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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下漫笔 路来森

●
舞文弄墨 张喜武

●
城外笔谈 杨谔军，他曾经以每股1.1英镑的价格，买入1万股汽车股

票，不久，这个股票跌至了5先令，可他没有慌乱，一
直等待。两年后，股价终于回升了上来。凯恩斯的特别
之处在于，他通过自己炒股的经历，提出了经济学理
论，其中就有著名的“空中楼阁”定理。凯恩斯提到：

“股票市场的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是根据他
人的行为来作出决定的，所以这是空中楼阁。”简言
之，在股票市场中，大众的偏好很重要。

最后，再重复两句老话：股市有风险，炒股有输
赢。看来炒股真的是无关智商，尽管大师们在某一方
面天赋卓越，但在炒股这个世界难题面前，大家都一
样！

●
闲言碎语 黄邦在

人是三节草人是三节草
“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这是母亲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上班的时
候辛勤工作，退休后就围着家庭转。一生虽有奔
波，却没有过多的波折。从我懂事起，她就努力让
我们尽早明白：人这一生是个不定数，何时飞黄腾
达，何时落魄，都难以预料。无论处于何种境地，
都要以平常心对待自己和他人，以平常心对待命
运，宠辱不惊，泰然处之。

多年前，楼下的邻居做钢材生意旺得不得了，真
的是财源滚滚来，走路、说话都是财大气粗、盛气凌
人，一不顺心，就破口大骂别人是才吃了几天饱饭的，
说话之刻薄、恶毒，让人无法入眠，四处引起公愤。有
熟人知道他是一大款，想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母亲
摇摇头，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熟人理解，不过
最终婚事没成。

才过几年，楼下邻居的衣服越穿越旧，汽车换成
摩托，最后什么都没有，不知什么原因，还蹲了一年多
的牢，熟人庆幸没有把女儿嫁给他。以前是他瞧不起
邻居们，现在是众邻居根本不理睬他，以至于一次他
生急病，半夜向邻居们借钱，竟然都无一家愿意借，只
有母亲悄悄借给他几百元。他病好后，估计因半夜借
钱一事受到了非常深刻的震撼吧，做了十多年的邻
居，第一次上门来表示感谢。后来邻里知道这事，颇有
微词，说母亲好坏不分，母亲也不多言，只是说：人是
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啊。

后来，邻居开了家建材市场，生意不错，买车置
业，总算是东山再起，重现昨日辉煌。一切，都跟
从前差不多了，但与从前唯一不同的是，他对邻居
的态度明显改变了很多，比如碰着邻居，总是笑脸
居多；他送材料的车子，在不紧要的时候，邻居们
都可以借一借；邻居们有急事，千儿八百地也往外
借。特别是对母亲，更是感激不尽。逢年过节，经

常提些小礼物上门。
现在，他也把母亲的这句“格言”挂在嘴边，深有

感悟地说：无论人生辉煌还是落魄，高潮或低谷，都只
是人生一段经历，一个部分。称心如意时不要洋洋自
得，忘乎所以；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怨天尤人，
咬咬牙挺挺也就过去了。如果东山再起，一定不要忘
记，自己也曾经站在这样的起点上苦苦挣扎过，对那
些还在起点、尚未成功的人，能搀一把、扶一把的时
候，就尽力为之。

母亲的“格言”属民间谚语，没有之乎者也的深
奥，却也应了“祸福相依”的道理。

寻找潘小三寻找潘小三
马台长对我说：“小赵，潘小三是咱们市有名的作

家，你这次去采访他，一定要对他做全面的了解。”
我说：“我一定办到。可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马台长说：“他住在金泰小区，他的具体住址我也

不清楚，但以他的知名度，你去了金泰小区，应该很容
易就能找到他。”

我说：“您说的有道理。”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出发
了。

半个小时以后，我来到了金泰小区。门口有几个
乘凉的老人，我问一个秃顶的老人：“您知道潘小三住
哪吗？他是咱们市有名的作家，出版了二十多本小说，
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秃顶老人摇了摇头说：“我在这个小区里住了四
十六年，潘小三这个名字我还真没听说过。”他扭过头
又问其他几位老人，他们也都摇头。

我又推着车往里走，遇到一个保安模样的人：“您
知道潘小三住哪吗？他是一个作家。”

保安摇了摇头说：“潘小三？这个人我没听说过。”
于是，我又往里走，遇到一个很有气质的中年男

人，我问：“您知道潘小三这个人吗？他住哪里呢？”
中年男人抱歉地笑笑说：“小兄弟，你说的这个人

我没听说过。”
接着我又问了十多个人，他们都说不认识潘小

三。
我很失望，我觉得今天是找不到潘小三了。我沮

丧地走出小区，在出口处，那个秃顶老人还在乘凉，他
问我：“你找到那个什么三了吗？”

我说：“没找到啊！”我忽然想到了什么，我说：“潘
小三喜欢跳广场舞，去年全市广场舞大赛，他踩到了
一块西瓜皮，摔了一跤，当场把裤裆撕开了一个很大
的口子。”

在场的几个老人哈哈大笑，他们一齐说：“你是说
他啊，他住在12号楼3单元201室。”

我的我的““八卦八卦””
我这里要说的“八卦”，不是《易经》里的阴阳八

卦。阴阳八卦中代表山的“艮”字，代表风的“巽”字，
我至今仍读不准。我这里要说的“八卦”，其意大略类
似于当今日常语境中的“段子”、“传说”、“聊斋”。

当年自学写作，见一本理论书上说散文是不能
瞎编的。王蒙也说：“散文与读者之间不存在小说与
读者间的那种允许虚构的默契。”王蒙的言外之意是
小说可以八卦，而散文则不能。

20多年前刚辞职下海那阵子，整天东游西荡，相
机“觅食”（拉业务）。一次与H兄去某完中觅食，校长
不在，副校长接待了我们。完中这种地方，我原本是
不敢去的，因为我是小教出身，完中的人至少要高我
两级，而我又素不喜仰头看人。但H兄不怕，他做过
完中老师，且有“官家”外子的身份，所以所向披靡。

H兄与副校长天南海北神聊，我拿了一份报纸
在一旁自看。忽然间听得副校长把话题扯到了校名
的书写上，进而又谈书法，先是软笔，后是硬笔。副校
长问H兄：“杨谔你认识吗？”H兄“嗯”了一下。副校
长一口气至少讲了三个关于杨谔的“掌故”。

我抬头看看H兄，见他正微笑着专心倾听。副校
长问这些故事是否属实。H兄笑而不答。副校长又
问，H兄的脸终于绷不住了，跺脚拍手大笑。副校长
若有所悟，指着我问：“难道你就是？”

我点了点头，说：“你说的故事，连我这个主人公
都没听说过。”

还有一次，晚饭后无事，H兄便想起了他的一位
“校园故人”，拉我去同访。到了那个学校，见校长教
导主任等都在，于是很高兴。先是寒暄，进而笑谈。我
见校长一边做出很有兴味的样子，一边不停地看表，
就捅了一下H兄。一捅惊醒“话中人”，H兄赶紧站起
来致歉说：“不做教师时间长了，规矩都忘了，你们这
是在开集办会议呢！”

余兴未尽，再去哪儿？想起刚才校长说某领导的
父亲死了。H兄说某领导家离这不远，我们带个花圈
去，也算表示了一下。我说丧事现场有做花圈的，何
必带。到了那儿一看，原来领导家死的是母亲。

又有一次与几位朋友纵情欢饮，席中见一水蛇
腰的美女频频抚弄秀发，等她一脸妩媚地抚弄到第
三次时，我忍不住向旁边的一位问道：“她是不是看
上我们中的哪一位了？”座中一人马上接腔呵斥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八卦的？”“蒙”他一斥，我顿悟：原
来八卦还有胡说八道、胡乱猜测之意。

萧军年轻时肯定蛮八卦的，他曾说写小说就像
娶媳妇，是青年人的事。我心里有很多“小说”，却从
没写出来过，平时只写散文，竟至于没有机会公开

“八卦”与“胡说”。若有人以为我的散文有时也有八
卦之嫌，那是生活本身如此。与我无干。

自有股市以来，就有跌涨跌涨，里面的酸甜苦辣，
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深深体会。股市有风险，入市
需谨慎。就拿那些炒股的大师们来说，炒股发财者有
之，失败者也大有人在。他们炒股的经历，也留下了许
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科学大师牛顿曾做过一个疯狂的股民。1711年，
英国南海公司发行了最早的一批股票，股价迅速攀
升。牛顿用继承的一笔遗产，购买了这家热门的股票。
短短两月，股价飞涨，牛顿当机立断抛出所有股票，获
利100%。但在他刚抛出股票后，这个股票又疯狂地
涨了8倍。牛顿后悔不已，并作出决定：投入全部资
金，再次入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股市给贪心的牛
顿开了个大玩笑，一夜之间，股市泡沫突然引爆，牛顿
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脱身，血本无归。最后，他只好
无奈地承认失败：“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
以预料到人们的疯狂。”

文学大师们也曾涉足股市，大多也是挫败而归。
马克·吐温曾经为了还债，计划去股市捞一笔钱财，但
却屡屡失败。于是乎，马克·吐温这样写道：“十月，这
是炒股最危险的月份；其他危险的月份有七月、一
月、九月、四月、十一月、五月、三月、六月、十二月、八
月和二月。”这句话的意思是：每天都是炒股最危险的
时刻。抗战时期，买了股票的文学大师郑振铎，对朋友
说：“看到股票价格上上下下，心里的变化如天气一般
忐忑不安。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那么在意过一件事
情，为此甚至茶饭不思。所以，我决定，到此为止吧。”
最终，郑振铎卖出股票，净亏了16万余元。他只好用
笔墨书香，来抚慰受伤的心灵。

当然，并非所有的大师炒股结局都是凄惨不断。
1864年，马克思获得了600英镑的遗赠。当年，正是
英国股票投资的高潮时期，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这是
一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决定投资英国股市，一
为休闲，二为体验一下股民生活，赚些生活费用。他看
准时机买入，又看准时机清仓，如此轮番操作，最后赚
了400英镑。据说他本人对这次炒股非常满意。有趣
的是，就在他本人这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炒股时期，他
正在笔耕鸿篇巨著《资本论》。要不然，马克思很有可
能成为当时的“股神”，让自己和全家过上丰衣足食的
生活。

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炒股经历，是长线投资成功
的典范。36岁时，凯恩斯的资产只有1.6万英镑，到62
岁逝世时就已达到约41万英镑了。在这些个人资产
中，炒股赢利占了很大比重。但凯恩斯也不是常胜将

大师炒股大师炒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