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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不久前，繁體字在台灣的
媒體上扮演了一回主角。據
報道，當局計劃將繁體中文
字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並期
望四年內達成目標。更具體
的是，預定在農曆年後成立

「產官學推動小組」，向世界
各地重要大學展開聯署。有
負責官員表示，雖然大陸目
前實施簡體字，但大陸知名
大學仍可能是爭取聯署的對
象，「因為這與意識形態無
關，這也是中國古代老祖宗
的遺產，兩三千年的古漢書
文字，台灣地區仍能保存

㠥，大陸沒有必要反對。」
確實，「古代老祖宗的遺產」，是很能打動人的幾個

字，大陸媒體發佈這個訊息時作了些正面的回應報
道，比如：「為繁體字申遺，能夠讓台灣的民眾更加
了解、愛護我們祖先發明的語言和文字，增強作為中
華民族一員的榮譽感。也許這不是台灣當局要為繁體
字『申遺』的目的，但是卻應該是能夠達到的效果；」
又如：「簡體字其實也並非今天才有，早在東晉王羲

之的書法作品中其實就有簡體字的存在，其實這一申
遺應當以『漢字』這一體系申報比較合適，因為在歷
史上不僅僅中國使用漢字，日本、朝鮮、越南以及東
南亞一些國家地區都曾或正在使用漢字，這一事件如
果引導得好，可以促進漢字文化圈的團結，有利於華
人的團結；」再如：「目前全球使用漢字的人口中，
使用簡化字的佔據絕對多數，無論從哪一角度而言，
漢字『申遺』的主體都應當是大陸。」從媒體上的意
見看，對「申遺」似無異議，分歧只是在於：該申請
繁體字還是漢字整體？應由台灣申請還是大陸代表中
國申請？

讓人不解的是，不論是提出動議者還是參與討論
者，似乎都在閉門空談，異想天開。何以不事先研究
一下「世遺」的內涵呢？對於「文化遺產」的定義，
1972年11月下旬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
約》有明確規定：文物，指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
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築物、雕刻、繪畫和具
有考古意義的性質成分或結構、銘文、洞窟以及綜合
體；建築群，指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築
樣式、同一性或與景觀結合上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
單獨或連接的建築群；遺址，指從歷史、審美、人種
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造工程
或人與自然的共同傑作以及考古遺址。試看：一種文

字尤其是十多億人口正普遍使用㠥
的漢字（包含繁體字），是否符合上
述任何一類規定呢？

從具體申請來看，要獲准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項目，
必須符合下列一項或幾項標準：代
表一種獨特的藝術成就，一種創造
性的天才傑作；能在一定時期內或
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對建築藝
術、紀念物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
設計方面的發展產生過大影響；能
為一種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
供一種獨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見證；
可作為一種建築或建築群或景觀的
傑出範例，展示出人類歷史上一個
或幾個重要階段；可作為傳統的人
類居住地或使用地的傑出範例，代
表一種（或幾種）文化，尤其在不
可逆轉之變化的影響下變得易於損
壞；與具特殊普遍意義的事件或現
行傳統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學藝術作
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繫。最後一項
標準只有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或與其
他標準一起作用時，才能成為理
由。試想：不論是繁體字還是漢字

整體是否符合上述任何一項（或幾項）標準呢？
到2008年為止，獲得確認的世界文化遺產共有679

項，其中沒有一項是文字。看來，這不是偶然的。你
說繁體字或漢字是「文化遺產」，那麼其他文字難道就
不是嗎？倘若當初設定「文化遺產」的標準時，不把
文字排除在外的話，全世界的文字種類數以千計，幾
乎每個國家都可將自己有點歷史的文字「申遺」，今日
的《文化遺產名錄》很可能變成「各種文字名錄」
了。

對於推動繁體字「申遺」，台灣有核心幕僚透露一個
秘聞：劉兆玄過去到大陸時曾參觀博物館，一旁的外
國人很驚訝他竟能把古書的文字一字一句念出來。這
位外國人說：「這不是兩三千年的文字嗎？」劉兆玄
表示：「這就是正體字的重要了，台灣保存了兩三千
年的（文字）活化石。」劉所說並非「繁體字」，而是

「正體字」。可見，要將繁體字正名為「正體字」，說明
是祖先傳下的正統文字。果真如此，大陸和其他地區
使用的「簡體字」豈非該打入另冊？

「繁體字」正名為「正體字」，又裝飾成「活化
石」，再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遺」，一旦成功就能
被「保護」了。

設想很美妙，卻可惜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
任務）。

在玻璃未進入中國之前，我們的先人曾經歷過以清水為
鏡、以瓦石為鏡、以鑄銅為鏡三個階段。用銅鑄造的鏡
子，稱作「鑒」。《紅樓夢》中提到的那個「風月寶鑒」，
不過是一面被妖魔化了的銅鏡而已。因為鏡子具有參詳對
照功能，所以古人常常用它說事。東漢荀悅提出君子有三
鑒：「鑒乎古，鑒乎人，鑒乎鏡。」到了唐太宗那裡，這
三鑒又有了新發展，所謂「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
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自此而後，把歷史
看作鏡子，幾乎成了我們讀史的常識。為好玩而讀史的人
固然也有，但玩過之後，有意無意間也會與現實相比照。

國人之啟蒙，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不是始於童
話而是史話。過去的孩子，從父母那裡聽到的大多是益智
的歷史故事，而很少是甜蜜如夢的童話；私塾的蒙訓教材
中，大約是沒有童話的。即便在我記事時，耳邊聽到的除
了民俗和神話外，更多的也是歷史故事。一部《三字經》，
通篇開列的盡是歷史故事。至於成語辭典中有多少歷史典
故的成份，更是數也數不清。難怪有人把中國人與猶太人
並列為兩個最重視歷史的民族。

直到今天，這種現象仍然保持㠥一定的熱度。只要看看
影院的海報、熒屏的預告、書店的貨架，再到大學或社區
裡聽聽那些叫座的名家演講，你就會明白此言非虛。央視
的百家講壇一度那麼火，並出現了像易中天、紀連海等一
批有fans追捧的「明星學者」、「學術超男」，多多少少也與
說古講史有關。

為何會產生這種現象，並一直延續至今，這與我們看待
歷史的態度有關。通俗一點說，是因為歷史對我們有用。
一部人類發展史，其中確實有我們值得遵循的規律和值得
借鑒的經驗。作為先人經驗教訓的總匯，歷史就像鏡子一
樣，可以鑒往知來，觀古明今。其中，經驗可以用來參照
效仿，不必再耗嘗試的精力；教訓能夠用來規避風險，不
必再犯過去的錯誤。口頭上抑或是書面中，人們之所以每
每提及「古話說」、「常言道」，就是以古訓為規範，用來警
示自己，曉諭別人。把歷史看作鏡子，從而知榮辱、端品
行、明是非、看得失、論成敗的做法，凸顯出中國人讀史
的功利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功利性取向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整個國家都看重歷史。由於歷史關係到整個民族文
化的傳承和弘揚，編史、修史便不再是個體行為，而是作
為立國之大事。以至於從很早開始，就由國家來設置專門
的機構和史官進行操控和管理。信而有徵的歷史記載可上
溯到春秋，大膽一點推斷，可能始於商周。這也充分說
明，歷史的重要性在中國，於數千年前就已經上升到公共
建設的層面了。官方的重視程度如此，民間對讀史、學史
的熱情就可想而知了。

借助歷史這面鏡子，廣閱歷、長見識、增智慧，乃至知
人論世，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歷史這面鏡子果真像日
常生活照鏡子那麼靈便自如、簡單好用嗎？

歷史演變的因果關係，畢竟不同於科學實驗。歷史不是
數理化給定的公式，既不可能完全拿來解釋現實問題，更
不可能完全拿來解決現實問題。歷史這面鏡子中的影像大
多已經基本定格，而現實社會正處於不停的流變中，每天
都有可能發生新的事物。

其次，歷史具有兩面性。譬如，在宋史中，打敗仗、丟
土地、賠銀㛷幾乎成了家常便飯，讀過之後，滿眼盡是屈
辱和悲憤，最傷民族自尊。但正是在這樣一個積弱不振的
朝代，市井發達，文化繁榮，老百姓的生活相當平靜和富
庶，詩化的人文生態更是令人神往。別的毋須鋪陳，僅看
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序中那不到600字的描繪，就足以
讓我們領略到宋人的生活是多麼滋潤，以至於有人大呼

「我願生活在宋朝」！一部宋史，如同《紅樓夢》中的「風
月寶鑒」，可以說是憂患與閒適並存，衰微與輝煌同在。

再者，也不是所有史實都能用來作鏡子的。在浩繁的歷
史卷牒中，常常是真相與偽詐、精華與糟粕、真理與謬誤
混雜在一起。對於普通讀史者來說，不可能披沙揀金，一
一地去辨識考證。過多的經驗，有取用不竭的好處，也有
不知所從的抵牾。有點像服用滋補藥品一樣，在吸取營養
的同時，還要警惕其毒副作用。作為經驗教訓的歷史，即
便是經過前人的去蕪存菁，那也是通過文字語言的化約和
結晶才傳到我們手中的，要感同身受地加以體認和轉換，
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通俗一點說，拿過去的鑰匙解現在
的鎖、開未來的門，不是不可為，而是不易為。

清代吳若華在《新磨古鏡》中吟道：「閱古興亡疑有
眼，辨人好醜總有聲。玉台妝罷時時拂，莫使浮塵又暗
生。」這首詩作，借「妝罷時拂鏡」勸誡世人不要讓浮塵
遮蔽了自己視線的用意是好的，但無論修史、治史還是教
史、讀史，完全抱㠥實用主義的態度，就恐非所宜了。在
博大精深的歷史遺產面前，學以致用，引以為鑒，這只是
讀史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意義。在不經意中享受樂趣，
在無意識中營養身心，未必不是一種優雅的讀史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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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兵
光
復
漢
室
，
拜
鄧
禹
為
大
將
軍
。
鄧
禹
運
籌
帷
幄
，

深
謀
遠
慮
，
協
助
劉
秀
﹁
延
攬
英
雄
，
務
悅
民
心
﹂，
終
於

推
翻
了
王
莽
政
權
。
劉
秀
稱
光
武
帝
後
，
鄧
禹
被
封
為
大

司
徒
，
綜
理
朝
政
，
官
位
相
當
於
後
來
的
宰
相
。
當
年
鄧

禹
只
有
二
十
四
歲
。
後
來
，

鄧
禹
隱
居
在
蘇
州
光
福
，
後

人
在
這
裡
建
了
司
徒
廟
紀
念

他
。到

司
徒
廟
，
我
總
要
瞻
仰

園
中
所
植
的
四
株
世
間
罕
見

的
古
柏
，
據
傳
即
為
鄧
禹
親

手
所
植
，
迄
今
已
有
二
千
多
年
的
歷
史
。
這
四
株
柏
樹
分

別
被
命
名
為
﹁
清
﹂、
﹁
奇
﹂、
﹁
古
﹂、
﹁
怪
﹂，
真
是
十

分
貼
切
。
那
一
株
﹁
清
﹂
秀
挺
拔
，
直
衝
霄
漢
，
高
達
數

十
呎
，
虯
枝
舒
展
，
碧
葉
葳
蕤
；
另
一
株
﹁
奇
﹂
特
嶙

峋
，
主
榦
折
裂
，
可
是
新
枝
出
於
枯
本
；
再
一
株
﹁
古
﹂

樸
蒼
勁
，
樹
紋
縈
繞
，
螺
旋
而
上
，
顯
得
生
氣
勃
勃
；
最

妙
的
是
那
株
﹁
怪
﹂
柏
，
相
傳
曾
遭
雷
擊
，
樹
幹
被
一
劈

而
成
兩
爿
，
分
別
向
左
右
臥
地
而
生
，
踡
曲
伸
展
，
如
蛟

龍
騰
雲
，
雖
然
樹
身
近
乎
枯
木
，
然
而
枝
頭
仍
有
新
葉
生

長
。
我
凝
視
㠥
這
四
株
古
柏
，
真
為
它
們
歷
盡
千
年
，
不

屈
不
擾
的
抗
爭
精
神
和
強
大
無
比
的
生
命
力
而
嘆
服
。

歷
來
對
清
、
奇
、
古
、
怪
四
株
古
柏
的
題
詠
很
多
，
清

代
詩
人
黃
知
彰
詩
云
：
﹁
千
年
淪
落
老
詩
人
，
古
怪
清
奇

現
後
身
，
桃
李
叢
中
容
不
得
，
梅
花
邀
去
結
詩
鄰
﹂。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二
月
，
我
國
劇
壇
巨
匠
田
漢
到
上
海
參
加
華
東

話
劇
會
演
活
動
，
受
到
柯
慶
施
、
張
春
橋
等
人
的
誣
衊
和

打
擊
。
一
九
六
四
年
一
月
田
漢
提
前
離
開
上
海
，
他
先
到

蘇
州
，
在
老
作
家
周
瘦
鵑
等
陪
同
下
去
光
福
司
徒
廟
等
處

遊
覽
，
他
看
㠥
園
中
四
株
古
柏
，
感
慨
繫
之
，
口
占
一

絕
，
云
：
﹁
裂
斷
腰
身
剩
薄
皮
，
新
枝
依
舊
翠
雲
垂
，
司

徒
廟
裡
精
忠
柏
，
暴
雨
飆
風
總
不
移
﹂。
他
借
物
詠
懷
，
讚

美
了
古
柏
的
清
勁
脫
俗
，
歷
擊
不
磨
，
表
達
了
自
己
對
張

春
橋
之
流
的
憤
慨
和
蔑
視
。

司
徒
廟
圍
牆
裡
的
石
刻
也
很
可
觀
，
雕
刻
內
容
是
一
部

︽
楞
嚴
經
︾，
這
是
宋
代
佛
教
大
乘
經
之
一
，
由
明
代
崇
禎

年
間
名
家
王
時
敏
、
侯
峒
曾
、
張
炳
撰
三
人
書
寫
，
有
吳

門
章
懋
德
齋
鐫
刻
，
是
佛
經
和
書
法
的
藝
術
珍
品
。

■
沈
鴻
鑫

新
春
探
梅
香
雪
海

磨墨微香，展紙深紅，斗大八分。

恰一天又至，曙輝照眼；一年伊始，

春氣臨門。腕底風生，毫尖神遣，寫

罷從頭敝屣珍。才收筆，卻桌台長

就，詩句重溫。

窗邊柳霧梅氛，記頑凍深寒只幾

旬。念惜時還得，夜遊燭秉；成功更

待，起舞雞聞。刺股懸樑，集螢鑿

壁，知挽光陰諸志仁。思斯矣，又揚

眉袖斂，呵硯香焚。

胡子遠是南宋人，做過知縣，寫得一手好文章，跟
著名詩人范成大和著名詞人周必大都是哥們兒。家底
也厚實，幾千畝地，幾百間房，房屋出租，土地也出
租，房租和田租嘩嘩地往家裡流，端的是日進鬥金。
他有個老父親，在家管賬，房客和佃戶們交租，錢都
從他手裡過。老人家年紀大了，老眼昏花，收錢的時
候看不清真假，有一回胡子遠去盤賬，發現租金中居
然有5000貫都是假鈔！

南宋初年的物價，浙米一石，會子一貫。會子是宋
朝紙幣的一種，如果胡家收租是按會子結算的話，那
麼由於胡老先生的麻痺大意，胡家實際上等於損失了
5000石米。宋朝一石是58.5升，裝米大約50公斤，按大
陸糧價，50公斤米怎麼㠥也得100元吧。5000石米就是
50萬元，胡家虧大了。

想想虧了50萬，胡子遠很心疼，也很生氣，給老家
的官員寫信，準備把那些用假鈔交租的房客和佃戶狠
狠地收拾一頓。胡老先生宅心仁厚，給擋住了，說這
些人都是窮苦人，你一追究，他們以後的日子更沒法

過，反正咱家有的是錢，犯不
上為這50萬大動干戈，以前的
事情就當沒發生過，以後多加
注意就是了。

有人聽說了這件事，找胡老
先生面談，要半價收購那5000

貫假鈔。那人很奸詐地對胡老先生說：「這假錢放您
這兒，無非是一堆紙，可是到了我手裡，很快就能花
出去。」胡老先生一口回絕：「我已經被假鈔坑了，
怎麼能讓它們流到市場上再坑別人呢？」然後他就像
林則徐虎門銷煙那樣，斷然燒掉了那些假鈔。

上述事件原載於《老學庵筆記》第6卷，作者是陸
游。陸游說，「胡子遠之父⋯⋯得錢引五百貫，皆偽
也。」事實上，胡子遠父親收租收到大量假鈔，在宋
朝假幣史上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下面說幾個關於假鈔
的大案子。

《宋史》第374卷記載，南宋初年的四川有個五十人
犯罪團伙，專門印製假鈔，後來被發現並逮捕，查出
假幣30萬張，每張面額最高千貫，最低十貫，而經他
們之手印製的大量假幣已經進入市場流通了。

《朱熹文集》第19卷記載，公元1182年，台州知州
唐仲友對假鈔犯蔣輝威逼利誘，讓他雕刻了新幣鈔
版，並讓秘書偽造了花押和印章，然後印出2600張假
幣，每張面額均為一貫。

《鶴林玉露》甲集第4卷記載，公元1230年前後，原
紅襖軍起義領袖李全割據山東，不知從哪個渠道弄來
新幣印版，動員自己的軍隊狂印假鈔，並持假鈔在臨
近省份購買糧食和軍火，造成江南物價飛漲。

有意思的是，這三宗假鈔案的主犯都沒有挨刀。李
全手握重兵，朝廷殺不了他；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女
婿，政府殺不了
他；至於四川那
個五十人犯罪團
伙，本來已經判
了死罪，宣撫使
張浚突發奇想：
既然他們能造假
幣，肯定也能造
真幣，乾脆讓他
們進印鈔廠當技
工算了！

這就像傳說中
的電腦黑客，雖
然犯了大案子，
卻因技術過硬而
被中情局高薪聘
請。

沁園春．新年書紅

■張耀明

■李開周

宋朝也有假鈔

■蘇州香雪海 （網絡圖片）

■山東濟南出土的宋代銅錢。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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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亮自信地
說，網站的人
氣不僅證實了
自己的眼光，
更說明了現狀
的確不景氣。
他表示，相信

「不景氣」是
目前唯一團結
網絡力量應對

經濟危機的中文網站，也是對時代的客觀鑒證。

滬指重返6000  網站自動關閉
據了解，該網站倡導「不景氣是一種時尚」，高舉「開源節流，

同舟共濟」大旗，拉動「為了省錢而進行的消費」，給自由職業者
攬私活提供方便，為各地空閒人士提供打零工的機會⋯⋯

當記者問及「不景氣」網站的上述定位是否有些「過於理想化」
時，程亮憤憤地說，如果滬指重返6000點，網站就會自動關閉，

「說實話，我真想明天就關了它！」

除了「不景氣」，內地各大網絡論壇上過去充斥的「鬥富Show」
帖，從Show名牌、Show珠寶到Show房產、Show跑車，轉眼間全變
成了「我是如何用30元錢過一個月」、「省錢達人是如何生活的」、

「蹭吃蹭喝的秘籍」等「比慳」帖。
不僅是大型投資，職場人士節衣縮食的生活還體現在各個方面。

一位北京的士司機對記者感歎，原來幾個在CBD上班的白領，不僅
包車上下班，還經常出手闊綽不要找零，「現在那幾位全都坐巴
士、地鐵上下班了」，這位司機說，如今秋風蕭瑟的北京，跟奧運
時火爆的生意相比，簡直就是天上地下。

私家菜館遇冷 街頭小吃受捧
一度因別具風格情調而備受京城白領追捧的私家菜館，也因價格

不菲「性價比」不高，如今也是門庭冷落車馬稀。北京後海附近的
私家菜館員工告訴記者，生意好時，經提前預約的顧客，可能還需
要排隊等位，現如今餐廳的上座率有時甚至低於5成。

「還是成都小吃實在」，在外企工作的肖小姐說，原來會花錢買
情調，其實還不如擔擔麵好吃。「我不但有房有車，還有一身貸
款，就是沒有存款」，她說，看㠥身邊不斷有朋友被裁員、減薪，
終於明白「過冬糧」很重要，可惜有點晚了。

如今，待業大學生們除有老三樣選擇「考研、出國、吃爹媽」
外，「棄筆從戎」似乎已成為他們面對現實、實現理想的又一選
擇。

北京多所高校的徵兵負責人向本報表示，大學生報名參軍人數大
大超過往年。「過去雖然學校大力宣傳，但最多不過有十幾人報名
參軍」，北京工商大學徵兵處負責人李響告訴記者，去冬的徵兵工
作還未正式開始，已有幾十人表達參軍意向。北京市徵兵辦有關人

士透露，自10月底啟動北京徵兵工作後，應屆大學生報名入伍佔總
人數的30%。

不僅僅是北京，大學生「參軍熱」席捲全國。官方媒體稱，廣東
省在徵兵第一天，就有來自30多個大中學校的5,000多名學子報名應
徵；在重慶，僅兩所高校就有數千名大學生參加徵兵諮詢；由於吉
林省大學生入伍政策對女生給予優惠，前來報名的女大學生甚至超
過男生。對此，徵兵辦有關人士分析認為，這與軍方出台徵兵優惠
政策以及大學生就業壓力過大都有關係。

優待多多：免試保研 推薦就業
據不完全統計，各地出台的大學生參軍優惠政策包括，每年每人

補助1萬或數萬元不等，復員後地方政府負責安排工作，政府以助
學金、創業補助等方式發放數萬元。

據了解，廣州籍新兵服役兩年後，可從當地政府拿到最高18萬元
的安置費、優撫費；而在校大學生服役後，可免試專升本、保研、
免學費、推薦就業等。以廣州越秀區為例，義務兵服役期間，越秀
區政府每月發放450元優待金，如復員後自謀職業還將發放8萬多元
補助金。「一個退役兵從地方政府能拿到的補助就近10萬元，這還
不包括服役期間的部隊津貼」。

「我不是為了10萬塊錢當兵的」，北京聯合大學中文系大四學生
小朱很堅定地說，雖然還沒找到工作，當兵入伍是一個現實的選
擇，但「解放軍是很神聖的，我從小就很崇拜軍人」。據他了解，
不少大學生希望參軍，不僅是就業壓力所致，也是「軍人情結」使
然。

當多數人正因全球金融危機而銀包縮水時，內地網站策劃人程亮卻因這次危機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他以極低成本和幾位待業中的朋友聯手創辦的網站「不景氣」（www.bujingqi.com），因宣稱「抱團取暖，渡過經

濟寒冬」，開通僅僅兩周，點擊率和註冊人數就一路猛增。程亮說，「如今網絡上熱衷討論如何保住『飯碗』，就

像當初白領的興奮點是討論用幾個月的薪水買一隻LV新款手袋」。這恐怕是金融危機寒流籠罩下中國職場困局的

真實縮影。無論是但求自保的職業白領，還是擠破腦袋搵食的大學畢業生，無不絞盡腦汁，避危尋機，演繹出一

幕幕怪招紛呈、神通各顯的職場禦「寒」圖。

■本報北京新聞中心記者 劉凝哲、實習記者 張一墨

■高舉「開源節流，同舟共濟」大旗的「不景氣」
網站，人氣急升。

金融海嘯眾生相
「不景氣」催生另類求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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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得10萬　學子爭從戎

■種種徵兵優惠
政策，吸引大學
畢業生紛紛棄筆
從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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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努力工作、積極學習等常規「保職」方式外，
有媒體爆出，不少女性白領開始使用「突擊

懷孕」這一怪招。
據稱，不少育齡女白領為躲避裁員而選擇突擊懷

孕，背後原由是國家勞動法規定，任何公司在女員
工懷孕和哺乳期間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開除員
工。報道引述在北京金融街工作的王小姐說，她
匆忙懷上「金融危機寶寶」，因為與其被公司裁
員後沒有生活㠥落，還不如借懷孕之機回家
帶薪休息一段時間，飯碗也暫時可以保
住。不過據記者了解，以「造人」作為
躲避危機的招數，在女白領中並不流
行，不少職場女性甚至因經濟蕭條而
不敢生育。職場專家郝健說，懷孕並
不是所有女性都適合的保職方式，是
否被裁員，最終要看公司效益和實際需
要。如果公司能挺過嚴冬，一般都不會
辭退懷孕婦女，但如果公司不景氣到極
點，即使支付補償金也會辭退懷孕女員工。

儘管官方強調，目前中國並未出
現大規模裁員潮，但是在金融海嘯的影
響下，內地職場人士已經感到黑雲壓境，一
片風雨飄搖。智聯招聘網一項調查顯示，金融危機影響
下，內地50%白領的基本工資尚未下降，30%白領的薪金
福利有所下降，13%白領的工資和福利均明顯下降，僅有
3.4%的白領加薪。

上述調查結果看似並不嚴重，但對於往年內地職場飛漲
的薪金水平，很多白領都抱有「不加薪就是變相減薪」的
心態。但面對這一結果，多數白領敢怒不敢言，37%的白
領因金融危機推遲或取消了跳槽計劃。

「開源」無望，白領志在「節流」， 該調查還顯示，6
成白領選擇現階段不做任何投資，47%的白領已減少娛樂

消費，46%的白領減少購物，43%的白領不再「下館子」，只有24%的白領表明目前開
銷並未受到影響。 此外，騰訊網的調查亦顯示，約80%的網民表示已感受到經濟危機
對生活帶來影響，其中34%認為影響嚴重。這些網絡民調，無一例外都顯示出，這場寒
氣逼人的經濟嚴冬已經到來。

如果說在職
白領正為保住

飯碗而挖空心思苦苦掙扎，那
麼中國超過數百萬剛畢業、即
將畢業的大學生們，則為了尋
找「下家」而另闢蹊徑。本報
記者日前探訪多場針對應屆畢
業生的招聘會發現，曾因高收
入而備受歡迎的金融、房地產
行業已成昨日黃花，多數大學
生都轉而希望進入央企、國家
機構，「就算掙得少，也是個
鐵飯碗」。

09求職者勢超千萬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

長張小建表示，09年大學生畢業人數將達610萬，加上往屆未就業的畢業生，和美國金
融危機導致的海外回流人員，中國明年的求職人數料超過1,000萬人。

「要麼考公務員，要麼找國企」，一名大四女生告訴記者，可惜難度都太大。在北京
市教委舉辦的一場萬人招聘會上，畢業生們大都擠在國企攤位前諮詢、遞交簡歷。北
京捲煙廠雖然名氣不大卻是國企，一位剛遞交完簡歷的大學生說，煙廠雖小，但國企
始終有保障，工資雖然沒有私企多，但工作相對輕鬆、穩定。

據觀察，很多企業的招聘要求已悄然出現變化，過去看重的高學歷，如今已轉為注
重工作經驗和專業技能。一位私企招聘人員對記者說，受金融危機影響，公司對高
薪、高學歷的管理人員需求減少，而對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量有所增加。

與往年相比，金融、外貿、房地產等企業的招聘職位也大幅減少，但隨㠥中央大力
支持交通運輸建設，多年來備受冷落的交通運輸、土木工程等專業學生變得十分搶
手。據北京交通大學的負責人介紹，不久前深圳地鐵在他們的學校剛剛招收了60多名
大學生。

躲避裁員
OL突擊「造人」

4成白領降薪
6成拒再投資

金融地產失寵
「鐵飯碗」搶手

防不勝防

時過境遷

現金為王

■為躲避裁
員，不少育
齡女白領紛
紛選擇突擊

「造人」。

■一度受捧的京城私家菜館，
如今因性價比低而門庭冷落。

■09年內地求職總
人數料超千萬，各
地招聘會總是場場
爆滿。

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昔鬥富今比慳
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白領奇招禦「冬」

金融海嘯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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