市气氛

，

我

又对股票投资动心了

，

顺手下载了最

新版的行情软件

，

到券商处要回了登

录密码

，

进入股票账户后发现了一个

意外的惊喜

：

手里那只尘封的股票已

从低位上涨了一倍

。

这简直就是投资大师的风格

，

手

中有股

，

心中无股

，

买入并持有

，

坐享

“

时间的玫瑰

”。

可是良好的自我感觉

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

因为这只股票要

想解套

，

还得再上涨一倍

，

相当于从最

低位上涨

4

倍

，

那得是多么波澜壮阔

的一轮牛市啊

。

我想

，

还是把行情软件

删除吧

，

或许时间和运气

，

能带给我另

外一个惊喜

。

我没有虚怀若谷的风度

，

炒股真

的是业绩很差

，

一只股票甚至可以亏

损

75%

。

其实

，

我自己也是前不久因为

某项业务和银行打交道

，

才顺便查询

到自己的股票账户亏损了多少

。

有研究投资心理的学者说

，

投资

者习惯炫耀成功的经验

，

羞于谈论失

败的经历

。

因为职业的关系

，

我经常听

到周围人谈到自己在投资上的成功

，

“

昨天买入

，

今天涨停

”、“

卖早了

，

不然

收益不止一倍

”，

每当听到这些

，

我都

会由衷地表达敬佩

，

同时在心里暗暗

数落自己

，“

看看人家的业绩

，

你真是

枉为业内人士

”。

不过有一点我做得不

错

，

从来不忌讳袒露自己在投资上的

笨拙

。

平时工作经常与人交换名片

，

对

方看到我的职业信息时

，

多半会加一

句

，“

股票应该炒得不错吧

？”

每次我都

要费劲解释

，

一是本报对员工要求严

格

，

严禁参与内幕交易

；

二是即便有幸

登上宝山

，

以本人的技巧一定是空手

而归

。

当然

，

对方听后多半不会相信

的

，

他们把这说辞当成了谦逊和不愿

露富

。

谈论失败的投资业绩也没什么大

不了的

，

因为

“

吾道不孤

”，

数据显示

，

直接投资股票赚到钱的投资者

，

占比

很小

，

不论是晴雨功能正常的成熟市

场

，

还是喜怒无常的新兴市场

，

都跳不

出这个规律

。

在做财经记者之前

，

我曾

经在证券营业部打工

，

顶着

“

投资咨

询

”

的头衔

，“

指导

”

客户炒股

，

为了显

得专业

，

我记牢了所有股票代码

，

偶尔

也会有大猩猩或者羊驼的幸运

，

点股

成金换来赞誉

，

但更多是见证客户在

亏损面前的无助

，

其实我的主要工作

是心理疏导

，

理由也是这个

：

大部分人

是亏损的

。

相比于投资明星

，

我更敬重能平

静接受投资亏损的人

（

这话有自夸嫌

疑

），

用官方的话说

，

这叫买者自负

。

有

人说

，

从坚定的理想主义到彻底的虚

无主义

，

只有一步之遥

。

我觉得

，

促成

这种转变的

，

往往是对现实的不合理

预期

，

期望在股市中一夜暴富的

，

通常

接受不了投资亏损

。

对于投资来说

，

预

期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

必须申明

，

我亏损是因为技不如

人

，

不怪股市波诡云谲

，

也不能说明股

市挣不到钱

。

如果从

2007

年算起

，

中

国股市已经熊了

7

年

，

随着无风险收

益率下降和沪港通带来的资金流入预

期

，

股市走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

痛苦

煎熬的投资者

，

有望迎来翻身解放的

机会

，

身为

“

套中人

”，

我与大家一样充

满了期待

。

只是

，

二级市场中流击水

，

需要胆量和技术兼备

，

如果没有做好

亏损的准备

，

最好不要做盈利的打算

。

您也许会说

，

你啰嗦了这么多

，

不

就是那句话嘛

，“

股市有风险

，

投资须

谨慎

”，

这种心灵鸡汤都喝腻了

。

是的

，

我这些说法的确卑之无甚高论

，

但忆

苦思甜

、

现身说法

，

总还是有些价值

，

毕竟这碗鸡汤是我自己精心熬制的

，

用料比较讲究

。

最后再说一句

，

我的理

财不都一无是处

，

上面不是失败者的

自怨自艾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中国人对“美名” 的

偏好， 大约都很受

“名不正， 言不顺；

言不顺，事不成” 的

影响。

手机背后的人性秘密

周凯莉

近日

，

风靡全球的手机制造商苹

果公司发布

iPhone6

，

又一次引发全球

的抢购热潮

。

作为一个从

iPhone2

追

逐到

iPhone5S

的

“

果粉

”，

尽管我对于

其技术系统理解甚少

，

但是这不妨碍

iPhone6

光鲜的形象刺激起内心深处

不能抗拒的购买欲

。

什么样的人才会

使用苹果手机

，

才是苹果的忠实用户

呢

？

大概这一课题已经被研究得十分

透彻了

，

无非是从用户习惯

、

性情

、

职

业

、

收入等维度来分析

。

但在我看来

，

这样的用户分析未免太过于刻板

，

撇

除我们这些死忠的白领

“

果粉

”，

在苹

果手机的买方市场上

，

还有一些有趣

的元素

。

不知道热衷于社交网络的人们有

没有发现

，

不管苹果发布哪一代的新

手机

，

最新上手的肯定是演艺圈人士

，

比如林志颖这样的大咖每回都能在最

新款手机发布前

，

在他的微博泄露出

手机的形状

。

这样的泄密

，

无形中给明

星们增加了光环

，

是啊

，

他们就是能接

触到普通人不可企及的好东西呢

。

而

一旦苹果手机上市之后

，

更多的演艺

圈人士都会加入进来

，

自拍

、

他拍

，

各

种炫耀新品的节奏

，

在这一环节玩得

最热闹的大概是一些不入流的小咖

，

比如常年出没在工体酒吧的野模

，

或

者整了一张

“

蛇精脸

”

的

N

线艺人

。

对

她们来说

，

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和青春

的肉体

，

及爱马仕手袋一样

，

是提升身

价

、

赢得更多青睐的武器

。

如此看来

，

苹果手机的定位就是

一帮生活在浮光掠影里时刻追逐虚荣

的人类吗

？

也不尽然

。

富豪

，

特别是观

念较为先进的

IT

界企业家一般来说

，

也是苹果手机的粉丝

，

他们更多地是

以乔布斯为偶像

，

想从商品本身的发

展逻辑

，

追寻一种特有的工匠情怀

，

研

究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商理念

。

还有比较热爱时尚的土豪

，

更是将苹

果系列的产品当成烟台苹果来成批购

买

，

不管在美国

、

香港还是大陆的专卖

店

，

只要一出手就要

10

台左右苹果手

机

，

99%

可以断定其是一个交际生活

比较丰富的土豪

。

在如今这个迎来送

往的时代

，

送礼已然成为交际层面的

难题

，

但无论是面对

70

多岁的老领

导

，

还是不满

15

岁的小侄儿

，

送一部

苹果手机或者一部

iPad

，

绝对不算是

失礼的行为

，

相比保质期甚短的限量

版月饼

，

或者真假难辨的字画

，

可谓是

又时尚又显出了新时代的品位

。

说到这

，

不得不提到国企的高管

和政府工作人员们

，

一度他们也算是

苹果手机的时新粉丝

。

但在愈演愈烈

的反腐潮中

，

苹果手机似乎已经成为

一个禁区

，

君不见

，

据新闻报道

，

某一

女贼从某厅长的办公室里偷到了

10

部苹果系列产品

。

当然

，

这是另话

，

最

根本的问题

，

还是例如三星手机

、

摩托

罗拉等更适合这一人群的消费习惯

，

屏幕大

、

双卡双待

、

操作及上传方便

，

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氛围问题

，

当在一

个有着诸多规范限制的群体里

，

人们

更愿意倾向于选择保守

、

老成的手机

，

这样也更适宜自身的融入和被接纳

。

至于国内近年来流行的小米手

机

，

或者最近兴起的锤子手机

，

在我看

来

，

更多的只能算是用概念炒作

，

用情

怀售卖

。

毕竟

，

从其他行业转型过来的

成功商人

，

缺乏一些对于商品深层次

的浸淫和投入

，

依靠工厂的小批量代

工制造

，

或者噱头性营销

，

虽然也吸引

到一些愿意购买尝鲜的新新人类

，

但

英文教师总归不是那么靠谱的手机制

造商

。

当然

，

一些传统的国产品牌也不

容忽视

，

比如华为

、

联想

，

它们已在第

三世界国家悄悄地扎根开花

。

听一位

从非洲回来的朋友说

，

在非洲

，

华为是

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

。

在成为

“

果粉

”

之前

，

我其实还是

诺基亚的忠实拥戴者

，

现在的抽屉里

还存着三部用旧的诺基亚老式手机

。

偶尔

，

想起这一个沦落的品牌

，

内心总

是伤感

，

即便是在浮躁的商业时代仍

然遵循着手工工坊理念的品牌

，

也总

是无法抵御滚滚而来的商界达尔文法

则

，

优胜劣汰

、

物竞天择

，

风流终被雨

打风吹去

。

（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观察员

）

【庄周梦蝶】

在浮躁的商业时代

仍然遵循着手工工

坊理念的品牌，总是

无法抵御滚滚而来

的达尔文法则。

互联网不该过度迎合“90后思维”

无笔秀才

听一互联网投资圈友人说

，

IDG

现在招投资顾问有个条件

：

必须是

90

后

。

这让我大为不解

。

自从

“

脸萌

”

手机

应用走红

、

IDG

点燃一把火后

，

火苗

蹿到了很多领域

。

从此我也开始关注

“

90

后思维

”，

一些投资机构和互联网

公司的做法让我感受到了对

“

90

后

”

的关注和他们超强的商业嗅觉

，

而在

我看来却显得有些

“

过度迎合

”。

什么是

90

后思维模式

？

狭义上讲

就是上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人

，

而广义

上则是出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具有鲜

明特征的一群人

。

在

“

罗辑思维

”

中曾

这样来区分

90

后

，

当任何一件事发生

之后

，

70

后和

80

后会用大量的时间

花在站队上

，

先做一个价值观判断

，

然

后找到自己的阵营站着

。

而对于

90

后

来说

，

基本上大家不太做价值观判断

，

他们的判断标准只取决于一点

：

有趣

或者没有趣

。

也有人说

“

宅系文化

”

是

90

后的代名词

，

生长于城市的大多数

90

后人群隶属热衷于动漫

、

游戏为主

的

ACG

圈

，

他们爱好的也正是互联

网追逐的最有利益价值的区域

。

而在笔者看来

，

90

后思维并不是

值得推崇的的生活方式

。

就从简单的

“

宅系文化

”

来讲

，

这是一种社会发展

的畸形现象

，

以追求视觉感官为主要

乐趣的闭塞生活方式

，

减少了人与人

之间的正面交流与社会活动

，

应去正

确引导而不是推崇

。 “

逻辑思维

”

联合

创始人曾多次强调

“

90

后思维

”

的价

值

，

认为

90

后简单地判断事物的方式

可以捕捉到很多商业价值点

，

从而让

整个互联网来迎合他们的喜好

。

这实

为不妥

。

按照他们理解

，

90

后思维的

核心意思就是不在乎也不认同别人的

观点

，

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

这种思维值

得去推崇吗

？

从个人的角度理解就是

彻底自私

，

从社会的角度理解就是没

有责任感

。

对这样一个过度自私没有

责任感的社会群体

，

互联网企业为了

寻求价值点

，

就可以一味地去迎合他

们吗

？

被

A

、

B

站与脸萌刮起

“

90

后

”

这

股妖风后

，

时间过去这么久

，

他们有什

么大的作为呢

？

而是一味地被投资结

构和媒体去鼓吹

，

从而引导更多跟风

者参与其中

，

如同漫画和游戏里一般

精彩

，

继续幻想

。

根据数据显示

，

90

后将是未来消

费的主体

，

所以自认为聪明的人都趋

之若鹜

，

认为想把握市场就得跟他们

愉快地在一起玩耍

。

某大互联网公司

为了迎合

90

后

，

专门做了许多

90

后

喜爱的网站风格和应用

，

导航主打二

次元用户

，

主推动漫和漫画风格

，

连音

乐板块都主推古风音乐

。

我并不反感

ACG

，

但这些毕竟不是主流文化

，

甚

至有些非主流

，

个人认为并不值得去

大力推崇

。

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络门面

，

也不应该为此太过热情

。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创业环境

，

有

些领域

90

后思维可能比较适合

，

但并

不是所有

。

按常理来讲投资机构的成

员应该都是经验丰富的行业人士

，

而

IDG

投资敢于用

90

后做投资顾问

，

可能重点瞄准的是游戏动漫等产业

，

而非外部鼓吹的

90

后要引领互联网

浪潮

。

互联网是一面镜子

，

有人当作平

面镜

，

有人却时常用作放大镜

。

一点风

吹草动的小事就要掀起千层浪

，

以至

于很多大公司都被冲昏头脑

，

做出让

人费解的事情

。

有人拿

90

后去各大电

商网站购物做实验

，

结果他们什么都

没有买

，

尽然还有人对他们的想法大

为表彰

，

这种

“

过度迎合

”

的行为可用

“

不负责任

”

来形容

。

任何利益的追求必须建立在正

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社会效应上

，

作

为互联网从业者

，

我们应该对

90

后

的创意与活力加以鼓励和发扬

，

对于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应该予以

良性引导

，

而不是他们喜欢怎样

，

我

们就应该怎样去做

。

故言之

，

互联网

不该过度迎合不积极的没有责任感

的

“

90

后思维

”。

（

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