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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半年内去了两次费城，夏天一次，
冬天一次，季节不同，风光有异，对这
个城市却始终偏爱。两次游览都是浮
光掠影，没有时间深入，只是直觉中的
第一印象。不过，据说第一印象是最敏
锐的，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反倒渐渐因
习惯而麻木，失去了洞察力。

按说，费城可算是美国的历史文
化名城了。它是美国的第一个首都，
《独立宣言》就是在这里签署的。费城
的独立宫和独立钟，至今仍是美国独
立精神的象征。这里有美国第一间铸
币厂、美国的第一家银行，有历代文化
名人的遗迹，还有历史悠久的宾夕法
尼亚大学。说费城是美利坚合众国的

诞生地也不为过。但是，在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 !"世
纪的老城市，我却感觉不到它的“老”。
去逛了费城的老城区，很多建筑都有两三百年的

历史了。最典型的是饰着白边的红砖房子，被完好地修
缮过，但从狭窄的铁门、古怪的结构、老式的木质门窗
等细节中，还是能看出，这些房子都很有年头了。在马
路上走着走着，不经意地在高楼大厦间就冒出来一条
青石铺就的街巷，告诉你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
然而，你在这古老的红砖青石之间，却嗅不到一丁

点沧桑和沉重的气息。不论新城老城，费城的街道都很
宽阔整洁，不会给人阴暗逼仄之感。新的建筑，不论是
现代风格，还是复古的样式，看起来都高大阔朗，却并
无迫人的恢宏气势。那些老房子、老马路，就那么轻松
自如地融合在现代都市里，浑然一派年轻和明朗。即便
是在阴雨的天气，也没露出衰颓之象。
费城市区的东面，有特拉华河流过，隔河相望的是

新泽西州。费城的水岸风光非常大气，河面开阔，水天
相接，有大江大海的气派。岸边有港口，停泊着大小船
只。沿河的风光带立着哥伦布航行纪念碑，航海博物馆
的建筑也很有趣味。在这样的天长水阔处，人更觉得欣
欣然，有朝气扑面。作为一个港口城市，费城拥有与生
俱来的开放和接纳，这大概正是它活力的来源。
在北美这些年，我也到过一些老城市，如加拿大的

蒙特利尔、魁北克，美国的华盛顿、纽约等，有些老城是
真的老，自内而外地流露出陈旧和没落。有些城市却不
够老，多多少少是有些刻
意地保留着历史的遗迹，
呈现出古老的积淀，营造
出岁月经年的厚重。在那
些老城的怀旧氛围里，你
会不自觉地浸入沧桑往
事，无端生出伤感的情绪。
可费城似乎是一个例外。
它把历史很自然地融进了
现代都市，既不想抹掉历
史，也没有刻意渲染。你可
以在这里了解历史，阅读
历史，却不会被历史淹没。
这是一座阅历丰富却

依旧年轻的老城市。每个
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如
果把城比作人，那费城就
像是一个上了年纪却没有
年龄感的男人，轻松、随
性，举手投足间都投射出
阳刚和活力。他够成熟，却
不苍老；他有知性，却不矫
情。在费城街头走过的人
群，也携带着这样的气质。
或许一个城市的气质会浸
润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也或许这个城市的气质正
是城中人群气质的写照。

!供给创造需求"

钟祥财

! ! ! !拿破仑打仗可以，搞政治强
势，对经济也喜欢管管，但有人就
是不买他的账。这人就是法国经济
学家萨伊。

!#$% 年，身为法国财政委员
会官员的萨伊出版《政治经济学概
论》一书，对拿破仑政府的经济政
策提出批评。他认为“仅仅鼓励消
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
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
的手段”，“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
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而激励
生产的有效途径不是政府干预，而
是市场竞争。与此相关联，萨伊对
自由贸易的宣扬，对保护关税的批
评触犯了拿破仑，他要求萨伊修改
全书的内容，遭到拒绝。激怒之下
的拿破仑一方面下令禁止《政治经
济学概论》的发行，一方面将萨伊
调任他职。萨伊不仅没有屈服，反
而提出辞职，拂袖而去。!#$&年，
脱离官场的萨伊下海经商，取得成
功。直到 !#!%年，拿破仑已经下

台，萨伊再度受到重用。
这个萨伊好生了得，曾被称为

“法国的亚当·斯密”。在他看来，经
济下降并不是一般性的“过度生产”
或“过剩”，而只是“方向错了”，即某
些需求不足的商品生产过多，一旦
价格和成本调整到新的需求结构，

经济将再度开始增长，或者说，直
到劳动者回到工作岗位，生产者在
开始赢利后，消费者才会再开始花
钱。言下之意，政府依靠刺激需求
来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必要的，有害
的。著名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
定律，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得出来
的。!%$多年后，凯恩斯为了把英
美经济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掀
起了一场注重需求管理的“经济学
革命”，其矛头对准了萨伊定律，但

是凯恩斯主义导致的
“滞涨”最终还是靠坚
持萨伊定律的供给学
派理论才得以解脱。

值得一提的是，
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还对
'$$年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过忠
告，他写道：“印度和中国的一部
分，不但人口过剩而且穷困过日，
但减少人数绝不能改善情况；至少
是，减少总产品以减少人数绝不能
使情况改善。不应当减少人口，而
应当增加总产品。通过个人的更大
积极性、勤勉与节俭，以及更好的
管理即政府更少地干涉人民，可使
总产品增加。”这便神了，字里行间
仿佛有某种预感。

其实，“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
并不深奥，看似常识，却道出了
市场经济的真谛。它让习惯于发
号施令的干预者头痛不已，也使
靠宣扬需求管理过日子的文人墨
客很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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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众人皆知中国是个乒乓球大国，可
是你知道吗？在上海还有一所中国乒乓
球学院，是培养乒乓球人才的高等学院。

早在上个世纪 #$ 年代，当时的国
家体委就设想筹建这样的学校，为发
展中国和世界的乒乓球作贡献。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
到了 '$$# 年，分管教育工作、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得知
这个信息后，给予了特别关注。
他认为上海被誉为“乒乓球世
界冠军的摇篮”，办这样一所世
界尚无先例的学校，既继承发
扬传统、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又为今后引进国际乒联博物馆
创造条件。作为国际大都市，应
该积极争取中国乒乓球学院落
户上海。沈副市长的想法当时得
到了市里主要领导的首肯后，他
与蔡振华副局长多次沟通并召集
有关部门进行可行性研究。

'$!$年 (月，上海市政府、
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共建中国乒乓
球学院，经国家教育部认可，学院
正式落户上海，旨在培养包括乒
乓球国际组织管理、国际交流推广、科
学研究、裁判长、教练员、运动员、新闻
媒体等各方面的人才。学院实行理事会
下的院长负责制，由国家体育总局、市
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及名誉院长等组
成。中国乒乓球学院是一所培养本科
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具有完整学历
的高等学府，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乒
乓球项目为主的体育高等院校。

前国家乒乓球女队主教练施之皓，
从国家队主教练岗位上成功转型，被委
任院长。他现任国际乒联
副主席、中国乒协副主席，
身兼数职，有助于开展工
作。学院还聘请奥运金牌
得主、世界冠军张怡宁为
国际培训讲师。

中国乒乓球学院的
地址在杨浦区上海体育
学院校园内。体院领导
和员工，热情欢迎国字号
的乒乓球学院到来，在教
学、训练、后勤保障等方
面给与了全力帮助。中国
乒乓球学院成立后，全国
各地的学生慕名前来报
考，他们大多是从事过
业余或者专业训练，具
有一定水平的乒乓球爱好
者，其中也包括一些退役
的运动员。与此同时，由
上海市政府出资，学院的
基础设施开始动工兴建。
'$!& 年初，教学楼、训

练馆、学生宿舍等设施健全的现代化建
筑落成。它与体院原有的历史悠久的古
建筑，交相辉映，给园地增添了青春活
力，让人们叹为观止。

乒乓球训练馆共有三片场地，可放
置近百张球台，我置身灯光明亮、色彩鲜

艳的训练馆内，感慨欣慰之余，又
有了立马想上场挥拍的冲动。

学院还邀请了国家队的教
练员前来指导，具有相当水平的
学生队伍和国内外的运动员共
同进行训练，提高水平。
学院已举办过多次赛事和活

动，接待了不少来自国外的球
队，得到了各方的好评。外国朋
友无不为中国政府如此重视乒乓
球运动感到惊叹。学院还与附近
的一些中小学校合作，如杨浦区
世界路小学、上海市同济第二初
级中学等。不少来自各地的乒乓
球苗子在学校里上课并到乒院训
练。学校认真贯彻“体教结合”
的方针，合理安排学习和训练时
间，既能保证学习质量，又能提
高技术水平。不少学生成绩始终

名列前茅，甚至比正常学习的孩子还
好，这让学生的家长感到放心。学生将
来报考大学时，乒乓球学院可以成为他
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如今，中国乒乓球学院还在欧洲开

设了分院。刚开始，奥地利、德国等乒
协和体育组织对此表示了浓厚兴趣。经
过多次考察和协商，最后选择了卢森堡
作为分院。卢森堡的乒乓球活跃程度虽
然不及欧洲其他国家，但卢森堡政府体
育部门非常重视，并给与了很多支持。

一树紫桐花
吕 峰

! ! ! !梧桐是一种俊美的树，不仅直
干亭亭、树冠如盖，还盛开着淡紫色
的花朵。它的花朵很大，犹如婴儿的
手掌，一枝枝、一簇簇，像结伴而来
的天使，婀娜多姿、千姿百态。每一
大枝都会分出若干小枝，小枝上缀
着一簇簇多少不等的花朵，有的五
六朵，有的十几朵，有的甚至达到
几十朵，挤挤挨挨梦幻般地盛开
着，和着树的影子在风中摇曳。
四五月份是属于紫桐花的美妙

时光，尤其是乡下，到处都是如海的
繁花，每个枝头都挂满了一串串的
喇叭花。在它们刚刚开始展露花蕾
的时候，我受朋友的邀请，也做了一
名“附庸风雅”的赏花人。很远处，就
看见桐花如白雪般覆在枝头，近看
则见一朵朵如响铃般成簇盛放在枝
丫之间，不时有朵朵桐花打着转落
下，如诗人所言“有一种翩翩落入凡
尘的美感。”小女看着地上的桐花，
连忙一朵一朵地捡拾起来，时不时
地还舔食起蕊内的花蜜。
午餐时分，朋友把饭桌摆到了

梧桐树下，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舒
坦极了。稍坐片刻，便有桐花静静落

在我们的肩上和头发上，让人不禁
怀念起那一段浸泡在紫梧桐花里的
童年时光。在老家的村子里，梧桐树
随处可见，只需要春风一个温暖的
招手，紫色的桐花就站在高枝上，向
人们吹响紫色的喇叭。那一树树梧
桐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在一丛丛
粉白、淡紫的花间伸展着，成为村里
一道特殊的风景。

紫桐花开的时候，空气里多了
一份淡淡的芬芳，甜甜地吸引着一
个个稚嫩的目光。女孩会在树下捡
拾落下的桐花，再用线穿起来，当作
项链挂在脖子上。男孩便会爬上树
摘桐花、喝花蜜，那花儿带着小小的
形如铜铃般的花蒂，去掉花蒂，就露
出一小节白白的花茎，放进嘴里吮
吸，甜滋滋的，醉了童年的心。一边
吮吸着花的芬芳，一边天真地笑着，
小脸似乎被紫桐花吹开了、吹红了，
我们就在吮吸桐花的甜蜜声中送走

了一个个单纯快乐的日子。
离开老家后，很少能看到梧桐

树了，但幸运的是新居的窗外有一
棵高大壮硕的梧桐。每年春天，那开
满花儿的树冠会尽情地舒展开来，
那熟悉的气味也会弥漫整个房间，
淡淡地沁过我的喉咙，在心底凝结
成一首清凉的清泉。在我看来，能有
一棵梧桐树相伴是一件很幸福的美
事，于是在我的殷切目光里，淡紫色
的花雾褪去后又着了绿的装，等到
秋天了，枝桠上会坠满桃形的果实，
风吹过，哗哗作响，似乎在向我诉说
着生命的悲欢离合。
梧桐抛弃了“红花还须绿叶衬”

的教条，开花时淋漓尽致，让人生出
由衷的激情。那一树淡紫色的芬芳，
是一片明亮和灿烂的春光，高雅、纯
洁、朦胧、优美……一年一度盛开的
梧桐花，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那么
的妖娆美丽、风韵十足，它们会让我
追念那不知何时逝去的旧日时光，

会让那美好的回
忆常驻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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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随后户部经查对甘肃省上报
数据后，向乾隆皇帝报告，甘肃省在过去几年间，曾报
经户部批准，以捐监储粮、粮仓不够为由，申请建仓 ')

座，用银 !)!#$$余两，工程款在所收的捐监仓费银中
列支，工程报工部核销。
粮仓工程有申请有图纸，有预算有决算，本来天衣

无缝。冒赈案暴露后，才真相大白于天下。既未收粮，就
连现有的米仓都是虚设，当然也无粮可储。既无粮可
储，还添建数十座粮仓干什么？粮食是
纸上谈兵，粮仓也是纸上谈兵，送到户
部、工部的申报材料、预决算、工程图
纸都是纸上谈兵，一切都是假的，只有
落入各级官员口袋里的银子是真的。

当年乾隆皇帝派钦差查过甘肃粮
仓的事，也同时被乾隆皇帝自己揭出。
纸上谈兵的东西，钦差奉旨来查，地方
官员挪东掩西，也能瞒天过海，乾隆皇
帝得到的奏复竟是“仓粮系属实储。”
这不是完全把乾隆皇帝给蒙骗了么？

捐监冒赈案，处理首道府县官员
一批；再牵出行贿受贿索贿案，又处理
官员一批；再由户部的奏报牵出冒建
粮仓案，又处理官员一批。再牵出以前
的欺骗钦差案，一案串一案，乾隆皇帝
原来拟定的丢帅保卒、保留大部、维持
甘肃官场稳定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乾隆皇帝应该怎么
办呢？就在案子已经可以结案时，巨大的亏空案又被查
出。地方财政亏空银子 ###(($两，仓库亏空 "*!!$石，
查办的大臣本拟让历任地方官和现任地方官赔付，此
时的乾隆皇帝自己也已经筋疲力尽，亏空一案也就大
事化小，格外开恩免其分赔。

王亶望本人被如何处理了呢？!"#!年夏，王亶望
被查抄的家产由浙省解运来京，到了崇文门。查抄王家
产一事一直为乾隆皇帝所重视，他尤其对王平日所收
藏的古玩字画最为留心。但是一看验收清单，不禁大失
所望。所载物品稀疏平常，诸多贵重物品不翼而飞，例
如乾隆皇帝印象深刻的王亶望所藏的一件米芾石刻，
竟然没有。经对照解京物品清单与浙江省最初上报的
查抄底册，物品大量缺失一目了然。在核查中，还发现
原查抄底册中载有的黄金 *"*#两不见了，却多出了白
银 "%&(*两，金银比例正好是十五换五。
是谁胆敢脑筋动到天子头上？乾隆皇帝严令查办

大臣李侍尧和阿桂追查。
李侍尧的父亲李元亮担任过户部尚书。李侍尧在

乾隆初年曾被乾隆皇帝接见，先后出任军机处章京，热
河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等
职，此人精明干练，颇有才略，史书上说他有过目成篇
的本领，接见下属的时候，只几句话就可以从中看出下
属的才干如何。因此，乾隆皇帝对他颇为倚重。
乾隆皇帝开始只把疑问放在具体经办查抄的官员

身上，对全权负责查抄的二品大员闽浙总督陈辉祖则
毫无疑心。乾隆皇帝说：陈辉祖世受深恩，且系封疆大
臣，朕断不疑伊有抽换之事。但是随着查办的深入，陈
辉祖偷梁换柱的行径暴露出来。陈辉祖算是绞尽脑汁、
机关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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