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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杂志》周刊最初在《爱上纽约的理由》专栏
中推出这篇文章，题目为《因为一名斯泰弗森特中学
高年级学生在午饭时间炒股赚了７２００万美元》。

报道说，这名中学生名叫穆罕默德·伊斯
兰，现年１７岁，在纽约斯泰弗森特高级中学就
读。早年９月时，他就开始用积攒的家教学费炒
股，最终亏光了，却积累了经验。

“过了一阵子，他准备好再尝试（炒股），”文章
作者杰茜卡·普雷斯勒写道，“与此同时，他慢慢成
长为一名现代金融学专才，研究对冲基金经理人。”

《纽约杂志》周刊报道，有传言称穆罕默德·
伊斯兰迄今已赚７２００万美元，但他本人接受采
访时只承认净赚了“大几千万美元”。按照他的
打算，穆罕默德·伊斯兰明年毕业后将力求获得
经纪人执照，准备和他的朋友创立一支对冲基
金，在金融市场大显身手。

报道援引穆罕默德·伊斯兰的原话说，他已
经拥有一辆“宝马”牌轿车，但因自己没有驾照
而没法开。同时，他在寸土寸金的纽约曼哈顿区
还租有一套公寓，而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人已经

“基本同意”为他们提供１.５亿美元资本金。

噪“炒股天才”

采访对象承认恶作剧，让最早将
这一消息当作轰动新闻炒作的媒体

“脸红”。尽管中学生是这起恶作剧的
主要责任者，但《纽约杂志》周刊和《纽
约邮报》等媒体不经推敲即大加报道
的做法同样引起质疑。

《纽约杂志》周刊１６日发表声明，
向读者道歉。

“我们被耍了！”声明说，“我们的
事实核实机制显然不完善，我们（对报
道“乌龙”）负有全部责任，我们本应了
解得更多一点。”

事实上，不少“过于”吸引眼球的

消息或者说法，往往经不起“常识”的
简单推敲。

雅虎新闻记者杰夫·马克早在中
学生承认作假前就对消息中的数字
提出质疑。杰夫·马克认为，如果消息
属实，穆罕默德·伊斯兰可以称得上
是“史上最伟大交易者”，没有之一，
因为他仅使用午饭时间敲敲键盘就
能让“股神”沃伦·巴菲特都难以望其
项背。

根据最初报道，穆罕默德·伊斯兰
９岁时炒股亏光，再入股市后几乎从零
开始，炒到７２００万美元身家。

假设他１０岁时重新炒股，本金为
１０００美元。要达到７２００万美元净收益，
穆罕默德·伊斯兰过去７年必须实现平
均每年５００％的收益率，即每一至两个
月收益翻番，而且其间不能出现任何
亏损。这种假设甚至还没有将税收和
佣金考虑在内。

美国华尔街史上最大“庞氏骗局”
主角、涉嫌诈骗约６５０亿美元的伯纳
德·麦道夫通过高回报率吸引资金，但
其承诺的年收益率也只有穆罕默德·
伊斯兰“传奇”的二十分之一。

据新华社

噪媒体“教训”

少年“股神”消息一经报道便引起广泛转
载，《纽约邮报》周日甚至在头版位置报道穆罕
默德·伊斯兰的“事迹”。１５日，社交网站上到处
充斥着这一“传奇”，全球不少媒体予以转载。

不过，《华盛顿邮报》、“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CNBC）等不少媒体和财经评论人士对
这个故事提出质疑，认为有关事实“太假”。

《纽约观察家》网络版１５日晚些时候发布对
穆罕默德·伊斯兰的专访，证实这一“乌龙”。

穆罕默德·伊斯兰在专访中承认，整条消息
都是假的，他没有赚７２００万美元，甚至没有投入
一分钱到股市中，而只是在电脑上模拟证券交
易，而这种模拟交易的虚幻“盈利”数字甚至高
于７２００万美元。

穆罕默德·伊斯兰１６日接受《纽约观察家》
网络版第二次专访，就先前“乌龙”报道中的更
多细节披露实情。

关于“宝马车、曼哈顿公寓”一事，他说，那
辆“宝马”牌轿车是他父亲的，自己“在和父亲一
起时用过它”。

穆罕默德·伊斯兰说，知道这个“假传奇”
后，父亲对自己的不诚实非常失望，“我真的对
不起他……他今天早上没有再和我说一句
话……我完了。”

噪走下“神坛”

少少年年股股神神？？纯纯属属捏捏造造!!
美媒就“高中生业余炒股赚7千万”报道公开道歉

美国《纽约杂志》周刊１４日刊登一则消息，称纽约一名１７岁中学生平时利用“午
饭时间”炒股，迄今已赚７２００万美元。消息在网上遭疯狂转载，多家美国知名媒体随
后在显著版面转载或再行采编这名少年“股神”的人物消息，短时间内引起轰动。

不过，这名少年一天后主动承认，他捏造了这个“故事”，迫使《纽约杂志》周刊１６
日刊登公开道歉声明，承认“我们被耍了！”

穆罕默德·
伊斯兰在学校
里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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