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说新语】

生命很短暂， 本可以

拿这些时间来欣赏这

个世界的美好， 但却

偏偏要浪费在唇舌之

上跟人讨价还价。

【缘木求鱼】

吓人和表功，是保险

业品牌建设的两大

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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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

杠杆对我们心理会有

极强的影响， 顺的时

候影响弱而逆的时候

影响会强几倍， 直接

令交易行为变形。

保险业品牌建设中的宗教迷思

木木

人类学会玩儿宗教

，

年头儿也真

是过于久远了

；

千百年地玩儿下来

，

勃

勃焉

、

忽忽焉被玩儿来又玩儿去的宗

教

，

总归要有几千几百种吧

，

历经不断

的兼并重组

，

玩儿到今天

，

所余的堂皇

盛大者也不过寥寥那么几个

。

至此

，

我

们就能很有把握地说

，

宗教的硕果真

是熟透了

，

虽然形态不同

，

颜色各异

，

但即都会散发出醉人的味道

。

宗教硕果的味之源何在呢

？

依我

看

，

也无非

“

天堂

”、“

地狱

”

而已矣

。

别

管是老君

，

还是世尊

，

抑或是上帝

，

还

是真主

，

没了这两个法宝

，

说教起来

，

力量就消散得无影无踪

；

没了这两个

法宝

，

原本恭恭敬敬或蹲或跪在圣坛

之下的黔首

，

保不准就会一哄而散

。

不过

，

宗教吓唬人的手段

，

也无非

那么

“

三板斧

”，

要想让凡夫俗子心悦

诚服地把尾巴夹起来

，

恐怕就要在辞

藻上狠下功夫

，

毕竟

，

心性蒙满尘垢的

凡夫俗子

，

谁也没在晴天白日里

，

亲眼

看到过半空中飘下的仙女儿

，

泥淖中

钻出的夜叉

，

要想把他们吓住

，

不把舌

头磨成刀

，

恐怕还真不行

。

这么多年来

，

这个星球上

，

灭绝的

宗教无数

，

也有一个共同点

，

就是都没

把人吓唬住

。

生存下来并发达起来的

呢

，

在这方面就都比较出色

，

能把人吓

得一愣一愣的

，

而且吓人的说辞

，

都是

一套儿一套儿的

，

成了体系

。

而凡是成

了体系的什么说辞

，

原本就拙嘴笨舌

的俗人们

，

反驳起来

，

成功的希望一般

很渺茫

，

时间久了

，

俗人们往往也就没

了反驳的心性和反驳的能力

，

从而彻

底俯首帖耳在尘埃里

。

在宗教的说教里浸淫的年代久远

了

，

人类的行为模式

，

就难免总也抹不

掉宗教的印记

，

说话办事儿

，

总会自觉

不自觉地就要吓唬吓唬人

，

好像不如

此

，

就张不开嘴

，

迈不动腿

，

办不成事

；

而更可悲的是

，

许许多多的人却偏偏

最吃这一套

。

这也真是没办法

。

比如

，

保险业搞品牌建设的吧

，

好像不吓唬

吓唬人

，

似乎就真不知道怎么说话

。

前两天

，

又有人在微信圈儿里鼓

噪

“

保险

”，

一张嘴

，

还是吓人的老样

貌

。

什么

“

听说了吗

？

人的一生罹患重

疾的概率高达

72%

，

仅手术治疗的平

均费用就在

10

万元

”，

什么

“

在大病重

病面前

，

50

万是基本

，

70

万是小康

，

100

万才算富有

”，

什么

“

没有

50

万以

上的存款

，

一定要花几千元买重疾险

！

因为你病不起

！

治不起

！

拖不起

！ ”

诸

如此类的说辞

。

吓人和表功

，

是保险业品牌建设

的两大抓手

。

其实

，

许多时候

，“

表功

”

也连带着

“

吓人

”

的功能

，

比如

，

谁谁出

车祸了

，

家属拿到保险赔付后

，

感激涕

零

，

谁谁没上保险

，

家属只能独自悲

哭

，

之类的

。

靠着吓唬人

、

消费他人的

恐惧

，

树立保险业的品牌形象

，

就是陷

于宗教迷思者干的蠢事

；

总这么干

，

终

归很难让人亲近

、

信赖得起来

，

正如信

众与教主的关系

，

系于敬畏

，

信起来

，

可以无条件

、

无原则

，

不信了

，

也能一

脚把它踢进阴沟里

。

如此的品牌建设模式

，

背离了保

险的本质

，

搞错了自己的位置

。

保险业

的品牌建设

，

当立基于感恩之心

，

毕

竟

，

耸立于长安街畔的大楼

、

揣进高管

腰包里的高薪

，

都源自亿万客户的血

汗

。

真有感恩之心

，

行为模式肯定就不

会是现在这副模样

，

或许

，

一时的速度

可能会慢下来

，

但形象一定会厚重得

多

，

也可持续得多

。

既然是好人

，

干的

又是好事

，

又何必总这样

“

吧啦吧啦

”

地没完没了呢

？

既招人厌

，

又招人疑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60万中产阶级是如何被打爆的

老莫

2015

年中股市跳水

，

据业内人士

估算

，

消灭了至少

60

万个流动资产在

150

万以上的中产阶级

！

新年以来股

市再度重挫

，

肯定还有相当多的账户

被消灭

。

为什么现在的股灾比以往历史上

任何一次破坏力都强

？

根本原因就是

过度使用了金融杠杆

，

但投资者的思

维与策略却出现逆天错位

。

本轮行情之前

，

中国股市里没有

多少金融杠杆

，

市场也以单边做多为

主

，

推崇买入并持有的价值投资理念

，

这是绝大多数中国股民的共识

，

特别

是中产阶级普遍接受这种投资理念

。

然而

，

月亮的脸悄悄地在改变

。

很

多人抱着或者只知道价值投资的理念

就冲进了这个市场

，

只关注对公司的

基本面或者炒作题材的分析

，

似乎只

要分析对了

，

或者干脆只听所谓专业

人士荐股

，

言外之意就等于发财

。

对风

险的理解是

，

最差也不会亏到哪里去

，

公司基本面不错

，

国家会救市等等

。

当启动杠杆那一刻的时候

，

这些

思维非但不起作用

，

还有反效果

，

因为

我们已经不是在做投资而是在投机

，

也不是过去意义上的炒股而更接近于

炒期货

。

两者的错位令很多高富帅的

中产阶级一头雾水就被屠杀一空

。

资金杠杆如何产生危害

？

在接触

了一批悲剧股民后发现

，

使用杠杆的

爆仓者在这几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

首先

，

心理扭曲

。

做过十几年的商

品期货与股指期货之后才慢慢体会

到

，

金融杠杆的杀伤力远超过想象

，

一

旦出现不利情况

，

我们对杠杆造成的

财务风险以及心理挫伤几乎永远是估

计不足的

。

杠杆对我们心理会有极强

的影响

，

顺的时候影响弱而逆的时候

影响会强几倍

，

直接令到你的交易行

为变形

，

甚至完全不知所措

。

就算你明

显看出是中级调整无碍牛市

，

但加了

杠杆

，

你是守也不对出也不对

，

不出怕

爆仓

，

出了怕被洗

。

这时怎么操作基本

上都是错的

。

其次

，

决策重心改变

。

如果你一旦

使用杠杆

，

就必须按照期货思维来操

作

。

也就是说决定你进出的第一标准

通常不再是投资标的

，

而是你的账户

安全

。

你赚钱的时候可以用涨跌得失

来做评价依据

，

而一旦方向不利

，

必须

建立止损的概念

，

而止损的决策标准

是账户的安全底线

，

比如说最大承受

亏损

20%

，

一旦触发就必须壮士断腕

，

与后面是否涨跌没有一毛钱关系

。

这

是两套不同的决策体系

。

这样做会不

会出现止损完了就市场反弹

，

自己被

骗下车

？

老实说经常会

。

但做过期货的

人都知道

，

你仍然必须这样做

。

所以

，

目前股市上出现配资以及分级产品

时

，

还用过去单边市

、

无杠杆时代的炒

股的心态与持有策略来操作

，

基本上

注定必死无疑

。

其三

，

交易周期改变

。

价值投资的

重点是买入持有

，

即使市场波动

，

相信

价格会回归价值

，

时间会转换成空间

。

通常是长线操作

，

基本稳赢

，

比如巴菲

特购入可口可乐

、

华盛顿邮报等

，

都持

有十几二十年

，

累积数十倍收益

。

当你

一旦使用杠杆

，

性质就完全变了

，

时间

不站在你这一边了

，

因为杠杆的作用

，

让你随时可能因为短期波动而被市场

熔断

，

也就是说

，

你的时间要素被杠杆

吃掉了

，

这时你根本谈不上投资

。

也就

是说必须采用短线思维

。

其四

，

分析手段改变

。

在价值投资

模式下

，

可以只重内在价值与股价之

差

，

而杠杆作用下的投机交易则主要

应付短期波动

，

而短期价值对股价的

影响力经常可以忽略

，

更多是市场的

噪音在起作用

，

如突发的政策

、

外盘的

影响等等

，

所以正常投资操作偏重于

基本分析

；

但有了杠杆之后

，

必须更加

侧重于技术分析

，

假定各种因素都含

摄在技术图形当中

，

顺势而为

，

避免被

小波动洗爆

。

总而言之

，

单纯从市场操作的角

度来看

，

金融杠杆正是致命杀手

；

但从

投资者自身角度来反思

，

却是因为对

金融杠杆的无知

，

盲目过度使用杠杆

，

造成观念手法与现实盘面错位

，

才导

致这么多快速爆仓

。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主办微

信公众号“老莫” ）

马拉松的信徒们

余胜良

在中国各个城市飞来飞去

，

只为

参加一场马拉松的群体越来越多

。

有

知识的中产阶层掀起一场马拉松旋

风

，

中国商业精英们成为马拉松最忠

实的信徒

。

在朋友圈中晒步行距离

，

和朋友

们暗拼排名

，

比晒美食晒风景相比显

得更有格调

，

也比一度流行的打飞机

更持久和风行

。

马拉松是城市人群的新宠

，

其实

暗地里已经流行好多年了

，

商业领袖

们早就出现在各个城市中的长跑队伍

中

，

如果能在马拉松中带头跑跑

，

更显

得面目可亲

。

甚至海外也出现中国马拉松爱好

者

，

不少华人组团到美国参加马拉松

比赛

。

2013

年和

2015

年发生在美国

马拉松比赛上的枪击案之所以在中国

激起如此大反响

，

就是由于中国挚爱

马拉松的群体太庞大了

。

马拉松群体越来越大

，

但核心是

高知白领精英人群

，

他们并不特别看

重运动成绩

，

只是喜欢这场运动

，

通过

这场运动识别身份

、

社交和表明态度

。

马拉松成功地将这个群体和其他群

体区分开来

，

区分的标签首先是有闲

。

有闲是个重要信号

，

这表明有限

的工作时间就可以创造足够财富

，

能

养活自己和一家老小

。

它将那些在工

作中无法脱身的人排除在外

。

《

有闲阶级

》

记载了各种社会现

象

，

上流人群的衣着

、

行为总是要和其

他人区别开来

，

文明棍的作用就是显

得自己有时间

。

为什么英美人士喜欢晒太阳

？

一

脸晒斑的潜台词就是有时间和金钱可

以去旅游

。

而中国和印度人喜欢美白

，

是因为脸色惨白显示出不用参加户外

劳动

，

工作比较轻松干净或者不用工

作

。

不过这种情况正在中国扭转

，

因为

不少打高尔夫球的美女们

，

晒黑了也

很好看

，

漫步在高尔夫球场的商务男

士显得英俊沉稳

———

这其实都是有钱

消费带给观者的感受

。

此外

，

马拉松的另一个特点

，

是能

显示出运动者高度的自我约束能力

。

现在不少农民也有很长时间可以

休息

，

小工商业者的休息时间也不少

，

但是这个时间是用来逛街

、

打游戏

、

看

电影还是跑步

，

就显出不同人的选择

。

长跑和马拉松过程是枯燥的

，

一

场马拉松就是一场毅力考验

，

缺少球

类运动的乐趣和刺激

。

从事这种运动

者并不以成绩论英雄

，

而是看挑战自

我能力

，

以及自我控制不放弃的态度

。

当然

，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

这是一

项没有门槛的平民化运动

。

一场马拉松参加人数众多

，

中国

一些城市举行的马拉松最后还要抽签

决定谁能参加

。

这是少有的没有门槛

的运动

，

不需要买太多装备

，

不需要高

昂费用场地

。

马拉松并不标榜高高在上

，

企业

领袖可以和普通民众跑在一条马拉松

赛道上

。

潘石屹

、

郁亮都是马拉松的常

客

。

官员腐败打击了高尔夫等运动

，

但

马拉松压根不存在这种问题

。

这项运动参与者可以成功地显示

出平民化

，

又可以和那些不求上进的

普通人区分开来

，

显示出精致生活

，

对

自我严厉要求的奋斗意识

。

当然

，

这是平民意识的狂欢

，

世界

越来越平的一种体现

。

这也是一场受西方影响的运动

。

中国人善于从自然界现象发现规律

，

古人追求长寿

，

最长寿的要数乌龟

，

乌

龟就是动作缓慢

、

一副慵懒做派

。

当然

古代劳力者困苦活的短

，

也会影响古

人观点

。

中国的运动类节目电视主持人经

常感叹西方国家平民热爱运动

，

公园

里街头上到处是跑步者

。

现在中国越

来越多国人爱上跑步

，

这说明国人生

活质量在提高

。

生活质量比较高者才

会喜欢运动

，

因为运动可以让人更持

久享受生活

。

还有很多运动也在蓬勃发展

，

比

如登山和航海

，

但都比较贵族化

；

野外

徒步运动介于贵族和平民化运动之

间

，

需要住在帐篷里生活在野外一段

时间

，

也相当有挑战性

，

所需费用不不

大不小

，

也正吸引相当一大批爱好者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 �【念念有余】

马拉松成功地将这个

群体和其他群体区分

开来，区分的标签首先

是有闲。

我们为什么要网购？

冷秋语

春节将近

，

新一轮网购高峰期随

之来临

。

前段时间微信朋友圈里疯狂的流

传着两篇文章

，

一篇是从易网新闻文

上看到的

：

一个英国爵士谈到电商时

这样说

，

中国允许电商如此快速发育

，

这是社会经济管理的严重失误

。

一个

商业小店铺背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

庭

，

摧毁了他们的生存环境

，

那是社会

的灾难

。

一个国家是否发达

，

人民生活是

否幸福

，

商业是否繁荣

，

我们到大街上

去走一圈便一清二楚

。

在电商的冲击

下

，

大量商业破产倒闭

，

快递员踩着三

轮小车把大量的

“

垃圾商品

”

送进各家

各户

，

导致那些

“

真品

”

被挤垮

。

这篇文章发表没多久

，

就在朋友

圈看到了另一篇文章

，

名为

《

马云

：

不

在乎别人说我是卖假货的

》。

马云称不在乎别人说自己是卖假

货的

、

颠覆还是破坏者

。

目前制造业与

实业被电子商务冲击

，

但在

20

年前

，

正是现在的零售行业冲垮了零售小

贩

，

冲垮了国有体系

，

引领了未来

。

马云说

，“

在我们指责别人这个不

对

、

那个不对的时候

，

我建议大家多思

考一下自己的问题

。 ”

这话戳到了我

们的痛处

。

下 面

，

回 到 这 个 关 键 的 问 题

上

———

我们为什么要网购

？

正如第一篇文章里面所写到的一

样

，

难道外国人傻不知道网购

？

为什么

国外的网购没有中国这么疯狂

？

去过香港

、

日本

、

韩国等国家的朋

友应该不难感觉到

，

境外和国外的商

务真的很发达

，

说个最简单的

，

就是便

利店

，

大概几百米的距离你就会看到

一个便利店

。

在这几百米之间

，

咖啡

馆

、

超市和商铺琳琅满目

，

走进去一

瞧

，

东西归纳整齐

，

商品繁多

，

顾客选

择性大

，

价格公道

，

物有所值

。

再看看我们国内

，

就拿帝都北京

来说吧

！

诺大的地铁里空空荡荡连个

休息的椅子都没有

，

我不知道在规划

和设计地铁的时候

，

有关方面是否想

过

，

那些老弱病残孕的人在等候地铁

时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是一种怎样

的感受

？

更别说自助饮料售票机和商

铺了

。

走上大街

，

给人一种商业萧条的

感觉

，

想要找个坏境舒适的地方坐下

来休息喝点东西

，

那也得走很远的路

才可能找到

。

即便是走进大商场

，

里面

售卖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

，

品种稀缺

，

价格不合理

，

规划凌乱

，

实在是难以满

足顾客的购物需求

。

如果你不选择去大型商场

，

而是

去一些商业街

，

中国式的天价喊叫和

中国式的疯狂砍价便出现了

，

给在繁

忙工作中为房子为生活奔波的中国人

的购物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

同样

也浪费了无数的时间

。

人的生命很短

暂

，

本可以拿这些时间来学习

，

来欣赏

这个世界的美好

，

但却偏偏要浪费在

唇舌之上跟人讨价还价

。

好不容易看到一件中意的产品

，

你还得担忧是会不会被宰了

，

东西是

不是跟商家描述的一样

？

网购

，

是因为网上有你想要的一

切产品

，

无需跟人浪费唇舌

，

虽然假货

横行

，

但三千块的东西你非要三百块

买回来

，

那你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

卖假货

？

你既想装逼又想不花钱

，

天下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

东西不满意你至

少还可以七天无理由退换

。

我亲身试过一次

，

在一家店铺里

看到一个木制的首饰盒

，

普通的木头

，

标价

599

元

，

随即上网一搜

，

同样款式

的首饰盒价格在

180~300

元之间

，

价

格相差一半

。

我也担心会不会买回来

的东西很差

，

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决定网购

，

后来在网上看到一款比

我在实体店看到更大更漂亮的首饰

盒

，

最终以

300

块的价格购买到手

，

用

起来质量不错

。

为什么国外的商业能够如此繁

荣

，

价格公道实惠

？

而我们的商业店铺

却一个接一个地倒闭

，

消费者被迫走

向网购之路

？

我想

，

这是值得我们整个

民族深思的一个问题

。

我非常认同那

位英国爵士的话

：

一个商业小店铺背

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

摧毁了他

们的生存环境

，

那是社会的灾难

。

（作者系网络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