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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市 浮 沉 四 百 年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股票的诞

生意义重大。它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融资方

式，也重塑了投资者的行为逻辑和社会经

济的运行机制：资金得以集中配置，帮助

原本难以实现的大型项目快速落地；无数

普通人则获得机会，参与经济增长的财富

分配浪潮。同时，股票市场创造的繁荣、

引发的危机也如影随形，强烈的财富效应

放大了人性的贪婪，导致金融危机一次次

上演。

现代股票制度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大

航海时代。胡椒、肉桂、丁香、豆蔻等今

天看来稀松平常的调味品，在当时的欧洲

深受贵族阶级欢迎，“如金子一般珍贵”。

香料贸易的暴利，吸引着欧洲人竞相开启

海上探险，将香料从亚洲源源不断地运往

欧洲。

17 世纪之前，一同出海的船员们大多

是临时拼凑的“合伙人”，大家虽然共享收

益，但各自承担风险，贸易结束经常“原地

散伙”。然而，航海是场赌局。如果中途遇

到风暴、海盗或者战乱等不可控因素，船

队会承受巨大的损失。比如，1598 年，荷

兰就组织了一支由 22 艘船只组成的舰队，

浩浩荡荡前往亚洲。这支船队还算幸运，

虽 然 历 尽 风 浪 最 终 安 全 返 回 的 只 有 12 艘

船，但好歹保住了差不多一半的收益和一

半人的性命，更多船只则永远地消失在茫

茫大海上。

临时合伙模式的高风险，在很大程度上

抑制了人们对航海的参与热情，也很难吸引

稳定、长期的资金投入。为解决这个问题，

荷 兰 人 在 1602 年 发 明 了 一 种 新 的 合 作 模

式 ——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由此诞

生。这种新的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筹集资

本，更通过股份制度分散了风险，每个股东

只需要承担自身投资额所对应的风险。此

外，贸易从此也不再依赖“一次性团队”，

公司得以长期运营。

与股份有限公司同步诞生的还有股票。

资料显示，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最

初发行了总价值约 650 万荷兰盾的股份供公

众认购，当时一名荷兰工人的年薪仅为 200

荷兰盾上下，对比可见筹款目标的巨大。不

过，自从有了股票，公司筹资压力骤减，一

时间，股票抢购狂潮席卷荷兰。

根据当时的规定，公众认购的股份可以

自由出售给他人，无需公司清算或重组。这

一机制解决了股权变现的难题，提升了股票

流动性。到 1607 年，大约三分之一的股份

已经从原始购买者手中流转出去。

由于股票交易十分活跃，荷兰于 1608

年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厅附近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家股票交易所。这一举措为全球资本

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制度模板：投资者的有

序交易，取代了街头巷尾的私下买卖。英

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这样评价：“这家

交易所的诞生，重要性不亚于牛津大学的

创立。”

借助股票制度的创新，荷兰航海业得以

大发展，吸引了英国、法国等国紧随其后，

竞相模仿。此后，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股份有

限公司，并发行股票。

如果说股票制度在 17 世纪促进了航海

贸易，那么到 19 世纪，它则成就了工业文

明的骨架——铁路。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蒸汽机、机械化

生产、工厂制度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

式。在这一过程中，铁路作为当时最先进的

交通工具，成了贯穿整个时代的大动脉。美

国、英国等国的铁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建设铁路网、车站和运输系统成为这些

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修铁路需要大量资金，单靠私人投资

远远不够。于是，股票再次登场，成为推

动铁路基础建设的关键工具。铁路公司向

公众发行股票，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修

建铁路网络。比如，英国的大西部铁路公

司，通过发行股票筹资，把铁路从伦敦铺

设到了布里斯托尔。美国的宾夕

法尼亚铁路公司更是一度

成为全球最大的上市

公司，通过发行

股票筹措资

金修筑铁路、购买列车，将美国东海岸与

中西部连在一起。

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把手里的钱换成了铁

路公司的股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哪怕从

未坐上那趟火车，依旧把自己的资金变成了

铁路奔腾向前的燃料。

进 入 20 世 纪 ， 伴 随 全 球 化 浪 潮 的 推

进，股票市场逐渐跨越国界。跨国企业快

速发展，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加速流动，

形 成 了 一 个 全 球 性 资 本 池 。 股 票 市 场 不

再仅是企业的融资工具，更成为连接国际

经济、金融和贸易的枢纽平台。通过股票

市场，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和资源可以被迅

速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此外，股票市

场还成为经济信心的晴雨表。每一次交易

如同一次“经济投票”，反映出投资者对

宏 观 经 济 、 企 业 治 理 和 未 来 发 展 趋 势 的

判断。

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发展，股票市

场随之繁荣。然而，人性的贪婪也随之放

大，催生出市场泡沫。在乐观情绪主导市场

时，投资者往往盲目跟风，忽视风险，危机

也悄然到来。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化工材料、化妆

品、无线电等新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相关公司的股票价格快速飙升。例如，美

国无线电公司在 1925 年至 1929 年间股价上

涨了 939%。

1929 年，美国股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

点，投资者情绪高涨。正是在这个节骨眼

上，当时在美国声名鹊起的经济学家欧文·费

雪公开表示：“股价已经达到了一个永久性

的高原。”他本人也亲自下场，大手笔投资

美国股市。

不过几天后，美股大崩盘就正式拉开帷

幕，市场进入恐慌性崩溃阶段，绝大部分企

业的股价断崖式下跌，投资者的财富灰飞烟

灭。欧文·费雪一度坚持认为市场只是暂时

回调，并不断加仓补仓，试图“抄底”。然

而，随着市场持续暴跌，他不仅损失了自己

的全部积蓄，还因借贷投资陷入巨额债务

困境。

人性的贪婪总是难以遏制，类似的剧情

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重现。1999 年，美国科

技股进入疯狂牛市，市面上充斥着“只涨不

跌”的信仰。詹姆斯·格拉斯曼和凯文·哈

赛特在 《道琼斯指数 36000》 一书中大胆预

测，道琼斯指数将在 3 年到 5 年内上涨至

36000 点。“费雪的错误预言”再次上演，

仅 4 个月后，美国的互联网泡沫便宣告破

裂，大量投资者血本无归。

跨越 400 多年的股票市场，勾勒出一条

资本与文明共振的脉络。它曾是航海时代

的风帆，是工业革命的钢轨，如今又成为数

字时代的电光石火。它能推动世界前进，

也会令市场窒息。更多股票市场的

故 事 还 将 上 演 ，投 资 者 们 则 需

要在与其同行的过程中，

不 断 探 索 理 性 与 欲

望之间的平衡。

咖 啡 香 沁 东 南 亚
东南亚的咖啡文化，始于被殖民时期。

最初，咖啡只是少数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随

着时间推移，才逐渐被端上了当地普通人的

餐桌。至今，这份咖啡情结已经延续了几个

世纪。

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东南亚

咖啡文化的核心地区。

19 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来到越南，发

现这里湿热的气候非常适合咖啡豆生长，于

是开始在当地大量种植。在近一个世纪的殖

民统治期间，喝咖啡的习惯逐渐深入越南人

的日常生活之中。相较于崇尚仪式感的法国

人，越南街头的咖啡店更加朴实，不一定需要

太阳伞、小圆桌、花桌布，哪怕只是一张折叠

桌、一个矮脚凳，也不耽误人们享受悠闲的咖

啡时光。

在马来西亚，咖啡曾是茶的配角。茶文

化进入马来西亚后，当地人也有样学样，逐步

养成了一边饮茶、一边聊天的社交方式。后

来，咖啡以及烤面包、鸡蛋等佐餐小食也出现

在茶馆里，并得到越来越多当地人喜爱，也成

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印尼，咖啡的普及则与荷兰殖民者有

很大关系。早年间，荷兰人在苏门答腊岛和

爪哇岛建立了大规模咖啡种植园。苏门答腊

咖啡豆以曼特宁品种为代表，酸度较低、口

感浓郁，特别适合喜爱中深度烘焙的咖啡爱

好者，因而直到今天依旧在国际市场上享有

盛誉。

虽说东南亚咖啡的“祖籍”在欧洲，但其

早已在此落地生根，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

统风味”。

在 马 来 西 亚 的“kopi tiam（传 统 咖 啡

店）”，咖啡的制作过程堪称一场绝妙的艺术

表演。咖啡师会把咖啡豆与黄油和糖混在一

起“干炒”，然后用纱布袋过滤，冲泡出浓郁的

咖啡液。这种咖啡通常会搭配炼乳或鲜奶，

形成了“kopi C”（添加淡奶的标准咖啡）和

“kopi O”（只 加 糖 不 加 奶 的 咖 啡）等 经 典

口味。

越南的“冰牛奶咖啡”则能给人带来视

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越南咖啡素以“滴

滴”出名。传统的越南滴滤咖啡会使用印花

玻璃杯，每一滴咖啡液的滴落似乎都在述说

时光的流转。而“冰牛奶咖啡”则是“滴滴

咖啡”的进阶版：浓缩的咖啡液滴入杯中，

与炼乳和冰块混合后，呈现出层次分明的美

感。这种冰咖啡不仅在口味上非常独特，还

能在炎热的天气中给人带来一份清凉。

印尼“压制咖啡”的制作过程则更像一种

仪式。咖啡粉与砂糖一起被放入杯中，加入

热水后搅拌，只需静置片刻，咖啡粉便会沉淀

到杯底。很多人都对这个过程特别着迷，还

有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这样简单甚至有些粗

粝的细节百看不厌。或许，这就是“生活的质

朴感”。

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东南亚的

咖啡文化也在不断演变。现代咖啡馆的兴

起，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更多选择，也让咖啡文

化更加多元化。

在马来西亚，除了传统咖啡店，越来

越多的精品咖啡馆也开始流行起来。

这些咖啡馆不仅提供高质量的咖啡，

还注重环境的舒适性和社交功能。年

轻人尤其喜欢在这些地方拍照打卡，

分享他们的“咖啡时刻”。

越 南 的 咖 啡 文 化 也 在 与 时 俱 进 。

除了经典的“冰牛奶咖啡”，越南年轻人

也开始尝试制作创意咖啡，比如“咖啡冰

沙”和“咖啡奶昔”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

品类。这些创新不仅保留了传统风味，还

融入了现代元素，吸引了更多国际游客。

印尼的咖啡文化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寻找平衡。许多新开的咖啡馆不仅继承了

传统的冲泡方法，还引入了各种极具科技感

的咖啡机，为传统当地咖啡添加了些许“赛博

朋克”的味道。

咖啡之所以令人着迷，还在于它的社交

属性。多年来，许多东南亚人习惯于在咖啡

馆里与朋友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愁。如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咖啡馆里拍照，分

享到社交媒体上。这不仅是一种展示生活

的方式，也是一种寻找认同感的过程。这也

是许多国家将咖啡馆称为“第三空间”的原

因所在：在这里，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工作、生

活 的 压 力 ，享 受 一 份 独 属 于 自 己 的 惬 意

时光。

咖啡的香气中隐藏着东南亚人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文化的尊重。它不仅连接了过去与

未来，还连接了传统与现代，更连接了人与人

之间的情感。这或许就是东南亚人咖啡情结

中最动人的地方。

□ 朱 旌

爱上中国

，扎根中国

王迪迩

王贤思

7 年前，中国姑娘陈启凤在阿

联酋迪拜的一家店里闲逛。钟情披

肩的她看中了一条青花瓷纹样的款

式，店员正要上前，印度小伙阿尔希

德·拉苏尔·谢赫却抢先一步，拿起

披肩轻轻一展搭在陈启凤肩头。这

一搭，成就了一份浪漫的跨国情缘，

更开启了一段共同在中国创业的

历程。

来到两人位于第 9 届中国—南

亚博览会的展台，谢赫与陈启凤正

在为客人精心挑选手工地毯和披

肩。是夫妻也是合作伙伴，两人各

有所长、分工明确：谢赫自称“地毯

先生”，熟稔手工地毯的方方面面；

陈启凤自称“披肩小姐”，专注披肩

“搭配美学”。

在谢赫与妻子看来，手工地毯

和披肩不只是普通商品，从纹样到

工艺更承载着对文化和匠心的传

承。而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

需 潜 力 ，为 这 份 传 承“ 插 上 了 翅

膀”。他们认为，在中国做生意能紧

跟行业最新产品和趋势。更重要的

是，中国市场开放包容，让各国商人

能在这里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中国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尊

重、包容其他文化。”陈启凤说，“这

让中国消费者愿意去了解和购买其

他国家的商品，从而为各国商人带

来商机。”

相互扶持、携手向前，不同文明

里的爱情和奋斗故事诠释着人类共

通的美好情感，更成为中国与世界

分享发展红利的甜蜜注脚。

“老板，骑摩托车穿的那种皮夹

克在哪儿？”伊克巴尔·艾哈迈德·达

尔和妻子李炜锐正专心整理货架上的“中国风”皮衣，一抬

头就看到在南博会上找了他们很久的老顾客。

“慢性子”达尔来自巴基斯坦，“急性子”李炜锐是云南

大理人，10 多年前通过南博会结缘，一路从挚友变为挚

爱。相伴磨合十几年，两人早已默契十足，日子平淡却安

心：达尔主动包揽家务，在李炜锐生病时无微不至地照顾

她；李炜锐则在饮食上迁就达尔的口味，耐心倾听他对事业

规划的看法。

两人笑言，在中国做生意十几年，他们通过“以展促贸”

跑遍各个国家级展会，收获了一批“回头客”。两年前的第

7 届南博会上，有位老顾客穿着 10 年前买的皮衣又找到他

们，这对跨国夫妻感动之余更真切感受到扎根中国市场带

来的持久机遇。

达尔和妻子都认为，中国市场大、机会多，特别是中国

政策的便利性、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让他们坚定选

择扎根这里。谈到下一步规划，两人准备将生产线从巴基

斯坦搬到中国，根据中国消费者喜好进一步优化产品，同时

开启线上直播带货拓展销售新渠道。

“我在中国学到很多‘生意经’，也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发

展，这里让我有家的感觉。”达尔说，“如果想做生意，中国是

不二之选。”

正如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所说：“我爱她，这是一切的

开始。”熙熙攘攘的南博会不仅见证了贸易与投资的积累，

也见证了跨国夫妻充满烟火气的爱情。爱上中国，是对发

展机遇的执着，更是与伴侣共同奋斗的热情；扎根中国，是

对大市场的信心，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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