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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经济】

有位经常挨骂的作

家说过一句挨骂的

话： 作家写的东西，

就是给不如自己的

人看的。

【金瓶商话】

走标船、 贩盐引加上

经营几个铺面， 就是

商人西门庆的几大主

营业务。

黄海水深深几许

木木

孔子夸颜回

，“

不迁怒

，

不贰过

”。

看似轻描淡写

、

颇有些敷衍味道的表

扬

，

却实在抵得上一吨重的大奖章

，

因

为

，

对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而言

，

“

不迁怒

，

不贰过

”

的标准实在太高

。

仅

仅

“

不贰过

”

一条

，

能做到的人

，

估计就

没几个

。

虽然做不到

，

但也似乎不应该就

坡下驴地游戏人生

，

本着

“

虽不能至

，

心向往之

”

的人生原则

，

即使做不到

“

不贰过

”，

也总要试着追求一下

“

不

三过

”、“

不四过

”

甚至

“

不五过

”

吧

。

如

果在一类事情上

，

三番几次

、

几次三

番地犯错误

，

问题就很严重

，

这样的

人多起来

，

社会就很难进步

，

事业就

很难成功

。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摸爬滚打的投

资者们

，

很不幸

，

会经常遭遇上市公司

“

翻脸

”。

那些花样百出的

“

小翻脸

”

就

不说了吧

，

金额动辄以亿计的

“

大翻

脸

”，

估计掰着手指头也数不完

，

银广

夏

、

蓝田股份

、

草原兴发

、

绿大地等

，

一

个接一个地

“

翻脸

”，

法律法规遭到了

戏弄

，

市场遭到了严重伤害

，

投资者信

心也遭到沉重打击

。

在一个市场上

，

财务造假事件之

所以能反复发生

，

始作俑者没被较真

儿对待

、

没得到认真清算是根本原因

，

这对后来者而言无疑就是一种无言的

鼓励

。

因此

，

为法律法规的尊严计

、

为

市场的长远发展计

、

为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计

，

在獐子岛业绩突然

“

翻脸

”

这

件事上

，

就很有较较真儿的必要

，

这对

各方面

（

包括獐子岛

）

而言都是一种负

责任的选择

。

獐子岛业绩

“

翻脸

”

后

，

各方都大

为震惊

。

虽然公司方很及时地面向公

众进行了解释

，

而且解释得似乎还很

充分

、

深入

，

但仍难以化解各方的质

疑

。

其实

，

对獐子岛的财务数据

，

早在

2012

年就有机构提出过质疑

，

不过

，

同以往一样

，

质疑了也就质疑了

，

没

人较真儿让上市公司把问题说清楚

，

时间稍微一长

，

不但没人继续追究

，

赶上市场回暖

，

大家甚而就都抢着热

捧起来

。

据报道

，

2013

年以来

，

机构投资

者对獐子岛调研不断

，

去年有

25

次

，

今年

7

月

15

日之前

，

也是月月都有机

构跑去调研

。

但如此密集的调研

，

似乎

仍无助于任何问题的发现

。

对于投出

去的数千万

、

上亿的资金而言

，

这种坐

在办公室里一问一答的

“

调研

”，

或者

站在海边儿

、

坐上游船巡游着调研

，

似

乎过于稀松二五眼了

。

中小投资者没

能力较真儿

，

有能力的机构投资者又

懒得较真儿

，

有时候连调研报告都是

东抄西抄出来的

，

这就难怪别人会经

常性地让你大吃一惊了

。

在中央强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

下

，

像獐子岛业绩

“

翻脸

”

这种震动市

场的事件既然爆出来了

，

监管者显然

就很有较一较真儿的必要了

，

这既是

对市场秩序负责

，

也是对投资者

、

上市

公司负责

，

更是对未来负责

。

既然公司

负责人们一致声称虾夷扇贝们集体死

亡了

，

即使面对茫茫大海

，

只要想较真

儿

，

办法也不是一点儿没有

，

獐子岛海

域

，

也不过三五十米的水深

，

两个潜水

员下去

，

事情大概就不难看出端倪

。

而

且

，

在獐子岛更北一些

，

还有个海洋

岛

，

可以顺带去探望一下那里的扇贝

们

，

是不是也都被那股神秘的北黄海

冷水团给冻死了

。

另外

，

既然两年前有

人质疑大股东把上市公司的资金偷偷

拿去搞了房地产

，

那就不妨把獐子岛

和大股东的账本彻彻底底地翻几遍

，

只要肯较真儿

，

资金流总不会比那股

冷水团更难摸清楚

。

在市场转折的关键时期

，

獐子岛

业绩

“

翻脸

”

就有了典型意义

，

抓住这

个典型

，

方方面面一起较较真儿

，

或

许

，

就有助于新风气的普及

。

否则

，

市

场就只能仍如以前那样混混沌沌

、

神

神秘秘地让人难以捉摸

。

而这样的市

场

，

就如看不出深浅的黄海

，

很难让人

放心地畅游其中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西门庆的生意

黄波

自称要给法国社会当书记员的巴

尔扎克写出了系列小说

《

人间喜剧

》，

这部伟大名著在文学之外的价值也得

到了很高的赞誉

，

恩格斯就曾经说过

，

“

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

，

他汇集了法

国社会的全部历史

。

我从这里

，

甚至在

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

，

也要比

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

、

经济学

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

要多

。 ”

中国的文学名著中

，

可有一部像

《

人间喜剧

》

一样

，

在经济细节方面

，

使

读者从中学到的东西

，“

要比从当时所

有职业的历史学家

、

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

应该说完全相称的几乎没有

。

勉

强算起来

，《

金瓶梅

》

算是最接近恩格

斯标准的一部

。

小到日常物事的价格

，

大到官府如何向民间举债

，《

金瓶梅

》

中都历历如绘

，

传统中国的任何一部

名著可曾像

《

金瓶梅

》

这样

，

对市井百

姓的经济生活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

和经久不衰的关注度

？

而且重要的是

，

中国的情况和法

国还不一样

。

黄仁宇感叹传统中国缺

乏

“

数目字管理

”，

何炳棣研究明初以

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

发现正史中记

载的土地

、

户口等统计资料常常是虚

应故事全不可靠

，

此种状况之下

，《

金

瓶梅

》

的经济史价值日益凸显就在情

理之中了

。

但因为

“

淫书

”

这顶帽子

，《

金瓶

梅

》

的这一价值常会被一般读者忽略

，

人们读

《

金瓶梅

》，

一些固化的标签往

往容易使人先入为主

，

比如西门庆

，

谁

不知道他是个天天眠花宿柳的淫棍

？

然而究其实

，

眠花宿柳并不是西门庆

的全部

，

甚至不是西门庆的主体

。 《

金

瓶梅

》

中的西门庆主要还是一个商人

。

实情如何

，

且回到文本

。《

金瓶梅

》

第

69

回

，

西门庆给媒婆王嫂五两银

子

，

请她牵线与王招宣府林太太幽会

，

王嫂遂向林太太夸耀西门庆的财势

曰

：“

县门前西门大老爹

，

如今见在提

刑院做掌刑千户

，

家中放官吏债

，

开四

五处铺面

：

缎子铺

、

生药铺

、

绸绢铺

、

绒

线铺

，

外边江湖又走标船

，

扬州兴贩盐

引

，……”“

标船

”

即贩运货物的船只

，

“

盐引

”

是官府发给商人的取盐凭证

，

走标船

、

贩盐引加上经营几个铺面

，

就

是商人西门庆的几大主业

，

这些生意

哪怕就是放高利贷在当日都在合法的

范围之内

。

或曰

：

生意合法

，

但经营过程中的

行为未必合法

。

这一问有相当的道理

。

认真探究

，

西门庆做生意时的确有不

合法的地方

，

但只有一处

，

那就是在贩

运货物时为了少交税向守关的官吏行

贿

，“

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

”。

但这样

的不合法行为在当日的语境中其实处

于

“

灰色地带

”。

何谓

“

灰色地带

”？

大致

可作下解

：

严格按照法律条文

，

某种行

为肯定不合法

，

但长期以来大家都这

么干

，

而且制定法律

、

执行法律的人对

此也心知肚明

，

如何给法律多少留一

点体面又能让各方从中受益

，

彼此之

间形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

。

表面看来

，

从西门庆行贿中受益

的只有守关的官吏和西门庆本人

。

实

则不然

。

如果西门庆诚实守法

，

缴纳了

较高的税款

，

这个税负是一定会转嫁

的

，

而在他纳税较少市场又高度开放

的情况下

，

为了和同业竞争

，

他恐怕没

有抬高价格的胆量

。

易言之

，

从

“

灰色

地带

”

中受益的除了商人和官吏

，

还有

消费者

。

当然

，

西门庆依靠行贿少缴了税

款

，

肯定也有利益受损的一方

。

充当这

个角色的就是当时的政权

。

关卡林立

也许会让有了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大

为困惑

：

建立这么多关卡会迫使商人

转嫁成本

，

增加民生负担降低社会活

力

，

为了这些关卡的运转还必须养活

一大批官吏

，

而多出的寻租空间又必

然会让官吏和商人勾结起来

，

使可以

入库的税银大大缩水

，

真是何苦来哉

？

制度经济学把国家看作一个

“

超

级企业

”，

企业要讲成本和收益

，

为什

么西门庆时代的政权会对并不合算

的事情乐此不疲

？

应该只有一个原

因

：

在它眼里

，

有远比社会活力更重

要的东西

。

（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

【缘木求鱼】

财务造假事件之所

以能反复发生，始作

俑者没得到认真清

算是根本原因，这对

后来者是一种无言

的鼓励。

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医患事件

沈凌

清末

，

天主教在中国设立了很多

育婴堂

。

但是没有中国人会把孤儿送

给外国来的

“

洋鬼子

”，

按照传统很多

女婴和身体有残疾的婴儿被弃之荒郊

野外

。

于是大家观察到两个现象

：

第

一

，“

洋鬼子

”

在到处捡拾中国弃婴

；

第

二

，

从这些

“

鬼子

”

营运的育婴堂内送

出来很多中国死婴

，

被集中埋在村后

的墓地里

。

实际上

，

这些弃婴相当一部

分身体不好

，

死亡率高一点是可以理

解的

，

况且

，

弃之荒郊的死亡率是百分

之百

，

到育婴堂里面去至少也比在荒

郊野外的死亡率低一点吧

？

但是当时

的人们

“

不明真相

”，

他们宁愿相信

“

洋

鬼子在教堂里面吃中国婴儿

，

挖孩子

的眼睛和心肝做药

”

等等流言

，

最后酿

成了著名的天津教会案件

。

很多

“

不明

真相

”

的中国老百姓火烧教堂

，

残杀教

徒

，

而外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也让中国

老百姓吃够了苦头

。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

恍惚间

，

我在

浙江省妇产科医院门口又一次看到了

“

不明真相

”

的清末群众

。

他们拉出了

一个横幅标语

，

控诉医院无良致使病

人死亡

。

事实呢

？

负责抢救的医生从下

午两点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六点

，

高

强度工作了一天一夜

，

几乎累到

。

全杭

州这个血型的血液被消耗了一大半

，

再无可能继续

。

但是抢救完了这样的

危重病人的医院还要被病人家属痛

骂

，

并赔偿病患

40

万人民币

。

类似事

件在中国大地并不罕见

。

当下中国的病人和清末百姓一

样

，

同样观察到两个现象

，

均为事实

：

第一

，

中国的公立医院收治了大部分

身体患病的危重病人

。

第二

，

医院并不

是保险箱

，

很多病人因为各种原因

（

或

许是医院误诊

，

或许是医院无能为力

）

没有救活

，

被送进了太平间

。

于是

“

不

明真相

”

的病患家属就认定

，

只要是病

患死亡

，

必定是医院

“

昧了良心

，

丧失

医德

，

害死了病人

”。

于是这些人就会

纠集群众

，

轻者堵门威胁

，

重者打砸

抢

，

甚至于以命抵命

，

刀捅医生

。

这些动刀闹事的群众

，

是不是也

在幻想医生都是穿了白大褂的魔鬼

呢

？

我甚至于觉得

，

当今的病患思维

，

比当年的清末百姓还不如

。

因为当年

的老百姓以为教会里面的

“

洋鬼子

”

都

是杀人魔王

，

所以没有人会主动把孩

子送到育婴堂里面去的

，

因此

，

教会不

得不到处收集野外的弃婴

。

但是今天

的病患却是自己排队挂号

，

自觉自愿

去医院的

。

既然不能信任医院

，

为啥还

要去看医生呢

？

很多的理性病人会愤愤不平

：

医

闹是一小撮人

，

岂可一以概之

？

确实如

此

，

我亦相信大部分的群众是明了真

相的

。

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医生都太忙

了

，

每个病人五分钟的接触时间

，

他如

何能够火眼金睛

，

立马判断出你是一

个理性的好病人

，

还是一个潜在的丧

心病狂的坏病人呢

？

况且

，

即便是一个

坏病人

，

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最后一

步的时候

，

他也总是谦卑恭顺的

。

所

以

，

现在的非理性病患只要存在一小

撮

，

就会导致医生在处理病症的时候

多一点保守和犹豫

；

只要医生抱着这

样的明哲保身的态度多一点

，

就会导

致病人的治疗效果差一点

；

只要病人

的治疗效果差一些

，

未来的患者就会

变得更加的不理性一点

。

于是我们的

医患关系处在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

幸好

，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

法治国的理念

。

医患关系的改善也需

要依法

。

患者的权利只有通过司法途

径才能获得保护

，

一时的医闹只会损

害未来的潜在的无辜病患者

，

让他们

的医疗环境变得更差

。

医生的权利也

需要得到维护

，

才能鼓励更多的优秀

青年从医

，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

个足够安全的生活状态

。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博士

）

【庙堂江湖】

患者的权利只有通过

司法途径才能获得

保护，医闹只会损害

未来的潜在的患者。

饮食与炫富

王国华

�

《

儒林外史

》

里多次详尽地提到

饮食

。

作者吴敬梓出身名门

，

晚年贫困

交加

，

跟曹雪芹

、

张岱类似

。

他笔下的

饮食读来就有了另一番含义

。

该书第十三回中提到

，

马二先生

拜见蘧公孙

，

两人闲聊过程中

，

家人捧

出饭来

，

乃是家常肴馔

：

一碗炖鸭

，

一

碗煮鸡

，

一尾鱼

，

一大碗煨得稀烂的猪

肉

。

马二先生饭量颇大

，

举起筷子说

，

你我知己相逢

，

不做客套

。

当下吃了四

碗饭

，

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

。

里

面听见

，

又添出一碗来

，

马二先生再举

碗

，

连汤都吃完了

。

有人说这段文字反映了文人的

不羁

，

有人说反映了文人的虚伪性

，

一个动辄之乎者也的人喜欢大荤

，

吃

相不雅

。

在我眼里

，

这些评价都是扯

淡

，

人家这不明明在炫富吗

？

只需把

时光倒回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

，

那时

改革开放已有几年

，

我还是个小孩

子

，

如果读到这段文字

，

一定馋得口

水直流

。

鸡鸭鱼肉怎么能是家常菜

？

我不相信此前的民国

、

清朝

、

明朝以

及更早的时代里

，

中下层社会会比上

世纪

80

年代更好

。

马二先生大鱼大肉

，

吃得起放得

下

，

让人艳羡

。

从作者角度讲

，

也有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

：

别看哥现在

穷

，

但什么都见过

，

比你一般读者高

端

。

有位经常挨骂的作家说过一句挨

骂的话

：

作家写的东西

，

就是给不如

自己的人看的

。

你给哲学家看心灵鸡

汤

，

对亿万富翁讲法国奢侈品

，

都是自

寻不快的节奏

。

二流作家的读者必然

三流

，

一流读者要找特等的作者

———

扯远了

。

书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

。

第十五

回

，

洪憨仙请马二先生吃饭

：

一大盘稀

烂的羊肉

，

一盘糟鸭

，

一大碗火腿虾圆

杂脍

，

一碗清汤

，“

虽是便饭

，

却也这般

热闹

”。

第十九回

，

潘三请匡超人吃饭

。

潘三叫切一只整鸭

，

脍一卖海参杂脍

，

又是一大盘白肉

，

都拿上来

。

饭店里见

是潘三爷

，

吓得屁滚尿流

，

鸭和肉都捡

上好的极肥的切来

，

海参杂脍加了很

多味用作料

。

第二十回

，

蒋刑房向匡超

人讲起潘三系狱的事儿

，

匡超人说

，

“

潘三哥是个豪杰

，

他不曾遇事时

，

会

着我们

，

到酒店里坐坐

，

鸭子是一定两

只

，

还有许多羊肉

、

猪肉

、

鸡

、

鱼

，

像这

店里钱数一卖的菜

，

他都是不吃的

。 ”

这说明

，

在当时有钱人的社会里

，

鸡鸭

鱼肉是有品位的表现

。

第二十二回

，

大

骗子牛玉圃在船上开饭

，

两个长随买

了一尾鲥鱼

、

一只烧鸭

、

一方肉

，

和些

鲜笋

、

芹菜

，

一齐拿上船来

。

第二十五

回

，

鲍文卿请倪老爹吃饭

，

问有什么饭

菜

，

跑堂的伙计牛逼哄哄地扳着手指

头说

，“

肘子

、

鸭子

、

黄闷鱼

、

醉白鱼

、

杂

脍

、

单鸡

、

白切肚子

、

生烙肉

、

京烙肉

、

烙肉片

、

煎肉圆

、

闷青鱼

、

煮鲢头

，

还有

便碟白切肉

。 ”

倪老爹说

，

我们是自己

人

，

吃个便碟就行了

。

鲍文卿说

，

便碟

太简单

，

叫堂倌先拿鸭子来吃酒

，

再爆

肉片下饭

。

第四十五回

，

余大

、

余二先

生赴席

，

主人摆上来九个盘子

：

一盘青

菜花炒肉

、

一盘煎鲫鱼

、

一盘片粉拌

鸡

、

一盘摊蛋

、

一盘葱炒虾

、

一盘瓜子

、

一盘人参果

、

一盘石榴米

、

一盘豆腐

干

。

烫上滚热的封缸酒来

。

这些菜

，

让当时的一般读者读到

，

也是屁滚尿流了

。

《

红楼梦

》

中凤姐提到茄鲞的经

典做法

：“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签

了

，

只要净肉

，

切成碎钉子

，

用鸡油炸

了

，

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

，

新笋

，

蘑

菇

，

五香腐干

，

各色干果子

，

俱切成钉

子

，

用鸡汤煨干

，

将香油一收

，

外加糟

油一拌

，

盛在瓷罐子里封严

，

要吃时

拿出来

，

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 ”

后来

真有好事者试过

，

其实就是油乎乎的

一坨

。

但

“

油乎乎

”

三个字

，

足令油腥

不见的人眼馋

。 《

儒林外史

》

中的若干

描述虽然与此有所不同

，

但本质一

样

。

今天微博

、

微信上的美食秀

，

都是

分享和炫耀兼而有之

。

有一个笑话

讲

，

快递员敲开一个人的门

，

端着一

盘菜说

，“

你朋友的手机坏了

，

发不了

微信

，

让我把他今天要吃的菜端给你

看看

。 ”

在饭店里

，

手机拍照声响成一

片

。

其他任何事物都没有如此魔力

，

这里面定有隐秘的原因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