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 潮

“富不过三代”之我见
在中国 ，流

传 着 一 个 古 老
的魔咒 ，这就是
家 喻 户 晓 的 一
句俗语———“富
不过三代 ”。 纵
观历史 ，不少有
名 的 富 豪 多 为
昙花一现 ，许多
富 豪 不 但 不 能
保住财富，甚至还祸及子孙。

东晋巨富石崇，是中国历史中一个有名人物，他靠巧取
豪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生活十分豪华奢靡。 可惜，巨富之
人无善终， 后来有一天， 石崇的歌伎绿珠被赵王司马伦看
上，可笑的是，富甲天下的石崇竟不能舍去一歌女，最后导
致全家被杀，巨富在权贵面前不堪一击，这石崇还没有轮到
第二代和第三代就玩完了。

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诞生过真正的商品经济，只有在改
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我们才闻到了一点商品经济的气息。没
有商品经济，何来靠商品买卖发家致富的富豪。 所以，中国古代的富豪基本上都是由官员或官员的裙带关系中产生
的。 正因为古代富豪聚敛的财富大多是依靠强权巧取豪夺而来的，获取财富的方式和手段难以服众，必然会引起被
剥夺者的强烈反抗，一旦国家改朝换代或处于动乱时，富豪们必首当其冲，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

而且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建立保护富豪合法财产的传统和机制。 没有建立这样的机制，一方面是因为合法创
业的富豪太少，一定数量的富豪财产来路生疑，他们中不少人的财产都是有原罪的，甚至还带了血腥味，保护这些
富豪的财产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而不会得到民众认可的法令即使出来也会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
中国从来也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自己花几十万买的房子就不属于我，理
论上讲，70 年后就会归还给国家，既然自己唯一的财产都不属于自己，哪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给后
代？ 所以中国富豪“富不过三代”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摘自《潮商》第 2 期 寒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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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有个人叫黄楚九，家族世代
行医， 他 16 岁那年去上海开了一家中法
大药房，兼卖中西药品。32 岁那年，他推出
了第一个品牌药———艾罗补脑汁。

为宣传推销艾罗补脑汁，黄楚九可谓
下足了功夫。 首先黄楚九采取“洋为中用”
的手法，取了个“艾罗补脑汁”的洋名，迎
合了当时人们的崇洋心理。 然后在报上宣
传说， 有美国艾罗博士发明一种补脑液，
以一张犹太人的照片起名艾罗，放在商标
上算是发明人。 其实，这位“虚拟”的艾罗
博士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原来“艾罗”
二字 ，是从英文 “yellow”音译而来 ，yellow

乃“黄色”的意思，正合他的姓氏，故“艾罗补脑汁”，也就可以称为
“黄氏补脑汁”了。

接着他请当时的著名作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的作者吴
趼人撰文给这一药品做广告，发挥了名人效应。 吴趼人收到黄楚九
300 大洋的“稿酬”，写了一篇题为《还我灵魂记》的短文，文中的大
意是最近思维迟钝，精神委顿，朋友送来几瓶艾罗补脑汁，服后顿
生奇效，精神转佳，文思泉涌。

就在此时，偏有一个美国人艾罗找上门来，敲黄楚九的竹杠，
说那艾罗补脑汁是他的父亲发明的， 他是合法继承人。 黄楚九一
听，吓了一大跳。 他到处打听艾罗的底细之后，终于明白了对方的
用意。 于是，黄楚九决定来个移花接木，弄假成真。

黄楚九设宴招待了艾罗，给了他 1000 多元，然后，要求艾罗写
下一张收据，证明他的父亲老艾罗的确发明了艾罗补脑汁，交给中
法大药房独家经销。 艾罗明白了黄楚九的真正
用意之后，欣然答应了。 于是，艾罗补脑汁真正
成了美国人艾罗的 “发明”。 黄楚九移花接木
后，借西药之名行大肆宣传之实，结果，艾罗补
脑汁的销路更为顺畅了。 (摘自《文史博
览》2011 年第 10 期 孙可/文)

《酉阳杂俎》是一部唐代的志怪笔记，充满了仙剑神侠、道术怪谈。 在这些天马行空的故事中，我们还能找到经济学
的影子。

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魏时洛阳城有座菩提寺，为了扩建寺庙，人们掘墓取砖，结果就发现了一
个活人。 这人自称叫崔涵，说自己在地底下呆了十二年了。 有一天，崔涵路过一家棺材店，对老板说：“你们要用柏木做
棺材，不要用桑木做。 ”别人就问原因，崔涵说，阴间有规矩，凡被柏木棺材收殓的，可以免服兵役。

洛阳人听说这个故事以后一下子“洛阳棺贵”，柏木被抢购一空。 这个故事让我们见识了古代营销大师的魅力，表
现了当时的商人是如何通过故事来让产品添加附加值的。 不过问题仍然存在：这个故事过于荒诞，洛阳人为何会轻易
相信呢？ 原因可由 １９７９ 年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前景理论”解释，即损失和收益相比，人
们更厌恶损失。 买不到柏木，可能会面临未来的高价（棺材可是刚性需求），那么现在买就是减少损失，
于是抢购就开始了。 所以即便压根不相信这个故事，在经济学的作用下，人们也开始加入了抢购大军。

（摘自《深圳商报》3.6 岑嵘/文）

“生逢其时”变成“生不逢时”
鲁军（现为北京通卡网络技术公司总经理）、童之磊

（现为“中文在线”董事长）、马云、刘颖（一起创办“妈妈
说”网站）、陈曦（现为投资经理）都是清华大学学生，其中
公司第一发起人、总裁鲁军因创建易得方舟公司在 1999
年 7 月 18 日办理休学，是清华停学创业第一人，易得方
舟公司副总裁刘颖与他同时办理休学。 自他们而始，休
学创业引发社会大讨论。

1998 年 12 月 15 日，二十出头的刘颖开通了他的个
人网站“化云坊”。 接着，鲁军、童之磊、马云、陈曦和刘颖
5 个少年在宿舍的仓库里把 “化云坊” 个人网站演绎成
FANSO（易得方舟）公司。 1999 年 8 月，FANSO 第一笔私
人投资到位，近千万元的资金使不到 10 人的创业团队变

成了 60 余名员工的公司。 在那个神奇的年代，没有盈利
模式，只能提供免费服务。 对于这群年轻的创业者，公司
如何挣钱？什么时候能赚回烧掉的钱？所有问题当时都无
法回答，没有人能说清楚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他们的选
择是跳进大潮，边做边想。

他们生逢其时，但很快变成了生不逢时。 2000 年 6
月，IT 企业在纳斯达克跳水， 互联网的冬天降临。 两周
内，风险投资撤走，年底，FANSO 经历最艰难的时期，核
心团队五个走了三个， 账上只有几千元钱，40 多个员工
等着开工资。 2001 年 10 月，FANSO 网站无法登录了，他
们彻底的失败了。 在时间的历练中，他们很快明白，创业
不是跟着感觉走。 遭遇到互联网泡沫时，风向标改变，他
们首当其冲。

为什么中国很少成功案例
对于他们几个来说， 当年的休学创业似乎只是商业

上的一次演练。 童之磊认为：“一家公司存在的基础就是

创造商业价值，任何伟大的事情，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就
要形成一套有效的商业模式，那才能叫好的模式。 ”寥寥
数语，给过往的一段时间做了总结，只有经历过的人，才
知道其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他们已经明白商业是个什
么玩意，活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有光鲜的成功背后必然有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如软银亚洲总裁阎炎所说：“我们太多的人去讲盖茨的成
功、 乔布斯的成功。 但他们是经过多少年的奋斗才获得
的？ ”而曾任商界传媒企业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彤指出，为
什么很多成功的个案发生在美国辍学大学生身上。 因为
美国社会创业环境比较完备，就拿扎克伯格来说，他的知
识结构也比较单一， 但天使投资人
会在组建团队、 财务等方面给予一
些指导。 整个社会也鼓励创新，大公
司不会公然剽窃。 （摘自《南方人
物周刊》第 9 期 薛芳/文）

中国第一批休学创业者的艰辛路

2011 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 1000 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 50 位商人。 中国商人伍秉鉴和美国商人阿斯特都名
列其中。 他们两人先后成为清朝道光年间的世界“最富”，而他们两位的成功皆因为一句话。

32 岁那年，伍秉鉴从父亲手里接管了怡和行，其经营范围涉及到钱庄、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这一年，一位年轻
的美国人要求拜见伍秉鉴，他就是美国商人阿斯特。 阿斯特在纽约的朋友家里喝过中国的茶叶，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
东西。 他想把茶叶引到美国，让喝咖啡的美国人爱上中国的茶叶。 伍秉鉴说：“你打算怎么合作？ ”阿斯特说：“我打算买
你一万担茶叶。 可是，我只有五千担的资金！ ”伍秉鉴说：“所以，你就想让我赊给你五千担茶叶？ ”阿斯特点了点头。 伍
秉鉴说：“可是，这不合生意场上的规则呀！ ”阿斯特说：“我知道这不合规则，所以才来找你。 不过，我可以付给你利息，
并且，我一直留在你这里，直到货款从美国带回来！ ”伍秉鉴想了想，便同意了阿斯特的要求。

那艘满载茶叶的船离开广东港口不久，就遭遇了大风，船沉了，茶叶没了。 消息传来，阿斯特痛哭流涕，恨不得跳到
大海里淹死。正在阿斯特难过的时候，伍秉鉴派人来叫阿斯特。伍秉鉴掏出了那张阿斯特亲手写下的借款合同，当着阿
斯特的面撕了一个粉碎。然后，又取出了一张 50 两的银票，递给阿斯特说：“你的借款已经还清了。这是你回家的盘缠，
你可以回家了！ ”阿斯特一下子愣住了。 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他拿起那张银票，按照中国人的礼仪，跪下磕了三
个响头，然后，含泪告别了伍秉鉴。

阿斯特回到了美国，很快东山再起。 他不仅还清了伍秉鉴的债务，而且还帮助伍秉鉴在美国
发展茶叶、铁路、证券等业务。 并且，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你的
借款已经还清了。 ”这句话在美国商人中广为传颂，成为商界中的一种美德。

（摘自《意林原创版》2011 年第 12 期 明月/文）

英国有一座“斜屋”酒吧，位于斯塔
福特郡希姆雷市。 这座“斜屋”酒吧的屋
顶、门窗，甚至吧台都是倾斜的，所以搁
在吧台上的酒杯有时会自己滑动起来，
而扔到吧台上的硬币也会自己动起来。
这使得最清醒的顾客，也会产生一种已
经喝醉酒的错觉。 这座酒吧也因此获得
了“英国最具醉意的酒吧”的头衔。

“斜屋”的前身是一座建于 1765 年
的农家住宅， 后来被改成了一座酒吧。
在 19 世纪中期，这座房子的一侧地基发
生了沉降，地基每年只下降几毫米或一
到两厘米， 在 100 多年的时间中逐渐变
成了一座模样吓人的“斜屋”。

酒吧的经营者索尼·曼恩是一个著
名的旅行家，他在意大利看到了比萨斜
塔，深受比萨斜塔的启示 ，他决定让这
座“斜屋”永久地在人们的记忆中 “斜 ”
下去。 于是，索尼·曼恩对这座上世纪 40
年代就被英国政府列为危房的“斜屋”，
依原样进行了重新加固， 而不是拆除。
用支撑墙和钢梁加固后的“斜屋”，外表
看起来仍然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实
则是一座既安全又牢固的房子。

点评：房子歪了，成了危房，就得推
倒， 这是众人的思维模式。 以 “斜”就
“斜 ”，保留歪房子长此 “斜 ”下去的状
态 ，唯有这种出格的想法 ，才能让歪房
子出奇制胜，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旅游
景点。 同时，也为索尼·曼恩带来了源源
不断的意想不到的
财富。

（摘自 《思 维
与智慧 》3 月上 柯
玉升/文）

人们一般通过考察工作和生产来
考察经济状况，但是，闲暇和生活，是经
济的另一面。 当收入水平越过中等收入
线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将从生产向
闲暇转移，也就是我们说的制造业向服
务业倾斜。 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拥有多
少闲暇 ，如何拥有 ，又如何使用这些闲
暇，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要素
之一。

70%的人每天休闲不到 3 小时
今年，央视对国民的休闲时间数量进行了调查。 70%的

受访者日均休闲时间少于 3 小时，从国际对比来看，这部分
人处于奔波劳累、闲暇缺乏之中。 还有 8%的受访者表示几
乎没有休闲时间，忙碌不堪。

总体上看， 中国人的休闲时间不太充分。 这吻合了大
多数百姓的直观感受，也吻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处
于经济腾飞阶段的工业化国家， 休闲时间基本上都偏少。
如上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和韩国，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

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闲时间少，过于
忙碌，会降低幸福感。 在我国现阶段，幸福感主要由收入决
定，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休闲时间、健康状态、婚姻
质量等）。 这种幸福感的收入决定论迎合了目前中国经济
的工业化特点，但从休闲等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上，也可
以看到未来中国人幸福感的需求走势。

年收入 10 万元是休闲门槛
数据显示，休闲时间较少，也就是最为忙碌的地区集中

在辽东半岛、长三角和京津地区。 这些
地区也是当前经济发展较快、收入水平
较高的地区。

从这个分布看，闲暇经济研究中的
“闲钱悖论 ”（有闲和有钱不能得兼 、收
入高的地区通常休闲时间少）表现得较
为明显。 休闲，是对工作的替代，是种比
较昂贵的商品，需要用收入来购买。 在
收入水平没有越过“休闲门槛”之前，在
社保水平没有达到“休闲安全线”之前，

人们无法实现“有闲有钱”的和谐状态。 人们只能牺牲收入
去换取休闲，或是靠减少休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

调查证明，年收入 10 万元大概是收入上的“休闲门槛”
所在 ： 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的较高收入人群中 ， 只有
5.87%的人没有休闲时间， 休闲时间在 3 小时以上的高达
33.87%。 而 70%的受访者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下。 也就是说，
大部分国人依然处在“闲钱悖论”的挣扎之中，并无法保证
同时拥有高收入和高闲暇。

“闲暇经济”将成为文化发展的先导，成为“生活引领经
济、自由激发创新”的新经济形式。 这种新经济的表率，就
是北欧地区。 该地区有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群，人均收
入在最近 20 年稳居全球的前二十名，同时，北欧人的休闲
时间和休闲活动也走在全球的最前列。这是
一个典型的“有闲有钱”的社会。北欧人用更
少的时间，获得了更多的收入，玩得更多，挣
得更多。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第 11 期 魏翔/文)

我们何时“有闲”又“有钱” 3 月 20 日起, 中国成品油价格全面
进入“8 元时代”。全世界都要用油，为什
么国外有些国家的汽油比我们还贵 ,而
有的又比水还便宜呢？

为环保而多收税
挪威、荷兰、丹麦、法国等西方发达

国家的油价大概都在 13 元 、14 元人民
币。 抛开国际原油价格、国际需求、生产
及运输成本不讲, 每个国家的汽油价格
与该国对汽油征收的税费或补贴有很
大的关系。 西方油价高的国家大都征收
了高额的燃油附加税。

挪威就是一个很典型而有趣的例
子。 挪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约 56 万
元人民币, 是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发达国
家。挪威现为西欧最大产油国,世界第五
大石油出口国。按理说,这种富得“流油”

的国家,汽油价格不该如此“昂贵”。其中
很直接的原因是, 政府对汽油征收了每
升约 5 元的道路使用费和约 0.96 元的
二氧化碳排放费。 欧洲国家对汽油一贯
很僵硬地坚持征收高额的税费, 其中包
括出于环保、鼓励民众更多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等原因。

比水还便宜的油
有些国家的汽油真的是比水还便

宜 ,委内瑞拉每升汽油约人民币 3 毛 ,沙
特约人民币 8 毛,利比亚约人民币 9 毛。
一般而言 ,要以“毛”的价格在国内销售
汽油,除了油特别多 ,政府还必须愿意以
低廉的价格把汽油卖给国民。 比如说前
面提到的挪威, 虽然是世界五大石油出
口国之一,但政府还是对汽油征重税。而
委内瑞拉石油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 ,委
内瑞拉绝对不会担心国内原油供应问
题。 考虑到国民收入较低，为了弥补这
一点,减少民众的不满 ,他们就人为地降
低燃油价格,对汽油实行巨额补贴。
美国低油价源于市场竞争比较激烈

中国油价每次上涨, 总有很多人拿
美国油价进行比较。 那么为什么这个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汽油价格比我们发
展中国家的汽油价格还要便宜呢？首先,
中美汽油市场不同。 美国有本土公司与
外资公司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 而我国
只有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巨头垄
断中国石油市场 95%的份额。 其次是价
格形成机制, 美国汽油价格完全由市场
供需决定,不受市场管制,相比之下,我国
汽油价格受到政府一定的控制。而且,中
国成品油的加工及运输销售成本
均高于美国。 美国零售运输成本
一般占零售价格的 12%左右 ,而我
国一般会占到 20%左右。

（摘自《齐鲁晚报》3.24）

教辅培训、外语培训等民办教育现在很火
热。 “新东方”去年学生人数达 209 万，净营收
5.58 亿美元，过去五年平均增长率 42.6%，即是
对这一市场潜力的一个证明。

但绝大部分此类机构都行走在 “灰色地
带”， 它们无法获得教育部门审批发放的社会
力量办学许可证，只是以教育咨询公司的名义
办理工商企业执照后开展服务，按规定，它们
只能从事教育类的信息咨询服务，不能从事在
校学生的教学辅导。

问工商，为何营业范围不批 “教育培训”？
答：这要教育部门批。 问教育部门，答：依《教育
法》、《民办教育促进法》 和相关条例，“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
教育机构”，“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
民办学校的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 很多细则上面迟迟定不了，地
方教育部门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审批从紧，近乎不批。

没有教育部门的准生证，又通过公司形式
开展业务，遇到消费者投诉等问题怎么办？ 工
商和教育相互踢皮球，两不管。 既然“不合法”，
又有问题，能不能关了？ 那么多网点、学生、老
师，影响到社会稳定，谁敢？

中国市场很大、机会很多，这是确定的；但
不少领域“合法”进入很困难，又造成了很多不
确定。 胆小的被吓退，错过机会；胆大的只管
做，“边被查处边公关”，最后成者王侯、海内外
上市，也就基本安全了。 更多的是，进去了，在
扭曲的环境里 ， 做不大做不
强，煎熬纠结，或者捞一把就
走。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3.22）

一句话成就两位世界“最富”

微软的盖茨、苹果的乔布斯，Facebook 的扎克伯格……这些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大人物，他们的大学均未
读完。 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也出现了第一批休学创业者。

水

果

里

的

财

富
房
子
歪
了，

就
得
推
吗

民国时期的假洋货

次果酿出金
2004 年， 合肥女孩孟晓丽以留学生身

份来到了新西兰。 这里的奇异果行销至全
世界 70 多个国家， 每年生产将近 6000 万
箱， 据说全球 80％以上的奇异果都来自这
个小小岛国。

为维护奇异果“国宝 ”的市场形象 ，新
西兰政府规定，只有一级果才可以出口 (一
级果必须是身形圆润， 毫无瑕疵的)。 由于
品质一流， 新西兰黄金奇异果在国际市场
上赢得了良好声誉，但因标准过高，淘汰下
来的大量“次品”却愁坏了当地果农。 因为
新西兰是个仅有 400 万人口的小国， 对水
果的消费能力很有限。

看到果子便宜得惊人甚至白白烂掉 ，
孟晓丽感到十分可惜。
不久，爱动脑筋的孟晓
丽开始筹划，当地果源
非常丰富，是否可以做
点有特色的小生意？她
想， 当地气候炎热，一
年四季盛产水果，自己
何不开家果酒坊？ 2005 年 8 月， 她与朋友在惠灵
顿市 SPRT 街上，开了家充满时尚气息的“果酒自
酿坊”。在那里你既可以买到现成的果酒喝，还能自
己动手酿造，消息传出后，人们带着好奇纷纷光顾。
孟晓丽的“果酒自酿窖”在惠灵顿市渐渐有了名气，
俨然成为了“存放”客户美好时刻与休闲减压的理
想场所。 这一年，除去各种开支她净赚 27 万美元，
在异国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摘自《大众商机》2009 年第 6 期）

热卖“假水果”
几年以前仿真水果还都是手工制作。这也就决

定了仿真水果很高的市场价格，而价格太高仿真水
果的生意就很难做开。 现在，这些仿真水果已经批
量生产，成本大大下降，此时进行仿真水果经营可
谓正当其时。

一个批发价也就是 1 元的仿真水果，零售价至
少在 3 元以上。 但是，卖仿真水果并不是一个苹果
一个梨的去卖，而是制成果球、果篮、果塔等各种赏
心悦目的工艺品。 这样的话，附加值提高，产品好
卖，利润就会更加惊人。 一个果球目前的市场售价
在 200 元以上。

仿真水果制成的工艺品可以用于居室布置，如
果摆在家里的餐桌上，绝对是亮丽的风景。 而且这
样的工艺品送人再合适不过了，比如朋友喜迁新居
送上一个，朋友一定笑逐言开。 目前的仿真水果已
经开发出 300 多种，极其丰富，不用担心找不到你
需要的东西。 另外，仿真水果店也不需要多大的店
面，15 至 20 平方米足够了。 如果在批发市场有柜
台那就更好了，摆放一些工艺样品，此外再悬挂、摆
放一些独立的水果，还有就是
漂亮的瓶子， 然后批零兼营，
一定生意兴隆。

（摘自《乡村科技》2011 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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