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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眼看世界

不节约的美国人
去超市购物，付款后，我习惯

性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购物袋，

但超市的工作人员却非常果断地

将我买的商品装进收银台一侧的

薄膜袋子里。我示意我自己准备了

袋子，无需再用新的，但对方视而

不见——说好的环保呢？

其实，在美国任何一个地

区购物，总会带回一大堆购物

袋。超市里的冷鲜菜，必定里

一层外一层地用塑料盒、纸盒

外加保鲜袋包裹好。据说也有

的州立法规定不允许商家提供

塑料袋，但由于美国各州都有

自己的法律，所以很难在全国

统一起来。目前只有Cotsco这

样的连锁超市不提供塑料袋，

人们购物就像在长沙的麦德隆

那样，得用纸箱子装回家去。

美国的卫生用纸，如擦手

纸之类的也是用得飞起。记得

我第一次来美国前，在有关部

门接受出国培训时，老师告诉

我们，美国是不缺纸的国度，无

论什么地方都会备好纸供人使

用。来了之后一看，果真如此。

大个子的美国人不管什么时候

都在分外大方地使用公共场所

的卷筒纸，一点也没有节俭的

意识。前两天，我在星巴克买咖

啡，店员不小心将台子上的饮料

撒了一地，但他不是找块抹布擦

干净，而是大把大把扯了纸去揩

拭，整整用了一卷纸。我们都觉

得可惜，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再就是经常收到的邮包和快

递，每件物品都是整整齐齐用纸

包装了三四层，虽然展现了美国人

严谨认真的风格，却看不到半点

勤俭节约的影子。家家户户的车库

里，总有一大堆废弃纸盒和塑料

袋。好在美国家庭习惯分类处理

垃圾，可回收的纸箱、纸张等与生

活垃圾分开，树枝落叶等则用特制

的牛皮纸袋装好放在路旁，等待

垃圾车来收——到了这才总算看

到了一点纸张回收再利用的影子。

美国人用电、用水也不秀

气。纽约市规定，写字楼夜间不

许关灯，理由是不能给小偷提供

便利。校园、商场、展览厅、教堂

也常常是昼夜灯火通明。大学的

图书馆，春夏秋冬白天晚上空调

总是不关，虽然这与图书馆24小

时开放和防潮除湿有关，但我们

总觉得太浪费。

在我们居住的小区，路灯、

廊灯、装饰灯，种种“长明灯”

随处可见。在离圣诞节还有十多

天的时候，很多家庭早早就把圣

诞灯饰弄得亮晶晶的开着，一点

也不关注电费。女儿的邻居有一

个大宅子，廊灯不曾关闭过，屋

外走廊的电扇也日夜转着，即便

冬天都是如此。这么做到底是为

了防止强人出入，还是别的什么

缘由，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

而在汽油的使用上，美国

人就更大方了。德克萨斯人开车

特别猛，不管上坡还是下坡，总

喜欢加大油门向前冲，到了路口

就赶紧急刹车，左右看看没人

也没车，又是一大脚油门继续猛

冲。也许在他们的概念里压根没

有“节油”这回事儿——难怪美

国产的汽车在油耗上跟日本产、

韩国产的车不能比。反正美国的

油价不贵，德克萨斯西部就有一

个大油田和大型炼油厂，完全不

担心涨价和缺油。

不过，美国是地大物博、

物产丰富没错，但在故事的另一

面，却也有别样的说法——他

们把石油埋在地下不去开采，同

时却大把大把地从中东海湾弄

来廉价石油，每次中东战争，美

国人总是渔翁得利，难怪他们对

《京都议定书》没什么兴趣。

这就是美国， 一个并不节

约的发达国家。

很“自然”，老外们那些让人咂舌的商机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聂朝霞

空气一块钱一口，
中国客户抢着吸

近来，中国多地雾霾围城，

但这爆表的污染指数却让两个

加拿大人看到了商机。据加拿

大《世界日报》报道，加拿大亚

省一家公司开始向中国出口落基

山脉的新鲜空气，尽管一罐 7.7

升的压缩空气售价高达 32 加元

（约合人民币149 元），还只能供

呼吸150 次，但这将近一块钱

一口的“洋气儿”仍然受到中国

客户的热捧。

“卖空气”的点子是由一名

加拿大华裔男子林摩西与他的

老朋友帕奎特想出来的。他们

跑到落基山脉班夫山区及路易

斯湖，将新鲜空气收集起来，

经压缩放入瓶内，并通过网络

出售。

林摩西说，他们最初的想

法只是开玩笑，第一个装在食

品密封袋里的空气在网上卖出

了99 美分，然后第二袋空气

居然神奇地拍出了168 加元（约

合人民币 787 元）——然后他

们卖空气的计划就开始了。

最开始，两人的空气生意

一直不温不火，直到两个月前他

们开始向中国销售——产品卖

得分外红火，短短 4 天内 500

罐空气便销售一空。目前，两

人已经卖出去了4000 罐空气，

新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

热乎乎刚出炉，
冰岛火山灰网上开卖

除了空气，还有一种炙热

的商品也在受到追捧——冰岛

一家购物网站正以每罐 108 美

元（约合人民币 700 元）的价

格出售冰岛埃亚菲亚德拉火山

喷发出的火山灰。

冰岛埃亚菲亚德拉冰盖火

山喷发时，其形成的尘埃云团

致使欧洲大部分空域禁飞约一

周时间，超过 10万个航班被迫

取消。尽管给欧洲民用航空带

来沉重打击，火山灰却为冰岛

购物网站 nammi 提供了商机。

网站负责人索菲斯·卡斯塔福

森说：“有顾客问我们卖不卖

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的火山灰，

于是我们想，为什么不可以呢。”

眼下，这家购物网站正面

向全球出售每罐重 160 克的火

山灰，顾客来自澳大利亚、美国、

德国、芬兰、挪威等。他们打

算把出售火山灰所得收入捐助

给民间救援机构 ICE － SAR，

这一组织在埃亚菲亚德拉火山

喷发后参与了环境清理工作。

想把月亮送给你，
“太空房地产”帮你忙

“我要把天上的星星摘下

来送给你！”这句情话在如今

可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诺言。

为啥？因为要在月亮或是火星

甚至是太阳上购买一块土地，

这还真不是难事。

今年 6月，西班牙女子玛

利亚·安杰利斯·杜兰就宣称

自己拥有太阳，将按面积出售

太阳上的“土地”，每平方米仅

售1欧元（约合人民币7元）——

关键是，这么荒谬的生意居然

还让玛利亚接到了价值 1200

欧元的 600 份订单。

但玛利亚显然不是“售卖

行星”的先驱。早在 1980 年，

美国流浪汉丹尼斯·霍普，就

在抬头凝望月亮时找到了发财

的门路。他跑去洛杉矶法院办

理了月球产权手续，然后致信

美苏和联合国首脑，信中援引

法院的裁决，声明自己为月球

和太阳系其他行星（地球除外）

的主人。自那以后的 23 年中，

丹尼斯以每英亩 19.99 美元（约

合人民币130 元）的价格向地

球人出售月球、火星上的土地，

靠着这份“太空房地产”的生

意，丹尼斯从一个无名小卒变

成了百万富翁，身家至少高达

625万美元。

尽管丹尼斯倒卖“月球”

土地的行为有诈骗之嫌，但美

国司法机构却拿他毫无办法。

那为啥从几十年前的丹尼斯到

如今的玛利亚都可以堂而皇之

的将太阳月亮“据为己有”呢？

其实他们是钻了联合国法律

的空子——根据 1967 年签署

的《各国研究和使用包括月球

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原则》条约，

任何国家都不得宣称自己对天

体的所有权，但条约却没有提

及对个人的限制。尽管法律专

家屡屡质疑这种行为在法律上

的有效性，但这一新兴的太空

地产业依然兴旺发达了起来，

据统计，全球已有 180 个国家

的 250 多万人在月亮和火星上

购买了土地，光去年一年，该

产业就赢利100万美元。

天降陨石，
土耳其村民奔小康

除了摸不着的外太空“地

产”，土耳其一个村庄的村民

却因为从天而降的陨石，实打

实地实现了“全体奔小康”。

卖空气、月亮、陨石、火山灰……

整理 / 陈泱

说起创业，最近有两
个加拿大人着实火了一
把：看到中国人民在雾
霾中各种吐槽，他们果断
将落基山脉的清新空气
漂洋过海运了过来。这
份心意当然好，不过价
格也更“好”，吸一口差
不多要 1 块钱——但如
此昂贵的“呼吸费”仍
让不少中国顾客愿意“吸
了又吸”。

摸不着看不见的空气
可以变成财富，那瑰丽
的大自然，甚至是奇妙
的外太空还藏着多少珍
宝？ 于 是， 经 常 性“ 脑
洞大开”的外国人便有
了主意。

西班牙女子玛利亚公开“卖太阳”。

北京，一名母亲给她的孩子呼吸
加拿大的空气。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今年 9月2日，一块重达 230

公斤的陨石在坠落过程中爆

炸，碎片掉落在土耳其东南

部 Saricicek 的一个小镇。陨

石爆炸时发出巨大声响，许

多当地店主注意到不少石头

坠落进花园内，于是他们在

与学者联系后开始收集这些

陨石，学者们又把这一消息

告知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很快，村民们就发现这

种罕见的“古铜钙无球陨石”

每克售价高达 40 欧元（约合

人民币 280 元），于是纷纷进

入村庄的田野里“淘宝”。经

过地毯式搜索，村民平均每

人拥有了重 1.3 磅的陨石，价

值约 42 万元人民币。他们将

收集到的陨石通过互联网拍

卖网站卖给收藏者和科学家，

据说一些运气特别好的村民

更是获得了23万欧元（约合

人民币162万元）的丰厚利润。

全村村民因为这从天而

降的陨石获得超过 100万欧

元（约合人民币 704万元）的

总收入，一些人用这些钱购

买房屋及汽车。村中的叙利

亚难民也加入搜寻陨石的队

伍，并将这些陨石描述为“上

帝的礼物”。

土耳其村民靠着卖陨石发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