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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根据新闻事实写作的时评，应当说是在向历史的深层掘进，开采思想的“石油”。
今年9月下旬，应中石油集团和大庆油田之邀，我参加了庆祝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活动。
在铁人王进喜工作过的1 205钻井队，听石油工人讲述钻井打油的故事，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打井人
”，每天在新闻事实的“原野”上寻找深藏地下的“乌金”。
北京晚报评论专刊《北京论语》创办4年来，我每年写作新闻时评20。
篇以上。
从事新闻工作30年，写下新闻时评有上千篇。
去年，有一位领导问：“苏文洋何许人也？
”其实，“何许人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言之有理。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不管是什么入，谁向我们指出都行。
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我写时评，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时时自问说得“对”还是“不对”，“对人民有好处”还是对人
民没有好处。
一旦我自信是“对”的，是“对人民有好处”的，那就要对不住某些部门、某些入了。
有人指我的某篇时评为“骂人”，实乃冤哉枉也。
鲁迅先生说，指良家妇女为婊子.那是骂人。
指婊子为婊子那就不是骂人，只是说出了事实（大意）。
林语堂说：“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有多少要涉及骂人。
”（《语丝》第五十七期）我自问自己不是学者，迄今少有独立思想，写作时或许也坚持诚意和个人
见解，大多还是“遵命文学”，固实在不敢在时评中“骂人”。
对一些人指名道姓，小有得罪，也是因为那些人真的不是“良家妇女”，尽管他们有钦题的“贞洁牌
坊”，但从他们抽的香烟、戴的名表、住的豪宅、讲的官话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些入放在婊子的队伍中
都不太受欢迎。
对这些人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痛不痒地唠叨几旬是没有用的，拆掉他们的“贞洁牌坊”确是今天一
项非常有意义的建设性工作。
时评近几年在中国媒体上多了起来。
杂文也多了起来。
我的一些时评时常被《杂文选刊》选用，也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尽管我也有杂感，却距离一个杂文家还差得很远。
明证是北京有个杂文学会，那里的杂文大家和专家们似乎从无人拉我去“学会”沾光，评奖之类的美
事更是与我无缘。
倒是远在长春的《杂文选刊》以为我的时评可以入杂文之流，给我鼓励和稿酬。
在我看来，杂文是散文的一种。
只不过时评更讲究“时”，杂文则更讲究“文”。
当今杂文的问题，往往是掉历史“书袋”过多，挖掘新闻事实不深。
杂文给人的感觉，不如时评的建设性、实效性更直观。
七八年前，我的女儿考大学那一年，以及以前的历届学生高考，时间都在7月。
我从她的高考想到考试时间应当调整.便在北京晚报（《观潮说》专栏撰文（《请大人们坐三天》，建
议把高考时间放在每年的五一黄金周前后。
4年后，全国高考改在每年6月初，尽管还不尽如人意，毕竟比“夏练三伏”要好得多。
我不敢说这一时间的调整与我的时评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我相信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听到了人民的
鼓与呼。
我希望我的时评能最迅速、最直接地反映人民的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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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文洋先生对社会、经济、文化、民生等各类热点话题所作的时评。
他用自己的方式对新闻点进行了解读，书中揭露了垄断暴利行业的弊端，赞扬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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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文洋，《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2006年组织创刊“北京论语”言论专版，成为北京新时期的时评
品牌，曾提议晚报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文物保护活动。
著有《白纸黑字》《交道口·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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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真相：人家的大领导出来接待　听证会：要听消费者的。
未听消费者的　老头子巴菲特为什么要全抛中石化的股票？
　国企上市：贱卖有理论？
好西瓜鲜卖论？
　降价：“带头大哥”令行禁止　发放助学金。
请求“一支笔”　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大炮多了，黄油就少了　建设部紧急发文：上
文与下文　10年以后，这个能源公司就退出了　规范公务员薪酬。
干干净净执政　双料的坏：服务差，价格高　严控钢材出口。
让西方国家去大炼钢铁吧！
　真相：人家的大领导出来接待　煤炭出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贱卖：连“狗不理”包子都不如
　负资产：中等收入者的奋斗被否定　新“三光”：国有矿产资源富了“矿老板”？
2.花旗银行：为仕么是先生老是欺骗学生　理财10万元。
获利39.6元？
　行贿：如同劣币驱除良币　安民告示：鼓励养老金入市　银行是弱者？
理财专家是傻子？
　财政预算：听得懂，看得明白　油荒：部分油站“等待油价上涨”　公路上市：“犯了方向性的错
误”　扯淡：把《通知》说成“铁令”　热钱不是热爱中国才跑进来　严重程度：应该还到不了千亿
坏账　雷曼兄弟破产了，美林被收购了，大摩呢？
　金融海啸：与狼共舞，又不被狼吃掉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打领带　痛打一顿，给肥猫减肥　国
债钟：高悬于纽约时代广场　裸游：资本市场也有“秋后行动”　银行监管：“二赖子”与“老赖”
的故事　花旗银行：为什么先生老是欺骗学生3.平均工资：再次上涨！
再次质疑！
　电话月租费也该降价了　电信资费套餐：向肯德基学习　理想效果：让经营者“适当盈利”　看病
难。
看病贵。
看1100亿怎么花　贷币战争：美国人大获全胜　大学校，大医院。
大糊涂账　交警感叹：大量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大胆假设：炸掉故宫，解决房价暴涨　幸福指数：被忽略的大多数　这个被审计遗忘的“小金库”
　“惩罚性赔偿”：企业与受害者的共同惩罚　与工资挂钩，与CPI挂钩　高油价：杀人如草不闻声
　我们不吹集结号，你们也是英雄　平均工资：再次上涨！
再次质疑！
　减肥新体验：无餐盘运动　A股分红：收回成本需要243年　拉动内需：农村包围城市　投资：中央
有钱。
地方更有钱　《金融时报》：把中国农民当成英国农民　燃油税：15年改革，15年博弈4.缩水：世界
是凹的，中国房价是凸的　王石喊“拐了”：高原寒，炊断粮　房价下降：一个建设部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贪官：一个不容忽视的省略号　德国房地产市场的“三大杀手锏”　欠税者：赶紧盖房子，加
快卖房子　开发商心里明白不说：我捅破！
　黑幕：从3至5折购房官员查起　“烂土豆”重组成“豆腐渣”工程　炒作：负利率喂饱了温州炒团
　楼市：他们好意思喊，政府不好意思救　将无人居住的住房直接推倒　大炮：我们是给有钱人盖房
的！
　楼盘：哎呀。
你要飞了！
　抄底：房价快降比慢降好　救市：“政府买空置房”的两个问题　房产开发：墨索里尼。
总是有理　这样的事情干多了，人民不高兴！
　缩水：世界是凹的，中国房价是凸的　卖房：向开发商推介《非诚勿扰》5.消费话题：12点退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常态>>

14点退房？
　仇和书记要看“负面的报道”　老虎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房贷：石头举得越高，砸下来就越
狠越痛越肿　罢工：拉乘客天上“游行”　东航事件：全民品尝苦果的滋味　“良民证”难为公安机
关　维权：“大熊猫”要跳槽　安全事故：即时启动问罪　备注信息：谁是谁的亲友　消费话题：12
点退房？
14点退房？
　布什：把总统关进笼子　400万孩子上学，我们需要盖多少校舍　细牛炸楼：干了阶级敌人想干而干
不了的事情　造假：把记者证搞成人民币一样真　取消收费：不留尾巴，不打埋伏6.资本论：马克思
是对的　后遗症：不管怎么报道，都不要刺激足协　外地人：北京的门槛是怎么来的　言论自由：内
地委员不敢说真心话　1亿个方舟子不如1个李时珍　昆明教改：民主是个好东西　国学从作协主席抓
起？
晚矣！
　球迷：下次请喊“谢亚龙上课”　二房投资：最糟糕的公费资本主义　中国足球：养了一个傻儿子
　大国民：勿自我膨胀，勿自露其丑　不动产：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郝海东当主席，中国足球
又活见鬼　个税起征：与国际接轨，与美国挂钩　抹黑：对那些人和事监督得太差了　两个主席之命
运　神七飞天掩盖“三鹿奶粉”事件？
　资本论：马克思是对的　教育：教人说话就能挣钱的事，多美呀！
　开发：王木匠骗倒了一堆大小领导　通知：先交税。
再爱他（她）7.裸捐：我们的“盖茨”还在路上　裸捐：我们的“盖茨”还在路上　物价上涨：是否
需要北大教授赤膊上阵打赌　危机：“股神”亏损、银行破产与“二房”出事　媒体监督：对当官者
的前程负责　城管挺人性，英雄挺幸运　大涨：基金公司现在最怕的　燃油税：择机推出，政策兑现
　论不买美国国债买什么？
　德国首席分析师给美国智囊团讲“今日快评”　美国病：今天花掉70年的钱　围魏救赵：推迟退休
不如推迟上学　二马高薪：拿得更高更快更多　中山大学：光棍节票选学生会主席　国家发改委：马
上。
就是很快　温州：端起饭碗喝粥，放下饭碗骂娘　制造业格局：美国人属于武大郎攀杠子　马路上的
收费员：人家比不过咱们的　物美让步：重新洗牌，大规模调整　跳槽：880个新任命与高管限薪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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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真相：人家的大领导出来接待听证会：要听消费者的，未听消费者的手机漫游费与交强险有一个相
似之处，定价时未听消费者的意见，降价时要听消费者的意见了。
本月中下旬，国家发改委与信息产业部将在京举行“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听证会
。
这是个好消息。
现在的听证会，大多是形式大于内容，涨也罢，降也罢，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已经由有关部门和专
家“研究”好了方案，拿到听证会上“通过”一下。
也不用表决，即使举手表决或投票表决，肯定也是会通过的。
这种没有任何悬念的听证会，早应当改名叫“听过会”了。
个税起征点的听取民意的级别最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结果还是有关部门拿出的最初方案。
记得好多年前（不是近几年的事），我向某法院的一位法官请教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他说，官司的结果法官心里有数。
但是，十个官司里还是有几个要让律师有所收获，不然的话，律师就没饭吃了。
比如说，可判10年，我判12年，律师辩护后，改为10年。
当然，大多数官司不可能由律师辩护就起多大作用，那法官又该没饭吃了。
大意如此，转述的用词倒不完全是法官的原话。
后来，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律师总是向法院的院长、法官行贿，从未听说过法官向律师行贿的。
我一直想把这个“潜规则”介绍给召开听证会的部门，比如说这一次的漫游费降价，如果打算降50％
，先宣布降40％，听证会后宣布听取民意降为50％，皆大欢喜。
民意不可欺，可有时不妨“游戏”一下，适当的满足一下。
总是一边倒，一边说了算，将来就会没人跟你玩了，那是很悲哀的事情。
既然已经做不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少也要有点“从专家中来，到群众中去”才是那么
个意思。
按照专家的说法，手机漫游成本是非常低的，可以说接近于零。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再收取国内手机漫游通话费。
我们迟迟不能取消，是因为目前地区之间手机资费水平差异巨大，如果没有漫游费，手机卡将会跨地
区销售，造成运营商内部管理混乱。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举例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西部地区的消费者和用户，买东部地区号，
然后到西部地区去使用，这样的话，等于是使用了西部地区的网络，但是收入是归东部地区的企业，
就会加剧我国移动通信事业发展的不平衡。
所以，当时就建立了一个门槛，手机离开注册的当地，费用要提高，收取漫游费用。
且不去研究世界上取消漫游费的大多数国家，是否不存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差距，是否都只是一
个地区，真正的国际惯例我们为什么不去接轨，仅仅就手机使用而言，消费者不管在东部还是西部买
的卡，总之，139的不可能计费进入130里，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各有各的网，各记各的账。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自己内部管理的问题，也就是东部买了移动卡使了西部移动网的问题。
肉是烂在自己的锅里，东部移动与西部移动都是中国移动，并未跑到联通里去，肥水未流外人田。
再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内部里的“亲兄弟，明算账”，谁使了谁的网，谁给谁结算费用。
漫游费的问题，是让消费者在交了通话费后，再交一份电信运营商内部之间网络使用的费用。
幸好我们的电信运营商现在还是比较仁慈的，只是以省市自治区为界。
其实，不要说整个国家东西部地区有差距，一个省之内也有东西部地区差距。
据报道，广东省东莞市GDP“富可敌省”。
按照漫游费的收费逻辑，从东莞市买了卡到韶关市打电话，也可以收你的漫游费，因为两市之间也存
在着网络资源、用户数量的资费竞争上的不平衡。
假如有一天两市之间开始收漫游费，或者房山区收东城区的漫游费，也只能说我是不幸言中了。
（2008年1月4日）老头子巴菲特为什么要全抛中石化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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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2007年11月1日，国家发改委将成品油价格上调了近10％（每吨提高500元）后，中国的石油企业
两大巨头——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就在盘算申请政府补贴。
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既要涨价，又要补贴，有评论者说：“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了。
”假如要再找出一些充满讽刺意味的事，就要说石油的出口与进口了。
因为这两家公司最愿意拿与国际接轨说事，先给它们找一根阿根廷的轨看一看。
1月7日，阿根廷政府宣布，为缓解国内市场成品油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涨局面，禁止向国外出口成品油
。
去年11月，阿根廷政府已将成品油出口税从5％上调至35％，原油出口税从45％调至60％。
阿国内原油的价格在每桶42美元左右，由于国内市场汽油价格相对较低，石油企业纷纷靠出口来弥补
损失。
限于资料所限，只知道中国的原油出口税是5％，成品油则不太清楚。
这么低的出口关税，倘若国内油价较低的话，中国的石油巨头当然愿意出口石油去赚钱，而不是优先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去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了182万吨原油和791万吨成品油。
估计全年出口原油和成品油的数字，海关很快就可以公布了。
当然，到了去年下半年，国内珠三角、中原地区出现油荒时，两大巨头也加大了石油进口。
好日子刚过了几天，本周三，作为主要的柴油供应商，中国石化相关人士和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市场
供需趋于平稳，已经缩减了今年1月份的柴油进口量，2月份则可能暂停柴油进口。
阿根廷政府宣布停止石油出口，中国石化准备暂停柴油进口，也许都是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但是，我很怀疑中国石化准备暂停进口的打算，是否会为下一次油荒埋下了伏笔。
近几年国内市场几乎年年闹油荒，固然有国际油价不断攀升的原因。
不过，也不能排除负有保障供给之责的石油巨头的工作缺乏计划性，总是等到油荒出现时才召开紧急
会议，加大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加足了马力生产。
记得前年油价七八十美元一桶时，我在谈燃油税改革的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买石油不是买大
白菜，多买了容易烂掉。
这东西多买点存起来，可以留着慢慢用。
我们有1.5 万亿美元外汇，天天在贬值。
假如前年拿出100亿美元买石油，到今年每桶净赚20美元左右毫无问题。
这比投资美国黑石公司划算多了。
一是减少了美元贬值的损失；二是80美元一桶买了可以100美元一桶去卖，净赚一大笔；三是省了现在
百美元一桶价位买油多花的钱，又赚一笔。
三笔钱，就是一个决策的事情。
对国内来说，无非是多建一点储油罐，我们又不缺少钢铁。
我们自己地下的石油，暂时少开采一点，也不会跑到国外去，留给子孙后代也好呀！
不管怎么说，这个道理是和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说不通的。
他们只会按月做计划，连季度计划、年度计划都做不好。
他们搞的既不是计划经济，又不是市场经济，就是一个要涨价、要补贴的垄断经济。
别看他们是最赚钱的企业，别看他们各个都有闹油荒的本领，但他们连基本的商业头脑都没有。
这就难怪巴菲特要把手里的中石化股票全抛了，大概老头子觉得和垄断企业玩得时间太长影响智商。
（2008年1月11日）国企上市：贱卖有理论？
好西瓜鲜卖论？
东方航空向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淡马锡出售24％股份的方案，在1月8日的股东会上，以A股九成反对，H
股七成反对的压倒多数遭到否决。
否决的直接原因，就是不接受新加坡方面每股3.8 元的收购价。
会前两天，中国航空集团发布声明，提出以每股5港元的价格取代新加坡方面收购东航H股。
这是一个大事件。
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国资贱卖还是没有贱卖，而是我们的出卖国资真正走向市场，开始按市场的原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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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办事。
什么是市场原则？
就是公开、公正、公平。
以往我们把国企拿到市场上去卖，所谓“上市”，有很多不是先国内后国外，也不是国内外一视同仁
，而是先国外后国内，先低价后高价。
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卖的贵贱，卖的人也逃不脱贱卖的干系。
事实上，相当一批卖得很贱，让海外投资者五倍、十倍地大赚特赚。
最可气的是，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盛行一套“贱卖有理论”。
论点之一是“引进战略投资者”。
这一次，尽管中航抛出5港元／股的收购方案，东航集团公司总经理、东航股份公司董事长李丰华明
确表示：“国航与东航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中国民航的整体运作水平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
，1+1是不会大于2的，东航引进战略投资者不会考虑国航。
”论点之二是“好西瓜鲜卖论”。
有一位袁岳先生说：“我们处理自己资产的方式一向是好西瓜不舍得卖，等到西瓜坏了才出手，现在
的东航还不出手，不知道是不是要把它捂成西瓜酱再说？
”这其实是“靓女先嫁论”的翻版，并非新鲜货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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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态:京东大苏的北京论语》编辑推荐：【开时评先锋，掀问责风暴】他写时评，战战兢兢，曾被某
主管部门领导。
【拍案责问】：“苏文洋何许人也？
”他言之凿，白纸黑字，再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他语出惊人，坚持事实：“指婊子为婊子那就不是骂人！
”著名时评家苏文洋首部间谍纪实小说同步推出！
首次全景式披露中共情报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损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过问，李克农为此寝食不安。
作者走访大量案件亲历者，历时30年完成《常态:京东大苏的北京论语》，解密历史档案珍贵细节。
百姓吃亏上当是常有的事，但不能不长记性，进而使这种现象变为常态。
苏文洋如是说有人指我的某篇时评为“骂人”，实乃冤哉枉也。
鲁迅先生说，指良家妇女为婊子，那是骂人。
指婊子为婊子那就不是骂人，只是说出了事实。
林语堂说：“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有多少要涉及骂人。
”我自问自己不是学者，迄今少有独立思想，写作时或许也坚持诚意和人见解，大多还是“遵命文学
”，固实在不敢在时评中“骂人”。
去年，有一位领导问：“苏文洋何许人也？
”其实，“何许人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言之有理。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
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我写时评，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时时自问说得“对”还是“不对”，“对人民有好处”还是对人
民没有好处。
一旦我自信是“对”的，是“对人民有好处”的，那就要对不住某些部门、某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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