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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流动的文化符号

时光流影TIMEFACE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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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该不该炒股？

谁没有年轻过，不多的上班薪水有少

许结余后，都渴望财富递增！存银行、理

财都是微薄的收益，别人的项目，你这点

资金沾不上边！股市，确实可以海纳百

川。一直以来，股市缔造了不少的正能量

神话，也让诸多前赴后继的股民，死在了

沙滩上，成为木乃伊。股市，一直以来都

成为赌场的代名词，股民，在大多人心中，

是不务正业的化身（切记谈对象时，别说

自己是炒股的哟）。金钱、美色和权力，是

人都难过的三关！股市，是可以让不多资

金的上班族快速翻盘的不错场所，但风险

也很大。作为上班族，该不该参与？如果

要参与，该如何操作呢？

请好这口的，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涮呐：炒股，其实和做其他投资是一

样的道理，在什么时间点重金介入，选择

什么行业！这个得研究！

1、要懂得《经济周期》，知道现在是处

于经济的什么阶段，要在经济复苏期介入！

2、国家未来 5~10 年最支持的行业有

哪些？

3、最后，才是选票！

winnie：只要不在影响正常工作情况

下，还是可以的，但是炒股会影响心情，且

行且珍惜。

H稚气：国企或政府事业单位炒股的

不少，老板看不到不会烦，看到了，关系好

的睁只眼闭只眼；私企的看到了，一定不

满意的。

明朝：就技术本身而言，市面上很多

书。其实，要懂得股市里技术指标的来

源：可以这么说，99.99%以上，都是来自股

价（当天的最高价、最低价、开盘价、收盘

价）和成交量！许多指标都在这上面演

化。所以，股价和成交量，是技术的根！！

我们曾经相识：前七八年，有人给我

分享了他炒股的心得。在中国，上班族炒

股，几乎可以做到包赚不亏，就是每 10 年

左右，只炒一次股票！指数下跌快 5 年左

右，你就建仓，再隔 5 年等火爆后，就卖

点！哈哈，有些偏激，但也有道理！

时代小股东：要炒股，学习和精通技

术指标是必须的。别的不说，就拿600551

来说吧，我是 23 元多走的，当时很多人都

说，很快会见 30 没有问题，我是按技术上

走的。其实，在23元多，还有许多人进去，

我不是炫耀自己，而是为23元追进去的朋

友惋惜，要修炼呐！以至于后来大跌后，

部分人骂时代出版，特别是时光流影团队

背了许多黑锅！

尽管我们的报刊亭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但是在全世界来看，报

刊亭却依然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并受到当地政府的

保护和支持。巴黎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巴黎的报刊亭迎来了它

150岁的“生日”时，身处巴黎的人们都“收到了生日宴会的邀请”，活

动内容包含了一系列以报刊亭和新闻行业的历史发展为主题的展览

会、研讨会等，在不同的报刊亭内也举行了主题各样的活动，众多新

闻从业人员和普通民众都参与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报刊亭的喜爱

和重视。

其实，无论是在时尚之都的巴黎，还是在工业革命的源头伦敦，又

或是在人潮如织的日本东京，这些报亭、报摊，或前卫，或保守，或环

保，或突兀，正是它们，凑成了这些城市细腻、生动、市井、鲜活的一

面，它们也是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面。

香港：
一度养活几代居民

如果你在香港逛街，除了新建带商场会所的屋苑外，你都有机

会见到一些面积不大的书报摊。它一度养活了几代香港居民。面积

是二英尺深，六英尺宽，比较老一点的是一个绿皮小空间，更多的是在

茶楼、餐厅门外的小摊子，几个架子插着上百种的报纸杂志，还有香烟，

口香糖，以前这些小摊子还卖小玩具，很久以前这种小摊子还有彩票

卖，那个彩票叫大马镖，中了以后还要跟赛马结果挂勾的。那个时候中

大马镖就跟现在中了大乐透头奖一样，可不得了啦。但打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开始，香港赛马会设立场外投拄站后，小摊子就没这些卖了。

回说报贩这行业，因为技术要求不高，入行门槛低，只要你摸黑

早起，手脚勤快，要赚到糊口的生活是不太难的，所以很多老一辈香

港人，持别是刚到香港的人，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事业的。看过

老片子的人大概都有机会看到四五十年代那些在路边叫卖报纸、当

天头条的场景，这就是那些没有背景、没有技术的老百姓的其中一

种生活方式。直到八十年代为止，很多刚从内地来到香港生活的

人，也是从这里开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他们在香港的事业。

英国：
从街头报摊看伦敦的包容

在伦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对面一条主干道的人行道上，一

个唐突立着的售报亭证明着伦敦的包容。老板Jenny坦言告知，这

个报亭归她所有，曾有政府部门想将之拆除，但一了解，她这个报亭

因为游人多、地段好，每个上午能卖掉3500份报纸，全天各种报刊

的销售量可以达到5000份，便欣然作罢。

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常常走着走着，你就会见到一个装修精良

的报刊零售店。每一个地铁站入口，则基本上都会设有流动的售报

亭。一位英国女士从记事起就看着自己的父母每天在早餐时边喝

咖啡边读报，所以每天读报现在也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觉得报

亭对一座城市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场所，“我就经常到报亭里买本

《Time Out》，伦敦一周内各种演出、各种展览就尽在我掌握之中。

此外，我还在报亭买过演出票呢！”她透露，不久前报上的一条消息

很让伦敦人兴奋，有建筑设计师开始将设计的精力倾注到报亭身

上，相信很快，街头那些报亭自己就会变身为时尚亮丽的景观。

西班牙：
报亭是最常见的街头文化

西班牙的马德里是一个步调缓慢但又热情奔放的城市。这个

城市有着特色最鲜明的欧洲古典式建筑，有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的普拉多博物馆，也有着最丰富的街头文化景观。

报亭是马德里最常见的风景。马德里人爱读报，外出时顺手买

份报纸，天下时事和他们最爱的足球，便全知晓了，因此，马德里的

报亭很多。

著名的商业街PPINCESA大街上，平均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报

亭。这些报亭，主卖报纸和杂志，也卖旅游用品和小的日常生活用

品。马德里的报刊很多，市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买上一份报刊，边

走边翻。那份悠闲，让这个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低迷的城市，有了

自信而从容的情调。

韩国：
“天天见”的书报摊叫“快乐小店”

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知道一个叫"morning365"的小店，更多的

韩国人喜欢称呼它为“快乐小店”。事实上，它是一个连锁经营的书

报摊，分布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报摊面积很小，但被各种书报、

杂志装点得颇为鲜艳、醒目，因为它们，这座城市满城书报香。

外人多半会好奇"morning365"名字的来历，韩国人告知，这是

因为市民每天都要光顾，报摊也是一年365天开放，因而得名，有中

国常见广告语“天天见”之意。韩国人素有读报的传统和习惯，很多

市民早晨出门，都是首先冲到书报摊，买上一份报纸，坐公车或地铁

去上班的时间，便是他们的读报时间。

“不敢想象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书报摊”，一位酷爱读报的韩国友

人开玩笑地说，“韩国人一生都逃不过三件事：出生、纳税和书报摊。”

法国：
报亭成了景观

在巴黎街头，除了地铁标志外，同样能吸引人目光的，还有

巴黎的报亭。这些有着绿色顶子的报亭，平时打开门，报纸杂志

摆得到处都是。到了晚上，门关上，小报亭变成了一个圆柱子。

柱子的四周贴有各种海报，当然最经常贴的往往是正在上映的

当红电影海报。

说起巴黎的报亭，有两处比较特别的不能不提——在巴黎，要

去最有文化的地方，你要去卢浮宫；要逛最热闹的街区你要去看香

榭丽舍大道。殊不知，这两处的报亭，一样值得一看。

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位于法国

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始建于1204年，历经800多年扩建、重

修达到今天的规模。在欧洲，卢浮宫的古建筑是最有气势的，但就

在这古建筑群中，间或点缀着很现代的报亭，两者相映成趣，也成风

景。报亭的外面摆放着六七种法国的报纸和二三十种刊物。报亭

的内部，则挂着明信片和各种各样的旅游地图。在报亭的外立面

上，各种杂志的封面不停地变动，这些封面热辣、浪漫，制作也很精

美，其现代感与卢浮宫的古典与庄重互相映照。

日本：
车厢再堵也要把报纸读完

日本的地铁很拥挤，特别是东京，在上下班高峰时可以用“沙丁

鱼罐头”来形容，不过，再堵的车厢环境都不能妨碍日本国民在不停

地晃悠中把手里的报纸读完。用一位日本新闻工作者的话说：“日

本是世界上‘读报大国’，日本国民素质也是靠读报培养起来的。而

早上买报，已经成为日本‘晨读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日本1都1道2府43县的土地上，分布着大约2.3万个报纸

专卖店。日本的报刊零售点大都在靠近车站的地方，以东京都为

例，几乎每个地铁站台及站外通道内都能找到报刊零售点，那是一

种大小和中国书报亭相仿的小门脸，其间出售报刊、杂货、食品等。

读报和坐地铁，这两种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被完美地整

合在一起。

文化：街头市井的鲜活元素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