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
球
投
資
市
場
，
無
不
受
到
利
好
或

利
壞
消
息
影
響
升
跌
，
正
所
謂
全
受

﹁
政
策
市
﹂
所
牽
動
。
月
前
，
受
聯
儲
局

退
市
憂
慮
恐
慌
潮
影
響
，
股
市
幾
觸
發

小
型
股
災
。
環
球
投
資
者
雖
投
資
於
各

地
不
同
市
場
，
然
而
，
美
國
這
個
世
界
經
濟

大
阿
哥
、
火
車
頭
減
緩
動
力
的
話
，
退
市
收

水
不
單
美
股
調
整
，
可
能
引
起
新
興
市
場
或

歐
亞
市
場
的
調
整
。
前
一
陣
子
日
本
股
市
，

有
過
一
陣
風
光
，
高
處
不
勝
寒
的
日
本
股
市

借
勢
調
整
是
意
料
中
事
。

港
股
是
外
向
型
的
市
場
，
外
圍
﹁
感
冒
﹂，

香
港
又
哪
能
獨
善
其
身
呢
？
魔
咒
﹁
六
絕
﹂

靈
驗
。
幸
而
，
投
資
好
友
堅
信
﹁
七
翻
身
﹂，

果
然
中
國
總
理
李
克
強
及
時
發
表
他
的
﹁
底

線
論
﹂
力
挽
狂
瀾
，
輾
轉
止
跌
回
升
，
亦
應

了
一
句
﹁
七
翻
身
﹂
有
點
起
色
了
。
一
個
月

內
確
也
回
升
千
點
有
多
。
可
惜
的
是
，
執
筆

此
文
之
時
，
㞫
生
指
數
曾
先
後
﹁
幫
拖
﹂
闖

關
二
次
不
果
。
雖
如
此
，
惟
展
望
八
月
，
反

覆
上
升
可
期
。

事
關
內
地
A
股
將
因
習
李
班
子
力
推
新
一
輪
改
革
亦

會
輾
轉
上
升
。
似
乎
習
李
二
人
治
國
理
念
較
統
一
於
市

場
調
控
大
於
動
輒
行
政
干
預
。
當
下
內
地
出
口
及
製
造

業
數
據
放
緩
，
顯
然
將
會
拉
低
就
業
機
會
。
一
切
以
穩

定
為
原
則
，
全
面
認
識
把
握
現
時
國
際
形
勢
，
習
李
堅

持
底
線
思
維
達
共
識
，
中
央
政
治
局
會
議
經
濟
定
調

—

增
投
資
、
穩
增
長
。
投
資
者
尤
為
關
注
中
央
對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定
調
，
而
未
見
以
往
﹁
調
控
﹂
字
眼
出

現
，
改
之
而
來
的
是
推
動
居
民
消
費
升
級
、
保
持
合
理

投
資
增
長
，
積
極
穩
妥
推
進
以
人
為
核
心
的
新
型
城
鎮

化
，
促
進
房
地
產
市
場
平
穩
健
康
發
展
。
而
﹁
平
穩
健

康
發
展
﹂
六
個
字
被
解
讀
為
放
大
容
忍
房
地
產
市
場
升

幅
。
港
股
市
場
轉
而
看
好
內
房
股
應
從
谷
底
反
彈
。
內

地
當
局
顯
然
用
上
新
思
維
，
對
房
地
產
打
遏
干
預
改
為

改
善
供
求
，
增
加
供
應
平
衡
發
展
，
顯
然
是
市
場
經
濟

主
導
。
﹁
把
錢
用
在
刀
刃
上
﹂
是
務
實
作
風
。
努
力
穩

定
對
外
貿
易
，
拓
寬
出
口
渠
道
，
鼓
勵
有
條
件
企
業
到

境
外
投
資
等
等
，
下
半
年
經
濟
部
署
被
視
為
市
場
經
濟

主
導
新
施
政
思
維
，
市
場
反
應
不
俗
。
對
內
地
股
市
及

樓
市
不
至
於
一
面
倒
看
淡
。
老
實
說
十
三
億
人
口
的
大

國
，
穩
定
壓
倒
一
切
，
發
展
是
硬
道
理
。
房
地
產
業
是

經
濟
發
展
投
資
的
重
要
動
力
和
支
柱
，
不
可
能
太
大
力

度
打
壓
，
否
則
經
濟
動
力
全
無
。
回
頭
看
看
香
港
，
期

望
特
區
政
府
是
時
候
檢
討
思
維
，
以
中
央
領
導
人
新
思

維
借
鑒
，
今
年
始
，
其
實
樓
市
供
應
已
續
增
了
，
樓
價

與
成
交
量
將
消
化
，
恐
防
會
爆
煲
吃
不
消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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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成
長
過
程
，
一
直
是
長
輩
教
導
我
們
如

何
做
人
，
然
後
是
我
們
教
自
己
的
下
一
代
如
何
好

好
做
人
。
世
易
時
移
，
最
近
收
到
好
友
的
訊
息
，

提
醒
我
們
做
人
長
輩
要
有
十
個
避
忌
，
以
免
招
後

輩
嫌
棄
！

看
到
這
個
標
題
，
令
我
戰
戰
兢
兢
，
小
心
細
讀
，
唯

恐
突
然
瞥
見
晚
輩
一
個
不
屑
的
眼
神
。

一
忌
：
爭
座
位
。
物
競
天
擇
，
年
輕
人
憑
力
氣
在
公
車

上
佔
上
座
位
，
是
他
們
的
本
能
，
別
咕
嚕
他
們
不
讓
座
。

二
忌
：
想
當
年
。
須
記
當
年
不
如
當
今
，
新
一
代
難

以
理
解
舊
時
窮
，
過
去
的
無
謂
多
說
。

三
忌
：
管
閒
事
。
子
子
孫
孫
的
事
沒
你
的
事
，
忍
句

話
別
表
態
。

四
忌
：
太
強
求
。
年
輕
人
一
定
較
你
忙
碌
，
要
他
們

看
望
就
像
要
他
們
花
錢
一
樣
，
可
能
被
視
為
不
合
理
。

五
忌
：
求
回
報
。
付
出
是
自
願
別
求
有
回
報
，
我
為

子
，
子
為
孫
，
不
回
頭
。

六
忌
：
太
熱
情
。
有
時
一
番
心
意
，
在
年
輕
人
眼
中
是
婆
媽
老

套
，
來
個
君
子
之
交
吧
。

七
忌
：
太
吝
嗇
。
錢
不
用
只
能
作
遺
產
，
有
時
要
主
動
結
賬
，

顯
示
大
方
。

八
忌
：
太
樸
素
。
有
些
人
認
為
自
己
老
了
，
毋
須
打
扮
，
其
實

活
到
一
百
歲
都
要
打
扮
，
年
輕
人
才
會
尊
重
你
。

九
忌
：
舊
物
多
。
你
身
邊
留
下
太
多
殘
舊
物
品
，
年
輕
人
就
會

覺
得
你
一
樣
的
殘
舊
了
，
所
以
要
狠
下
心
拋
掉
舊
物
，
努
力
追
上

潮
流
，
與
他
們
同
步
。

十
忌
：
等
人
陪
。
不
要
老
想
㠥
子
女
後
輩
應
陪
伴
自
己
。
要
培

養
自
己
的
個
人
興
趣
，
建
立
自
己
的
社
交
網
，
有
個
人
的
生
活
圈

和
新
鮮
話
題
，
你
越
獨
立
，
年
輕
人
反
而
越
關
注
你
。

讀
完
這
十
忌
、
就
感
到
現
在
做
人
父
母
或
長
輩
，
就
像
初
歸
新

抱
般
，
要
小
心
翼
翼
，
避
免
行
差
踏
錯
，
惹
來
嫌
惡
。
最
好
是
年

輕
人
需
要
你
時
，
你
便
在
身
旁
，
令
他
們
覺
得
﹁
就
手
﹂
；
他
們

忙
碌
時
，
你
便
及
時
隱
形
，
不
﹁
礙
手
﹂
！
拉
扯
大
孩
子
，
在
他

們
獨
立
後
便
要
盡
快
訓
練
自
己
獨
立
，
接
受
他
們
有
自
己
的
生

活
，
學
習
與
他
們
改
變
關
係
，
成
為
互
相
尊
重
的
朋
友
。
切
記
切

記
！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長輩十忌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中
國
藝
術
界
裡
面
許
多
個
領
域
的
翹
楚
都
同

意
﹁
學
我
者
生
，
似
我
者
死
﹂
這
金
句
。
據
說

最
先
是
畫
家
齊
白
石
留
給
門
生
的
忠
告
，
這
話

好
像
京
劇
的
代
表
人
物
梅
蘭
芳
大
師
講
過
，
我

們
粵
劇
的
伶
王
新
馬
師
曾
也
講
過
。

曾
見
有
人
扮
鄧
麗
君
，
如
果
參
加
無
需
說
話
的
模

仿
大
賽
，
外
表
似
到
九
成
九
，
可
是
一
開
聲
唱
歌
就

完
蛋
了
。
世
上
有
許
多
歌
手
打
正
招
牌
聲
明
模
仿
鄧

麗
君
的
歌
，
如
果
賺
過
錢
之
後
又
埋
怨
人
家
說
她
唱

得
似
鄧
麗
君
，
甚
至
要
去
除
任
何
﹁
學
鄧
﹂
的
痕

跡
，
那
就
未
免
有
點
忘
本
。
中
國
娃
娃
蔡
幸
娟
是
九

州
宇
內
的
首
席
小
鄧
麗
君
，
但
她
從
來
不
模
仿
小
鄧

姐
的
打
扮
，
亦
不
學
其
唱
腔
，
只
是
聲
音
有
點
似
。

其
實
娟
姐
誰
都
不
似
，
觀
摩
就
一
定
有
。

常
以
為
娟
姐
在
二
零
零
五
至
零
八
年
主
持
︽
台
灣

望
春
風
︾
節
目
時
的
唱
功
已
經
登
峰
造
極
。
但
是
據

知
情
人
士
所
講
，
娟
姐
本
人
認
為
這
幾
年
減
少
演
出

來
個
小
休
之
後
，
對
唱
歌
有
了
新
的
心
得
，
可
以
唱

出
更
高
層
次
的
感
情
。
這
個
真
要
拭
目
以
待
了
。

看
來
娟
姐
對
於
提
升
個
人
曲
藝
這
回
事
甚
有
決
心
和
自
信
，

按
她
的
情
況
，
最
低
限
度
可
以
再
唱
一
二
十
年
。
套
用
一
句
陳

腐
的
話
，
是
﹁
前
途
不
可
限
量
﹂。
藝
術
家
不
受
年
齡
限
制
，
老

太
太
仍
可
以
用
歌
喉
唱
出
少
女
的
心
聲
。
這
個
年
頭
，
我
們
粵

劇
界
的
花
旦
一
般
都
要
熬
到
四
十
歲
以
後
，
唱
唸
做
打
的
功
夫

才
稍
見
成
熟
，
六
十
幾
歲
人
還
可
以
演
少
女
的
戲
。

因
為
有
互
聯
網
的
幫
助
，
世
界
各
地
娟
迷
的
交
流
活
動
，
比

起
沒
有
網
絡
的
年
代
真
是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上
年
年
底
，
台
灣

那
邊
的
娟
迷
通
報
，
娟
姐
要
到
台
中
做
戶
外
錄
影
，
結
果
香
港

和
日
本
十
幾
個
娟
迷
都
專
程
飛
到
台
中
捧
場
，
還
拉
了
一
幅
十

多
尺
長
的
橫
額
，
上
書
：
﹁
全
球
娟
迷
支
持
蔡
幸
娟
﹂。

今
年
五
月
，
娟
姐
到
新
加
坡
參
加
一
次
演
唱
會
的
演
出
，
娟

迷
要
重
施
故
伎
，
但
打
聽
之
下
，
發
覺
主
辦
單
位
聲
明
不
准
在

場
內
拉
橫
額
，
以
策
安
全
。

潘
某
人
是
﹁
軍
師
﹂
長
才
，
便
在
網
上
的
討
論
地
盤
說
：

﹁
把
橫
額
的
字
繡
在
胸
口
就
可
以
。
﹂
然
後
熱
情
的
娟
迷
有
錢
出

錢
，
有
力
出
力
，
六
個
大
男
人
的
胸
口
都
印
得
一
個
大
字
，
合

起
來
是
﹁
蔡
幸
娟
我
愛
你
﹂。
我
認
為
﹁
軍
容
﹂
稍
欠
威
武
，
高

矮
肥
瘦
稍
為
參

差
。
不
過
娟
姐
很

受
落
，
六
壯
士
立

了
功
，
還
獲
邀
出

席
演
唱
會
的
慶
功

宴
。
不
過
，
有
一

小
節
不
可
不
提
，

以
後
若
是
人
家
邀

請
娟
姐
做
演
唱
會

的
特
別
嘉
賓
，
這

﹁
人
肉
橫
額
﹂
就

不
要
展
示
出
來
，

以
免
喧
賓
奪
主
。

看
來
，
以
後
參
與

﹁
人
肉
橫
額
﹂
還

要
先
行
競
爭
一
番

呢
！

六壯士立功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參
觀
﹁
香
港
書
展
﹂，
連
站
帶
走
，
超
過
兩
個
小

時
，
已
累
得
不
得
了
，
只
好
借
助
一
個
書
展
單
位
的

工
作
人
員
座
椅
，
喘
息
一
回
。

座
椅
背
後
，
便
是
展
出
圖
書
。
順
手
拿
起
一
本
，

竟
是
一
本
議
論
一
九
六
二
年
前
後
﹁
大
逃
港
﹂
的

書
。
打
開
一
看
，
卻
是
一
本
舊
書
，
內
頁
有
些
破
爛
，
還

有
讀
者
在
書
內
容
上
劃
上
底
線
。
問
有
新
的
沒
有
，
說
沒

有
，
我
說
就
要
了
吧
。
但
又
說
是
展
覽
書
，
不
賣
。
這
也

就
罷
了
。
我
只
是
聽
聞
說
過
有
這
本
書
，
但
事
過
境
遷
，

也
無
心
再
去
探
究
這
一
個
當
年
轟
動
粵
港
的
事
件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習
近
平
父
親
在
文
革
後
復
出
主
粵
，
曾

在
廣
州
召
集
一
個
小
型
的
座
談
會
，
談
及
﹁
三
年
困
難
﹂

和
﹁
大
逃
港
﹂
的
事
。
我
在
發
言
中
清
心
直
說
，
指
這
是

飢
餓
的
逃
亡
，
並
不
是
政
治
叛
逃
。
習
氏
點
頭
稱
是
，
並

㠥
有
關
部
門
要
搞
好
民
生
的
工
作
，
特
別
要
搞
好
邊
境
人

民
的
生
活
。

在
展
場
承
三
聯
書
店
李
安
小
姐
惠
贈
︽
九
巴
同
行
八
十

年
︾
一
書
。
圖
文
並
茂
，
講
香
港
九
巴
的
歷
史
。
我
不
知

道
她
何
以
要
贈
此
書
，
可
能
是
她
擔
當
責
任
編
輯
也
不
一

定
。
但
見
書
旁
還
擺
賣
一
些
古
典
巴
士
模
型
，
但
標
價
都

是
二
百
多
元
，
太
貴
。
如
果
是
幾
十
元
的
貨
色
，
我
便
會

買
一
兩
架
給
小
孫
子
。

在
另
一
書
攤
見
有
世
界
名
著
的
縮
寫
本
，
小
而
薄
的
一

冊
，
兩
本
只
賣
十
元
。
這
二
十
冊
之
中
，
大
多
聞
名
已

久
。
我
看
過
的
只
有
寥
寥
數
本
，
其
他
有
不
少
是
看
過
改

編
成
電
影
的
。
還
有
近
半
只
聞
其
名
而
未
閱
讀
的
。
今
見

有
﹁
即
食
麵
﹂
式
的
縮
寫
本
，
自
然
見
獵
心
喜
，
趕
快
選

購
未
讀
過
的
幾
本
，
希
望
一
兩
個
晚
上
看
完
一
冊
，
了
卻

心
願
。

其
他
選
購
的
都
是
一
些
冷
門
書
籍
，
還
有
一
些
既
冷
門

又
特
價
的
政
治
書
。
總
之
豐
收
而
回
。

此
外
，
還
要
看
看
出
版
社
為
我
出
版
的
書
籍
是
否
還
在

書
架
上
。
我
的
書
，
出
版
社
從
來
沒
有
大
力
宣
傳
過
。
大

概
認
為
這
些
書
只
是
聊
備
一
格
，
並
不
﹁
賣
座
﹂。
但
看

同
類
而
其
他
作
者
的
產
品
卻
受
青
睞
，
心
裡
頭
總
有
點
不

太
自
在
。
﹁
文
章
是
自
己
的
好
﹂，
信
然
。
　

書展絮語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思　旋

思旋
天地

巴
黎
香
榭
麗
舍
大
道
名
店
內
，
擠
滿
腰

纏
萬
貫
的
中
國
人
。
店
主
若
識
時
務
，
會

聘
請
懂
華
語
的
售
貨
員
，
以
服
務
顧
客
。

可
惜
，
如
今
大
部
分
巴
黎
店
員
仍
以
說
法

語
為
榮
，
拒
絕
外
語
，
甚
至
連
英
語
也
不

屑
哼
半
句
。

巴
黎
的
士
司
機
因
聽
不
懂
目
的
地
名
，
經
常
與

乘
客
糾
纏
半
天
。
遊
客
用
英
語
向
巴
黎
人
問
路
，

可
能
觸
及
他
們
的
傷
痛
︵
英
法
百
年
戰
爭
︶，
他

們
會
覺
得
討
厭
，
咕
嚕
咕
嚕
地
說
一
大
堆
法
語
以

示
不
滿
。
曾
經
有
網
民
譏
諷
，
巴
黎
餐
館
侍
應
因

聽
不
懂
外
語
，
經
常
落
錯
菜
單
，
急
步
往
返
食
客

與
廚
房
之
間
，
猶
如
奧
運
賽
跑
。

意
大
利
︽
新
聞
報
︾
諷
刺
心
胸
狹
窄
的
法
國

人
，
憎
惡
任
何
外
語
。
但
凡
他
們
逼
不
得
已
一
定

要
說
外
語
時
，
就
像
﹁
帶
㠥
濃
厚
口
音
﹂
的
外
星

人
開
口
說
話
；
或
者
，
像
脾
氣
暴
躁
的
意
大
利
人

在
咆
哮
。
　

法
語
無
疑
是
世
界
上
最
美
麗
的
語
言
之
一
，
法

人
引
以
為
傲
，
理
所
當
然
。
堅
守
自
己
的
語
言
和
文
化
，
不

容
外
來
﹁
雜
質
﹂
入
侵
，
無
可
厚
非
。
不
過
，
倘
若
矯
枉
過

正
，
損
失
的
還
是
自
己
。

巴
黎
市
政
府
終
於
向
現
實
﹁
低
頭
﹂，
最
近
出
版
小
冊
子

教
導
市
內
服
務
業
待
客
之
道
。
例
如
，
學
習
華
語
，
用
普
通

話
向
中
國
顧
客
說
一
句
﹁
您
好
！
﹂，
然
後
送
上
簡
單
的
微

笑
，
他
們
就
樂
不
可
支
。

小
冊
子
說
，
學
習
外
語
並
不
破
壞
本
國
文
化
，
只
會
反
映

法
國
人
正
努
力
地
表
達
善
意
。
假
如
外
國
遊
客
因
語
言
不
通

而
卻
步
，
法
人
更
沒
機
會
展
示
自
己
優
秀
文
化
之
處
。

法
國
教
育
部
最
近
亦
﹁
茅
塞
頓
開
﹂
了
，
准
許
公
立
大
學

自
行
決
定
，
在
一
些
理
科
和
經
濟
科
科
目
用
英
文
授
課
，
讓

法
國
學
生
在
全
球
就
業
市
場
容
易
找
工
作
，
也
讓
更
多
外
國

學
生
來
法
國
留
學
。

事
實
上
，
歐
洲
許
多
國
家
如
德
國
和
瑞
典
的
大
學
，
早
已

用
英
語
授
課
；
連
發
展
中
的
國
家—

—

中
國
也
不
甘
後
人
。

反
觀
法
國
，
不
知
道
外
面
世
界
﹁
風
大
雨
大
，
搵
食
艱
難
。
﹂

學習外語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穩中求進

不
知
有
多
少
人
正
和
小
狸
有
一
樣
的
感
覺
：
現

如
今
每
天
早
上
刷
新
微
博
和
微
信
﹁
朋
友
圈
﹂
都

越
來
越
需
要
勇
氣—

—

除
了
帖
子
越
來
越
海
量
之

外
，
帖
子
的
內
容
也
正
在
越
來
越
令
人
不
安
。
各

種
沒
底
線
的
社
會
案
件
、
各
種
﹁
教
科
書
不
會
告

訴
你
的
真
相
﹂、
各
種
貪
污
腐
敗
社
會
不
公
、
各
種
分
析

唱
衰
預
言
崩
盤
，
按
網
友
的
話
說
：
﹁
刷
一
次
微
博
，

需
要
看
一
個
月
的
︽
新
聞
聯
播
︾
才
能
療
傷
。
﹂

我
們
身
邊
的
﹁
壞
消
息
﹂，
似
乎
從
來
沒
有
像
現
在
這

麼
多
過
。
其
實
，
喜
歡
﹁
壞
消
息
﹂
是
人
類
的
天
性
，

這
一
點
早
已
有
心
理
學
家
論
證
過
，
但
問
題
是
，
中
國

人
對
﹁
壞
消
息
﹂
的
熱
衷
程
度
，
遠
遠
高
於
人
類
的
平

均
水
平
。
據
美
國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二
○
一
○
年
的
一
份

數
據
顯
示
，
有
百
分
之
六
十
二
的
中
國
網
民
表
示
更
願

意
分
享
負
面
評
論
，
而
全
球
網
民
的
這
一
數
字
為
百
分

之
四
十
一
。

心
理
學
家
指
出
，
喜
歡
打
探
並
傳
播
﹁
壞
消
息
﹂，
反

映
出
群
體
焦
灼
疑
慮
的
社
會
心
態
。
按
照
這
個
角
度
，

高
出
的
這
一
截
，
也
許
可
以
理
解
成
中
國
人
的
社
會
焦
慮
感
更
嚴

重
。
而
如
果
只
是
喜
歡
打
聽
個
小
道
消
息
也
就
罷
了
，
可
心
理
學

上
又
說
了
，
﹁
在
壞
消
息
輿
論
場
中
，
由
於
部
分
較
為
偏
激
的
觀

點
在
交
流
互
動
中
不
斷
得
到
強
化
，
最
易
以
某
個
突
發
性
事
件
為

由
頭
，
演
變
為
負
面
觀
點
的
集
體
宣
洩
，
從
而
形
成
排
斥
理
性
的

﹃
偏
激
共
振
﹄
現
象
。
﹂
這
就
好
比
現
在
的
帖
子
中
，
只
要
一
提
及

﹁
公
務
員
﹂、
﹁
富
二
代
﹂、
﹁
央
企
﹂、
﹁
天
朝
﹂
等
關
鍵
詞
，
不
論

事
件
本
身
如
何
，
一
定
會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咒
罵
煽
動
跟
帖
，
有
時

候
甚
至
出
現
一
邊
倒
的
情
況
，
而
這
時
誰
要
是
敢
表
達
個
不
同
意

見
，
沒
的
說
，
一
定
是
﹁
五
毛
﹂，
拍
丫
的
！
至
此
，
﹁
長
舌
婦
﹂

正
式
變
身
為
﹁
網
絡
暴
民
﹂，
甚
至
是
﹁
網
下
暴
民
﹂。

而
當
時
代
前
進
到
今
天
，
伴
隨
㠥
微
信
朋
友
圈
這
種
以
親
友
為

傳
播
基
礎
的
自
媒
體
的
誕
生
，
﹁
壞
消
息
﹂
的
負
面
影
響
力
更
加

是
以
核
裂
變
的
速
度
在
倍
增—

有
心
理
學
家
就
解
釋
過
，
﹁
在
恐

慌
心
理
狀
態
下
，
人
們
更
容
易
相
信
來
自
手
機
短
信
、
經
由
自
己

信
任
的
親
友
傳
遞
的
一
些
說
法
，
即
便
這
種
說
法
可
能
沒
有
什
麼

科
學
性
。
﹂
換
句
話
說
，
來
自
親
友
的
洗
腦
更
快
速
。

壞
消
息
、
恐
慌
、
盲
信
、
憎
世
、
更
多
壞
消
息
、
更
恐
慌
、
更

盲
信
、
更
憎
世⋯

⋯

國
人
的
社
會
焦
慮
感
就
在
這
個
無
限
惡
性
死

循
環
的
怪
圈
中
不
斷
累
積
升
級
㠥
。
與
之
相
對
的
，
是
永
遠
慢
半

拍
、
不
專
業
以
及
舊
思
維
的
政
府
信
息
公
開
，
而
這
又
恰
恰
幾
乎

是
唯
一
可
以
對
抗
謠
言
的
武
器
。

最
後
小
狸
想
㠥
重
表
達
一
個
觀
點
：
體
制
的
完
善
非
一
日
之

功
，
在
這
方
面
也
許
路
途
尚
遠
，
但
以
個
人
為
單
位
的
清
醒
卻
要

容
易
得
多
。
凡
事
問
個
﹁
真
的
嗎
？
﹂，
不
管
它
出
自
誰
人
之
口
。

也
許
我
們
識
別
不
了
處
心
積
慮
的
陰
謀
，
但
完
全
可
以
辨
別
出
常

識
性
的
錯
誤
。

未
在
追
究
之
前
，
永
遠
不
要
深
信
不
疑
，
沒
來
得
及
思
考
，
就

不
要
給
出
意
見
。
而
敵
人
的
敵
人
，
並
不
見
得
是
朋
友
。

壞消息綜合症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有學者認為，明代中期以後，特別是嘉靖以
來，思想家和文學家引領整個社會思潮，商人的
消費方式影響㠥價值觀的形成。實踐證明，清代
統治者的思想影響㠥整個社會潮流，直至晚清，
肅殺之氣尚存，龔自珍「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
全為稻粱謀」歎言在耳。然而，中國知識分子的
脊樑也是在清朝被折斷的。洋務運動發生前，知
識分子們的聰明才智皆用於「樸學」即考據之
學，遠離了社會，遠離了民眾，聽不到他們關注
社會關注民眾的呼聲，沉浸在整理中國古籍當
中，導致當洋人攜帶㠥堅船利炮捲土重來之時，
清政府卻瞪目不知所措，失去方向。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贊成以上觀點，同時也認

為，這應該是當代知識分子對歷史的一種思辨方
式。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明得失，不失為經驗
之談。歷史證明，從文人的脊樑可以看出一個朝
代的思想和價值取向。還有學者認為，從維護社
會穩定來說，清代有借鑒意義，但從倡導自由開
放和社會發展來說，似乎明代更見胸襟和氣度。
應該說這種觀察角度很獨特，思維和視野都很開
闊，也相對客觀和冷靜，值得借鑒。當代中國知
識分子就應該有這種眼光和思維，這樣才能知道
當代文人的脊樑在哪裡，能不能或該怎樣挺起。
其實每個朝代文人都有自己的脊樑，也都能挺
起，關鍵在於當代政府是否願意讓它形成一種思
潮，如果願意，則文人幸，如果不願意，則文人
只好退避三舍，而最後卻需要整個時代買單。
現代中國文人的脊樑又開始硬朗了。改革開放

三十多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價

值觀，包括整個社會的思維方式。然而，到了今
天，中國人才開始發現，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唯一
的，社會上除了錢以外，更需要文化的滋養，否
則整個社會的精神就會潰散，社會的發展也會處
於不穩定當中，而且越來越嚴重。正因為如此，
文人的脊樑又開始甦醒了，他們必將負起重要的
歷史使命和義務。要實現「中國夢」，我認為這個
中國夢首先應該是文人夢，因為文人夢可以讓整
個國家的精神為之一振，從而凝聚起來，緊接㠥
「強軍夢」、「強國夢」都可以一個個實現，因此
可以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
那麼，現代中國文人的脊樑又在哪裡呢？我認

為首先要重樹民族的自信心，營造民族大團結的
氛圍，而這正是現代中國文人所必須關注並肩負
起的使命和義務。也就是說，現代中國文人不僅
要去整理中國古籍，也要關注社會，關注現實和
人生，同時也要親近民眾，傾聽民聲，反映民眾
的喜怒哀樂和需求，包括願望和理想的實現。總
之，現代中國文人的脊樑就應該成為整個社會乃
至時代的脊樑，這樣，「文人夢」就能夠實現
了。當然，不只是「文人夢」要實現，「強國夢」
也要實現。然而，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這樣一個事
實，即現代中國文人的脊樑其實也是非常多元化
的，而且大勢所趨，必須用心去關照和維護。
在網絡化迅速崛起並形成的今天，文人的脊樑

也已經伸進其中，並成為時代的一股洪流，因
此，如何在網絡裡挺起文人的脊樑，無疑也成了
當今社會的重中之重，因為未來的網絡必將覆蓋
到每一個中國人身上。據不完全統計，如今中國

的網絡大軍已超過4億，而且網絡寫手多達2000萬
人。在這種情況之下，文人的脊樑如何在網絡裡
挺起無疑至關重要。也就是說，文人影響社會思
潮的時代又即將來臨了，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事
實。尤其是在一個市場化商人社會裡，文人的脊
樑所可能取得的作用和影響力是不可能也不應該
被低估的。
在商人社會裡，大吃大喝，貪圖享受之風盛行

這是必然的，商人的價值觀必須重樹，這也是時
代賦予文人的使命和義務。當然，商人永遠是商
人，商人的價值觀永遠不可能和文人一樣，但
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商人發展到一定階段，
也需要並追求品位的提升包括生活質量的提高，
而這就是文人的使命和義務。除了商人以外，官
場內外，也是文人關注的重點對象。眾所周知，
一個腐敗之風肆虐的時代，最需要的就是對精神
垃圾的清理。而眼下的中國社會正處於全面轉型
和提升的階段，如何改變官場風氣在很大程度上
也需要文人的介入。讀書改變人，也改變社會，
乃至整個時代，這正是文人所能起到的作用。一
個能夠把讀書視為人生樂趣並養成社會風氣的國
家，必將是一個高品位有追求的國家。
21世紀中國迎來了「文藝復興」的新時代，中

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作為一個文人，
他的「中國夢」必然也就是文藝復興。西方的文
藝復興運動，建立在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
上，而中國的文藝復興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
這就是文化的使命。誠如以上所述，商人時代，
是消費方式影響價值觀的形成，而文人時代，則
是品位的追求和對人生理想的實現，因此，這個
時代必須挺起文人的脊樑，讓民族精神重新煥發
青春魅力。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文人要有文化
的承擔，而這個時代現在已經來臨。關注現實，

弘揚主旋律，這就是一種承擔。
馮驥才先生說，「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有一批

藝術家、作家站出來成為志願者，承擔這種責
任。」我覺得，這句話講得很到位很透徹了，但
以筆者所見，每個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文化擔當。
文化人自覺地承擔，普通人不自覺地承擔，其實
方向是一樣的，使命必達。著名影星濮存昕說：
「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不管是不是知識分子，其實
幹的事兒都是過日子—像父輩、先賢們那樣，吃
中國的飯、說中國的話、想中國的事兒、辦自個
兒想辦的事兒—這其實就是文化擔當的基本內
涵。而且我們要養育子孫，把祖上對自己的影響
傳給下一代。」這是大實在話。
總之，中國「文藝復興」的新時代已經來臨，

文人的脊樑必須挺起來。

文人的脊樑

■挺起文人的脊樑。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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