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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希腊，我们想到的往往是浪漫的爱琴海，童话般的白色房子，悠闲安逸的国民……但显然，这个人们心目中的神话国度如今遇上大麻烦了：自 2009 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长达 6 年的经济衰退使希腊濒于崩溃，而今年 6 月 30 日，由于未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5.5 亿欧元的到期贷款，希腊债务危机再度加速。7月 5 日，希腊公投否决国际债权人援助方案，更是将危机带到了最后爆发的边缘。是违约退出欧元区，等待诸神解救，还是和欧盟“以死相逼”进行债务大战……希腊路在何方，我们暂且还得静观其变，但在这场债务危机中，希腊人民却实实在在遭遇了不少怪事。

怪相一：

银行集体“熄火”，妇女坐两
个半小时船取60 欧元

也许你很难想象，但希腊的银行确

实关门了——为避免银行系统崩溃，希

腊各大银行从 6月28日开始集体停业。

为此，民众只能从自动取款机中提取现

金，每天限 60 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415

元）——大概够三口之家三天的饭菜钱。

在希腊雅典的庞拉提城区，50 岁的

玛丽亚在阿尔法银行的一家分行前等待

提取这 60 欧元现金，然后再去对面的

“希腊国家银行”，她在那里也有一个账户，

可以另外取 60 欧元。不过，能不能从

阿尔法银行取到钱还不一定，她说：“如

果输入取款 60 欧元，就会显示：很遗憾，

不能支付您所需要的金额。所以，我只

能取到 50 欧元。”她估计，原因在于10

欧元面值的钞票快告罄了，但因为银行

不开门，也没有地方询问。

而在希腊的几座岛上，银行关门却

让居民的经济生活完全陷入瘫痪，比如

偏远的圣埃夫斯特拉蒂奥斯岛。该市市

长玛丽亚·卡卡里说：“我们岛上虽然有

一家银行，但没有自动取款机。因为银

行关门，谁要提取 60 欧元，就必须坐船

两个半小时去附近的利姆诺斯岛排队取

钱。”“现在，圣埃夫斯特拉蒂奥斯岛上

的人谁要去利姆诺斯岛，也会拿上朋友

们的银行卡，帮他们取钱。”

怪相二：

百万美元大单，
商人有生意不做

因为钱放到银行里有“肉包子打狗”

的风险，希腊如今也出现了一些有生意

不做的怪事。据《纽约时报》报道，有

一个人想买价值 110万美元的珠宝，但

珠宝商却拒绝交易，因为不是现金交易，

他怕钱一旦进入银行，再想出来就难了。

这个珠宝商说：“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会

拒绝这笔生意，110万美元啊！但是我

评估了一下风险，觉得必须拒绝。”

金融管制也影响到外国人。瑞士一

些飞往希腊的航班，已经要求飞行员要

带一万欧元左右的现金，防止因为银行

无法交易，到时飞机加不上油就麻烦了。

希腊人更惨，很多希腊的卡车司机开车

到其他欧盟国家，行到半途，因为身上

希腊银行的信用卡无法使用，竟然连油

也加不上，卡在异国他乡。

怪相三：

孩子喝不上牛奶，
更多女性成为全职主妇

欧洲各国一直以高福利著称，但今

年 6月末，BBC（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在希腊采访，一位带着 4 个孩子的单亲

母亲哽咽着说，她那 5 岁的最小的孩子，

最近连牛奶都不够喝，经常问她：“妈妈，

我可以多喝一点吗？”令人觉得这简直

是第三世界战乱地区的场景，哪里像是

正在欧盟成员国上演的悲剧。

不仅单亲妈妈的日子难过，香港《成

报》7月1日发表社论称，希腊堕进债

务危机已久，失业率飙升到 25%，年轻

人失业率更高达 48%。工资的大幅削减

和公共服务的取消，让希腊人活得很艰

难，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

冒着正午的热浪，玛丽耐心地坐在

人才市场里。这个笑容灿烂的 30 岁女

人曾是个称职的护士，自丢掉在一家儿

童医院的工作后便一直求职。而被问及

是否要找护士的工作时，她说：“什么工

作都行。”现在，她与母亲同住，每月靠

360 欧元失业抚恤金生活，还在学习英

语以求后路。生活对她来说“非常艰难”。

70 岁的提提娜·帕塔滋是希腊妇女

联盟主席，对她来说，现在是一段充满

恐慌的时期：“年轻妇女会被雇主盘问

是否以后会成家，如果做出‘错误’回答，

雇主的态度会迅速转变，而这种情况是

非法的。如果育龄期的妇女想要在私企

找工作，你得首先承诺不怀孕。”帕塔滋

说，“妇女已经争取来的权利因为经济危

机而变得岌岌可危”。

根据希腊统计局的数据，以妇女为

主的公共部门被迫减少雇佣，使得妇女

就业遭受重创，能为妇女提供最长育婴

假的工作也在减少。“妇女至上”的联合

创始人斯特拉·卡斯达利说，现在很多

妇女开始成为全职主妇，某种程度上，

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怪相四：

越穷越要狂买奢侈品
在一片黯淡的经济形势下，希腊的

奢侈品门店却一反常态地生意兴隆。民

众因为害怕政府会强制没收部分存款，

导致血汗钱化为乌有，所以他们宁愿把

钱投资在奢侈品上，通过买下香奈儿手

袋、高级时装、设计师品牌的鞋子来保

值。而在过去，碰上国家经济崩溃时，

人们通常是把钱换美元或者买黄金。

不仅收入较高的人群在开始买更多

的奢侈品，工薪阶层也在加入这一行列。

48 岁的希腊律师索菲亚·马克拉库斯是

两个孩子的妈妈，最近她给自己买了一

只名牌手袋。如果放在平时，她完全不

会把钱花在这种东西上，但现在是非常

时期，索菲亚把买名牌手袋看成一种踏

踏实实的投资，是政府无法拿走的资产。

除了衣服鞋包，豪车的销量也在

暴 增。希腊 媒 体 称，2015 年第一 季

度，雷克萨斯在希腊的销量同比暴增了

184.6%，路虎上涨了137.5%，保时捷上

涨了150%，而即使宝马的上涨在所有豪

车中幅度是最小的，也有10.7%。

怪相五：

牛仔裤上色缝补，
旧生意反倒日益兴隆

希腊经济陷入危机后，《华盛顿邮

报》引述一份评估报告称，将会有最多

44% 的希腊人口陷入贫困。而自从银行

关门以来，已经有4-5万名希腊人被炒

了鱿鱼。

日子越来越穷，却也出其不意地成

全了一批人。开针织店的希腊姑娘德尼

亚清楚记得，她第一次意识到祖国正处

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是人们忽然开始购

买针织染料回家自己翻新旧衣物之时。

“10 年前，没人愿为穿旧了的牛仔

裤上色。”德尼亚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褪色了买新的就好。

德尼亚的店在雅典市中心，由祖父

在 1962 年建立，但过去 5 年来生意明

显好转，现在她的父母和妹妹也来帮忙。

“人们没钱买新衣服，只有把旧衣服翻

新再穿，甚至还有人找裁缝做衣服，那

样更省钱。”德尼亚说。

放眼希腊，德尼亚的针织店只是经

济危机中异军突起的小买卖之一。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2010 年以来，

希腊家庭平均支出下降 30%，由于工资

水平下降，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购买

力明显降低，由此也孕育了新的商机，

比如手机维修店、典当行等。不利的经

济形势也激发了大家的创造力，年轻人

开始愿意花心思制作手工艺品、培育特

色农产品，销量也很不错。

用手工饰品设计师尼克斯的话说：

“危机已持续五六年了，我们不能一直抱

怨，如果不努力，什么也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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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中国人迎来了

“头伏”，英国的气温同样蹭蹭

蹭往上涨，小动物也愈发活跃。

只不过，英国人关照的不仅仅

只是外形可爱的猫猫狗狗，他

们反倒有些“众生平等”的意

味，什么都得保护起来。

比如蜘蛛。最近我一直开

窗散热，蜘蛛便进了屋子。女

儿很害怕，整天嚷嚷着让我把

蜘蛛干掉。我去交房租时，顺

带跟中介说起了家里有蜘蛛的

事，没想到工作人员超级淡定：

“别怕，这些蜘蛛基本上没毒，

不要弄死它们，用纸在下方接

着，打开窗户放生就行。”

好吧，为了不弄死蜘蛛，

也不让孩子害怕，我还真在超

市买到了一个蜘蛛捕捉器。这

个捕捉器像一把手枪，有一根

65 厘米的长杆，长杆最前端

装有带刺刷毛。用法和手枪也

一样，一松开扳机，机关启动，

刷毛就会将蜘蛛牢牢缠住。捕

捉到蜘蛛后，再到室外扣动扳

机，刷毛就会放开蜘蛛，还

不会对它造成任何伤害。

又比如蜈蚣。我去女儿的

学校参加义务劳动，在菜地里

和劳动老师斯蒂文一起推开墙

脚的厚木板时，突然冒出两条

筷子粗的蜈蚣，我吓了一跳，

抬脚就准备踩下去，斯蒂文哗

啦一下拦住我，大声说：“不

不不，让它走。”——好吧，

你让我别伤害它，但这么毒的

蜈蚣，它伤害我咋办？

不仅大人会刻意保护各种

动物，孩子们做得也很好。

有一天，我去运动场散步，

看到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在停车

场旁的一棵树下叽叽喳喳。我

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从树上掉

下来一个蜜蜂窝。后来，邻居

孩子跟父母讲了这件事，家长

居然特意联系了一位“蜜蜂达

人”，这位“达人”是名园林工人，

因为喜欢蜜蜂，所以相关知识

比较丰富，如今听说有蜜蜂正

在“遭受苦难”，他便火速跑

来解救蜜蜂。他告诉我们，这

窝蜜蜂的蜂王已死，所以，他

带来了他的蜂王、蜂箱和糖。

捣鼓了一上午，蜂窝又安安稳

稳地挂上了枝头，蜜蜂又忙碌

地进进出出了。

俏说英国希腊债务危机下的女性生活
英国式“众生平等”

英国的蜘蛛捕捉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