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17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一

编辑：魏 姗 版式：许宏亮 校对：刘丽花

评 论

春夏秋冬 ， 四季轮回 ， 一年四季 ，

余独爱秋。 秋之美是成熟的 ， 它不像春

那么羞涩 、 夏那么坦露 、 冬那么敛藏 。

时值金秋， 收获季节， 何以怀秋 ， 诗以

言之。 从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中釆撷怀秋

名句， 实在是一种美丽的遇合 ， 可以尝

试着从当下的忙碌中静下来 ， 对秋色秋

景作尽情的凝望与赏析。

《诗经》 云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秋日凄凄 、 百卉具腓 ”、 “桑之落矣 ，

其黄而陨” 是对秋发出的唏嘘 。 范仲淹

的 “碧云天， 黄叶地， 秋色连波 ， 波上

寒烟翠”， 所绘景色清微淡远之至， 情与

景交融 ， 引人深伤 。 到后来王实甫在

《西厢记》 “长亭送别” 一折中， 将此词

改为 “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紧 ， 北雁

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更是令人怅然若失。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是柳永的叹息 ， 凄

凄柳下， 再会无期， 能带走的似乎只有

满怀的秋风。 周邦彦的 “秋阴时晴渐向

暝， 变一庭凄冷， 伫听寒声”， 写的是凄

凉旅途的寂寥无助 。 韦应物 《闻雁 》 ：

“故园眇何处 ？ 归思方悠哉 。 淮南秋雨

夜， 高斋闻雁来”， 在秋雨之夜、 归思正

深之际有感而作， 刻画出萧瑟凄清的秋

声秋意 ， 表达了思乡怀人的落寞情怀 ，

意境凄切而古澹。

相比上述对秋的悲凉与无奈 ， 李白

在感 慨 之 余 却 尽 现 了 豪 放 诗 人 本 色 ：

“弃我去者 ， 昨日之日不可留 ， 乱我心

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诗虽极写烦忧苦闷，

却并不阴郁低沉。 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

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 ， 不

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 ， 展现出

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 ， 也展示

出诗仙广博阔大的浩然胸次 。 其言明朗

朴素 ， 音调激越高昂 ， 其韵回绵悠长 ，

断续无迹， 可谓达到了豪迈激情与自然

秋色和谐统一之境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中 “八月秋高

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诗圣杜甫

写的是自己秋风劲吹的数间破茅屋 ， 表

现的却是胸襟博大 、 忧国忧民的情感 ，

展现其推己及人、 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

杜牧也在 《长安秋望》 中望出了秋日的

云淡风清与别有洞天 ： “楼倚霜树外 ，

镜天无一毫 。 南山与秋色 ， 气势两相

高”。 这是一曲高秋的赞歌， 虽题为 “长

安秋望”， 重点却并不在 “望”， 而是极

尽赞美远望中的长安秋色之高远无极。

“荷尽已无擎雨盖 ， 菊残犹有傲霜

枝 。 一年好景君须记 ， 最是橙黄橘绿

时”， 东坡先生认为一年好景以橙黄橘绿

时为最佳， 并以景议人， 其旷达可见一

斑。 人到壮年， 虽已青春流逝 ， 但也是

人生成熟、 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 ， 先生

勉励好友珍惜这大好时光 ， 乐观向上 、

努力不懈， 切不可意志消沉、 妄自菲薄。

“空山新雨后 ， 天气晚来秋 。” “秋

风吹不尽 ， 总是玉关情 。” “野旷天低

树， 江清月近人。” “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珍珠月似弓。” “照他几许人肠断 ，

玉兔银蟾远不知。” “落霞与孤骛齐飞 ，

秋水共长天一色 。” 清爽今夜 ， 丹桂飘

香， 秋意正浓时， 低吟浅唱这些千古传

诵的怀秋佳句， 我有如豪饮醇酒 ， 沉醉

在这唯美空灵的秋之境像之中 ， 不知归

路、 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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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困境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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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经济一片狂欢之际， 实体经

济特别是实体门店却是一片苦楚。因此，

一些人的这种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对

立或割裂的论断，一直在追问：实体经济

困境的出路在哪里？

一、 实体经济困境的出路是在虚拟

经济吗？

很多人甚至很多地方自认为， 现在

发展实体经济已经过时， 只有不断转换

为虚拟经济业态， 才是时代发展正确的

方向。 孰不知，这种定位与把向，很可能

把实体经济进一步推向万劫不复的境

地。

从我们的角度看，所谓的虚拟经济，

是指金融和互联网相关的产业。 但在经

济学家或产业界的人看来， 虚拟经济多

是指是金融相关产业， 也就是本身要和

消费者、企业结合才能创造价值的行业。

但不管是金融还是互联网， 抑或是在这

之间的次金融与互联网化， 这些其实都

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些手段、一些元素，并

不是经济的本身。剥开来看，这些所谓的

虚拟经济形态， 其实就是建立在实体经

济基础上的消费方式、服务方式。

尽管这些虚拟经济都产生产值、收

益，也吸纳一些产业人口和市场载体，但

是如果实体经济都朝着这个业态迈进或

转型，进行所谓的“脱实向虚”、“弃实投

虚”，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自身，那么不

但实体经济会消失怠尽， 从中衍生的虚

拟经济业态也将难以为继， 甚至不复存

在。

不要忘了，马云早就说过，阿里巴巴

也是实体经济， 而且对实体经济贡献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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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马云多次在公开场合说：“企业没

有实体虚拟之分， 只有好企业坏企业之

分。 ”

实体经济发展困局的最主要根源不

是来自金融行业， 也不是来自于互联网

行业，相反，很多实体企业因为金融和互

联网的催化，迈上了腾飞的通道。

因此，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提到了“新

实体经济”这个词。新实体经济的“新”不

单单指是否缺资金、 是否有金融资本和

互联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而是要改变

过去传统落后的状态， 从重量不重质转

变成为消费者提供喜闻乐见、高品质、环

境友好的新型产品。

这一“新实体经济”或许就是部分实

体经济企业摆脱困境的必同之路。

二、发展新实体经济的钥匙在哪里？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根基，

只有根基牢才能枝繁叶茂。 实体经济的

发展理应成为当前经济的着力点、 发力

点、聚力点。特别是对衡阳这样一个人口

大市、资源大市、交通节点城市和老工业

基地城市来说，发展实体经济，提升经济

质量，吸附税收与利润，实现有效就业最

大化，更具有特别而深远的意义。

但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钥匙在哪里

呢？

其一，在于实体经济的要素优化。要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投资效益不高、

供给质量不高等问题。要补齐发展短板，

增加有效供给， 加大实体经济的政策投

入与增量供给。 要平衡和优化经济要素

的结构比配，不能失于一隅。关键要要化

解过剩产能，优化存量资源配置。要高度

关注人口优势是否能够转化为优质劳动

力和人才优势， 打造职教城和产学研基

地，引进战略性和前沿性人才等。要重视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 制造业部门负债率

高、部分产业产能过剩、高品质高附加值

产品供给不足等若干问题， 需要采取有

效的系统性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其二，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当

前， 我国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匹配的

问题依然存在， 一方面是亟待压降的过

剩产能和难以突破的资源能源瓶颈，另

一方面则是高品质生活品和高精尖生产

品的短缺不足， 部分高端消费和高端生

产还要依靠进口。 十九大指出，当前，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 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人民生

活水平提升之后，需求更加多样化，更加注

重品位和品质。因此，供给面无法适应需求

面的矛盾日益凸显。只有通过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着力优化存量

资源配置，从过去资源过度消耗、生态严重

破坏、 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的数量型扩张主

导转向素质提高、质量提升为主导，促进制

造业转型升级。

其三，在于实体经济的创新驱动。这里

说的创新， 并不一定完全是占据着科技发

展的最前沿，有时功能创新、外形创新、应

用创新、渠道创新、内容创新等也是重要的

方面。对于衡阳而言，只有立足于现实条件

的创新、引进与改进，才是我们务实创新的

方向。只有对高价值的产品，对实体经济本

身的回报率，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管理

与人才团队建设等问题高度重视， 才能给

企业在新经济时代下不断获得新的动力与

能量。

其四，在于实体经济的松绑减负。这不

仅仅是一个税收问题， 更多的负担其实是

在税收之外。比如土地与劳动力成本，比如

融资与水电供给， 需要通过政策性减负与

环境性减负相结合， 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还要推进简政放权，减轻企业

负担，对骨干企业和新生企业实行零干扰。

其五，在于实体经济的服务体系。要完

善包括金融服务、政府服务、支持服务、信

息服务、 法律服务等在内的各种支持实体

经济的服务体系， 使实体经济发展更加方

便、更有效率，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

基础。

三、 发展实体经济是否就可以忽视虚

拟经济的发展呢？

这个笔者相信大家都会给予明确的回

答。 但是，如何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让

虚拟经济成为实体经济再次腾飞的翅膀，

如何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得益彰、相

互促进呢？

其一， 要科学评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

济。 正如马去说阿里巴巴也是实体经济一

样，在互联网时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其

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也

有你。 如果片面的把一些互联网

+

或

+

互联

网企业都看作是虚拟经济， 很可能会影响

一大批改革创新的企业积极性。

其二， 要前瞻把握实体经济发展的取

向。 假如我们以为实体经济的运作方式是

一成不变的， 那么真的可能将实体经济带

入死胡同。 如果悲观地看， 这将是一个麻

烦，但任何一次麻烦和灾难，都有可能诞生

新的机会。我们要做的是，就是不断引导经

济主体从灾难中发现机会、捕捉机会，就是

创造一个可以包容失误、 东山再起的平台

与载体。

其三， 着力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深度融合。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使实体经济有了

更广阔的视野， 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夯实的

基础。 要善于打破产业之间、地域之间、技

术之间的壁垒， 建立具有复合经济形态和

多样产业能力的经济主体。 要通过生产要

素结构配比的调整、 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优

化、产业的协作协同等，来获取经济列车前

行的新动力。

1

、其实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我没

有创作提纲， 但在创作之前会酝酿很

长时间，大致的走向、意图、时代和历

史的背景确定以后我就开始写了，这

时有些人物的基调都还没定。 为什么

要这么做？改革开放后，作家写作要求

尊重自我， 尊重自己对生活和时代的

感受， 而不是事前拟定一个主题。 这

样，一边写，一边形成小说的人物、故事、

情节，包括细节，人物带着作家往前走。

到什么程度呢？ 情节、细节自己往外蹦。

———陆天明 说

2

、 贾平凹的小说是很乡土的叙事，

可是他的小说元素的内涵却很现代，他

把整个故事情节都拆散了， 拆成一个一

个的句子，这一句一句的话怎么去表达，

就是他的小说特有的魅力。他的小说，我

常常读好几遍，沉浸到他的小说里，会感

到文学趣味就在一句句话里面。 但这个

怎么翻译？ 如果把他的小说当成莫言的

小说去翻译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味道，即

便翻译出来，也是很平常的，或者很乏味

的农村生活场景。

———陈思和 说

段章取议

诗以怀秋

夏桢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