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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茶话】

刘国光、高尚全、吴敬

琏、厉以宁、董辅礽、

陈锡文、 周其仁等一

大批影响广泛的经济

学家，都出自江浙。

【庄周梦蝶】

过于频繁的类似于

“双十一” 的人为刺

激， 就像剂量过猛的

春药， 在激烈的起伏

后，只撒下一地鸡毛。

小满足即美食

王国华

《

儒林外史

》

中

，

马二先生逛杭州

是高潮之一

、

亮点之一

。

通过他的眼睛

速览清代杭州风情风物

，

耐人把玩

。

所谓人情风貌

，

妇女是必不可少

的元素

。“

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

的

，

都梳着挑鬓头

，

也有穿蓝的

，

也有

穿青绿衣裳的

，

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

单裙子

。

一顿饭时

，

就来了有五六船

。

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

，

掮

着一把伞

，

手里拿着一个衣包

，

上了岸

散往各庙里去了

。 ”

这是来赶庙会的

。

“

看见西湖沿上柳荫下系着两只船

，

那

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

，

一个脱去元

色外套

，

换了一件水田披风

；

一个脱去

天青外套

，

换了一件玉色绣的八团衣

服

；

一个中年的脱去宝蓝缎衫

，

换了一

件天青缎二色金的绣衫

。

那些跟从的

女客

，

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

。

这三位

女客

，

一位跟前一个丫鬟

，

手持黑纱团

香扇替他遮着日头

，

缓步上岸

，

那头上

珍珠的白光

，

直射多远

，

裙上环佩丁了

当当的响

。 ”

这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

。

“

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

，

成群逐队

，

里

里外外

，

来往不绝

，

都穿的是锦绣衣

服

，

风吹起来

，

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

鼻子

。

马二先生身子又长

，

戴一顶高方

中

，

一幅乌黑的脸

，

腆着个肚子

，

穿着

一双厚底破靴

，

横着身子乱跑

，

只管在

人窝子里撞

。 ”

男人看到的只有女人

，

如同女人只看到男人

。

异性相吸

，

既是

马二先生应有的本性

，

也是作者吴敬

梓的下意识

。

其他都是关于饮食的

。

饮食男女

，

人之大欲也

。

来看马二先生一路的琐

碎

。

他带了几个钱

，

步出钱塘门

，

先在

茶亭里吃了几碗茶

，

又走了一里来路

，

看见湖沿上几个酒店

，

挂着透肥的羊

肉

，

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

、

海

参

、

糟鸭

、

鲜鱼

，

锅里煮着馄饨

，

蒸笼上

蒸着极大的馒头

。

马二先生没有钱买

，

喉咙里偷咽几滴唾沫

，

只得走进一个

面店

，

花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

。

肚里不

饱

，

又走到隔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

，

买了两个钱的处片

（

浙江丽水一带出

产的笋干

。

丽水古称处州

）

嚼嚼

，

倒觉

得有些滋味

。

在净慈禅寺旁

，

有一个名

为

“

南屏

”

的茶亭

。

他在里面点了一碗

茶

，

见柜上摆着许多碟子

，

有橘饼

、

芝

麻糖

、

粽子

、

烧饼

、

处片

、

黑枣

、

煮栗子

。

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

，

不论好

歹

，

吃了一个饱

。

第三日在城隍山闲走

。

只见平坦

的一条大街

，

左边靠着山

，

一路有几个

庙宇

；

路的右边

，

一间一间的房子

，

都

有两进

。

屋后一进窗子大开着

，

空空阔

阔

，

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

，

那房子也

有卖酒的

，

也有卖杂货的

，

也有卖饺儿

的

，

也有卖面的

，

也有卖茶的

，

也有测

字算命的

。

庙门口都摆着茶桌子

，

这一

条街单是卖茶的就有三十多处

。

马二

先生在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

，

看见有

人卖蓑衣饼

（

袁枚著

《

随园食单

》

中有

其制法

：

干面用冷水调

，

不可多揉

，

擀

薄后卷拢

，

再擀薄了

，

用猪油

、

白糖铺

匀

，

再卷拢成薄饼

，

用猪油煎黄

。

如要

咸的

，

用葱

、

椒盐亦可

），

遂点了十二个

钱的饼

，

吃完

，

略觉有些意思

。

在山顶

的另一座庙旁

，

马二先生又吃了两碗

茶

，

肚里正饿

，

恰好一个乡里人捧着许

多烫面薄饼来卖

，

又有一篮子煮熟的

牛肉

。

马二先生大喜

，

买了几十文饼和

牛肉

，

就在茶桌子上尽兴一吃

。

以上描述

，

无论是马二先生眼见

的食物还是他亲尝过的食物

，

给人感

觉不过如此

。

但穿插在他前前后后的

行旅中

，

如同鲜花散落绿草地

，

有整体

之美

。

若把这些鲜花掐下来集中捆到

一块

，

反而不见趣味了

。

吴敬梓写马二

先生嚼处片时

“

倒觉得有些滋味

”，

吃

蓑衣饼

“

略觉有些意思

”，

这点小满足

便是那隐隐的

、

稍纵即逝的享受

。

在此

时

，

食物成为了美食

。

（作者系深圳作家）

“双十一” 是精神上的逆时尚

周凯莉

这一天

，

整个世界都让人觉得无

处可逃

。

报纸

、

电视

、

网络甚至时起时

落的股票指数

，

都在热烈地迎合着

11

月

11

日这一个不知道何时被人为制

造出来的

“

光棍节

”。

我敢肯定

，

这一狡

黠的商业创意

，

和其他莫名其妙的节

日一样

，

绝非来自中国新首富马云的

那颗大脑袋

，

但毫无疑问

，

今年的

“

双

十一

”，

上市归来的马云荷包里

，

将装

入超越去年淘宝天猫当天

350

亿元销

售额的惊人数字

。

“

双十一

”

这一场闹哄哄的商业运

动

，

从表层上来看

，

的确让勤劳的家庭

主妇节省了一些日用花费

，

但是喧嚣

过后

，

剩下的灰烬却只能折射出一个

畸形商业社会的不当举止

。

正常的市

场经济秩序

，

当在平稳的顺滑的市场

行为中体现出来

，

而过于频繁的类似

于

“

双十一

”

的人为刺激

，

就像剂量过

猛的春药

，

在激烈的起伏后

，

只撒下一

地鸡毛

。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道格拉斯

·

C

·

诺斯曾提到

，

在其他因

素等同的前提下

，

相对价格会影响人

们的决策

。 “

双十一

”

中

，

商品降至五折

甚至更低的价格

，

满足了某部分消费

者的非理性购物狂欢

，

但商品本身并

未能恰当地体现出它们的价值

，

相反

这一种违背正常市场规律的行为

，

更

是中国人在消费文化上的一场灾难

。

这一股滚滚而来的浊流

，

代表了

狂欢的中国人在精神上的逆时尚

。

在

购物车里装满成千甚至上万的打折货

品

，

绝非是证明生活富裕的有力手段

，

不过是贪图便宜

、

爱凑热闹的小市民

心态作祟

，

人心浮躁导致消费文化缺

失

，

商家失去原则

，

就像嗜血的秃鹫一

样虎视眈眈

，

消费者更失去了克制隐

忍的判断能力

，

在

“

穷怕了

”

的思维支

配下

，

置身于鱼龙混杂的打折商品堆

里精疲力竭

。

精神上的

“

逆时尚

”

绝对不同于

“

反时尚

”，

前者是逆潮流而动

、

违背规

律和原则

，

后者则是去除物质化回归

平实生活的一种尝试

。

一个人的一生

中

，

到底需要多少衣服或者用品呢

？

或

许我们永远都会不停歇地买下一件新

的商品

，

不知满足

、

不会停止希冀

，

但

内心里却总觉得匮乏

；

其实

，

一个人只

需要有限的一些生活用品

，

便可内心

安然地度过一年四季

，

这一些质地优

良的物件随着每一天的使用越来越熟

悉

，

就像一个互知前世今生的老朋友

，

陪伴着每一段人生

，

一起经历沧桑

，

包

裹起生命里的快乐和忧伤

。

人生的种种苦恼

，

混杂在人们对

于一件物品

、

一段感情的执着之中

。

这

一种执着

，

就像上班族踏着

“

双十一

”

的零点钟声

，

填满淘宝购物车的执着

，

只有破除这一种精神上的逆时尚

，

重

新审视自己和物品之间的关系

，

从关

注物品转换为关注自我

，

才能得到心

灵上的解放

。

日本作家山下英子以

《

断舍离

》

一

书

，

引爆了当代人战胜物欲时代的精

神革命

。

她通过参透瑜伽

“

断行

、

舍行

、

离行

”

的人生哲学

，

并由此获得灵感

，

创造出了一套通过日常家居整理

，

由

此改善心灵环境的

“

断舍离

”

之术

。

这

一套战术十分简单

，

以毫不拖泥带水

的态度直面人生

，

将自己真正当作主

角

，

思考什么物件

、

什么人才是最适合

自己的

，

一旦不符合标准

，

便扔弃或者

淘汰

。

分不清明目的狂欢节

、

购物节

，

总让中国社会处在一种非常状态

，

在

这一种非常状态中

，

总包含着

“

顺应

之中的正常和应对之中的正常

”，

时

代在商业逻辑上的偶尔错乱

，

并不能

改变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

。

精神上的

幸福并非来自对于物质生活的畸形

热望

，

而是深深根植于

“

断舍离

”

的时

尚态度之中

。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儒林经济】

吴敬梓写马二先生

嚼处片时“倒觉得有

些滋味” ， 这点小满

足便是那隐隐的、稍

纵即逝的享受。

天下没有免费的蓝天

贾壮

小时候

，

我生活在农村

，

天气晴朗

的夜晚

，

很喜欢搬个小板凳

，

坐在院子

里看星星

，

用哲学家的话来说

，

这叫仰

望星空

。

其实

，

农村没有高的建筑

，

看

星星无需仰望

。

母亲讲过牛郎织女的

故事

，

我就在天河两岸寻找牛郎星和

织女星

；

老师说天上的星星离我们有

好几亿光年

，

我会盯着远处的黯淡星

光

，

想象它们很多年前出发时的情景

。

上大学之前

，

我几乎从未离开过

农村

，

城市的美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

后来

，

我进城上学

，

毕业后在不同的城

市工作

、

生活

，

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

量

，

我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城里人

。

上

海世博会的口号是

“

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

”，

作为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

，

我对

此深有体会

。

当然

，

这美好之中也有遗

憾

，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看不到星星

。

有一年春节回老家

，

夜里出去串门

，

抬

眼看到天际线上群星闪耀

，

仿佛伸手

可及

，

心中有种莫名的感动

，

诗人说

“

野旷天低树

，

江清月近人

”，

描写得真

是贴切

。

老家的满天星光让我心旷神怡

，

但要是放弃城市的工作生活

，

回老家

呼吸新鲜空气

，

仰望点点星光

，

我肯定

不愿意

，

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城里人

的选择

。

硬币总有两面

，

农村环境固然

美丽

，

但生活却是艰辛的

。

小时候

，

除

了我这个想法稀奇古怪的孩子

，

周围

的大人根本没有时间抬眼看看天空

，

他们要忙着到田里辛苦劳作

，

不然家

里的生计就没有着落

，

饿得眼冒金星

，

估计也没有力气看星星了

。

没有查过数据

，

但估计我看星星

的时候

，

老家的

GDP

肯定是

5%

以下

。

现在老家也有一些工业了

，

经济增速

上来了

，

代价是空气开始有污染

，

星空

不再常见

。

这个世界总是那么可恶

，

要

得到一样东西

，

就得拿另一样东西来

交换

，

想要青山绿水

，

就很难日进斗

金

，

想要大城市的便利生活

，

就看不到

小地方的晴朗夜空

，

想要用蓝天在微

信圈里刷屏

，

就得忍受汽车单双号限

行和工厂工地停工

。

最近几天

，

北京的天空蓝得让人

不敢相信

，

保不准会有

“

京

”

犬吠日

。

碧

空如洗

，

当然有老天帮忙

，

连续多日的

小北风居功至伟

，

但为了迎接国际会

议而采取的一些临时管理措施也功不

可没

，

包括北京及周边地区部分工厂

和工地停工

、

北京全市范围内汽车单

双号限行

、

部分企事业单位调休放假

等

。

天下没有免费的蓝天

，

治理空气污

染需要付出代价

，

如果能够计算出这

些管理措施对生产总值的影响

，

扣除

风力扩散等自然因素

，

再与同期的空

气质量指标做对比

，

就可以大致算出

治理空气污染需要支付的成本

。

经济增长

，

大多数人受益

，

环境污

染

，

所有人受损

。

要想治理污染

，

就需

要大多数人忍受经济减速带来的影

响

，

现在看来

，

可能大部分人还不愿意

付出这个代价

。

近两年

，

北京的雾霾极

其严重

，

可很少有人愿意停驶汽车减

少排放

，

倒是不少人想尽办法买来汽

车

，

在污浊的空气里谋求一个小小的

干净空间

。

露天烧烤是空气的重要污

染源

，

恐怕也不会有人为了清洁空气

而放弃啤酒烤串的乐趣

。

既要吃鱼

，

又

要熊掌

，

世界上真的没有这么便宜的

事情

。

据说有人计算过

，

治理北方地区

的空气污染

，

至少要打

20

年的硬仗

，

我想除了要有持久战的准备

，

每个人

都得做好付出代价的打算

，

因为好空

气是买来的

。

北京人也许会说

，

这里的空气不

是我们自己污染的

，

都怪周边的那些

工厂

。

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

近期周边

地区发扬风格

，

北京的空气就有所改

善

。

遗憾的是

，

空气没有北京户口

，

也

没法进行单双号限行

，

只要气象条件

允许

，

PM2.5

照来不误

。

治理污染中有

个产权界定问题

，

而我们这里向来不

太重视产权

。

江南的小桥流水恬静优

美

，

但只有临水而居的当地居民知道

水有多脏

，

李家小孩在水边便溺

，

下游

的刘家可能在淘米洗菜

。

如果有人质

问排污者

，

多半会换来不解的眼光

，

公

家地方

，

干卿底事

？

治理污染要付出代

价

，

让谁来付这个代价

，

恐怕也是个让

人头疼的问题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贾语村言】

要想治理污染，就需

要大多数人忍受经

济减速带来的影响，

现在看来，可能大部

分人还不愿意付出

这个代价。

建国初财经系统中的晋系与江浙系

尹振茂

最近几个地方卫视频道在同时热

播

《

北平无战事

》，

受朋友蛊惑

，

笔者也

忙里偷闲瞄了几眼

。

不看不知道

，

一看吓一跳

，

原来中

共经济情报工作也这么厉害

。

以前看

到的一般来说就是所谓

“

前三杰

”“

后

三杰

”

之类的军政特工

，

但在

《

北平无

战事

》

中

，

中共居然打入了国民政府的

金融核心

，

地下党谢培东和崔中石分

别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

和金库副主任

。

像刘和平这样的历史剧头牌编

剧

，

其剧中的主要人物一般来说都是

有来历的

，

就像古人写诗强调

“

无一字

无来历

”

一样

。

一番按图索骥之后

，

果然发现了

一条比谢培东还大的大鱼

。

这个人曾

担任国民政府平准基金会秘书长

、

外

汇管理委员会主任

，

平津战役时又出

任

“

华北剿总

”

经济处处长

，

是国民政

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亲信

。

此人大名叫冀朝鼎

，

先后在美国

芝加哥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

读

，

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

1927

年加入中共

，

受周恩来单线领

导

，

与

《

北平无战事

》

中谢培东的相关

细节颇多吻合之处

。

建国后

，

冀朝鼎历任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

事长

，

被誉为

“

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

家

”，

可惜英年早逝

，

1963

年因突发脑

溢血病逝

。

不过

，

在查阅冀朝鼎的相关资料

时

，

发现其籍贯是山西汾阳

。

原来是老

西儿啊

！

熟悉中国历史和中共历史的人

当然知道

，

山西在过去以

“

晋商

”

闻名

天下

，

而在中共财经系统中

，

有两位

重要人物即为老西儿

。

一个是国家首

任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

，

另一个是央

行首任行长南汉宸

。

因此

，

笼统一点

说

，

在

20

世纪上半叶

，

中国的财政是

由老西儿具体掌管的

，

孔祥熙为国民

党理财

，

薄一波和南汉宸则为共产党

理财

，

后者与冀朝鼎等可以说构成建

国初财经系统中的晋系

。

当然

，

此处

所谓

“

晋系

”，

并无帮派之意

，

只是对

曾经的财经历史人物籍贯的一个简

单概括

。

而谈到中共财经系统

，

另一个必

须提的一号人物是出生于江苏青浦

（

今属上海

）

的陈云

。

按照中共对陈云

盖棺论定的评价

，

也就是古代所谓的

谥号

，

其经济方面的评价是

———“

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之一

”，

这是相对于其他开国领袖的特

有评价

，

其份量于此可见一斑

。

建国初

，

陈云受命主持全国的财

政经济工作

，

统一全国财政经济

、

稳定

金融物价

，

结束国民政府多年未能改

变的恶性通货膨胀

，

可以说是完成了

《

北平无战事

》

中

“

建丰同志

”（

即蒋经

国

）

想实现而无力实现的任务

。

此后

，

陈云长期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

多次受

命于危难之际

。

而在陈云之外

，

江浙

（

此处所谓

“

江浙

”

包括上海

，

因上海在古代属于

江苏

）

一带还出了不少中共系统的经

济学家

，

如陈翰笙

、

孙冶方

、

薛暮桥

、

顾

准等

，

可谓群星灿烂

。

这些人都是信奉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建国后都出任

要职

。

其中

，

孙冶方与薛暮桥可以说是

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中的

“

双子

”。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

，

与薛暮桥都是江

苏无锡北郊的薛氏家族子弟

，

孙冶方

小薛暮桥

4

岁

。

而顾准

，

因为吴敬琏对

其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

”

的

褒扬

，

在

1990

年代之后更是名声大

噪

。

作为中国旧时代最后一个活跃的

商业群体

，

晋商在大时代的变革中可

以说充当了承前启后的角色

。

但是

，

因

为新的经济土壤并不活跃

，

所以

，

尽管

晋人在

20

世纪前

60

年国共两党的财

经系统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

但

于此也就几成绝响

，

后继乏人

。

而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和工商业相

当活跃的江浙

，

因为其新的经济因素

的土壤

，

不仅建国初主持财经系统的

工作的领导和相关经济学家多为江浙

人士

，

改革开放以来

，

刘国光

、

高尚全

、

吴敬琏

、

厉以宁

、

董辅礽

、

陈锡文

、

周其

仁等一大批影响广泛的经济学家

，

及

在经济决策中枢任职的人士

，

也出自

江浙

。

可见还是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