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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无不劲】

“吃” 的皈依比哲学

思想的皈依更隐秘、

迅捷和深刻。

【庙堂江湖】

当整个社会各个阶

层都可以质疑别人

的时候，有谁能够幸

免于难？

穿在身上的经济价值

冷秋语

穿着得体不仅体现着一个人的品

位

、

修养

，

同时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

重

。

千万别不要小看你自己的穿着

，

每

一件衣服

，

每一次的搭配都在不知不

觉中影响着你的生活

。

天下没有丑女

人

，

只有懒女人

。

三分长相

，

七分包

装

———

人如此

，

菩萨也不例外

，

正所

谓

：“

人靠衣装

，

佛靠金装

”。

想要事业

爱情双丰收

，

那么在穿着打扮上就必

须得下一番苦功夫

。

影视明星范冰冰就是一位很会

穿衣的女人

，

娱乐圈里

，

红毯如战场

，

是众女星竞相争艳的时刻

，

谁艳压群

芳

，

谁穿错衣服

，

都是媒体津津乐道

的话题

。

在早期范冰冰的影视作品寥

寥可数

，

但这个聪明的女人会打扮自

己

，

并且用心地去打扮自己

，

凡逢红

毯之战范冰冰是逢战必胜

。

第

63

届

戛纳电影节盛大开幕

，

范冰冰龙袍现

身惊艳全场

!

身着明黄色龙袍礼服

，

让

这位拍戏并不多的范爷范冰冰成为

了媒体竞相报道的宠儿

。

在第

64

届

戛纳电影节开幕式上

，

范冰冰一袭

“

仙鹤装

”

亮相红毯

，

成为全场最瞩目

的明星

。

范爷范冰冰靠各种红毯惊艳

亮相是数不胜数

，

从而大大提升了知

名度

，

为范爷在影视圈的地位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

，

成为各大商家

、

导演还

有制片人合作的对象

。

不管是影视圈还是上班一族的白

领人士

，

穿衣打扮同样重要

，

一个人的

气质以及外在形象是留给人的第一印

象

，

引人注目的

、

高品质的

、

有品位的

着装形象不仅能够让人一眼记住你

，

而且能够让人更加尊重你

，

出色的外

表对女人的事业起着推波助澜的作

用

，

不同的场合要学会穿不同的衣服

。

许多兢兢业业工作的女人

，

事业长期

停滞不前

，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穿衣不当

，

她们忽略了衣装之于成功

者好比马鞍之千里马的朴素道理

。

再说影视明星黄奕

。

黄奕的穿衣

品位一向不高

，

被媒体曝其品位雷人

不堪

，

尽管在探索时尚这条道路上

，

黄

奕一直在不断匍匐前进

，

但她在穿衣

打扮上

，

却以夸张的立体花领

、

白发魔

女假发

、

塑化剂中毒妆等毁人不倦的

造型

，

将一切时髦优雅炸个稀巴烂

。

与

此同时

，

黄奕的婚姻和事业也步步走

低

，

家庭支离破碎

，

事业跌至谷底

。

黄

奕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

原因固

然很多

，

恐怕也不能说跟她的穿衣品

位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

在一个家庭之中

，

女人的穿衣打

扮也极为重要

。

很多女人总抱怨自己

的男人见异思迁

，

但从未检讨过自己

是否努力留住美丽

。

如果你性格不好

外加没品位不会穿衣打扮

，

请问你拿

什么让一个男人持续地宠你

？

我有个

朋友总喜欢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老

婆

，

尤其是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

，

他总

会拿出自己老婆的美丽照片给别人

看

。

一个优雅端庄有品位的老婆

，

是能

够让男人引以为傲并长久珍惜的

。

穿

衣打扮不仅是开启事业成功的钥匙

，

还是稳固家庭婚姻的良方

———

这话虽

然有点夸张

，

但却包含着真理的成分

。

推而广之

，

追求美丽得体的衣着

打扮也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政治觉悟

。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

她穿衣打扮端

庄得体

，

不仅成为众多女性竞相模仿

的对象

，

也成为了中国政坛的外交明

星

，

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

以上道理

，

不仅适用于女人

，

也同

样适用于男人

。

一个有品位

、

会穿衣的

男人总会引来无数女人的青睐

。

在其

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

，

相貌端庄且有

穿衣品味的男人更容易在人才招聘市

场脱颖而出

。

对于男人而言

，

穿出品位

与格调

，

塑造优雅的绅士形象

，

不仅能

够提升他的气场

，

也会帮助他攀登成

功的阶梯

。

（作者系网络小说家

）

砖家社会

沈凌

很多人现在都有一种感觉

，

那就

是社会媒体总在告诉我们专家的无知

和无耻

。

于是无论你是干啥的

，

在互联

网上打字总喜欢用

“

砖家

”

代替

“

专

家

”，

并以此为乐

，

否则你就像是一个

不入流的网盲

。

我们仿佛有被骗了一

辈子忽然有朝一日拨云见日般地清

醒

：

好险

，

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今天

，

能

够不再被

“

砖家

”

们欺骗了

！

感谢万能

的信息时代

！

这是一个诡异的现象

。

比如在这个医患关系严重对立的

年代

，

医生被骂被打都是小事

，

闹大了

都可以捅了他

！

社会舆论中随处都可

以找到医生敷衍了事对待病人以至于

伤残

，

或者医生处心积虑为了多赚钱

欺骗患者的报道

，

当然还有很多祖传

秘方隐蔽了几千年忽然显世

，

告诉大

家如何用五毛钱就可以医好医院几千

元也搞不定的疑难杂症

。

一时间

，

患者

对医生的每一个诊断都狐疑

，

对医生

的每一个处方都担心

，

对手术的每一

个细节都害怕

。

对此

，

医生说起来都是一把鼻涕

一把泪

：

自己辛辛苦苦寒窗

20

年读完

了博士

，

再在医院实习学习了起码

10

年

，

有资格算是个专家没两天

，

就要被

患者用怀疑的眼光

，

不屑的神情

，

从头

到尾地打量

，

恨不能挖出心肝看一看

是红是黑

？

哪里还有职业尊严可言

？

于

是医生朋友总是呼吁社会理解医生相

信专家

，

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大多数都

是好人

，

尽管他们并不能够保证每个

病人躺着进来

，

跳着出去

。

奇怪的是

，

一旦让医生们聊起民

生经济

，

他们就会对经济学家嗤之以

鼻

，

一如病患责之于医生自身

：

经济学

算什么学问

？

这些人算什么经济学家

？

他们不学无术

，

预测的股市房价全是

和现实相反的

！

他们也有可能学而有

术

，

但是都在为权贵服务

，

整天祸国殃

民

，

说出来的经济政策建议没一个是

对老百姓有用的

！

如果我这个时候胆

敢要求他们少发表一些缺乏经济学基

本常识的言论

，

以免混淆视听

，

他们常

常会一瞪眼

：

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

！

我

们的生活和这些个经济政策息息相

关

，

为啥我们就没有了说话的权力

？

你

们这些资本家的乏走狗

，

还想垄断了

社会话语权不成

？

上面的所有质问和论述

，

把

“

经济

学

”

换成了

“

医学

”

是不是对医生是那

么熟悉亲切

？

他们居然就可以信手拈

来

，

毫不怀疑地用到了经济学家身上

，

经济学家也不是笨蛋

，

照本宣科地开

始诅咒新闻记者和编导

；

新闻业者可

以如法炮制

，

攻击商人

；

商人则可以

……

如此循环下去

，

无止无休

。

当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这样

质疑别人的时候

，

有谁能够幸免于难

？

这个时候

，

经济学者会发现

，

原来这个

死结在于经济增长的最根本源泉

：

社

会分工

。

现在社会之所以会生产出越来越

多的商品和服务

，

都是拜社会分工所

赐

。

从最简单的男人打猎女人采集开

始

，

人类不断地把分工细化

，

每个人能

够做的工作越来越简单

，

所以才有可

能整体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

。

但同时

，

分工的细化伴随着一个越来越不好的

事情

，

那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购买到的

别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一无所

知

。

实际上

，

正是因为我们不再自己采

药自己医治疾病

，

我们才会有发达的

医学

，

也因此我们才会对医生的诊断

处方手术看不懂

。

但是这样的现象又

何止医学

？

我们买的食品

，

我们一眼看

不穿其成分

，

因为不是我们亲手制作

，

于是我们害怕不良商家掺杂了有毒物

质

。

我们穿的衣物

，

住的楼房

，

开的汽

车

，

最后

———

大家看到的我的经济评

论

，

有哪一样是你自己精通的呢

？

我们

都不精通

，

它们都是专家制作

，

但是我

们能够因为狐疑

“

砖家

”，

就从此之后

全部自己动手吗

？

至少百无一用的经

济学家没有这个本事

。

所以

，

这是一个

何等无奈的

“

砖家

”

社会啊

！

（

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

【世说新语】

千万别不要小看你

自己的穿着，每一件

衣服，每一次的搭配

都在不知不觉中影

响着你的生活。

“物质决定意识” 的另类解读

木木

一位死士

，

立志报仇雪恨

。

他的仇

家听到了

，

大为惶恐

，

寝食难安

；

于是

有人给他出主意

，“

阴遣人遗金于士

”

———

使其先富裕起来

、

实现了财务自

由

，

再

“

为之置华屋美宅

”———

使其能

娶娇妻

、

迎美妾

，

生活幸福美满了

，

死

士就一定舍不得死了

。

仇家深以为然

，

依计而行

。

没过几年

，“

死士

”

的小日子

过得红火起来

，

妻贤子孝

，

一家人其乐

也融融

，

绝口不提报仇的事儿了

。

死士

忘死了

，

那个仇家也就终于不用再整

日提心吊胆

、

提防死期了

。

挺有意思的一个古老的小故事

。

虽然历史上也不乏视金钱如粪土

、

矢

志不渝的

“

死士

”，

但就漫长而平淡的

大多数日子而言

，

生活好起来就陶陶

然沉醉其中

、

舍不得自拔的总是大有

人在

。

不过

，

这似乎也没什么好奇怪

的

，

从

“

物质决定意识

”

的角度审视过

去

，

大约后者好像更经得起历史的

“

考

验

”。

也是

，

有什么样的物质基础

、

生活

环境

，

往往就一定有与之匹配的言谈

思想

、

行为举止

。

不匹配了

，

估计绝大

多数人就会评之以一个

“

假

”

字

。

“

物质决定意识

”

虽然是舶来的深

奥学问

，

但其实中国人是早就知道这

个道理的

，

上至国家大事

、

下至家居生

活

，

一定是

“

走哪段山路唱哪段歌

”，

分

毫不会差的

。

比如

，

汉朝初年

，

国力衰

弱

，

对内就只能

“

艰苦奋斗

、

勤俭建

国

”，

对外不是送钱就是和亲

，

等到国

力强盛了

，

政策变化起来也一点儿不

含糊

，

能一脚踩到人家老巢去

。

这种

“

因时变化

”、“

因物变化

”

的

能力

，

无论如何都应该算作一种核心

竞争能力吧

；

中国人能绵延几千年而

不绝种

，

必须承认

，

这种能力发挥了关

键性的作用

。

不过

，

事物都有两面性

，

凡事有一利

，

便往往难免一弊

。

许多时

候

，

中国人这种

“

因时而变

”、“

走哪段

山路唱哪段歌

”

的能力

，

也着实让人头

疼

：

各地情况不同

，

人们的想法大约就

很难一样

，

管理统筹起来有时就难免

棘手

，

一旦应对不好

，

往往就可能坏了

事儿

。

这应该不是瞎说

。

比如地方政府

性债务的管理难题

，

就很能说明问题

。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

，

应该是

一个

“

老大难

”

问题吧

。

多年累积下来

，

似乎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

10

月

2

日

，

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了

《

国务

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

》，

看得出

，

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这

个问题

。《

意见

》

中的亮点挺多

，

最引人

注目的

，

大约莫过于

“

地方政府对其举

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

，

中央政府实

行不救助原则

”

了

。

为了保证这一原则

的不可侵犯

，《

意见

》

中还设置了诸多

似乎足可以保驾护航的条条框框

。

出发点虽然很好

，

但与现实环境

似乎有点儿距离

，

因此很难让人在此

问题上乐观起来

。

首先

，

真出了问题

，

不救助是否可行

？

必须承认

，

中国政府

与美国等国的政府存在本质区别

，

这

决定美国政府能做的许多事儿

，

中国

政府不能做或做不了

，

反之亦然

。

很难

想象

，

某一天某地的人民政府

“

关门大

吉

”

了

。“

谁借谁还

，

中央不但不兜底还

要追责

”

的侧重事后监管的做法

，

显然

有点儿超前了

，

政府与企业毕竟大有

不同

。

其次

，

一年年累积起来的巨量地

方债务

，

当初的

“

出发点

”

都光鲜亮丽

得很

，

别管真的假的

，

无不以

“

发展地

方经济

，

改善人民生活

”

为旗帜

。

对这

种良好的初衷

，

追责起来一定大有难

度

，

追责的规模和深度也很难把握

。

人

家的屁股既然坐在那里

，

总要允许人

家用脑袋想些事情

、

施展手脚做些事

情

，

至于最后的结果

，

综合因素复杂得

很

，

许多时候实在非人力可控啊

。

如此看来

，

地方债务难题似乎就

只有继续难下去了

？

或许也不必过于

悲观

，

世事有意思得很

，

许多看似难比

登天的事情

，

解决起来也不过一针一

砭足矣

。

不可否认

，

各地不顾实际争相

发债

，“

大干快上

”，“

名利

”

二字于其间

作祟甚多

；

如果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

施卡住这两个物质基础

，

许多人

“

借钱

闹革命

”

的心思应该就能够消停一下

了

。

这也算对

“

物质决定意识

”

的活学

活用吧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缘木求鱼】

各地不顾实际争相

发债，“大干快上” ，

“名利” 二字于其间

作祟甚多。

当豆腐脑儿遇到烤面包

李劲

对故乡的记忆

，

深深铭刻在每个

人的味蕾中

。

偶尔回老家唐山

，

早餐我

只吃一套东西

：

油饼加豆腐脑儿

。

豆腐

脑儿是盐卤水点的

，

不老不嫩

，

沁出来

的汁液带着甜甜的味道

，

加上珍蘑干

黄花菜木耳肉渣儿鸡蛋甩袖做的咸

卤

，

再浇上蒜汁儿

、

辣椒油

、

虾油

、

韭菜

花

，

一口油饼

，

一口豆腐脑儿

，

觉得此

物只应天上有

。

我一般会买两份早餐

，

如果中午没有应酬

，

就可以再吃一回

。

我请一个广东朋友吃过一次油饼

加豆腐脑儿

，

此前

，

听我吹了一通

，

已

经激起了他的朝拜感

。

吃进嘴里

，

这厮

眼球乱转

，

呈现不能自然吞吐的惨状

，

我晕了

：

有这么难吃吗

？

想到我在广东

住了二十年还没吃遍的早茶点心单

，

我才释然

。

后来他说

：

我真的好难接受

韭菜花配虾油的味道

。

这事儿对我打

击很大

，

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

我原以为

有一些东西

，

我的就是大家的

，

唐山的

就是中国的

，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

其实

不是

。

以前

，

我鄙视四川咸豆花

，

憎恨

广东甜豆花

，

自从被广东朋友当头棒

喝后

，

心路一宽

，

恨意消解

。

1950

年

，

一个河北兵和一个山东

兵把豆腐脑儿带到了台湾永和县

。

起

初

，

他们像在自己家乡一样

，

用青石磨

盐卤水一丝不苟地做豆腐脑儿

，

名声

鹊起

，

生意火爆

，

台湾的军政要人纷纷

来吃

，

生意越做越大

。

豆腐脑儿不断异

化

、

简化

、

商业化

，

成了今天的豆花

。

豆

花有甜咸之争

，

豆浆得利

，

永和县以豆

浆之名行世

，

走遍了全国

。

若论好吃

，

台湾豆花不好吃

，

卤汁小料更不值一

提

，

可是

，

它提供了一个体面的环境和

安全的保证

，

加上一点若有若无的情

怀

，

让人欲罢不能

，

趋之若鹜

。

台湾豆浆走遍中国

，

却不能占领

世界

，

因为它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

：

烤

面包

。

在欧洲

，

除了为数不多的大城市

，

游客通常住提供

BB

———

bed

和

break鄄

fast

的家庭旅馆

。

breakfast

非常丰富

。

喝的东西很多

，

热茶和咖啡

，

还有牛奶

和果汁

，

偶尔有餐汤

。

牛奶分冷热两

种

，

冷牛奶用来配麦片

、

坚果

、

水果干

。

西点很多

，

各式面包

、

蛋糕

、

曲奇

、

慕

斯

，

大部分不是新做的

，

主食面包一定

是新鲜的

。

德国的主食面包形状像橄

榄球

，

先烤一下

，

从烤箱里拿出来

，

在

中间划一刀

，

吃的时候

，

从中间掰开

，

麦香四溢

。

香肠

、

奶酪

、

黄油

、

腌肉

、

果

酱的种类很多

。

蔬菜有腌制的白菜

、

黄

瓜

，

和新鲜的火箭菜

、

莴苣

、

生菜

、

番

茄

。

肉类

、

蔬菜

、

酱料

，

随便选配

，

塞进

面包

，

大快朵颐

。

切不同面包有不同的

刀

，

吃煮鸡蛋

、

削水果皮

、

榨橙汁各有

专用工具

。

如果客人多

，

主人会烤出大

条的吐司

，

大家自行切片

，

烘烤

，

加上

肉

、

蔬菜

、

酱汁

，

自制三文制

。

有人吃吐

司时

，

会切掉面包皮

———

把面包师和

其他客人用手碰过的部分切掉

，

以示

洁癖

。

也有人用碎面包擦餐盘上的橄

榄油和醋

，

然后再扔进餐汤

，

搅成一道

难看的美味

。

一份最简约的家庭早餐

是由面包

、

肉类

、

蔬菜

、

水果

、

奶

、

咖啡

或茶组成的

，

料理快捷

，

吃的优雅又结

实

，

绝不苟且

。

德国主妇不用像中国主

妇一样冥思苦想

，

不得不问先生

：

明天

早上我们吃点什么

？

先生巡视冰箱

，

高

瞻远瞩地安排

：

把剩米饭煮成粥

，

还有

点剩菜

，

热热

。

很多欧洲农民连

hello

都听不懂

，

但是他们的早餐文化原封不动地传遍

了全世界

。

地区性的东西

，

好到一定程

度

，

才是世界的

。

剩饭菜做早餐

，

不能说不对

，

只算

糊口

。

馒头包子馄饨做早餐

，

不可谓不

好

，

可太简单了

，

不能称为文化

。

广东

早茶不可谓不好

，

北方人和外国人都

喜欢

，

可是它不具备可传播性

，

制作太

复杂

———

一日之计在于晨

，

还有比吃

饭更重要的事

。

豆腐脑儿更别提了

，

在

自己家里

DIY

（

Do It Yourself

的缩

写

，

意为自己动手做

）

唐山豆腐脑儿并

不容易

。

放眼神州

，

面包店如雨后春

笋

，

面包烤炉正走进千家万户

。

世界在变平

，“

吃

”

是意义最深远

的文化交流

———“

吃什么和怎么吃

”

正

在改变我们的味蕾和生活方式

，“

吃

”

的皈依比哲学思想的皈依更隐秘

、

迅

捷和深刻

。

（

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