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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曾经增过肥或减过

肥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皮肤发
生过什么变化。身体堆积了
太多脂肪的话，你的皮肤上
就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白
纹。如果你瘦了许多，那么你
的皮肤就会出现松弛。当然，
我们都知道皮肤是富有弹性

的，能像橡胶一样回复原状。
一位刚生过孩子的母亲几个
月后肚子变得平坦就能证明
这一点。所以那些减重很多
的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
减肥后，皮肤不能恢复原状？

将你的皮肤想象成一个

大的垃圾袋。刚从盒子里取
出来时，袋子压得很紧，叠得
整齐而漂亮。用它装垃圾时，
就会变得伸展、膨胀。垃圾袋
既耐用又有弹性，大多数袋
子都能装下废易拉罐、废纸
和任何你扔的东西。你的皮

肤也是同样的原理———它富
有弹性，经久耐用。它可以忍
受你塞进去的任何“垃圾”。
但是当你过度肥胖时会发生
什么呢？当你往肚子里塞满
比萨饼、烤干酪辣味玉米片
和火鸡时，你的皮肤会一直

伸展、伸展再伸展。但是到达
某一点时，就像垃圾袋一样，
皮肤就会撕裂。撕裂的地方
在真皮层———在你皮肤的深
层，而不是在被称为“表皮
层”的地方。但是因为增肥

而产生的白纹却会出现在表
皮层。

就像垃圾袋被拉伸到
一定程度也会破裂一样，你
的皮肤也是这样———而且
一旦这样，就很难让它恢复
原状。因此即使你把垃圾袋
里的垃圾都拿出来（对你来
说，就是减肥），你也不能把

垃圾袋变成原来的状态（美
丽而紧致的皮肤）。所以你
很可能会仍然拥有你 80公
斤时的皮肤，即使你现在只
有50公斤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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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现状：在你开始任何

有关皮肤的整形手术之前，你
的医生应该为你进行一项健
康营养检查———这样你在术
后可以完全恢复。术后你需要
静养，不宜运动。所以术前保
持身体健壮将有助于你术后
的康复。你的医生还会想知

道你在过去 6到 12个月里
体重是否稳定。如果你的体
重忽上忽下，就不能指望做
手术。如果你再次有肥胖的
倾向，那么你就应该加强锻
炼，打消做手术的念头。如果
你一直在减重，手术肯定是

浪费金钱，因为你术后有可
能皮肤再次出现松弛。

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估。

想想看，没有多余的脂肪，没
有松弛的皮肤，完全是理想
的体形是什么感觉。但是有

许多人需要度过一段艰难的
时间去适应术后的生活。这

里有心理的原因：体重是一
点一点增加的———如果不是
做整形术的话，减肥的过程
也应该是一点一滴的。你需
要时间在心理上适应自己新
的身体，不管是自己的身体
变瘦了还是变胖了。但是当

你做了整形手术后（尤其是
皮肤除皱后），变化是快速
的，戏剧性的。10年时间堆
积起的脂肪使你已经在内心
适应这个“自己”了，但是当
有人把近十公斤的多余脂肪
和皮肤去除时，你要准备接

受一个全新的自己。
是的，减肥和减少多余

的皮肤一直是你所期望的，

但是你必须对术后的疤痕、
新的身体做好准备。有的人
沉浸在别人对他体形的恭维
之中，而有的人却觉得很尴
尬或引以为耻，因为这种恭
维一直提醒他们曾经是怎样
的肥胖。许多患肥胖症的人

再也不愿意照镜子，所以你
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身体。
还有一些身体上的原因使你
在手术后很沮丧。手术不是
像在你的鼻子上打了一拳。
有些手术十分消耗身体，疼
痛和不适时刻伴随着你。有

些患者做完手术后看起来似
乎老了 20岁。那不是真实
的。你可以期望的是比你实
际年轻10岁的、健康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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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结束，我爸爸

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
要出国去看一看。当时我纳
闷，他怎么就知道外面还有
一个世界呢？作为他的女儿，
1976年的我，心里装着的外
国一共只有苏修和美帝那两
个大坏蛋，我自然是做梦也

没有想过要去参观访问他
们。那个年月里的我们都是
井底之蛙，“爸爸青蛙”虽然
知道井外还有一个天，却不
告诉他家里的“蝌蚪们”。

吴敬琏的第一次出国是
1978年去希腊参加一个经

济学的国际会议。那次出国
令他大受刺激，原来在他被
关在井底做青蛙的二三十年
里，国际上经济学理论有了
如此长足的发展，以至于他
在那次会议上，根本听不懂
国外经济学家们在讲什么。

他是个经济学家啊！他决心
发奋赶上。说干就干，要补的
第一门课：高等数学。48岁
的吴敬琏成了北师大数学系
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这两门课
的本科旁听生，上课认真做
笔记，回家又做作业，并让夫

人帮他请了个讲师来家给他
开小灶。

1983年 1月吴敬琏靠
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来到美国
耶鲁大学，他的身份是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赴美

访问学者，但53岁的他，拿
着个笔记本，从本科生的基

础课程到研究生的讨论会都
认真参加。他那时结识的一
些年轻的中外研究生，现在
不少已经是有成就的经济学
家了，当时大家都关心着文
革后中国的经济前景。

中国社科院的一名正

研究员，也相当于大学的正
教授，在美国同行们眼里是
一个相当受尊重的学术地
位，加之 20世纪 80年代
初，能与中国大陆来的经济
学家亲自交流，对美国的学
者们也是很难得的机会，所

以那时耶鲁的教授们经常
邀请吴敬琏和他们一起座
谈或吃工作午餐，意在对经
济学的热门话题进行交流。
然而有一点是那些美国名
牌大学的教授们不太清楚

的事，就是吴敬琏这位中国
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尚
在“补课”阶段，每一次与美
国同行们的交流之前，他所
做的准备工作都等于在弥补
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前流失
掉的时间。就这样一年半下

来，他在耶鲁这所美国著名
高等学府里，半做学者，半做
学生，刻苦努力到几乎筋疲
力尽。他的好朋友、经济学家
周叔莲说，吴敬琏从耶鲁回
来头发都白了。

那次出国一年半，从他

带回国给家人的东西来看，

“洋荤”倒是不少，有飞机上
发的果酱、刀叉和布拖鞋，也

有旅馆里发的肥皂、浴液和
洗发精，还有在美国的亲戚
们送的几件衣服，还真让当
时的我这只“井底蝌蚪”看
得眼花缭乱。然而，他带回国
的真正“大件”，是送给他单
位的一台 Digital牌的计算

机。他在美国已经开始学习
用计算机。而当时国内的研
究人员用计算机的人还很
少，他送给社科院经济所的
那台计算机，一直到他1984
年底调离社科院去国务院经
济发展中心工作时，还被封

存着没拿出来使用过。
他从美国带给家里人的

东西，也有一样算得上“技
术革命”的，那就是彩色胶
卷。他带回来的几卷，送人之
后自己家就剩下两卷。用第
一卷的时候，是我们家第一

次拍彩照，很兴奋。因为家里
人多，爸爸说每人只能照两
张，为这事我还和他闹了一
场别扭，因为爱虚荣的我太
想多拍几张彩色照片了。

一向有人把出国说成
是“镀金”和“开洋荤”，对

吴敬琏来说，这话也没错，
只不过他镀的是知识的
“金”，他开的是经济发展
新模式的“荤”。更准确地
说，他像一块干涸了很久的

海绵，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饱
吸知识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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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师带学生出去

玩，玩得兴起，很多人都爬
到了大树上。景区管理人员
责问：怎么玩得这么疯？你
们老师跑哪里去了？老师很
尴尬，她也在树杈上。

她就是走上央视《百家
讲坛》的女学者于丹。于丹

特能玩，她上大学的时候玩
出了名，被封了个“玩委会
主任”的头衔。

其实，小时候的于丹不爱

说话，是很孤独的孩子，那时
候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我学
习很好，但不善跟人玩，很受
歧视。中学我上了北京四中，
那是铸造我人格的地方。它要
求每个人都要有创造性。上大
学的时候，我是北师大‘玩委

会主任’，大家都知道我能玩，
很多喜欢玩的人都来找我”。

她的学生也说：“她特别爱玩
儿，特别会玩儿，然后玩儿的
时候我们都累得不行了，她
就鼓动我们设计 POSE拍
照。”据传，于丹发手机短信
速度极快，好几个手机都被
发死机了，跟不上。

生于书香之家的于丹，
小时候除了练字就是背诗。
她怀疑自己的童年是不是快
乐的。于丹从4岁起就在父

亲的指导下诵读 《论语》。
“我爸爸是搞文史研究的。

我忘记了我读过了多少遍
《论语》，它是常读常新的，

我不敢说现在已经读懂
了。”于丹大学学的是中文，
硕士阶段学的是先秦文学。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不
到21岁，那个时候接触的就
是先秦诸子，他们对我来讲，
神游物外，都是我的朋友。他

们身上的潇洒、人格、风格，
潜移默化地渗透给我，他们
不再是我讲课的时候才能想
起来的人，应该说他们无所
不在，真的像你一个随时相
伴的朋友一样，他们是我的
人生坐标参照系。你不必要

去背他们的文章，这些文章
已经在心里铭心刻骨，所以
只有当经典能够这样跟你高
度融合的时候，它是一种流
露，而不是表达。”

被粉丝捧称为“美女学
者”的于丹把自己的工作分

为生命和生存两个层面。
“在生命层面，我希望古典
的思想，让我心中有个简单
原则，让我知道执守是什么；
在生存层面，我希望把知识
转化为生产力，为这个社会
做点什么，于是才在博士阶

段做起了影视传媒研究”。
在学校，她除了给本科

生研究生上电视新闻专业的
课程，同时还给每一届的本
科生教授古典文学。她告诉
记者，给研究生们上课经常
跑到酒吧，要点零食，饮料，

一边玩着一边就把课讲了。
问到谁买单，于丹呵呵一笑，

当然是老师买单，她经常在
一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稿费不超过1000元的，都由
一位学生负责，专门供大家
在酒吧上课用。因此，学生们
都跟她成了好朋友，“女学
生逛街就爱叫上我，我给她

们挑的衣服都说好看，男学
生看足球也爱跟我一起，我
20多年前就看世界杯了，比
他们了解的多”。

生活有很多面，于丹是
这样排序的：“上课是第一
位的，我要给本科生上课，还

有28个研究生；其次是学校
的管理工作；第三位的是研
究工作，我本质还是研究传
播的，《百家讲坛》的事得往
后推。”她一直在教学一线
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每天
要处理系里的行政事务，每

周跑一两个城市，给各大广
电集团、电视台当军师。生活
中的于丹没有一点学究气，
是一个时刻充满幸福感，性
格开朗，现代感很强的人。
“讲座加出书”，这种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

《百家讲坛》及其代表学者
的走红。于丹尽管有些意
外，但她一再强调：“《论
语》有很多面，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每一个人的心得延
伸一定有着他自己的色彩，
我不希望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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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工作进展顺利，在

AST公司代表团临走的前一
天，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安吉传媒顺利上市，冯建设
亲自到交易所敲钟。这只集
文化、科网于一身的绩优小
盘股被各路炒家高度看好，
开盘直奔二十元，当天便冲

上了二十三。
三个月后内部职工股上

市时，安吉传媒的股价已跃居
四十块钱。公司不断发布利
好，什么它的第一大股东已同
美国AST公司签署合作意向
书啦，什么业绩有望大幅增长
啦。公司在半年报中格外大
方，十股送五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五股。除权后的股价在二十
元位置没待上半个钟头，便一
路小阳，迅速填权，只用了一
个来月就又爬回到四十元处。
算了算，在开盘价附近买入这
只股票的投资者，拿到这会
儿，利润可高达百分之四百。

而十块钱的内部职工股，若是
一直攥在手里不扔，已经足足
赚了八倍！
“真没想到，钱就这么好

赚！”许婷感慨地对张吉利
说，她那三万内部职工股，送
股后已经变成了六万，总价

值高达二百四十多万元。
“好戏还在后头呢，”张

吉利骄傲地说，“咱这可是
多重概念的绩优股啊。大姐，

股票的事您就甭操心了，到
时候我保证给您一个满意的

交代。”“你们可别乱来啊。”
冯建设听到一耳朵他们的议
论，插话说。
“没事，董事长，”张吉利

说，“炒股票赚钱是合法收入，
您放心好了。再说了，这股价
也不是咱们自己炒上去的。”

股价的确不是张吉利炒

上去的，是钱彪炒上去的。为
了炒安吉传媒，他用从乡下收
购来的身份证开了一百多个
股票账户，以三百万元的年薪
聘来一位一流的职业操盘手，
他还买通了几位证券分析师，
充当安吉传媒的吹鼓手。

十月初，股市正红火的
时候，钱彪通知张吉利：“该
出货了。我给你三天时间，让
自己人先走。我可告诉你，千
万要保密。”

安吉传媒的股价在四十
多元的高位震荡徘徊，成交

量急剧放大。市场上的技术
派人士纷纷评说：这种图形
叫空中加油，股价还有上升
空间。于是股民们踊跃跟进。

半个月后，股市的大环境

开始向淡，上面三令五申禁止
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加大力度
查处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还
通报批评了几家违规机构。于
是诸多股票纷纷跳水，大家争
先出货。安吉传媒的股价也随
之掉头向下，一直跌到二十元

才算止步，从最高处算起，股

价已经腰斩。
这个时候，钱彪早已把

货出干净，只留了二十万股，
作为底仓，下一轮再做时拿
来打压股价用。
“出货时机你掌握得可

真好。”张吉利由衷地夸赞钱
彪。钱彪替张吉利本人建的
老鼠仓，买在最低点，卖在最

高点，赚了肥肥的一大笔。
“股价虽然是咱们说了

算，可也不能永远涨上去，”
钱彪眉飞色舞，摆出一副大师
派头，“咱们也得顺势而为，
做波段，这样才能利润最大
化。再说了，年底往往是利空

集中释放的时候，机构都要结
账，资金面会比较紧张，这时
候就比谁跑得快了，咱们必须
抢在别人前面出货。对了，许
……冯总夫人还满意吧？”
“满意极了。我们大姐还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她

让我以后继续替她做。”
钱彪仍然满脑子股票：

“我现在考虑的是怎么把股
价打压下去，好慢慢吸货。你
现在要做的是多出利空，最
好让业绩滑坡。”“那样一来

我们公司的形象不就……”
张吉利有点不乐意了。

钱彪烦了：“证券市场上
今天业绩不好，明天变好了，
炒的就是一个题材！赚钱才
是硬道理，不然上市干吗？”

几句话把张吉利说得没

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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