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
奸
"自
述

吴
兴
人

!“股奸”的名字实在太难听，这是股民给我戴的一
顶龌龊的帽子。
我不是一只在股市里蹿进蹿出的小老鼠，也不是

靠听点消息、赚点差价的小角色。我们是一个群体，是
隐藏在证券交易高层的一个有权有势的群体。我们身
处枢密，位高权重。我们这群人的来头不小，有的是高
考状元、名牌大学毕业，留过洋，后来当上了证监会里
的头面人物；有的是“投资者保护局”的局长、监管部的
处长，有的是著名证券公司的大佬。我们是名副其实的
“双肩挑”：一头当官，一头经商；一头弄权力，一头弄钞
票。我们看不起那些偷鸡摸狗捞几十万的苍蝇，更不在

乎送上门来“意思意思”的现金。那些都
是“毛毛雨”，拿了会烫手。许多上市公司
的老总在我出事以前，想见上我一面，我
晓得他们的来意，多数不见。
“股奸”，意思是说股市里出了奸细，

这个称呼使人联想到汉奸，这个罪名太大
了。我不过是在监督股市的同时，自己顺
手发点财。这也可以说是职务行为。华尔
街长期流行这样一句投资格言———“内幕
交易是投资制胜的唯一法宝。”这是股市
交易的规矩。我掌握了内幕消息，乘机做
一点交易，让自己先富起来，同时让诸亲
好友沾点光，这就成了“股奸”了吗？真是
瞎咋呼！

我赚到的钞票，是靠真本事吃饭。我最大的能耐是
从内里做空。做空是要有胆量的，我又没有多少本金，
无非是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拨弄，看准了机会，点
拨一下。身在高层，消息自然比一般股民多。听到好消
息，我跑到会议室外，或抛或吸，或先抛后吸，到厕所里
打个电话，一条消息送出去，几百万、几千万就可以进
账，不亦乐乎？写过《资本论》的马克思说过：“因为财产
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
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
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我们就是隐
藏在证券交易高层的一群“鲨鱼”和“狼”，鲨鱼吃小鱼，
狼吃羊，是正常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不过，股民们
平时看不见我们，但偶尔会露真容。
那么，到啥辰光“露真容”呢？就是发大财的机会来

临，我就出手了。比如，!"#$年 %月 &股市场出现了股
灾，上头叫我们救市，这正是做空发财的大好机会。我
们毫不犹豫地把救市的资金和国外金融“鲨鱼”联手，
冒着市场的震荡风险，把大笔资金突然做空，热钱大幅
外流到海外'然后收入囊中。其中天机'自然是不能泄漏
的。当中国许多小股民捶胸顿足之时，我们则轻松发
财。
股神巴菲特说，没有人靠做空自己的祖国赚钱。巴

菲特这句话，说得有点离谱。哪个做股票的，不想赚钞
票？要赚钞票，管它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当官不发
财，请我也不来。有权不发财，监管成戆大。国家利益与
个人发财相比较，哪个为大？当然是后者为大。发大财
的机会，就在牛市。错过了机会，等也等不来。所以，该
出手时便出手，赚它一大把，够吃一辈子。
不过，最近反腐败之风刮到金融领域来了。我们中

的几个头面人物也“进”去了。老百姓拍手称快，批评我
们“内外勾结，吃里扒外”，称我们是“中
国股市中最黑暗势力”，想想也有点道
理。我们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害了许多股
民，也埋葬了自己。这叫做自作自受，聪
明反被聪明误啊！

旧时民间消寒物事
福 华

冬至日开始后
的三九、四九是一年
中最寒冷的时期。小
时候生活在昆山，虽
地处苏南，亦是寒风
刺骨，冰天雪地。记忆中
一些民间的消寒物事仍
印象深刻。

寒冬腊月小孩子最怕
手冻僵后不能玩。记得家
中有一个铜制的手炉，盖
子上有星星点点的小孔，
内置烧热的草木灰，烘在
炉盖上，冻僵的手便灵活
起来。兄弟姐妹都抢着要
手炉，不仅是为了取暖，还
因为如果将生黄豆放在草
木灰中，一会便会爆熟，听
到啪啪的爆声，品尝香香
的黄豆，是童年的乐趣。

苏南没有类似北方
的热炕，晚间睡觉最怕的
是脚冷，铜制的“汤婆子”
暖脚效果最好。但我一直

不明白，汤是指内灌热
水，为什么后面带一个
“婆”字？后来读《说文》，
看到有“婆，奢也。”之说，
那汤婆子可是奢侈品了！
清人李光庭撰写的《乡言
解颐》中的解释则更接近
民间的说法：婆，老母也，
老母给稚子用的东西则

用母之名。
寒冬季节，家中

招待客人，少不了一
个“暖锅”，亦称“边
炉”，也就是一个铜

或锡的锅，置于炭火之
上，将肉圆、蛋饺、熏鱼、
粉丝、蔬菜等放在其中。
下面是炭火微明，锅内是
汤沸不溢，看着吃着，寒
气全消。清人谭大中的
《暖锅》诗对此有生动的
描写：“添来炉火寒威解，
味入丹田暖气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猴年马月来临前
赵全国

! ! ! !乡村代课教师宋玉兰坚守讲
台 ()年，被誉为“山村不灭的蜡
烛”。她的工资却只有 #$*元，多方
求诉，无果，她抹掉眼泪又去上课。
真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我对她肃然起敬，却又颇伤感：

现今居然还有收入那么低的教师！
即便我们这帮退休金不高的老知青
也时常 &&制聚会，掏出百十元钱

并不心疼。相当沮丧，解决她的难处
莫非要到俗话说的猴年马月？近期
才知，原来猴年马月也不真的是遥
遥无期，丙酉年的五月就是。几个月

后就能解决问题？我不敢奢望。
万万没想到羊年未过，在舆论

关注下宋老师加工资了。说实话，月
薪涨到 +**元，多乎哉？不多也！可
她乐坏了：“生病的儿子买药有钱
了，今年过年走亲戚也不愁了。”欢喜
之词，我听着怎么有点心酸呢？
愿在猴年马月来临前能读到更

多的这类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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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衣暖心
! ! ! !中华传统美德之一便是乐善好
施、济贫扶困。济贫扶困的具体行动
应是冬天的施粥和捐助寒衣。听长
辈说，从前每到冬季，庙宇和慈善机
构总会支起大锅熬粥施粥，救助那
些饥馁之人。粥虽然不耐饥，却暖和
易消化，可救饥饿于一时，特别适合
冬季助人解一时之馁。此举不仅惠
及城市贫民, 也惠及外地逃荒来的
饥民。八十余年前，河南三门峡等地
大饥荒，无锡工商界募集数万斤大
米千里迢迢运往灾区，连续施粥数
月，解救了许多饥民。以至八十年后
当初饥民的后代专门到无锡寻访施
粥善人的后裔，表达迟到了
八十余年的感激之情。
如今，神州大地不再有

饥民，也再无施粥之举，要
有，也只是庙宇施腊八粥广
结善缘的祥和景象。但募集寒衣、
为相对贫困地区送温暖仍年年进
行。我记得孩提时居委会就年年有
这样的慈善活动，不光为贫困地区
募集寒衣，也为本地贫寒或受灾人
家送去温暖。记得有一回一个棚户
区发生大火灾，数百家人家被毁，
于是全市动员为他们募捐寒衣。我
们家本也拮据，母亲毅然捐出了两
条旧棉胎，因为寻常百姓都有一颗
善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
共识和自觉的行动。

如今年年临近冬季依然都有募
捐寒衣的活动，一段时间媒体经常
有相关的报道，我留意到募捐寒衣
的品质一年比一年有所提高，非七
八成新的衣物是拿不出手的，并都洗
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有好些
居民索性到服装店买了新衣和新被
子捐给慈善机构，尤其是一些企业
家，一出手就是几十几百件新衣物打

包送往慈善机构，有的还自
己开车几千里将衣被直接送
到贫困地区，我有位开饭店
的朋友，一到自己的孩子放
寒假，她就带着孩子到挂钩

的贫困地区送衣物和奖学金。她要让
自己的孩子实地感受贫困地区孩子
的处境，启迪孩子的良知和向善之
心。这样的行为值得点赞。
值得点赞的还有我的旧邻“阿

姆娘”。“阿姆娘”是无锡人对父亲哥
哥妻子（伯母）的称谓，延伸为对年
长妇女的称呼，如同“大妈”一样。这
位“阿姆娘”是个退休教师，她心灵
手巧，善于编织毛衣。因是教师出
身，就格外关注学生，她留意到许多
外来打工者的孩子冬季里没有暖身

的毛衣，别看外面穿的羽绒服，里
面显得空空荡荡，就用退休的工资
源源不断购置毛线，为孩子们打起
了毛衣。这是几年前就开始的行
动，至今已经有五六年时光了，日
积月累，居然打了上百件毛衣，一批
批送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让
孩子们穿得暖暖实实的，不再挨冻。
她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全家的支持，
儿女们主动帮她买毛线；同时也带
动了小区好几位退休的“阿姆娘”，
次第加入了她编织毛衣的行列。我
相信这样的队伍还会扩大，一针一
针编织的寒衣会让更多贫寒子女感
到暖心。
说起募捐寒衣的事儿，南京还

发生过这么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有位南京“阿姆娘”在捐寒衣时有意
在衣服口袋里放上一张字条，写道：
“如果收到寒衣的是位困难学生，需
要帮助，请来电话。”附上了电话号
码。果真收到这件衣服的是位中学
生，数年后当她考取大学，在为费用
发愁的时候，蓦然想到了寒衣里的
字条，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
电话。电话那头的“阿姆娘”惊喜于
自己当初捐衣时的愿望有了着落，
当即一口允诺把那学生的读书费用
全部承担下来。这事出乎意料之外，
却在情理之中。传播开来后，成为一
座城市美丽的花絮。

你不美!因为不勤快
费拉拉

! ! ! !身边越来越多的姑娘摩拳擦掌在微整形
的道路上一去不回。我不反感医学美容，我只
是怀疑，你懒惰得连基础保养和日常淡妆都
做得不到位，寄希望于微整形行得通吗？
因为懒得化妆，所以寄希望美瞳线和纹

眉；因为气色不够鲜艳，所以仰赖水光针；因
为毛孔粗大和皱纹，所以只能依靠超声刀和
热玛吉……然而，所有问题难道不是因为不
勤快？更何况，即便花费重金做了各种项目，
如果不注重防晒和保养，维持时间也势必会
大大缩短。而反复做，且不论医疗风
险，单单就效果来说，也是越来越收
效甚微。按照业内好友的私下说法，
一旦动到皮肤之下筋膜层，其实无异
于引鸩止渴，如果不是衰老到无可救
药，其实完全不必轻易上猛药。

大多数女性都可以走另一条更安全的
道路，那个模式的名字叫作“保养”。它并不
是一条轻省的道路，纯粹是水磨细功夫，但
回报更为可观和持久。如果你是一个母亲，
那么面对青春期的女儿，你的任务并非等

到她已经长了一脸青春痘带她去看皮肤科
医生，而是更早告诉她清洁的重要性。它们
包括了清淡的饮食习惯，也包括了如何挑选
安全可靠的护理产品、正确的洗脸步骤和手

法、毛巾如何消毒、多久应该丢弃、面
对冒出来的痘痘应该如何做……而
二十岁以后，眼霜应该开始得到足够
重视，又或者她能够自己挣钱养活自
己时，可以鼓励她去美容院定期做周

护理并逐渐变成终身习惯。甚至可以认为，
在孩子毕业那年，学会化妆完全可以和做一
份漂亮履历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这些称之谓习惯或者观念的东西足以
影响任何一个女孩的漫长人生。把自己收拾
整齐不仅仅是恋爱时吸引异性好感的手段，

而是当她结婚、有了孩子以后，都不会轻易放
弃自己变得随随便便的信念基础。

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会如实
反应在她的脸上，大多数生活优渥的女人总
是会比同龄女人老得慢。这并不完全因为她
可以消费得起更昂贵的美容产品，更多是因
为在大多数人蝇营狗苟将就生活时，她有更
多的时间和眼界去思考和实践如何保重自
己。这种自我保养可以简单到每天喝足够的
水、定期运动帮助提升基础代谢、精选蔬果
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纤维素。这种自我保养
也可以复杂到连洗脸的水质、排毒排宿便都
斤斤计较。
如果天生丽质优势耗尽，女人比得就是

谁比谁勤快。至于那些据说是手抖手残星
人———总担心化妆手抖的人，我的忠告是：
再去看一遍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任何事
情，反复练习可以造就熟练工。只要有心学
习，在这个资讯泛滥的年代，所有秘技都不
再被垄断。这个世界上，只有懒才是无法治
愈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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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圣诞节是洋节。上月
我去南极游，正逢圣诞，在
破冰游轮“乌斯怀亚”号上
过了次洋节。

出行前，买了个尺把
来高的绒毛圣诞老人放
进行囊，带它漂洋
过海去过节。还备
了点小礼品，有蓝
花布面的小折扇、
无锡小泥菩萨。折
扇和泥玩偶都有
汉民族特色，这些
小玩物送老外，肯
定受欢迎。

洋人欢度圣
诞节，从平安夜那
天开始。一早，船
上便洋溢着节日
气氛：多功能大厅
的吧台上，摆着塑
胶做的大蛋糕，蛋
糕中央是株圣诞树，小珠
灯泡在忽闪。巧克力色的
企鹅秀色可餐，围树立满
一圈，仰着小脑袋齐齐朝
圣诞树看。后甲板左舷边
有座一米多长、半米宽的
烧烤架，我有些不解：南半
球虽说现在是夏天，户外
毕竟还是天寒地冻，这里

能吃烧烤？那日行程是游
天堂湾。位于南极半岛的
天堂湾，是游程中唯一真
正踏上南极大陆的观光
点，我很兴奋。穿好羽绒衣
裤，外套防水防风的冲锋

衣裤，再背上救生
带，脚蹬长统靴（下
船前必须在消毒盆
浸两分钟，才允许
游客登冲锋艇），还
把圣诞老人塞进
怀，鼓鼓囊囊的臃
肿不堪。弃艇登陆，
行路真难。夏天的
积雪却仍有一尺多
深，雪地高低不平。
有女同胞一脚踩
下，抬起的是带袜
的脚，靴却深陷雪
里，怎么也拔不出。
亏得后面的男士相

助，脚、靴才得合一。我从
怀里请出圣诞老人，正想
摆个“秀”姿，谁知脚底打
滑，人顿时窝进雪堆，拼命
爬也起不来。在松软、晶莹
的大雪毡里，哪找得到支
撑的硬点？几番争
扎，反倒侧滚在雪
地动弹不得，圣诞
老人也被摔了出
去。先生虽近在咫
尺，欲帮忙赶过来也不易。
我的窘相倒不失时机地留
进了他相机。狼狈间，广东
中山的旅友路过，他拽我
一把，这才得以站起。顾不
得衣冠散乱，我赶紧去
“救”圣诞老人，让他老人
家节日在雪地摔个大跟
斗，我岂不失礼？

南极的夏天没有黑
夜，晚上九点才开派对联
欢。派对分为两组，“乌斯
怀亚”是中国游客包下的，
国人晚会设在多功能厅；
老外们的在下层舱面。旅
游团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居多，大家并没有过洋节
的习惯，只是凑凑热闹。两
位年轻的老外来助兴，格
蕊斯和马丁。娇小的委内
瑞拉人格蕊斯表演了一
段桑巴舞，大家一阵鼓
掌；!!岁的秘鲁人马丁唱
了两句刚跟人学的“你是
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也
不算多”，然后就呆立着，
可爱地傻笑，因为后面的

词他还没学会！我们报以
喝采，外国小伙唱得字正
腔圆，多不容易。楼上的晚
会始终暖场不起来，而楼
下的狂欢声响却一浪高一
浪地传上来。两老外是身
在曹营心在汉，众人体谅
地送走他们。不久，上面的
晚会也散了。

圣诞节那天早上，后
甲板烧烤铁架已铺满燃得
发灰的炭堆，厨师系着黑
饭单正忙着拨弄炭火。他
不在舱内掌勺，却跑到风
急浪高的船尾来干啥？我
不懂西班牙语，不便发问。
这天上岛游玩返回，趁着
没人，我拿出折扇送给候
在船尾点人数的船医格蕊
斯。她为游客发晕船药，还
替我先生耳朵看过病，得
谢谢她。格蕊斯打开折扇，

高兴得跳起来，马
上奔下舷梯，递给
在舱底接应冲锋
艇的水手看。我赶
紧回舱取个泥菩

萨送水手，他摘下手套，欢
喜地捏在手心。舱务长莫
妮卡、为我们普及南极海
洋生物知识的科考人员德
裔娜塔莎、小马丁等都收
到了来自中国的小礼。
中午和晚上都吃圣诞

大餐：有炭烤牛排、烤火鸡
腿、三文鱼等，每人一大
盘，高脚玻璃杯里斟满了
红葡萄酒、香槟，任客人取
用。我这才恍然悟到主厨
的辛苦：烧烤，原是西人盛
宴中的大菜。可惜国人吃
不惯，散席时盘里菜大多
剩着，还有原封不动的，而
上海领队带的袋装榨菜，
几乎给团友分光了。

南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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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