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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兵布阵】

已有停产企业主卖房

卖车套现， 杀进股市

想搏击一把。 如今的

股市好像是 10 年前

的楼市，只赚不赔。

【南腔晋调】

梁山的人才政策，走

的是精英路线。 用现

在的话说， 梁山的基

层建设比较差。

身体是充话费送的？

王国华

鲁迅在一篇名为

《

忽然想到

》

的

杂文中写道

：“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

于何人

？

相传古人壮健

，

尧舜时代盖

未必有

；

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

罢

。

我幼时曾经牙痛

，

历试诸方

，

只有

用细辛者稍有效

，

但也不过麻痹片

刻

，

不是对症药

。

至于拔牙的所谓

‘

离

骨散

’，

乃是理想之谈

，

实际上并没

有

。

西法的牙医一到

，

这才根本解决

了

；

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

，

又每每

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

，

仍复渐

渐地靠不住起来

。

牙痛了二千年

，

敷

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

，

别人想出

来了

，

却又不肯好好地学

…… ”

连一个牙病都找不到最佳的治疗

手段

，

得过且过

，

说明什么

？

我想

，

这不

能证明我们智慧不足

，

只能说明从古

至今我们这个民族根本不重视身体

，

因此也没人从技术手段认真研究过

。

偶尔有几个人稍微认真一些

，

做了些

整理记录

，

如验尸官宋慈写的

《

洗冤

录

》，

王府家庭医生李时珍写的

《

本草

纲目

》

都被封为经典

，

甚至丝毫不容人

怀疑

。

《

儒林外史

》

第二十四回中写向

知县断案

。

为毒杀兄命事

，

一个叫胡

赖的人状告医生陈安

。

说

，“

小的哥子

害病

，

请了医生陈安来看

。

他用了一

剂药

，

小的哥子次日就发了跑躁

，

跳

在水里淹死了

。

这分明是他毒死的

！ ”

向知县道

：“

平日有仇无仇

？ ”

胡赖道

：

“

没有仇

。 ”

向知县叫上医生陈安来问

道

：“

你替胡赖的哥子治病

，

用的是甚

么汤头

？ ”

陈安道

：“

他本来是个寒症

，

小的用的是荆防发散药

，

药内放了八

分细辛

。

当时他家就有个亲戚

，

是个

团脸矮子

，

在旁多嘴

，

说是细辛用到

三分

，

就要吃死了人

。 《

本草

》

上哪有

这句话

？

落后他哥过了三四日才跳在

水里死了

，

与小的甚么相干

？

就是把

四百味药药性都查追一遍

，

也没见哪

味药是吃了该跳河的

。 ”

向知县一听

，

是这么个理儿

，

大夫按

《

本草纲目

》

开

药还能错

？

于是把原告被告一起赶出

了衙门

。

其实

，

无论

《

洗冤录

》

还是

《

本草纲

目

》

都谬误连连

。

前者提到人骨

，

说男

女骨头数目不同

；

后者里面

，

牛蹄中的

水

，

猪槽中的水

，

磨过刀的水

，

都能治

病

。

若是不孕不育

，

在上元节时偷来富

豪家的灯放在床下就能治好

。

这都哪

儿跟哪儿呀

。

明摆着的胡话都没人质

疑

。

话说回来

，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愿意

研究

、

传播技术的人太少

，

物以稀为

贵

，

世无英豪

，

遂使竖子成名

。

事实上

，

身体在我们的传统里一

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

最早的英雄都

有自残或他残情节

。

刺客要离计划去

杀庆忌

，

先设计斩断了自己的右臂

，

还害死了自己的老婆

，

取得庆忌的信

任

。

荆轲要去刺杀秦王

，

跟樊于期商

量借他的人头

，

樊于期也痛快地自杀

了

。

四书五经中虽也明确提到

：“

身体

发肤

，

受之父母

，

不敢毁伤

，

孝之始

也

。 ”

貌似我们还是重视身体的

，

其实

不然

。

因为这个重视不是来自立言者

的亲身感受

，

即

，

不是因为他自己怕

痛才推己及人提出不得损伤发肤

，

而

是因为那是父母的

。

别人的物品你不

能随便糟践

。

身体虽然是你的

，

但跟

你个人关系不大

。

想一想

，

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

，

很

多事都神圣无比

，

放到秤上称一称都

比身体重要

。

为了君主

、

为了父母

，

为

了兄弟

，

为了哥们义气

，

为了集体利

益

，

甚至为了某种猫猫狗狗的主义

，

都

可以献身

。

今天献身这个

，

明天献身那

个

，

总之

，

身体仿佛是充话费赠送的

，

完全不珍惜

。

我不信立言者说到献身

时不会想到

“

献身

”

之后的疼以及给献

身者家人带来的痛楚

。

他们一定想到

过

，

但是立言者也许从没想到让自己

献身

，

他只是鼓吹者

，

怂恿别人去干

，

自己并没做好身体力行的准备

。

对身

体的忽略

，

其实是对他人身体的忽略

，

立言者自然无法感同身受

。

凌迟之刑

（

剐刑

）

在中国能盛行那么多年

，

把犯

人的身体一刀一刀割下去

，

具体割多

少刀都有严格的数目界定

。

有时候我

们说日本人做什么事儿怎么变态

，

难

道津津有味地欣赏凌迟之刑并计算数

量不是无以伦比的变态吗

？

在观众那

里

，

只要他自己不疼就行

，

在未来的某

一天

，

观众中的某一个忽然成了当事

人

，

即使他呼天抢地也没用了

，

其他人

会围观他

，

就像当初他围观别人一样

。

这说明我们是个多么自私的民族

。

尊重个体

，

尊重生命

，

都需从尊重

身体

（

含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

），

这是基本的人类常识

，

但我们至今还

没彻底搞明白

，

所以鲁迅才有以上的

感慨

。

（

作者系深圳作家

）

训练

木木

小女很乖

，

尤其听老师的话

，

凡

是老师布置的事情

，

总要一丝不苟地

完成

，

哪怕因此耽误了睡觉

、

挤占了

游戏时间

。

如此一来

，

在我们眼里

，

她

的小模样有的时候就难免显得特别

“

累

”。

不过

，

孩子认真

，

家长也不好意

思

“

撤火

”———

让她别太认真

？

这话好

像也说不出口

；

好在她几乎从没有主

动喊过累

。

不过

，

前一段时间

，

事情似乎开始

有了变化

，

作业太多的时候

，

不但知道

主动喊累了

，

而且实在不耐烦了

，

居然

还知道小声地抱怨两句老师了

。

这倒

让我们很是窃喜了一番

。

有一天

，

女儿放学回家后很高兴

，

告诉我们

：

今天老师没留什么作业

，

而

且估计以后这几天也不会留什么作业

了

———

因为教育局的人要来学校检查

学生负担重不重

。

女儿还特意强调

，

今

天老师都可和蔼可亲了

。

我们听了

，

当

然就很高兴

，

但女儿随后的话就让我

们很无语

：

老师还说

，

这几天也不用把

“

黄冈

”

带到学校去了

，

而且还特别嘱

咐

，

教育局的人要是问平时练不练

“

黄

冈

”，

一定不能说实话

，

否则

，

老师和学

校就得挨批评了

。

呜呼

！

这位老师倒真是没把学生

当外人

。

过了几天

，

女儿又恢复了老状态

，

我们猜测大约是教育局的人检查完

了

。

一问

，

果然

，

女儿很有点儿落寞地

说

，

教育局的人没人问我们平常练不

练

“

黄冈

”。

到底不愧是教育局的领导

，

水平

就是要高一些

，

没有引逗着小孩子说

谎话

；

估计学校里的实际情况领导们

心里也都清楚得很

，

检查大约就是计

划中走个形式罢了

，

也或者是有对自

己孩子

“

要求不高

”

的家长告了学校老

师的

“

御状

”

而不得已临时糊弄糊弄事

儿罢了

。

女儿所在的学校

，

是北京西城区

的一所很有些年头儿的

“

重点

”

小学

，

据说

，

现在的入学行情很是炙手可热

。

但在我们这些

“

过来人

”

看来

，

其实也

不过尔尔

。

除了硬件设施较新

、

较好

，

老师留的作业比较多之外

，

其他方面

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值得显摆的地方

。

尤其让人揪心的是

，

学校的老师们都

特别地

“

较真儿

”，

把学生们管得死死

的

，

课间休息的时候

，

学生们不得下楼

到操场游戏

、

不得在楼道大声喧哗

（

更

别说追跑打闹了

），

吃完午饭

，

也不能

乱说乱动

，

上厕所都要请假

……

老师们的训练显然卓有成效

，

学

生们都少年老成得很

；

学校的名声似

乎竟也因此受惠颇多

。

但这样的教

育

，

显然并非令人放心的教育

，

似乎

与目前正大力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

的大方向也有差异

。

中国的事情似乎

永远是这样

———

上下两层皮

，

上面的

“

皮

”

光鲜亮丽

，

下面的

“

皮

”

往往就很

难拿得出手

，

而且特别地有韧劲儿

。

如果不能在下面这层

“

皮

”

上好好下

下工夫

，

任何改革估计都很难取得彻

底成功

。

比如

，

今年

4

月份北京发布小学

升初中政策的时候

，

很是热闹了一阵

子

。

据政策发布者说

，

新政策的改革力

度很大

；

在旁观者看来

，

情况似乎也确

实如此

，

比如

，

在大力增加优质教育资

源的同时

，

确保绝大部分学生能够免

试就近入学

，

限制跨区择校

，

取消共建

生等

。

愿望也许是好的

；

但许多时候

，

播下了

“

龙种

”，

收获的未必是希望

。

最

新的消息是

，

共建生虽然取消了

，

但

“

政策保障生

”

应运而生了

，

其实就是

“

共建生

”

的升级版

。

上六年级后

，

有几次

，

女儿回家随

口告诉我们

，

年级里某某某已经提前

找好了学校

，

不用再来上学了

；

某某们

是

“

政策保障生

”，

最低也能保证上哪

个学校的初中了

；

班里的好多同学

，

还

在学着各种各样的课外班

……

女儿平

常比较

“

粗枝大叶

”，

当故事说给我们

听的这些事

，

我们听起来

，

就很难把它

单纯地当成故事听

。

习惯了日常的

“

训练

”，

要做出些

别样的改变

，

估计就特别难

。

因此

，

教

育体制改革要想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

成果

，

不从改变学校的日常

“

训练

”

着

手

，

恐怕还真不行

。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儒林经济】

尊重个体， 尊重生

命，都需从尊重身体

（含自己的身体和他

人的身体）， 这是人

类基本的常识，但我

们至今还没彻底搞

明白。

差别待遇和精英路线

晋东南

王伦时代的梁山

，《

水浒传

》

里着

墨不多

，

那时的梁山是如何运作的

，

只

能侧面了解到几点

，

比如

，

王伦不仅垄

断了梁山泊的水产

，

而且嫉贤妒能

，

平

常做的事情就是打家劫舍

，

抢掠来往

客人

。

总之

，

那时的梁山除了酒店作为

人才招揽基地这一措施有亮点之外

，

其余乏善可陈

。

到了晁盖时期

，

梁山的

面目则逐渐清晰起来

。

先从最重要的人才排位顺序来

看

，

晁盖上山之后

，

首要考虑的是能力

和功劳

，

不似王伦时期的论资排辈

，

林

冲再能干

，

也只能排在杜迁

、

宋万的后

面

。

确立以能力为标杆的人才评定标

准

，

是梁山继

“

分例酒食

”

制度之后的

又一项基础性人才制度

。

梁山的首次

战役

，

验证了这一人才政策的效果

，

成

为以少胜多的典范

。

当时济州官府派

了大队人马来围剿

，

人数上

，

是六七百

人对官府的约一千人

；

战船对比更悬

殊

，

梁山三艘

，

官府是四五百只

。

首次

战役

，

梁山靠制度性优势以及地利和

人和大获全胜

。

此外

，

梁山对好汉实行了特别的

倾斜政策

。

从书里对梁山人才的结构

描述可见其中端倪

，

好汉十一名

，

战斗

人员七八百人

。

这其中已经有差别待

遇

，

好汉们是一个顶一个

，

有名有姓有

外号

。

好汉以下则是一笔糊涂账

，

书里

说

：

山前山后共七八百人

，

连百位数都

不精确

，

这个误差也大了些

。

不过

，

即

使这样

，

也比史书里动辄

“

斩首无数

”

的记载要精确得多了

。

黄仁宇先生在

《

中国大历史

》

里慨叹中国历史上缺乏

数目字管理

，

小说家言也可作为一个

例证

。

首次战役之后

，

还有一次很小的

行动

，

打劫了数十个客商

。

这并不重

要

，

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次行动的

描写交代了梁山的很多基本政策

，

其

中说到了梁山的财政

。

梁山不事生产

，

所谓财政就是如何分配缴获的财物

，

这里有一个分配比例

：

二分之一

，

四分

之一

，

四分之一

。

具体说来就是二分之

一公用

，

四分之一由好汉们平分

，

四分

之一由其余众人平分

。

分配原则中

，

梁

山作为集体拿了绝对大头

，

个体分配

当中

，

好汉又占有绝对的优势

。

这是差

别待遇在财物分配上的体现

。

晁盖时期

，

还有许多变化

，

比如对

待来往客商

，

更加人性化了

。

晁盖交代

手下要尽量

“

不可伤害于人

”，

只要钱

，

不要命

。

王伦时期

，

则是杀人越货

。

就

以林冲上山为例

，

需要交投名状

，

林冲

心软下不得手

，

险些上不了山

。

再如如

何对待俘虏

，

大致有两条

，

一条是量才

录用

，

身体健壮的做饲养员

，

身体差一

些的就做保管员

。

另一条则不太厚道

，

所有的入编俘虏都要在脸上刺字

。

从财物分配和俘虏刺字来看

，

梁

山的人才政策主要是针对好汉们这样

的所谓高级人才

，

对于一般的喽啰则

没有什么更好的吸引措施

，

要靠刺字

这样的挟持措施断其后路

，

防止逃跑

，

并不高明

。

也就是说

，

梁山的人才政

策

，

走的是精英路线

。

用现在的话说

，

梁山的基层建设比较差

。

（

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

）

【缘木求鱼】

教育体制改革要想取

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成

果， 不从改变学校的

日常“训练” 着手，恐

怕还真不行。

那些心被掏空的实体企业主们

周家兵

甲午年底股市疯狂

，

过山车

，

掀起

商海滔天巨浪

。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

那是小心脏受不了的

“

怕怕

”。

对于久

经商海者而言

，

那是刺激和挑战并存

的亢奋

。

报纸

、

电台

、

电视

、

网络上铺天

盖地一片叫好声

，

宣传大牛市即将来

临

。

普罗大众投资者挤爆证券公司大

门

，

浸淫商海的实体企业主们怎能不

蠢蠢欲动

？

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何

，

消息的真

伪似乎都不是什么问题

。

对于当前中

央改革的信心爆棚这是一定的

。

有了

这个垫底的信心

，

似乎每个人都在鸡

血的刺激下

，

信心满满

，

雄心壮志

。

不

大干一票

，

决不罢休

。

甚至有企业主停

产卖房卖车套现

，

杀进股市搏击一把

。

好像如今的股市是十年前的楼市

，

只

赚不赔

。

撒旦叶化蛇潜入伊甸园引诱夏娃

的故事

，

开始在实体企业主里大量精

彩演绎

。

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

。

在日渐艰难的制造型企业里

，

企业主

稍微变换一下思路

，

将现金转手放贷

出去

，

年利润起码在

18%

及以上

，

这成

了业内公开的秘密

。

这个利润率是什

么概念呢

？

简单地说

，

就是辛辛苦苦接

单

、

生产

、

制造

、

服务于客户后

，

获取的

微薄利润的三倍

，

甚至更高

。

实体经济

在当今环境下

，

勉力支撑

，

不亏本就是

万福

。

工资

、

福利

、

水电

、

房租

、

材料成

本等都在上涨

，

而客户的报价却在一

直下降

。

小企业想要银行贷款是水中

捞月

。

高利贷那是不能碰也不敢碰的

冒险行为

。

红海里厮杀正酣

，

看不到出

路

。

蓝海战略还没看到好的苗头

，

好不

容易开发出某个新产品

，

给企业主带

来一点希望时

，

一夜之间

，

立马被山

寨

，

任性地抄袭和模仿

，

将蓝海变成血

腥搏杀的红海

。

东莞有一家生产代步充电独轮车

的民营企业

，

产品出来投放市场

，

立刻

受到追捧

，

起步价从两千元至万元

。

一

星期后

，

同样的产品

，

同样的性能

，

甚

至款式更别致

，

外观更新颖的独轮车

纷纷上市

，

亮瞎了消费者的火眼

。

更要

命的是价格仅为一千五百元左右

，

一

下就将整个市场撬动

。

竞争的好处是

价廉物美

，

恶意竞争的坏处是大家都

一起在红海厮杀中对望着

，

渐渐失血

过多

，

两败俱伤

。

这家企业主失望之极

将库存产品低价倾销后

，

转战股市

，

恰

逢年底的这波大牛市

，

让他在两周内

赚回在实业领域苦干一年才能得到的

利润

。

在股市出货后落袋为安的那晚

，

胆战心惊的企业主

，

一个人在停产两

个月的车间里

，

黑灯瞎火地抽着闷烟

。

烟火明灭之间

，

落满灰尘的机器设备

在眼前闪现

，

心里压抑得难受之极

。

经

历

“

哗哗

”

流水现金的刺激

，

心被股市

“

撩拨

”

花了

，

更难受的是心被掏空了

，

他担心被掏空的心

，

回不到从前的踏

实和务实上去

。

这个案例

，

是实体企业

主陷入困惑的一个缩影

。

有人分析说

，

2008

年的全球金融

危机中

，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受影响最

少

，

中国和德国

。

究其原因

，

这是两个

制造型大国

，

实体为主

，

为此美国将海

外的实体纷纷撤回国内

。

难道未来的

中国

，

在实体疲软

，

实体不济的情况

下

，

一定要遭受经济危机的重创后才

能警醒

？

这种担忧有点

“

小人长戚戚

”

的嫌疑

，

貌似杞人忧天

。

可是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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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中国终究是需要靠实体实力来

证明

，

来养活

、

养好这庞大的人口

。

如

果企业家们都忙着炒股

、

忙着放贷

，

扎

堆热衷于钱生钱的生意

，

实体经济就

会日益失血

，

金融危机的魔鬼迟早有

一天会敲开中国的大门

。

因此

，

立足实

业

，

提升中国制造

，

扩大内需市场

，

应

成为毫不动摇的中国发展战略

。

目前

，

过剩的制造业需要调整和

优化

，

在这个坎上

，

更加市场化的竞争

会不会让中国实体经济实现有策略

、

有步骤的平稳转换

？

民营实体企业主

们

，

会不会在更加自由宽松的市场化

环境中找回持续发展的自信

?

寒冬里实体企业主们

“

冬眠

”

着

，

何时能嗅到春天的气息尚是未知之

数

。

让冬天早点结束

，

让百花早点争

艳

，

才是他们找回被掏空心的时候

。

期

望

，

那个时候不会太远

。

（

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管理咨询

公司总经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