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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际油价“史诗级暴跌”已经多次刷屏朋
友圈。让人关注的是，历史上油价的“过山车”式
暴涨暴跌往往对全球经济乃至政治生态产生猛烈
冲击。

早期油价暴涨暴跌是常事
在还没有发明内燃机，更不用提汽车和飞机

的 19 世纪 60 年代，石油只是一种普通的工业产
品。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它的价格暴张暴跌是
常事。最早开始大批量开采石油发源于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从1859年开钻的第一口油井开始，这
里生产的原油短短几年内就占到全球产量的一
半。

不过此时石油的用途主要是提炼煤油这种照
明燃料，汽油属于危险的副产品。狭窄的应用范
围让石油价格极易受到市场的影响。从1859年
到1860年底煤油商人大力推销这种新照明燃料，
让很多人对石油的前景看好，油价一路高涨到
1861年1月的每桶十美元。但人们很快就发现，
开采当地的石油资源并没有什么技术门槛，投资
者蜂拥而至，大地上钻井林立。无限制的生产导
致供过于求，油价迅速暴跌，到1861年6月，油价
已降到每桶 50 美分，年底时更是跌到每桶十美
分，当真是“装石油的桶比里面的油还贵”，许多人
因此倾家荡产。

1861 年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油价走
势。战争双方对各种物资的迫切需求让油价转头
飞速上涨。1862 年底，油价已经涨到每桶四美
元，到1863年9月达到每桶7.25美元的高点。让
人想不到的是，1879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发明的
白炽灯，又差点把油价推下深渊——物美价廉的
电灯严重挤占了煤油灯的市场，石油失去主要用
途后，价格因此再度暴跌，一度下探到每桶0.48美
元，比当时产油区的饮用水还便宜。就连美国石
油大亨洛克菲勒也忍不住向妻子抱怨说：“如果没
有投资石油，我们现在应该很有钱了。”

19世纪末，内燃机的出现终于结束了石油大
亨的苦日子。随着汽车开始规模化生产，全球市
场对汽油的需求与日俱增。

1911 年，汽油的销量首次超过煤油，并带动
石油生产迅速增长。随后全球石油产量从 1920
年的 6.9 亿桶猛增到 1940 年的 21.5 亿桶。但此
后尽管石油在燃料和化工领域的应用越来越
广，然而在号称“七姐妹”的七家跨国石油巨头
控制下，国际油价长期保持在低位，甚至一度还
不到煤价的一半，为此蒙受损失的却是第三世
界的产油国。

两次石油危机让西方世界“休克”
1973 年 10 月 6 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让

油价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示了它的震慑力。为回
击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对以色列的庇护行为，10月
16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将海湾地区的
原油市场价格提高70%，第二天又宣布每月递减
5%的石油生产计划。面对阿拉伯世界如此明确
的警告，美国仍坚持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结果
引来致命——击阿拉伯各产油国相继对美国发动
石油禁运。据统计，从1973年10月1日至1974年
1月1日，国际油价从每桶3.11美元上升到11.65
美元。暴涨的油价直接导致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
国家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严重依赖中东廉价石油的美国在这次石油危
机中首当其冲。美国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
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少班机航次限制
车速、对取暖用油实行配给、星期天关闭全国加油
站、禁止和限制户外灯光广告等，甚至连白宫顶上
和联合国大厦周围的电灯也限时关闭。时任总统
尼克松还下令降低总统专机的飞行速度，取消周
末旅行的护航军机。这场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导
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14%。

第一次石油危机不但让阿拉伯世界见识到石
油武器的威力，更极大改变了美国对中东产油国
的态度。从1974年开始，美国为拉拢沙特和伊朗
这两个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向它们提供了全方位
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遭受“池鱼之灾”的日本和欧洲也被迫放弃追
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当时日本所需石油的七成来
自中东，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
超过20%。日本认识到，必须摆脱美国的限制改
走“亲阿拉伯”的中东路线，才能获得稳定的石油
供应，这成为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转向独立自主
的重要事件。原本在中东问题上坚定支持美国的
英国也改弦更张，随后更在20世纪70年代积极推
动北海大油田的开发，以保证自身能源供应。

全球还没有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阴影中走出
来，新的打击接连而至。1978年底伊朗爆发革命，
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停止出口原油，导致全
球油价急剧上升。还没等风波停息，1980年两伊战
争又爆发了，由于原油日产量锐减，国际油价飙升，

每桶原油的价格从14美元涨到35美元以上。第二
次石油危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
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导致美欧超过3500万人失业。
欧洲媒体感叹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还
不曾遭受过如此深重的经济苦难。”

油价暴跌成苏联解体推手
相比哀鸿遍野的西方国家，在前两次石油危

机中获利最大的除了阿拉伯世界，就要数苏联
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西伯利亚一系列大
型油田陆续投入开发，苏联石油工业进入黄金发
展期。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苏联大幅增产，并拒
绝配合阿拉伯世界“限产保价”，反而与后者争夺
西欧市场。据统计，1975年苏联石油日产量达到
80万桶，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头号产油国。在
油价暴涨的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石油产量更是
维持在年产六亿吨（日产量 200 万桶）的巅峰状
态。当时对西西伯利亚油气工业每投入一卢布，
经过三至四年就可以收回 30 至 40 卢布的利润。
许多人乐观地认为，油价上涨到一定高度后会成
为稳定的“摇钱树”。

出口石油的暴利让苏联获得巨额硬通货，不
但可以凭此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外国先进设备
和消费品，还成为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财
政基础。尤其是当时苏联已经严重依赖通过国际
市场进口粮食，石油成为解决苏联粮食问题的灵
丹妙药。据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不止一次
向西西伯利亚主要石油开采企业的领导穆拉夫连
科提出请求，内容是：“面包出现问题，请增加300
万吨计划外石油”（用于出口创汇）。

苏联在经济上暴露的短板迅速让老对手抓住
机会。1985年8月，美国政府授意沙特增加产量，
实行“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向已显萧条的世界市
场注人石油，打压油价，抑制西方的通货膨胀。沙
特石油出口迅速从每天不足200万桶猛增到约台
900万桶。受此影响，1985年11月，国际原油价格
从每桶逾30美元直线下降，到1986年4月1日已
跌至每桶十美元，下跌幅度竟达70%。

正所谓祸不单行，此时苏联正面临石油开采
量下降和成本上涨问题。美国乘机对西西伯利亚
所需的石油开采设备实行禁运，让苏联希望提高
石油产量，靠提高出口量来弥补油价下跌造成外
汇收入下降的企图也化为泡影。在油价暴跌、石
油产量锐减的双重打击下，苏联外汇收入已无力
满足进口粮食以稳定国内供给的需求。20世纪
90年代初，苏联国内出现严重物资短缺，这成为
苏联解体的重要推手。 （摘自《环球时报》）

1915年，日本趁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中国发出最
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到了1919年，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
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又有强迫中国代表追认“二十一条”的行动，中国
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于5月4日举行
示威运动，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亲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
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汇

集，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并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口号。部分学生
决议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仆
役见人数过多，立刻关闭大门，此举刺激了前来示威的学生，学生们于是
破窗破门而人。

当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恰好在曹宅聚会，曹汝霖、陆
宗舆二人从后门溜走，章宗祥遭到示威学生的殴打，示威学生在感情
奋张之余还放火烧了赵家楼。大批军警闻讯随即赶来，逮捕学生32
人，其中北大被捕学生有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留下的文献资料中，最珍
贵的要推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
民之精神的潮流》、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张东荪《“五四”精神
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这三篇“短评”，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
三份文献。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概念的提出
顾兆熊是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他在1919年5月9日《晨报》“评坛”

栏发表的这篇名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
精神的潮流》评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有关“五四”的文献资料。顾兆熊称
5月4日的行动为“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是铲除

“旧秩序”与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是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道德”的“示威运动”；是“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的“可贵”的“决
斗”。他从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对前途充满憧憬：“吾观此次学生之
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
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

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
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他在5
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
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
威运动”的提法更简洁、更清晰、更嘹亮。尤其是他提升出来的“精
神”两字，其意义极其深远。

罗家伦郑重地告诉人们：“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感情”的，也是
“理知”的；不仅仅是“青年运动”“政治的运动”“国家的运动”“国民运
动”“民族运动”“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

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折射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
罗家伦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为“三种”：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

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并三呼万
岁：“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社会裁制的精神万岁！”“民族自决的精
神万岁！”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上海《时事新报》的
主编。5月27日，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时评”栏发表《“五四”精
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五四精
神”的这一提法，比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更鲜明、更凝练、更科
学。

张东荪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雪耻”
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指的是“改造腐败不中用
的政府”。

神圣的运动和可贵的民族精神
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

精神的潮流》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运动”这个词；罗家伦的
《“五四运动”的精神）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
给“五四运动”命名，并且将“运动提升到“精神”的层面；张东荪的

《“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
“五四精神”这个词，给“五四精神”命名。

这三篇文献，前后呼应各有侧重，又层层深人、开掘提升，其用意
显然是要人们感奋起来。从此，“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两个词
镌入史册，“五四运动”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神圣的运动；“五四精神”
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这之后，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
神”进行界定和阐释的文章越来越多。

傅斯年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北大的精神”。他在1919年9月5日
撰写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
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
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傅斯年在这里所说的“北大
的精神”，并不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而是鲁迅所说的“求新”。

太空在1921年5月4日《晨报》发表的《“五四运动”之回顾》一文中，
第一次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精神，他郑重指出：“五四运
动”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就是发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拿
出最大的努力，斩断奴隶索子，打破黑暗势力，创造我们的新生命！

1925 年 5 月 4 日《晨报副刊》刊登了汪典存的《每逢五四便伤
神》，文中说：“今欲保存五四之精神”，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以忠恕
立身，忠者对已对人对事具十分热诚而负责任之谓。恕从旧解推己
及人之意。二是涵养科学的精神遇事研究，判别是非，具自持不移
之态度。

以上说法代表着“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五四精神”的
界定和阐释。 （摘自《学习时报》）

“疯狂的油价”曾令世界苦不堪言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91年前，徽州地区经历了一场大劫难——1929年

4月4日，安徽东至人朱富润（因在拜把兄弟中排行第
五，人称“朱老五”）率领一百多人自休宁到屯溪，他们
向当地商团要枪来逐而纵火焚烧，将屯溪精华毁于一
旦。这就是著名的“朱老五火烧屯溪街”事件。

唱本中的“朱老五入徽”
根据《徽志资料选编》记载，朱老五生于1895年，为

东流县（今东至县）朱家村人。此人出身贫寒，曾在军
阀部队当过营长，后被遣送回家。他纠集当地的一些
人，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活跃于深山僻坞。

1929 年 3 月 31 日，朱老五率部一百余人，身披白
布，手持步枪、刀矛，号称“天下第一军”，翻越赤岭进入
徽州，抵达祁门县历口。历口是红茶的重要产地，原本
商客云集，朱老五一伙的出现，令诸多商人闭门弃店，
四处逃窜。朱老五找不到有钱人，就找一些高门大店
纵火泄愤。

随后，朱老五又率部朝着祁门县城进发。县长詹
纯熙自知寡不敌众，遂派人至朱老五处，表示愿意奉送
五至十万元的“茶仪”，恳请他们绕道而行。朱老五却
断然拒绝，4月1日率部进入祁门县城，焚烧县署和商
铺。

对此，1939年抄写的《朱老五》唱本中，有较为详细
的描述——朱部进入祁门县城后，首先释放了监狱中
的囚犯，让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1929年4月2日，朱
老五率部进驻黟县渔亭镇，在当地搜罗枪支弹药，没收
富商财产，焚毁商铺。

接着，朱老五绕过易守难攻的黟县继续东进，突破
多道防线，进入休宁县城。他故伎重施，释放狱囚，壮
大队伍，放火烧毁县署，没收商铺的资财。接着，朱老
五部又与赶来支援休宁县的屯溪商团40余人展开激
战。不久，后者被击溃，朱老五遂押着一些豪绅富商作
为人质前往屯溪……

屯溪镇毁于一旦
朱老五到屯溪，人马已有300多人，不仅在屯溪桥

上打死孩童，还要求屯溪商会交出枪支弹药。朱老五
入徽之初，商会会长汪仲容就让商团在沿途布防狙击，
但却屡败屡战。当朱老五进逼屯溪时，汪仲容与之在
西南郊相遇，并展开激战，结果，商团大败，汪仲容逃进
深山。

4月4日，朱老五率部进入屯溪，勒令交出汪仲容

和商团的枪械。留下的商号猝不及防，只得公推大康
钱庄经理刘紫垣和教会牧师沈玉书，硬着头皮与朱老
五谈判。刘紫垣派人与汪仲容接洽，请其拨交空枪四
十支加以应付，结果遭到后者的拒绝。刘紫垣眼见难
以了局，遂潜逃无踪。朱老五等人气急败坏，遂将屯溪
汪仲容的德厚昌南货店浇上汽油，纵火焚烧。大火蔓
延，其他商号惟恐危及全市，纷纷请求朱老五下令灭
火。朱老五仍然坚持要求交出 40 支枪，就会立即灭
火。当在场的商号老板皆表示愿意负责后，朱老五随
即下令灭火。

不过，商号老板们在火灾扑灭后，纷纷收拾细软逃
避，根本无人再去兑现交枪之事。第二天早晨，朱老五
等发现由休宁押来的十余名豪绅富户，大部分已于夜
间脱逃，不禁怒火中烧，遂令将余下五人枪决，接着大
肆放火。整个屯溪镇淹没于火海之中，东镇、西镇、河
街三大商业中心悉遭焚毁。大火一直烧到夕阳西沉，
朱老五才率部撤离屯溪。沿途，他们又一路焚烧，并不
断抓捕各处的富商……

是劫富济贫还是土匪？
率部入徽的朱老五若摧枯拉朽，引起了国民政府

忧虑，蒋介石遂多方调兵遣将，大力围追堵截。在此情
形下，朱老五逃入江西，身负重伤。4月23日，朱老五
被俘。两天后，他被处以极刑，暴尸示众。

朱老五率部入徽，在祁门县平政桥曾发表演说：
“我部以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资本家为宗旨，平民
无须惊慌。”朱部所经之处，对于官僚和富户多有打
击。正是因为这些，以往对朱老五事件的评价颇多分
歧。有的将其视为农民运动，甚至颇多同情和赞美之
辞；有的则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是土匪。

揆诸实际，朱老五在平政桥发表演说时，平民胡光
兴强行过桥，一言忤意，即被残忍枪杀。朱老五不加甄
别地释放囚犯，让他们加入自己的部队，使得本就龙蛇
杂乱的兵源更加复杂。其中的一些人行为具有强烈的
反社会报复性质，他们四处烧杀劫掠，颇为残忍与贪
婪。

因此，朱老五等人虽反抗旧政权，镇压富商、官僚，
但与通常认知中“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仍有较大的区
别。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朱老五入徽以及火烧
屯溪街，显然是时兴唱本的绝佳素材。然而，对于升平
时世的商业社会，朱老五火烧屯溪街带来的惨痛记忆
可谓创深痛巨。 （据《澎湃新闻》）

徽州大劫难：朱老五火烧屯溪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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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校长的话，让柴玉兰觉得不好意思了：
“王校长，看您说的。你们对我这么好，对孩子这
么好，我真的感激不尽。你们想的这么周到，我自
己没想到的你们都替我想到了，哪还会有啥不
周？我已经好了，不能再麻烦你们了。”

“你看你这样说就见外了，有啥麻烦的？你要
不嫌这里条件差，就住着。这样孩子也放心，你也放
心不是？啥也别说了，安心养病，等养好了病再说别
的，好不好？这事就这样了，我还有个会，有啥要求
让金嫂告诉我，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尽力！”王副校长
说完，握了握柴玉兰的手，就走出了屋子。

望着王副校长匆忙的背景，柴玉兰心里一股热
浪涌上来。学校的领导太好了，王副校长太好了！
在山东她没有亲人，他们比她的亲人还要亲啊！

柴玉兰就又住了下来，回家的事，她不好意思
再提起了。

汪点点来到柴玉兰的小屋，她没有跟前两次那
样坐下就采访，而是跟没事人一样，一边很随便地跟
柴玉兰说着家常，一边手脚麻利地收拾着屋子。

屋子小，也没什么好收拾的。早晨金嫂走之
前已经收拾过了。但汪点点也还是仔细地收拾
着，不放过一个小的细节。

“汪记者，快歇歇，我好了，能自己做。这些

事，哪能让你干？”柴玉兰几次劝说，汪点点却总是
不停手。连金春雨放在妈妈床上的一件上衣，她
也拿过来重新仔细地叠了一遍。

“你就拿我当妹妹吧，我干点活累不着的。你
还没好利索，先歇着。”汪点点把要干活的柴玉兰
拉到床上，让她躺下。然后边跟她说着话，边手脚
不停地干起来。直干到头上冒出了汗，干到实在
再也找不到可做的事了，才停下。

汪点点洗干净手，先倒了杯水放在柴玉兰床
边，又转身从带来的方便袋里拿出几个苹果，洗净
了，然后慢慢地削着果皮。

柴玉兰心里很感动，她不想躺着，可又不好意
思下来，就坐在了床上。

“柴姐，你看我还行吧？以前，我是专门干护
理的。”汪点点把削好的苹果递到柴玉兰手上。

“怪不得呀。我说你干活咋那么利索那么有
条理呢。”柴玉兰慢慢吃着苹果，感动得不知说什
么好。

采访的事，汪点点一直没再说。收拾房间、做
饭、洗衣服，汪点点边干边和柴玉兰很随意地聊
着。柴玉兰心里暖暖的，觉得这个记者一点架子
也没有，真的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晚上，汪点点照顾柴玉兰吃完饭，又照顾她洗

刷，连牙膏，她都替柴玉兰挤好了，刷牙水也兑得
不冷不热地递到她手上。柴玉兰想自己做，可汪
点点不让。

“柴姐，你要是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就别这
样跟我见外。你没听有首歌里唱的嘛，十年才修
的同船渡呢，咱姐妹俩的缘分，可不是十年八年能
修来的吧？你要不嫌弃我这个妹妹，往后咱就常
来常往，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汪点点越说越热乎，柴玉兰越听越激动，心里
的热浪一波波涌上来，泪水都快落下来了。自从
妈妈走了以后，谁对她这样知冷知热地疼爱过。
汪点点这样的大记者，能把她当姐姐，她觉得自己
真是烧了八辈子的高香了。

“看你说的，我哪会嫌弃你，我有啥资格嫌弃
你呀！”柴玉兰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那就好，咱说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妹
妹，你就是我姐姐了。不许反悔呀。”汪点点说着，
伸出小手指，跟柴玉兰勾了勾手，“拉勾放炮，一百
年不许变呀！”

柴玉兰被她逗得笑了起来。
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柴玉兰和汪点点并排躺

在床上，月光洒进来，照在她们脸上，柔柔的带着
丝丝冷意。浓浓的花香，从门窗的缝隙里，丝丝缕

缕地挤进来，比白天的香味更纯更酽。有风吹过，
房前的那棵白杨树，哗啦啦地响着，像有无数只小
手在不停地拍着巴掌。

好久，她们都没说话，却也都没有合眼。
熄灯的音乐早已响过了，校园里静了下来。

时浓时淡的花香却一波波地涌进来，酽得竟有些
呛了。

汪点点从金春雨的学习开始，与柴玉兰拉开
了家常。也许是夜晚的缘故，也许是两个人并排
躺在一起的原因，也或者是柴玉兰真得被汪点点
感动了，那一刻，真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她
敞开了封闭已久的心扉，跟汪点点讲起了她的从
前，那些让她无法忘记也难以启齿的往事。

汪点点把一只胳膊搭在柴玉兰胸前，轻轻搂
抱着她。静静地听着，并不说话。

话语像掘开了口子的河水，一旦开了，就那么
一直往前不停地流淌着。有那么几次，柴玉兰觉
得不应该再说了。这些事，她是准备一辈子都不
跟任何人说的。可今天，怎么就说了呢？不说了，
不说了，说这干啥呢？可是，好像前边有个人在引
着她说，让她欲罢不能。一种不可知的惯性牵着
她，一直就那么往前走着走着，想停也停不下来。

她们睡觉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