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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腴的夏天
李肖容

       夏天，是個豐腴的季節，彷彿盛唐時期的美

女，一身華服，肥而有韻致，風情萬種。

　　秋天，是倚在樓頭遠眺的思婦，骨立形銷，

望盡天涯路。冬天，更是水瘦山寒，瘦得可以看

見森森的骨。春天，應該是折中了環肥燕瘦，恰

如其分美成了西鄰家的美女，增一分肥，減一分

瘦。

　　夏天的肥，毫無節制。鬱鬱蔥蔥的樹木，張

揚地肥成了一柄柄巨傘。粗粗大大，臂膀一伸，

遮得住半邊天。大棵大棵的槐樹，花開正盛，獨

霸一片天地。白槐花大片大片的，遠遠望去，成

了白色的花海，非常壯觀。其實，花開不了多

久，千朵萬朵，鬧騰一陣，綠肥花瘦。瘦了的

花，匆匆謝幕。

　　花落後，盛夏來臨。樹木們更加肆無忌憚地

張揚起來，枝葉迅速伸展開來，肥了一圈。梧

桐、楊樹、槐樹……都彷彿是莊戶人家膀大腰圓

的兒媳婦，叉著腰在門口一站，壯家門。

　　豐腴的夏天，到處都是豪放之風。陽光，

最厲害的是陽光，飽滿成燃燒的姿態。人用手

遮住眼睛，抬頭看看天，滾燙的熱浪劈面砸下

來。人彷彿置身火海中，無處可逃。火，無聲無

息無影無蹤，舔舐著，一切都有燃燒的跡象。早

晨，四五點鐘天就大亮了，太陽沒有一絲溫和的

表情，像一個自以為是的人在叫囂著。陽光鋪過

來，人不敢賴在床上了，起來了，又不敢邁出家

門。外面陽光在烤，似乎還有辟辟啪啪的聲響。

舉頭望天，陽光毒辣辣，咄咄逼人。世界也因此

處在一種「熱脹」狀態，一切似乎都擁擠起來，

一切也都肥了一圈。

　　這個時候，植物生長最快。夏天的那些瓜呀

果的，紛紛鼓著胖胖的肚子腰身，搖搖擺擺登場

了，真熱鬧啊！西瓜桃子，鼓著肥嘟嘟的胖臉，

像喜慶的娃娃。西紅柿茄子，圓圓實實，像是被

夏天的熱風吹圓了。綠的，紅的，紫的，到處

都是胖胖的瓜果的笑臉。看看，我用了多少疊詞

呀！夏天，豐腴得連語言都要用疊加的形式來表

現。

　　豐腴的夏天，讓人想到一個詞——鼎盛。彷

彿一個朝代的鼎盛時代，繁華熱鬧，所有物質

的、精神的，都極為豐富。豐腴的夏天，人的心

也漲得滿滿的，擠不下那些如絲如縷的情緒，比

如秋的寂寥、冬的蕭索、春的傷懷。所有的小情

小調都收斂起來吧，隨季節的腳步，來一次豪放

之旅！

　　每一個季節，都有鮮明的旗幟，當四季風吹

響不同的號角，我們且隨了浩蕩的大軍，一路走

來，留下記憶的寒暑。

　　歲月春夏秋冬，世事甘苦冷暖，如此輪迴。

 東籬
許松華

東籬，是黃露之季，杵臼聲聲，阡

陌之上，稻花飄香。清晨的朝露灑滿了草

葉，使那青色的世界變得充滿了靈動的生

命氣息。

蜻 蜓 飛 舞 于 枝 頭 ， 細 腰 蜂 嗡 嗡 作

響，不失為一幅畫家筆下的田園詩畫。

東籬，又如那沉浸在書齋之中、遙

觀阡陌之上的文人，獨立而自主，志在四

方，胸中燃燒著壯志豪情，盼望著祖國的

繁榮昌盛和人民的福祉安康。他們用無盡

的熱情和信念，洗去世間的浮躁與沉痾，

以最真實、最深沉、最豪邁的情感，滋養

了一朵朵嬌艷的野菊花，照耀人間百態。

東籬，同樣是古人采菊的地方。他

們選擇了那些盛開在東籬下的，卻無人問

津的菊花，以彰顯他們的高尚情操。正如

陶淵明先生曰：「采采野菊，東籬笑我

夫，然也。」他們拾菊東籬下，洗去市井

之塵，崇尚的，既是那一份清潔之心，又

是那份超越紛擾的品性，良寬得榮于心。

東籬，是一種中國文化中的隱喻，

傳達了一種品格、一種情操、一種寧靜與

淡然。回首歷史長河，歷代文人墨客以

「東籬」作喻，以表達士人心中的淡泊與

清志。

東 籬 ， 即 是 這 個 人 世 間 溫 馨 的 角

落 ， 也 是 心 靈 安 放 的 港 灣 。 在 競 爭 激

烈、願望交織的現代社會裡，同樣需要

那 份 「 東 籬 」 的 精 神 ， 那 份 悠 然 的 淡

泊。我們需要有一顆寧靜的心去面對人

生，去熱愛生活，去欣賞那人間百態，

去追求那個真我，去守護那顆真實的內

心。

東 籬 未 必 就 是 退 隱 ， 未 必 就 是 遁

世，它也許僅僅是心靈的小徑，人生觀

照的鏡子。或許是一片悠閒無事的小園，

或許是一方難得的清淨地，或許是坐看雲

起時的棲息處，也或許是心底那份對美好

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于是，「東籬」成為了一種精神寄

語，一種生活嚮往，一種自我隱喻，一種

理想省視。如果說生活是一首詩，那麼東

籬，則是這首詩裡最純粹、最熱烈、最感

人的一部分。

東籬的情懷，會讓人在繁囂的生活

中，在競爭愈發激烈的世界裡暫時暫步，

去聆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去欣賞自己

生活的美好。這種欣賞，不僅是欣賞自然

界的美，更是欣賞自己生活態度的美，自

己對生活的熱愛的美。

而在這種美的溫潤下，我們會更加

熱愛生活，更加珍惜生活，更加積極樂觀

地面對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我們會像那東

籬下的菊花，雖生在世界的一隅，卻依然

盛開得那麼美麗。

東籬，是那麼平常，因此也那麼深

情。東籬下的菊花，它不尋常，不求人

知。那是一種生命對世界的直白表達，是

一種生命對自己的深深尊重。

大暑中的不屈精神
王建強

 大暑，是夏季的最後一個節氣，也是一年中最熱的時

段。在這驕陽似火、酷熱難耐的日子裡，人們往往感到疲

憊和壓抑，然而，若能靜心感悟，大暑所蘊含的，又何嘗

不是一種對生命的磨礪與考驗，一種對堅韌精神的召喚。

大暑的熱，是一種鋪天蓋地、無處可逃的熱。陽光

毫不留情地傾瀉而下，大地彷彿被置于一個巨大的蒸籠之

中，熱氣從腳下升騰，瀰漫在空氣中，讓人呼吸都覺得

沉重。走在街頭，柏油馬路被曬得發軟，彷彿隨時都會融

化；行人們匆匆趕路，想要尋找一片陰涼之地，躲避那熾

熱的侵襲。然而，在這看似令人難以忍受的酷熱之中，生

命卻並未屈服。

田野裡，農民們依然在辛勤勞作。他們頭戴草帽，

汗水濕透了衣衫，卻依然手持農具，耕耘著土地。他們深

知，大暑雖熱，但也是農作物生長的關鍵時期，只有付出

辛勤的汗水，才能換來秋天的豐收。他們的堅持，是對生

活的責任，是對未來的希望，是一種不屈于酷熱的頑強精

神。

城市中，建築工人在高溫下忙碌著。他們攀爬在腳手

架上，為城市的建設添磚加瓦。他們的皮膚被曬得黝黑，

雙手佈滿了老繭，但他們的目光堅定，步伐穩健。他們用

自己的雙手，在大暑的酷熱中，築起了高樓大廈，鑄就了

城市的輝煌。他們的付出，是對夢想的追求，是對生活的

熱愛，是一種不畏艱難的勇氣。

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人在大暑中堅守

著自己的崗位。交警們在烈日下指揮交通，保障道路的暢

通；清潔工們在街頭清掃垃圾，維護城市的整潔；快遞員

們穿梭于大街小巷，為人們送去所需的物品。他們的工作

或許平凡，但他們的堅守卻不平凡。他們用自己的行動，

詮釋著責任與擔當，展現著人性的光輝。

大暑的熱，讓我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堅韌。它

讓我們明白，生活中總會有困難和挑戰，就像這酷熱的天

氣，但只要我們擁有堅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就能夠戰

勝一切。在面對困難時，我們不能「伏」，不能被挫折打

倒，不能被環境所左右。我們要像那些在大暑中依然堅守

的人們一樣，挺直脊樑，勇往直前。

同時，大暑也讓我們學會珍惜。當我們在空調房中享

受著清涼時，不要忘記那些在烈日下辛勤工作的人們；當

我們品嚐著美味的食物時，要感恩農民們的辛勤付出。珍

惜每一份來之不易的成果，珍惜每一個平凡而又美好的瞬

間。

在這大暑的時節裡，讓我們汲取力量，以不屈的精神

去迎接生活的挑戰，用堅定的信念去追求夢想。讓我們相

信，無論多麼酷熱的天氣，無論多麼艱難的處境，都無法

阻擋我們前行的腳步。

因為，只要我們的心不「伏」，生命就會綻放出絢麗

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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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陳林玉容
(福建南安)

逝世於七月二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出殯於七月廿六日上午

莊張憇治
（晉江青陽三光天）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聖國殯儀館101
號靈堂（Sanctuarium 101-Fleur）
出殯日期另訂

莊張憩治逝世
菲律濱青陽石鼓廟敕封順正府董事會婦

女會訊：本婦女會諮詢委員莊張憩治太人，
亦即僑商莊清秀、僑炎、美玲、美雙、美端
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0二四年七月二十日

凌晨一時二十五分，壽終於DIVINE GRACE 
MEDICAL CENTER GENERAL TRIAS醫院，
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101號靈堂，出殯日
期另訂。

中國金融體系何以長期保持穩定？
——專訪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

中新社北京7月21日電　國人民銀行在
2024年金融穩定工作會議中指出，中國金融
體系總體穩健，金融風險總體收斂。在部分
國家貨幣政策轉向帶來外溢效應，全球經濟
金融不確定性有增無減的當下，這並不容
易。

過去四十多年間，中國經濟保持穩定增
長，是少有的未曾爆發過經濟危機的國家，
更是唯一一個沒有出現過系統性金融危機的
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運行和金融體系何以
保持長期穩定？西方國家又為何陷入危機的
週期性反覆？各方應如何防範「明斯基時
刻」？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近日接受中
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新著《發展與超越：

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問題與戰略路徑》一書
中提到，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
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經濟秩序。這不僅體現在
經濟增長得快和穩，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快速
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沒有出現像世界其他國
家那樣週期性的金融危機。中國為何能保持
這樣的金融穩定性？

劉元春：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
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能夠
克服歐美市場經濟體系的所有制缺陷。同
時，中國擁有強大的國家協調能力，發揮市
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可以更
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達到集中力量辦大事的
效果。中國也堅持加強金融監管，穩步擴大
金融開放，經濟沒有陷入西方的「脫實向
虛」。

此外，中國金融模式與西方金融模式
存在本質區別，其體現在：一是中國特色金
融發展之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而西方金融模式更多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
二是中國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
導，金融工作服從于國家戰略和宏觀調控的
需要，而西方模式中金融更多受市場力量驅
動；三是中國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而西
方模式可能更注重金融市場自身發展與創
新。

 中新社記者：談及金融穩定性，您在書
中重點提到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理論」和
「明斯基時刻」，其思想為何在金融危機後
得到學界乃至業界的廣泛關注？

劉元春：「明斯基時刻」這一命題的核
心在于描述金融市場從穩定轉向不穩定的臨
界點，即資產價值崩潰的時刻。美國經濟學
家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理論」和「明
斯基時刻」概念，詳細闡述了經濟體由穩定
向不穩定發展的內生動態機制，並在2008年
全球金融危機後得到廣泛重視，因為明斯基
早在半個世紀前就提出了對金融危機的前瞻
性預測與提示。「明斯基時刻」也被視為系
統性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指標，全球金融監
管者在金融危機後越來越重視這一理論，並
採取相應的政策應對。

 中新社記者：2023年以來，美國乃至全
球金融市場「黑天鵝」事件頻發，美國矽谷
銀行、瑞士信貸相繼破產點燃銀行業信任危
機，全球金融體系不穩定性加劇。在這樣一
個時點，「明斯基時刻」有何種啟示意義？

劉元春：明斯基的理論強調了資本主義
經濟內在的不穩定性。2023年以來的歐美銀
行業危機及其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可
以視為這種內生不穩定性的體現。今年，美
國第一共和銀行倒閉，被業界視為2023年3
月以來美國區域銀行危機的餘波。2024年以
來，紐約社區銀行股價暴跌，引起中小銀行

股價劇烈波動，疊加第一共和銀行倒閉，美
國中小銀行風險值得警惕。

「明斯基時刻」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市
場參與者，需要採取措施預防危機的發生，
並準備好應對危機的策略，包括加強金融監
管、提高金融透明度、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
機制等，對于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尤其要給予
關注。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曾爆發過多次金
融危機，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似乎難以
避免陷入不穩定狀態，導致危機的週期性反
覆。為什麼會這樣？

劉元春：歷史上的確爆發過多次金融
危機。以1929年的大蕭條為例，所有的大學
者、大經濟學家都沒有預測到它，包括宏觀
經濟學的創始人凱恩斯。2008年的金融危機
同樣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預測之外，這使得
作為非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明斯基時刻」得
到廣泛關注。

「明斯基時刻」的多次出現，揭示了
幾個關鍵的規律性因素：資本主義國家的金
融危機往往具有內生性，是經濟體系內部不
穩定性的體現；金融監管往往滯後于金融創
新，過度金融創新和不足的監管可能導致風
險積累和傳播；政府失靈是西方難以擺脫危
機的根源所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自甘
淪為金融部門的宏觀調節機構，和市場利益
融為一體，導致金融業危機多發卻又「大而
不倒」。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國經濟處于全面深
化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不可避
免面臨外部衝擊和內部風險。在此背景下，
中國經濟金融能否繼續保持穩定？應如何防
範出現「明斯基時刻」？

劉元春：當前，世界經濟在滯脹中面臨
增速持續下降的壓力，原因在于地緣政治、
逆全球化、技術的孕育期、老齡化、高債務
和高利率疊加帶來的高風險等。這一系列風
險因素的疊加都極易觸發「明斯基時刻」，
從而引發新一輪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但就中
國來說，隨著中國不斷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

力，宏觀經濟政策有效發力，市場對于中國
經濟的信心還在持續增強，因此應當對中國
經濟保持樂觀，今年一季度的經濟表現也證
明了中國經濟具有活力和韌性。

不過，目前仍有一些風險值得關注。一
是房地產問題及其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必
須高度重視房地產市場，採取針對性措施來
穩定市場。

二是消費方面，必須認識到消費增長
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是長期性、週期
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的綜合，解決這些
問題並非一蹴而就，需要數年的持續努力。
目前，我們在這些核心問題上已經找到解決
辦法，並且微觀主體的預期正處于持續改善
之中，說明問題解決的進程已經啟動。

三是仍需高度重視當前經濟中的不平衡
問題和結構性問題。今年一季度數據顯示供
給端增速超過需求端，這說明需求端應繼續
作為政策制定重點。當前經濟狀況下，需求
發力依然是先導性、基礎性、戰略性的。我
們也注意到非房地產行業復甦符合預期，表
明復甦基本趨勢是穩固的。復甦過程中的結
構性變化如何實現更加平衡，將是一個關鍵
挑戰。

 中新社記者：近些年來，中國金融業
開放穩步推進。在不確定性上昇的情況下，
應如何把握金融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速度和力
度？

劉元春：現代金融必須是在全方位格局
下的重構，推動金融開放勢在必行，有利于
更好地利用國際和國內兩個資本市場，服務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要持續深化國際
金融治理合作，擴大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
加強國際金融治理合作主要聚焦于以下維
度：一是加強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宏觀
調控的協調性，二是提昇應對危機的國際責
任擔當。

穩步推進資本市場制度型開放，深化與
境外市場互聯互通。一方面，大規模地培育
安全性資產，提昇國債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