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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不少华尔街分

析师颇感不快。

在 前 景 资 本 集 团（Prospect Capital）

的业绩电话会上，美国富国银行的一位分

析师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巴里提

问：“在什么情况下公司会强制将部分优

先股转换为普通股？”

这引发了巴里的不满。他认为，对方

的问题充满敌意。巴里气呼呼地说：“你

为什么不在参加电话会前，先对这样荒谬

的问题做一点研究呢？你说的事情毫无

意义。”

通常情况下，很少有企业高管会对

华尔街分析师公开表达不满。因为华尔

街分析师有很大的市场影响力，他们对

一家企业唱多或者唱空，直接关系到企

业的股价，对大型企业来说，动辄就是几

百亿美元乃至上千亿美元的财富波动。

对公众知名度不高的中小企业来说，华

尔街分析师的报告更是投资者了解企业

的主要渠道之一，报告从哪些角度写、结

论是什么，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对企业的

信心。

所以，企业业绩电话会上更常见的场

景是，公司高管会以一种“讨好”的姿态面

对分析师。他们往往会耐心且友好地回

应对方的各种问题，哪怕问题看起来非常

不靠谱。

但巴里激烈的回应方式不同寻常。

这既反映出他对于公司财务压力的焦虑，

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企业与华尔街分析

师之间的关系越发复杂。特别是在市场

环境日益艰难的情况下，企业与华尔街分

析师之间的矛盾已经出现公开化倾向。

事实上，不少人质疑过，华尔街分析

师的能力与市场影响力不匹配。

有机构曾在 2019 年对近 40 位知名华

尔街分析师的股市预测进行过盘点，最终

发现，他们的预测值较年终实际情况偏差

很大。除了个别分析师有较高的成功率

外，大部分分析师的准确率和猜硬币相差

无几。

传奇投资人彼得·林奇在他的著作中

更是直言：“在投资中，专业投资人并不像

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业余投资者也并不

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愚笨，只有当业余投资

者一味盲目听信于专业投资人时，他们在

投资上才会变得十分愚蠢。”

彼得·林奇告诫读者：“如果你平时在

自己工作的场所或者附近的购物中心能

够保持一半的警觉，就可以从中发现表现

出众的优秀公司，而且你的发现要远远

早于华尔街的投资专家。”

这些质疑足以让华尔街分析师去

反思自己的工作。但是眼下，他们或

许还要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工智能可

能会取代他们的工作。

德意志银行、贝莱德和摩根大通的高

管近期均公开表示，人工智能将“影响”分

析师的工作，特别是初级分析师。从某种

程度上说，这些高管还真是很含蓄，他们

想说的其实应该是“替代”。因为事实上，

很多初级分析师的工作就是整理报表、制

作表格，而这样的工作，谁也干不过人工

智能。

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奇称，人

工智能在提升投资工作效率方面有巨大

潜力。目前，贝莱德正在大力投入研发，

未来将有不少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

另有一些企业已经开发出相关的人

工智能产品，并尝试让其参与工作。尽

管它们做的只是初级工作，但是流程已

经像模像样，并且表现得十分“全能”。

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客户定制化生

成观察清单，让客户随时了解市场行为；

提供资本流动热图，让全球主要国家资

金 流 入 与 流 出 情 况 一 目 了

然 。 此 外 ，它 还 能 处 理 来 自

世界各地的大量经济数据，包

括 股 票 、指 数 、商 品 、债

券、货币以及相关国家的

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

价指数等关键指标，并且

用 专 有 的 模 型 对 数 据 进

行综合分析，形成用户需

要的报告。

这 两 年 ，不 少 华 尔 街

分析师把精力用在了分析

人工智能企业上，不知道他

们如何看待这一分析对象

对他们自身的影响？或许

不 少 人 已 经 开 始 坐 立 不

安。毕竟，人工智能虽然不

会像巴里一样“炮轰”他们，

但可能会悄无声息地“干掉”

他们。

受质疑的华尔街分析师
袁 勇

为什么说，到维也纳，一定要去艺术

史博物馆看看？

因为这是一座世界级的艺术殿堂，收

藏有哈布斯堡王朝历代珍品、古埃及的大

量珍贵出土文物、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精

美雕塑，当然，还有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大

师的作品。徜徉在这座艺术殿堂，每一步

都是历史的低吟与艺术的洗礼，令人忘乎

所以。

艺术史博物馆位于维也纳环城大道

上。它建成于 1891 年，宏伟建筑外墙上

的众神雕像、大理石装饰的豪华大厅，无

不尽显巴洛克风格。根据记载，昔日奥匈

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下令建设博

物馆，目的是为历代收藏品提供一个公共

展示场所，作为皇室荣耀的象征。当时，

维也纳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欧洲文化中心

之一，艺术史博物馆的建立在客观上也增

强了其文化竞争力。这种影响力一直延

续至今，每年吸引上百万位艺术家、学者

和游客前来观光学习，成为维也纳乃至整

个奥地利的文化象征。也正因如此，艺术

史博物馆也被公认为全球最负盛名的艺

术博物馆之一。

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文化史上具有

独特的地位。它长期统治欧洲大片土地，

也积累下了大量艺术珍品。在浩瀚的皇

室收藏中，一些世界级文物格外引人瞩

目。比如，其拥有欧洲规模较大的古埃及

文物收藏，包括木乃伊、雕像和墓葬艺术

品，且大多保存完好；皇室珍宝收藏也特

别有趣，涵盖了从古罗马、古希腊到近现

代奥地利的各种钱币以及“金银财宝”，是

研究世界经济史的重要宝藏。

值得一提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几位

重要皇室成员对艺术品收藏贡献卓越。

该家族早期最具影响力的收藏家是

斐迪南二世，博物馆中的诸多馆藏都得益

于他的慧眼。比如，造型优美的纳夫雷蒂

斯雕像展现了古埃及工匠的高超技艺与

辉煌文化，古希腊的赫尔克勒斯的雕像充

分 展 现 了 英 雄 赫 尔 克 勒 斯 的 强 壮 与 威

武。颇具尚武精神的他还收集了大量中

世纪的骑士盔甲和装饰品。

皇室中最重要的一位收藏家是神圣

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这位“仁兄”

性 格 古 怪 ，他 挑 起 了 战 争 ，最 终 黯 然 退

位。但他却对艺术和科学情有独钟，不仅

广泛赞助艺术家、工匠和科学家，还收藏

了大量绘画、雕塑、钟表、稀有的自然标本

和科学仪器。据说，他同天文学家布拉赫

和开普勒联系密切，而开普勒正是在皇帝

本人的赞助下发布了用来计算太阳、月亮

和行星运动的“鲁道夫星行表”。

鲁道夫二世的收藏经历颇为传奇。

作为 17 世纪初欧洲最大收藏家之一，他

对艺术品几近痴迷，只要是看上的物件必

定重金收购。在他居住的布拉格王宫就收

藏着无数石刻艺术精品。当时还有个“鲁

道夫绘画圈”的说法，指皇帝经常邀请著名

画家来宫里作画，汉斯·冯·阿亨、朱塞佩·阿

尔钦博托、巴托洛莫斯·斯普兰格和约瑟

夫·海因茨等大师均是他的座上宾。

到过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人都知

道老彼得·勃鲁盖尔的代表作《巴别塔》。

这幅画创作于 1563 年，取材于宗教，讲的

是人类试图建造通往天堂的高塔，但由于

语言不通功败垂成。勃鲁盖尔对建筑细

节和人物细节的关注令人惊叹，晦暗色

调、未完工的建筑主宰了整个画面，内中

又包含大量微场景，一方面展现了画家对

人类无谓追求的赞赏，另一方面也代表了

其对人性弱点的反思，这也是这幅作品能

够成为传世经典的重要原因。

艺术史博物馆另一幅核心藏品《农民

的婚宴》也不容错过。作为世界上最重要

的风俗画之一，它描绘了一场乡村婚宴，

其中很多细节很容易让人想起小时候在

乡下吃酒席的场景，既喜庆又嘈杂，特别

有乡土气息，也极具感染力。当然，也有

人视之为乡村贫穷生活的写照，称其是

“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

必须提到的还有利奥波德·威廉大

公。作为佛兰德斯的总督，他广泛收集了

佛兰德斯和北欧绘画作品，最终这些作品

都回流到维也纳。比如，17 世纪佛兰德

斯画派的代表人物鲁本斯，他的绘画风格

结合了文艺复兴的理性与巴洛克的激情，

常常充满动感和力量。在其代表作《狩猎

狮子》中，狮子咆哮，猎人举起长矛，马匹

腾空而起，通过复杂的构图和紧凑的布

局，观众仿佛置身于狩猎现场。

玛丽亚·特蕾莎女王在位 40 年，进一

步巩固了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艺术品收

藏中的重要地位。而弗朗茨一世在位 68

年，对科学、自然历史和艺术收藏均有浓

厚兴趣。在他主持下修建的维也纳艺术

史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很大程度上

奠定了今天维也纳文化之都的根基。

博物馆另一幅“镇馆之宝”是拉斐尔

的《草地上的圣母》。拉斐尔是“文艺复兴

三杰”之一。他早年师从米开朗基罗，与

达·芬奇亦师亦友。拉斐

尔的画以优雅、和谐的

画风著称。在《草地上

的圣母》中，拉斐尔大胆

地将宗教绘画人性化，

堪称“文艺复兴时期对

人 性 之 美 和 宗 教 精 神

的完美诠释”。

提 香 的 画 在 任 何

艺 术 馆 中 都 是 重 中 之

重。有观点认为，

自 古 以 来 最 重 要

的 艺 术 大 师 只 有

两位，一位是雕塑

大 师 米 开 朗 基

罗，另一位就是提香，后者在色彩运用方

面的开创性成就无人能出其右。维也纳

艺术史博物馆收藏了 25 幅提香画作，数

量仅次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

伦勃朗一生创作了大量自画像，据估

计大约有 40 幅，外加 31 幅蚀刻版画和数

十幅素描。在早期的自画像中，画面更多

地展现了他的艺术技巧。在晚期作品中，

伦勃朗表现出了明显的情感深度和自我

反省。仅从画作本身来看，年迈的伦勃朗

面容疲惫、充满沧桑感，但他的身姿依然

挺拔，展现出一种坚毅与自尊的态度。随

着年华逝去，他的笔触变得更加自由、粗

犷，色彩也更加深沉，带给人凝思之感。

还有维米尔。尽管约翰内斯·维米尔

的名声不如前几位大师如雷贯耳，但《戴

珍珠耳环的少女》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是荷兰黄金时代的重要画家，一生创作

的作品仅有 30 余幅留存至今，《绘画的艺

术》就收藏在艺术史博物馆里。

人类对爱与美的追求是永恒的，而这

些艺术作品之所以伟大，很大程度上在于

其能够穿越时空、跨越文化，带给全人类

相通的感受。维也纳艺术史博物

馆正是这样一座艺术殿堂。在

这里，还有太多文明的记忆等待

被唤醒，还有太多等待被共情的

艺术作品值得细细品味。

唤 醒 文 明 的 记 忆

□ 翁东辉

在位于比利时布吕热

莱特的天堂动物园，以大熊猫园

为核心的中国园占地面积 4.5 公顷，天

堂动物园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 5 只大

熊猫的境外动物园。

动物园创始人兼董事长埃里克·董博

常常说：“大熊猫打开了一扇门，这是一扇

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的门。”

今年是天堂动物园建立 30 周年，也是

大熊猫在这里落户 10 周年，记者日前走访

了这家动物园。董博告诉记者，自从 2014

年大熊猫“星徽”和“好好”来到这里，动物

园客流量大增，并多次被公众评为欧洲最

受欢迎和最美的主题公园。

为了让大熊猫能在此安居乐业，董博

不仅请中国工匠打造了充满中国韵味的

园林，还把中国饲养员刘洋也请来，以便

为大熊猫提供最专业的照料。

作 为 唯 一 的 海 外 专 职 大 熊 猫 饲 养

员，刘洋陪伴“星徽”和“好好”已整整 10

年，其间大熊猫“天宝”和双胞胎“宝弟”

“宝妹”相继在这里出生。刘洋的两个洋

徒弟罗宾和马克西姆也已出师，从打扫

喂食，到粪便称重，再到记录数据，研究

大熊猫生活习性和饮食规律，两个人做

得井井有条，就连大熊猫爱吃的秘制窝

窝头也做得得心应手。

从“星徽”和“好好”赴比开始，到升级

为一家五口，来看它们的人络绎不绝。刘

洋说，有一位 80 多岁的法国老奶奶每周驱

车往返 6 个多小时来看它们，还专门买了

有机胡萝卜和苹果送过来。有几位大熊

猫“粉丝”每周会来两三次。当地社交媒

体上，网友们还自发建立了好几个大熊猫

“粉丝群”。

今年秋天，“天宝”和双胞胎“宝弟”

“宝妹”将踏上回国的旅程。“那将是个非

常伤感的时刻。”董博说，动物园为此特别定制了中国大熊猫赴比

10 周年纪念款 T 恤衫和帽衫。

“大熊猫刚到这里时，当地人还不是很了解中国。”刘洋告诉

记者，这些年以来，让当地人感兴趣的中国元素正不断扩展，“比

如中国传统文化、城市景观、美食、音乐和服饰等”。很多大熊猫

“粉丝”表示，大熊猫回国后，他们也计划去中国大熊猫基地看看，

到中国各地走走。

大 熊 猫 在 天 堂 动 物 园 落 户 后 ，董 博 还 把 几 位 大 熊 猫“ 同

乡 ”也请了过来，有华南山羚、红熊猫、扬子鳄等。未来，董博

打算再建一个主题村落，向欧洲人展示人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故

事。他说：“在大熊猫栖息地，有非常丰富的野生动物种

群。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下了大功夫，取得了显

著成果。”

从爱上大熊猫到爱上中国文化，大熊猫打开了当

地人了解、热爱中国文化的大门。董博说：“很多误

解都来自无知，希望经由大熊猫开启的文化之门，

把中国智慧传播到欧洲。”

（据新华社电）

大熊猫

，开启了解中国的

﹃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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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骥志

丁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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