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 在 港 投 资

资金 跃 居 首 位

香港恒生银行 日 前发表的10月 份 《经济 月 报 》估计 ，中 国 内 地的 资 金在香港
的投 资约 在120亿美 元至200亿美 元之间 ，可能 巳 成为香港最大的 外来投 资 。

随着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利润丰厚 的市场 ，并且在 中 国 内 地实施开放政策 后再
成为 中 国 内地的转 口 港 ，各种 消 费及 商业服 务的需求 大增 。海外公 司 因 而纷 纷抓
紧机会 ，在香港设立地区办事处或总部 ，业务集 中 于批发零售 以及运输等服 务环
节。在投 资来源方面 ，以往美 国 和 日 本是香港最大 的 外来 直接投 资 者 。截 至1992
年，两 国 的 投 资 总 额 分别 达85亿 及115亿 美 元 。但 中 国 内 地投 资 者近 年在香 港 十
分活跃 ，且有凌驾美 国 和 日 本之势 。大体上说 ，中 资投 资 可归 纳 为 三 大 类 ，即 银
行、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

该月 报估计 中 国 内 地在香港银行业 的投 资约 为50亿美元 ，而投 资 于香港上 市
公司 则约10亿美元 。此外 ，还有数额不菲 的 非上市公 司投 资 ，但实数无 从确定 。
假设这部分投 资相 当 于银 行业 及上市 公 司 投 资 的 总和 ，那么 中 国 内 地在香 港 的 总
投资 至少有120亿美 元 ，与今年较早时所透露 的200亿美元投 资额 （包括 中 国 内 地在
澳门 的投 资 ）大致吻和 。无 论如何 ，中 国 内地 已成为香 港最大 的 外来投 资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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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谈广州消费

就九 十 年 代 消 费 热 点 问 题 ，日
前，记者走访了 中 山 大学经济 系孙德
亭教授 、洪永崧副教授 。

孙德 亭 教 授 认 为 ，在 衣 着 方 面
上：富有感性特征的服装增 多 ，色彩
和款式对市民 的 消费购买行为影 响增
大，高档 时装 ，包括洋装 如 巴 黎和意
大利时装 ，将从表演 的 舞台 上走向 我
们的服装店 。服装种类 多元化 ，人们
工作时 的 工作服 、运动时 的运动服 、
消闲时 的服装 ，家庭劳动时的服装 等
等。中 性化的服装成为一种时 尚 ，一
些服装将没有明显的性别 分工 ，只有
型号大小 的不 同 。自 然 、简洁的服装
深受欢迎 ，市民衣着追求舒适大方 ，
简单方便 ，轻松 自 然和个性化的服装
受宠 。消费者 自 我意识觉醒 ，服装 不

再追求大统一 ，而是
选择 适 合 自 己 的 身
材、长相 ，体现 自 己
气质 等 个性的服装 ，
因此 多 品种 、少批量
的服装 自 然能赢得消
费者 。总之 ，广 州市
民拥有服装 的数量激
增，改一衣 多 季为一季 多衣 ，购买服
装的开支在总支 出 中 的 比例增大 。

饮食方面 ，孙教授指 出 ：市民在
食品上 的 消费开 支将下降 ，但质量要
求提 高 ，从求饱到求好 ，高 蛋 白 、高
维生素 、低脂 、低胆固 醇 的 高质量 、
精细化的 食品拥有 广 阔 的市场 。随着
市民 饮食观念 的改变 ，保健食品等有
益于健康 ，贴近 自 然 、无环境污染 的
食品 日 益 受 市 民 青 睐 。生 活 节 奏 加
快，时间观念增强 ，花钱买方便将成
为市 民 的 共 识 ，因 此 精 加 工 、小 包
装、免洗或少洗的 冷冻食品 、方便食
品将 大 行 其 道 。洋 食 品 ，如 粟 米 食
品、鸡 精 、沙 律 等 洋 调 味 品 ，汉 堡
包、比萨饼等 洋快餐等 洋食品也有一
席之地 。

洪永崧副教授对广 州 市民在住房
方面 的 要求 ，他这样认 为 ：随着 广 州
住房制度改革 的 深 入 ，商品房将会是
一大热销品 。拥有一套 自 己 的住房成
为居民普遍心愿 ，这将使居民 消 费突
破传统 的 消费领域 。由 住房 商品化和
居住条件的改善将 引 发 出 装 饰材料和

室内配套用 品购买热 。如地板 革 、
地毯 、壁纸 、工 艺品 、浴缸 、微波
炉、消 费柜 等将成为热点 商品 。
　谈 到 用 的 方 面 时 ，洪 副 教 授
说：数千 元 以 上 的耐用 消 费品如空
调器 、家用 电脑 、组合音 响 、摄像
机等 ，这 几大件是九十 年代热销耐
用消 费 品 。空 调 大 战 ，使空 调 器在
数量 、价格 、种 类 上 ，为 不同 层次
的消 费 者提供了 广 阔 的选择空 间 ，
空调 器 逐 步 从 宾 馆 进 入 寻 常 百 姓
家。家用 电脑也从办公室进入居民
居室 ，特 别 是5000元、9000元 和 1
万元的 电脑最为抢手 。多 功能 、高
质量 的 组合音 响将一步步取代收录
机。具有动感和逼真 的优点 的 摄像
机将取代一般 照相机 ，前景十分看
好。另 外 ，在 交通 工具 消 费 上 ，市
民对 自 行车 的颜 色 、款式 、功能 的
要求明 显提高 ，山 地车 、变速车 、
轻型 车将领风骚 。摩托车 因 受 车牌
发放量限制发展缓慢 。随着我国 重
返关 贸 总 协定后 ，广 州家庭拥有轿
车量也将大 大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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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治时间10月 7日中午 12点，
瑞典科学院在 前都斯得 哥尔摩旧市 区
的一幢18层办公大楼里宣布 ：1993年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黑人女作家托
尼·莫里森 ，以表彰她为繁荣美国文学
所作 出 的杰出贡献 。与其它各项大奖
一样 ，今 年 的奖金数 目 是670万克朗 ，
折合83.7万美元 。

莫里森现年62岁 ，1931年 出 生于
美国俄亥俄州洛雷恩地区一个黑 人 工
人家庭 ，是四 兄妹中 的老二 。她从小
对文学有浓厚兴趣。1970年 ，她发表
处女作小 说《蓝色的眼睛 》，在美 国 文
坛引起轰动 ，受到评 论家和读 者 的欢
迎。迄今为止 ，她 已有6部小说问 世 ，
其中 以《所罗 门之歌》、《心爱的 人 》和
去年才发表的《爵士乐 》这三 部作品最
受人们称道。《心爱的 人 》获1988年 普
利策大奖 ，这部小说发展 了 她在1978
年出版的《所罗 门之歌 》中 已开始描述

的黑人生活和故事 。
莫里森是一位散文作家和剧作家 。她现在是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 一名 人文教授 ，是迄今第11位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 ，第7位获此殊荣的妇女作家 。

文学奖是该年度诺贝尔奖金的第一项大奖 ，颇受
世人注 目 ，竞争也 自 然颇为激烈 。参加角逐的 男作家
有比利时的雨果 ·克劳斯 ；爱沙尼亚的杰安 ·科斯 ；
日本的健三郎尾枝 ；坚持用笔名写作的以色列诗人阿
东尼斯和瑞典儿童通俗文学作家阿斯特里德 ·林格
伦。今年瑞典科学院添设 了一名汉语
教授 ，文学奖 已 不再被英语作家所垄
断，欧亚国家开始展露头脚 ，今年中 国
诗人北岛的夺标呼声也很高 。

候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颗 女
明星 ，莫里森之外 ，还有英国作家多丽
丝·莱辛 ，法国的玛格丽特 ·迪拉斯和
西班 牙的安娜 ·奥塞霍 。

文学奖的提名到今年2月 结束 ，当
时曾 引 起不小的轰动 。去年11月 ，因
写作《撒旦诗篇 》而被伊朗前宗教领袖
霍梅尼宣判死刑的拉什迪来到瑞典科
学院的办公大楼 ，并受到热烈欢迎 ，但
他表示无意参加文学奖的竞争。1989
年，为了抗议霍梅尼的决定 ，18名评委
中曾有两人宣布辞职 。

诺贝尔奖金中 另一项备受关注的
是和平奖 ，去年其获得者是危地马拉的
印地安妇女里戈贝尔塔 ·门楚 。

挪威诺 贝尔委 员会成员卡里 ·克里斯
田森介绍说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
于5日 评出 ，评委们一致通过 ，把该奖授予某
一组织 ，而且该组织也当之无愧 ，但直到15日 宣布
结果之前 ，该组织的名字都是高级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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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世 界 博物 馆 家 族
又添 新 成 员 ，那 就 是 加 拿 大
蒙特利尔市的幽默博物馆 。
这所号称全球唯一的幽默博
物馆 ，自 4月 份开 放 以 来 ，每
天有 成 百 上 千 的 人 前 来 光
顾，所有进去的人 ，无不捧着
肚皮笑着 出 来 。

馆内 充满灰谐 、幽默 ，闪
烁着智慧的 火花 。内 设16个
主题各异的陈列厅 ，另有一所
幽默 学 校 和 一 间 幽 默 名 人
堂。

博物 馆 运 用 现 代 科 技 ，
以奇特的方式将非 同 一般 的
展品呈现在观众眼 前 。参观
者进馆步入 电梯开始幽默之
旅时 ，由 电脑操控的耳机就会
用英语和法语向你发出指示 ：
将电梯想象为时光隧道 ，它将
带你 回 到 过 去 。这 时 ，电 梯
内壁上 的时钟开 始倒转 。不
久，电梯停止 ，将你送往第一
个展 厅——史 前幽默厅 。这
里，你首先会看到一名衣不蔽
体的原始人在树底下干活 ，突
然从树上落下一块大石头 ，正
当石头即将击中他的头部 ，惊
得众人失声大叫之际 ，“巨石 ”
却在原始人的头顶上停住了 ，
可谓一声虚惊 。

继续 前 行 ，进 入 一 座 中
世纪的古堡 ，中央地板上有一
块古代 国 王 以人为 棋子 的 巨
大棋盘 ，展示古代专门伺候君
主，替 他 说 笑 解 闷 的 弄 臣 。
当你跨入棋盘上任何一个方
格时 ，因触动红外线装置而能
从耳机里听到一段诙谐短语 ；
每换一个方格 ，就听到不同的
笑话和幽默 。这些说说 笑笑
充当 弄臣的 人都是 当 今的喜
剧名家 。

再往前进入下一个展厅 ，能看到十六世
纪威尼斯街头表演即兴喜剧的场面 ，抑或是
法国 喜剧大师莫里哀创作 的精彩片段 。倘
若想换个 口 味 ，还可 以 走到邻近 的放映室 ，
欣赏马戏表演或相声演员的表演 。

全馆的展 览类型繁多 ，不胜枚举 。其中
最别 出心裁的 当数卡通展览了 。大厅地板作
了90度的转动 ，它不在地上 ，而在正前方的墙
壁上 。一只硕大的黑色沙发和一座台灯悬挂
在墙上 ，卡通就放映在后方的墙壁上 。

据馆 长 称 ，博物馆 的 建 立 旨 在 以 幽默
的方式向游人讲述一个跨越2000多 年 的历
史故事 ，同 时也 为 了 永远地保存体现 人 类
聪慧 的 幽默素 材 ，向 学 者 们提供一个研 究
幽默艺术的机会和场所 。

人鸭怪婴身世迷离
怪吧 ！图片中 的这个 人鸭怪婴

是马 纽 尔 ·瑞 非 尔 在 农 舍 所 发 现
的，这 个 婴 儿 ，除 了 有 鸭 嘴 外 ，
手、脚也和鸭一样呈蹼状 ，而且发
出鸭子般 嘎嘎叫 声 。

你或许 以 为那 “突 出 ”的鸭嘴
是鼻子 的变形 ，事实上 ，它 的确是
硬如 石 头般 的鸭嘴 ；马纽尔 ·瑞菲
尔描述：“当 这怪物走 出 鸭舍 ，真
是令我大吃一惊 ，朝我嘎 嘎 叫 以及
开始 啄 食 食 物 ，吓 得 我 摔 倒 在 地
上。如 果 它 不 是 看 起 来 如 此 像 人
类，我会立 刻 当 场把它杀 了。”

当马 纽尔和兽医要将怪婴从鸭
舍移走时 ，竟然遭到一 只愤怒 的 母
鸭攻击 ，俨然是一位母亲 要誓死保
护小孩 。

有些专家认为这小孩是一个畸
型儿 ，他 的 母 亲 把 他 丢 弃 在 鸭 舍

中，由 母 鸭 抚 养 。这 正 可 以 解 释
为什 么 他 的 举 止 如 同 鸭 子 一 般 。
然而 ，其 他 专 家 则 信 誓 旦 旦 地 表
示，这 名 小 孩 的 母 亲 是 一 只 鸭
子，而 父 亲 是 人 类 ，看 看 小 孩 的
模样 这 似 乎 是 很 合 理 的 解 释 ；不
过从 科 学 的 角 度 来 看 ，人 类 要 成
功与 鸭 子 交 配 的 想 法 是 非 常 荒
谬、不 合理 的 。

如此 一 来 怪 婴 的 身 世 便 更 加
扑朔 迷 离 。马 纽 尔 ·瑞 非 尔 在 发
现此 名 怪 婴 后 ，询 问 了 农 场 中 的
一名 负 责 喂 食 鸡 鸭 鹅 群 的 工 人 ，
这名 单 身 的 农 场 工 人 表 示 他 从 未
见过 怪 婴 ，也 不 知 道 他 是 从 那 儿
冒出 来 的 。可 是 在 这 次 谈 话 之
后，他 却 消 失 得 无 影 无 踪 了 。要
解开 人 鸭 怪 婴 的 身 世 之 谜 恐 怕 就
更难 了 。

“ 朦 胧 诗 人”顾城
魂断 怀 希 基 岛

据香港 《明报 》报道 ，在
新西兰取得难民资格的 中 国 著
名朦胧诗人顾城 ，怀疑婚姻 出
现问 题 ，本 月 8日 涉 嫌 用 斧 头
击毙 妻子谢烨 ，然 后在树上 吊
颈自 杀 。

法新社 引 述奥克兰探长伍
德称，37岁 的顾城被亲友发现

在怀 希基 岛 的 一棵树上 吊 颈而
死。

其妻谢烨则 倒 卧在通 往 一
间偏僻小屋的小径上 ，头部显
然被人用 斧头袭击 。

伍德表示 ，顾城于1987年
从中 国 大陆到欧洲旅游 ，后辗
转经香 港来 到新西 兰 ，并取得
难民 资格 。

伍德 说 ，据案 情显示 ，顾
城夫妇 之间 出 现不和 ，顾城去
到谢烨 的 居所，“跟着 用 一把
相信是斧头的武器袭击妻子 ，
他其后 还和 邻近 的 一 名 女子 谈
话。该女子 显然 并未 目 睹 袭击
事件经过”。

顾城夫 妇 结婚10年 ，育 有
一名 5岁 的 孩 子 。凶 案 发 生 时
孩子 并 不 在 场 。顾 城 是 大 陆

“ 朦胧诗”的 主要代表 人物 。

他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便 开 始 写
诗。1988年被聘为 奥 克 兰 大学
亚语 系 研究 员 ，后 辞职隐居怀
希基 岛。1992、1993年 连续 两
年获德 国 创作年金在德写 作 。
著作 有 《黑 眼 睛》、《雷
米》、《城》、《水 银》、

《 顾城诗集》、　《顾城寓言 童
话选 》等 。作 品 被 译 成 英 、
法、德 、西等 多 种 文 字 。

在现实生 活 中 ，顾城 也是
一个生 活在幻 想 中 的 “童 话 诗
人”。

1979年 ，他从 北 京 到上 海
向后 来成为他妻 子 的 谢烨展 开
求婚 攻 势 ，被 术 来 岳 母 视 作

“ 神 经病”，带 到精 神病 院 。
4 年 后 ，他 们 结 了 婚 。顾

城以 为 结 了 婚就像 上 了 天 国 ，
却发现还在 人 间 ，他受不 了 循

一定方式的 家庭生 活 ，曾 想离
家出 走 。顾城的情绪 容 易倾 向
极端 ，还 经常 出 现间歇性的 情
绪反 复 。相 比之下 ，谢烨 则 更
为豁达 、宽容 ，常常成 为顾城
情绪 激化的 “缓冲 力 量”，把
他拉 回 世俗 。

顾城 与 太太 出 国 之后，仍
像在国内一样一贫 如 洗 ，没
有房 子 ，没有 工作 ，但他仍继
续“做 梦 ”和描 述 生命 。他
太太 的 户 口 仍在 上 海 。

顾城 8岁 开 始 写 诗，14岁
时便 写出了 被 认 为 是 “朦 胧
诗”代 表 作 之一的《生命幻 想
曲》。这 首 诗于1979年 刊 登 在
北京 的 一 份小报 上 ，同 时他开
始接 触 北 岛 、舒 婷 、艺 克 等
“ 朦 胧 诗 人”，在 1980年 共 同 创
立了 纯文学 杂志《今天》。

崔健 告 状

—番滕 訴

摇滚歌星崔健从去年起就开始告状 ，这
个状还真让他给告下来了 。崔健状告《崔健
在一无所有 中呐喊——中 国摇滚备忘录 》
（ 以下简称《崔健》）一书的作者赵健伟和出
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侵害其肖像权 、名
誉权的诉讼案一审判决崔健胜诉 。

去年9月 ，北京街头大大小小的书摊上
摆出了一本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 崔健》。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的作者署名是
赵健伟 。此书一面市便引起了人们广泛的
兴趣 ，尤其是一些崇拜崔健的“摇滚发烧友 ”
更是如获至宝 。作为中 国摇滚第一人的崔
健，自 出道以来以其撼人心魄的摇滚音乐作
品撩拨得不少人如痴如醉 ，也给崔健本人罩

上了 一个
神秘 的 光
环。因 此 ，
这本 书一 出
版便成为人
们津津乐道

的畅销书 。仅北京一地发行量就达5万多
册。

但人们没有想到 ，这本书却惹恼了崔
健。1992年11月 25日 ，崔健举行新闻发布
会，委托两位律师公开指控《崔健 》一书的作
者赵健伟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告其侵害
了他的 肖像权和名誉权 。理由是 ：此书在未
经崔健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在书的插页上非
法使用了23幅崔健的演出照 、生活照 ，而且
在一些照片的旁注中使用“低级庸俗 ”的文
字。其中最让崔健恼火的是一张崔健将两
脚搭在椅背上休息的形象 ，旁边用的文字是
“ 操你大爷”；另一张照片是崔健手拿小提
琴，身穿军棉衣站在那里 ，旁注是：“瞧那德

性，整个 ‘小痞子 ’的感觉”。还有一些诸
如：“你 丫 傻冒 一个”、“你瞧我像不像模
特”等侮辱人格的语言 。崔健认为 ，这损
害了他在歌迷中的形象 ，侵犯了他作为公
民应享有的名誉权 。

另外 ，书中 发表的4幅崔健童年照 ，
包括崔健“百天纪念 ”像片和小时候与全
家人的合影等从未公开的家庭照片是作者赵
健伟在未说明具体用途的情况下从崔健父亲
手中要来 、擅 自用于此书作为插页的 。

书中 其它一些篇章段落 ，对崔健的
为人作了令其不快的评价 ，如崔健是—个
不成功的人 ，而是—个成功的艺术家 。崔
健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 ：“这本
书不仅仅对我个人构成了伤害 ，也给中国
摇滚事业的发展造成伤害 。赵健伟的这
本书 ，使很多人觉得我们是痞子 ，只有痞
子才搞摇滚乐 ，摇滚乐就是一种痞子文
化。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始终认
为摇滚乐是一种很严肃的音乐 ，它可以给

人自 信 、自 由 、自 然的感觉 。我打这场官司
不仅为了我个人 ，也为了中 国的摇滚。”
　1992年12月 4日 ，崔健作为原告委托大
地律师事务所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
交了 诉状 。就《崔健 》一书的两项侵权行为
提出 ：1、要求 出版社停止发行此 书。2、作
者、出版社向崔健公开赔礼道歉。3、作者 、
出版社赔偿经济损失35万元 ，精神损失补偿
费5万元 。
　被告之一 、此书的作者赵健伟曾任《中
国音乐报 》记者 。他对此案颇不以为然 ，认
为费时费力打这场“文艺官司 ”毫无意义 ，崔
健的起诉也毫无根据 。他说 ，写《崔健 》一书
只是为了如实介绍崔健的音乐创作活动 ，书
前面所用 的20余张照片 ，大都是崔健本人和
他父母提供的 ，谈不上侵犯肖像权 。照片的
一些旁注是崔健的 口头语 ，他只是用这些语
言生活真实地反映崔健本人的个性 。既未
歪曲 、丑化崔健的形象 ，也未在客观上造成
危害后果 ，因此其创作行为没有损害崔健的名誉

权。至于书 中 对崔健为人 及摇滚歌手的一些 评
价是作 者个人创作的 自 由 。记者不仅有报道的
权利 ，也有对不同事物作出不同评价的权利 。

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11日 上午8时
40分到 中 午12点半双方进行了整整4个小时的辩
论。

1 2点半左右 ，法庭依据当事人双方陈辩的事
实认定 ：原告崔健一审胜诉 ，并作出判决 ：

一、现 尚未销售的《崔健 》的存书 ，书 中 的照
片和带有侮辱性的旁注 ，由赵健伟作出技术处理 ，
不得再在该书中 出现 。

二、被告在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在一家 全 国 范
围发行的文艺类报刊上刊登公开向崔健道歉的启
事。启事内容应与法院判决的主要内容相符 。

三、赵健伟赔偿崔健精 神损害补偿费3000
元，经济损失人民币272元 。

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赔偿崔健精神损害
补偿费人民币400元 。

判决后 ，崔健明确表示不再上诉 ，北师大出版
社也表示不上诉 ，作者赵健伟的律师表示回去与
赵商量考虑后再定 。

崔健在法庭 上 打 赢了这场侵权官司 。他说 ，打这场
官司只是想敦促我国有关保护个人形象权力的法
规法律早 日 出台 。

近年来 ，文艺圈内硝烟弥漫 ，官司频起 ，成
为社会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究竟是什么原
因促使名 人们—个个走上法庭 与写他们的记
者、作家对簿公堂 ？玩笔杆子的人究竟怎样才能
运用 法 律 知 识来规范 自 己 的创作行为 ？
这些 官 司 带给我们的恐怕不仅仅是输与
赢的 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