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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超级饭局
一次游学上海，泛船黄浦江，第一次近距离观赏这座国

际化大都市。
以往，曾作为游客分别从外滩或陆家嘴看过对岸，但穿

江而过的感觉截然不同。当耳熟能详的招牌扑面而来、次第
排开之时，能让人感觉到权力与资本的交媾。它与途经长安
街的感受不太一致，后者更多只有生硬而单一的权力。

在外滩踩踏事件发生之后，36条风华正茂的生命未能走
进2015年。曾经对外滩美好的印象不时浮现在脑海，但又不
断被另一画面打断——— 在惨剧发生的同时，黄浦区委书记周
伟、区长彭崧等一行官员，在外滩投资集团董事长周旭民的
邀请下，进入已经结束营业的外滩空蝉餐厅吃夜宵，总共消
费了2700元，未付费。

两个画面如果并列，那就是过客与主人，而且本身没有
交集。

网友认为这2700元低得有点不真实，因为空蝉餐厅的消
费标准只有三个档次，即每人1888元、2888元、3888元。而通报
的解释是，空蝉餐厅已经歇业，是从对面另一餐厅借来的酒
水食物。但这恰恰证明其特权消费的本质，是隐蔽的权力套
现。试想，如果你是草民，即使按实价支付，也不可能有消费
机会。

一位网友说，他丝毫不关心这个饭局，更不为五名领导
干部违反“八项规定”而痛心。这个饭局的“重量”，其实就是
一根稻草，但由于它发生在另一件事——— 踩踏事件的同时，
因此显得极为沉重。

如果没有踩踏事件，如果没有媒体的冒险披露，那这顿
饭就不可能呈现在公众视线里。

不妨跟我来回顾另一场饭局，同样在黄浦江边，那是
2002年1月20日，普通的周日，传统腊八节。29岁的张荣坤早早
订下最好的两间包房，提前到此静候改变他命运的两位贵
人——— 时任上海“第一秘书”王维工及其邀请的上海代市长
陈良宇。

张荣坤半年前得知，上海路桥公司要“处理”名下的沪杭
高速上海段经营权。闻风而动者有来自浙江、江苏、北京等地
的实力企业，但名不见经传的张荣坤志在必得，他自认为拥
有竞争者无可企及的关系。

经王维工联络，3名主角相继入席，价值数万元的晚宴次
第呈现。

当张荣坤、陈良宇、王维工日后分别站在被告席上时，司
法审判再次重提当年的那顿盛宴。不同的是，离开权位的高
官陈良宇与大秘王维工，均风光不再，两鬓斑白。

司法材料这样记载：“张荣坤为使其实际控制的福禧公
司收购沪杭高速股权得以成功，请求王维工给予帮助。王维
工邀请原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宇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并请陈予
以关照，陈当即表示支持。”

这成就了张荣坤日后名震上海滩的“公路大王”称号，其
他实力本来更强的竞争者，却因为这顿隐秘的饭局纷纷铩
羽。

饭局实际仅仅持续一个多小时，陈良宇席间一诺，却何
止千金。在同年3月26日，上海市政府一号贵宾厅，张荣坤成
功获得上海路桥公司股权。陈良宇允诺主持这次签字仪式，
前来捧场的政商各界要人，无不瞠目。

司法进一步认定：“陈良宇违反决策程序，在没有充分论
证和评估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将上海路桥股权转让给福禧公
司，致使福禧公司实际支付了人民币10 . 15亿元获得了最低
价值为人民币13 . 36亿元的上海路桥公司股份。”并且，陈良
宇行政干预上海社保局为张荣坤获取10亿余元社保贷款。张
氏转以高速公路为融资工具，累计向上海社保借款34 . 5亿
元。

这样的买卖，谁不“福禧”？由此可见，既得利益者已在推
动社会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路径已在不自觉中被锁定，除
非经过大的震荡，否则很难改向。

此次空蝉餐厅的饭局，距张荣坤的饭局已有近13年，政
商之间有没有另一层面的交易已无下文。这只不过是一次权
力的轮回，其间虽然穿插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强势反腐，但
特权的“狂拽酷霸”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似乎，“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三部曲，连第一条都没有收尾。

黄浦江畔，长安街边，看招牌似乎变化不大，但背后权力
与资本的扩张势能，却有着不尽相同的动力与方向。我想，商
业的分量，从来都是由从业者无止息的创新与实践累加而
成；而权力的约束，就需要制衡与透明。目前的态势还是选择
性反腐，并未着手触及系统性的缺陷。

至少，媒体在这次事件的双轨迹报道中起到的作用，应
当获得肯定，今后有必要获得更大的空间。

（本文作者为知名媒体人，曾任《财经》副主编）

今天赴美游学已习以为常了，可让孩子们去海峡对岸的
台湾修学，研习传统文化，却依旧是稀罕事。作为赴台游学的
组织者之一，我一直在思索，台湾真正的吸引力在哪里？学生
又能收获什么？

曾有济南一中的一位校领导与我同往台湾后感慨：“台
湾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人。”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2014年暑
假我在台湾经历的很多事。

2014年暑假，我带着31名来自山东烟台、济宁、潍坊、济
南等城市的高中生，在台北中山女高共同聆听年轻作家张辉
诚的语文课。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的安玉行同学说：“我小时候看台
湾电视剧，看到演员恭敬谦让，听到演员温柔地说话，还以为
是故意这么演的。到了台湾后，才明白电视上演的不都是骗
人的。”两岸学生听后哄堂大笑。

台生的温良谦让体现在各个细节，比方说搭电梯，走路
时学生们都居右，去洗手间自觉排队；学生用得最多的口头
语是“不好意思”、“麻烦您”、“谢谢您”、“请”，从没听过“靠”、

“快走”、“赶紧”、“过来”。
无论是温良恭谦，还是尊师重道，大陆孩子在台湾感受

最多的不是惊奇，而是潜移默化的教化。山东孩子本来已经
很有礼貌了，可刚到时还是感觉好客气呀，两天后自然融入，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样的表达和沟通很舒服。

其实，这种潜移默化也不难溯源。台湾师生也好，民众也
罢，无论在社会上、校园里、生活中，都让我感受到活在当下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这或许就是文化的力量吧。

后来我请教台湾同胞，是如何让骑摩托车的人全部戴安

全帽，而且停放如此整齐的？是如何做到垃圾分类如此到位，
而且垃圾不落地的？一位老者告诉我，台湾十年前也面临同
大陆相同的问题，后来使用严苛的惩罚制度起到一定的效
果，但让人们真正感受到遵守规则好处的，还是文化。

2014年，我有幸两次拜访余光中先生。第一次听到余光
中先生讲起台湾“抢救国文”的活动，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大
陆的国学热。十年前，台湾教育部门减少国学课程，以余光中
先生为首的关心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拨人，如作家张晓风、高中
国文教师段心仪、张辉诚等，还有百所高中国文教学研究会联
署，共同发起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其实，台湾有识之士不是
在抢救简单的国文，而是以国文教育为载体的传统文化。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先生对于两岸学生的交流
这样说道：“希望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学创作交流活动给同学
们留下的，不仅是一次难得的旅行经历和文学素养的提升，
更是一次海峡两岸孩子们相互学习交流，增进民族认同、文
化认同的重要人生经历。”

在今天两岸民间交流仍停留在网络与外界传播时，朴实
认真的面对面交流，或许会让彼此之间感受到共同文化带来
的亲切与启发。台湾，这个让许多人魂牵梦绕的宝岛，小小
的，旧旧的，远远的，近近的，如同高山茶一样柔柔的，淡淡
的，静静的，但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却日益吸引着来自大陆
的孩子与家长。

其实，文化这种东西不需要坐而论道。只需要有一天，两
岸学生坐在一起，品一壶茶，唠唠家常，便足够了。

（王建菲为容德两岸教育文化研究院负责人，本文由本
报记者张榕博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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