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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蒂姆·哈福德是著
名经济学家，被誉为“当前最幽
默的生活经济学大师”。他主笔的

“亲爱的经济学家”专栏已成为
《金融时报》有史以来关注度最高
的专栏之一。在专栏中，他用经
济学理论为读者五花八门的疑问
和牢骚提供轻松诙谐的经济学解
读。

和 一 些 传 统 经 济 学 书 籍 不
同，在蒂姆·哈福德的笔下，一
些经济学逻辑是用来颠覆的，经
济学常识是用来被推翻的，甚至
一些经济现象是用来搞笑的，让
人从微观处慢慢体会经济的玄妙
与冷酷，再从宏观处看懂经济的
律动。

在本书中，作者比喻经济学
是一面奇妙的镜子。初看是哈哈
镜，把世界拉伸变形，乖巧又夸
张；再看却是一面无比真实的镜
子，它能透过世界纷繁的表象直
抵真实。经济学有理性与非理性
的矛盾统一，也有情感与智慧的
微妙平衡。读懂经济就是读懂社
会，读懂社会就是读懂人性。

对此，书中列举了许多现实
生活中的例子。诸如：你以为高
管的工资只是用来支付其工作报
酬的？那不过是老板高高挂起的
一串葡萄，用于激励下面的员工
拼命工作，与高管本身为公司贡
献的价值并无多大关系。你以为

你的爱情只是两情相悦，有缘相
牵的结果？别被爱情冲昏了头
脑，若男女比例再稍微发生一点
微妙的变化，你们的爱情都有
可能发生倾斜。你以为你购买
的是房子，是在支付房租的建
筑成本和地价？问问你内心的
声音，其实你购买的是安全感
和未来的机遇，房屋的价值远
在房屋之外。

书中大量对现实生活的“另
类”经济学解读，为读者提供了
认识世界的新视角。比如，大多
数人都对大城市趋之若鹜，那么
我们究竟是爱上了它的公共设
施，还是城市文化，抑或是都市
风景？书中指出，城市规模每扩
大一倍，居民工资水平就提高
10% ， 同 时 ， 消 费 品 价 格 上 涨
16%，如果单纯从收入支出比的
角度来讲，居住在大城市实在是
件不划算的事儿，那么大城市的
引力所谓何来？综合书中所述，
我们爱上的并不是城市本身，而
是城市因不同人群的集聚，所能
产生的种种机遇。这种机遇既包
括因思想的碰撞而产生的创新火
花、在彼此的学习中快速增长的
技能，也包括在环环相扣的人际
关系网中所产生的人际通路，当
然也包括城市所能提供的优良的
医疗、教育、道路交通、环境卫
生服务等。书中也通过数据证明
这个观点，世界上大部分的创新
均来自于人口密集、技术密集的

大城市，资源的集聚效应会巩固
“强者恒强”的定律。

对于财富平衡问题，书中指
出，经济世界解决的永远是效率
的问题，道德与公平大多数时候
都只是一道“附加题”。如果市场
完美运作，那么财富就会加速向
比尔·盖茨、马云等人的手里集
聚，而“卖炭翁”、“养蚕女”并
不会因辛苦而得到额外奖励，卖
火柴的小女孩仍将手捧火柴寒冷
而死。那么如何借助市场实现公
平、道德与正义，关照弱势群
体，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
作者借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肯尼思·阿罗的“领跑理论”给
出了解题思路——以政府“有形
的手”，来调校市场的钟表，即在
不损害市场效率、不造成资源浪
费的前提下，由政府重新为因特
殊原因而仅能慢跑的“运动员”
设置起跑线。

书中指出，经济学的用途，
小到解决柴米油盐一日三餐，大
到调节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发展
运行。看懂经济只是让你明白经
济运行的规律，看清事务表象之
下的深层原因，而不是时时刻刻
把计算和算计放在心头。生活
中，把握大的经济脉动，而在小
事上迷糊一点又何妨。真正精明
的经济学家并不会在小处斤斤计
较，就像真正成就伟大企业的企
业家，往往具有大将风度，在举
重若轻间轻轻撬动世界。

经济学是生活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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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琪

《说文》云：“懒，懈也，怠
也。一曰卧也。从女赖声。”懒字
从女，似乎毫无道理，所以梁实
秋说：“当初造字的人好像是对于
女性存有偏见。”什么是懒？在传
统概念中，就是有力不出。但
是，与有力不出极为相似的一种
情况，就是无力可出。和女性相
比，男性是有力的；和男性相
比，女性是无力的。所以，《说
文》 关于懒的两种解释中，“懈
也，怠也”可能是针对男性而言
的，肯定是贬义的；“卧也”可能
是针对女性而言的，也许是褒义
的。

懒，大概有这样一些临床表
现：一、拖拖拉拉，磨磨叽叽；
二、推推脱脱，弯弯绕绕；三、
绵绵软软，病病歪歪。第一种情
况是，今天的事拖到明天做，一
天的事磨成两天做；第二种情况
是，大家的事推给大家做，自己
的事绕给别人做；第三种情况
是，该做的事情好像不该做，能
做的事好像不能做。如果用一个
词来形容懒的状态，那就是闲着。

懒自然有懒的坏处：你找别
人帮忙，别人就不会太情愿。但
并不是没有好处：别人知道你
懒，也就不会找你帮忙。懒自然
有懒的福分：天天闲着，也就不
会累着。但并不是没有祸端：天
天睡着，还能不能算活着？懒字
从心，是后来的事。可能到后
来，人们突然意识到了，看到的
懒只是表象，真正的懒是在心
里。有些人看起来忙忙碌碌，实
际上出工不出力；有些人看起来
辛辛苦苦，实际上出力不出活。
为什么呢？心不在焉也。无所用
心的忙，可能是一种不露声色的
懒惰；而用心良苦的闲，则可能

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勤奋。
懒散懒散，再来说说散字。

散，《说文》 说是“杂肉也”，可
能是相对于一整块肉而言的。引
而申之，散步就应该是“杂步
也”，这当然是相对于一整个行程
而言的。散步就是乱七八糟走一
通，没有具体线路，没有具体目
的地，更没有什么目的，想走则
走，想停则停，走走停停，想远
则远，想近则近，随随便便。很
显然，这种状态跟“走路疗法”
完全不一样，说轻点是放松自
己，说重点就是放任自己。

也就是说，散步跟睡懒觉表
现方式完全不同，但性质完全一

样，都是一种休息。在睡不着成
为一种睡觉常态的时候，在找工
作成为一种工作方式的时候，睡
懒觉甚至比散步还要健康，还要
奢侈。而这种类似于暴走的“走
路疗法”，明显带有强迫症的色
彩，是心为形役，甚至就是一种
心病的表现。

与之相关的，还有个慢字。
别人超车的时候，我说慢；超别
人车的时候，我也说慢。路况好
的时候，我说慢；路况不好的时
候，我也说慢。连续急弯的时
候，我说慢；一马平川的时候，
我也说慢。为什么要慢呢，只有
一个理由，就是为了安全。

《说文》 曰：“慢，惰也，从
心曼聲。一曰慢，不畏也。”惰
者，即今之懒惰也；不畏者，即
今之怠慢也。可见，最初的慢和
最初的快一样，都不是关于速度
的字。慢之用于速度，似乎与

“态度决定一切”相关：你懒了，
做什么事情自然就慢了；你把别
人不当回事，别人要求你做什么
事情自然就慢了。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或者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慢都是一个
略带贬义的词。慢三拍、慢一步是，
慢慢腾腾、慢条斯理也是。慢慢地，
快反而成了一个问题。谁都想快，
啥事都想快，什么时候都想快，急
急忙忙，匆匆忙忙，慌慌忙忙，成为
一种普遍情绪。所以，有人开始呼
唤慢成长，而慢生活也渐成一种时
尚。

慢除了安全以外，其实还有一
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快，俗话
所谓“不怕慢，但怕站”是也。慢一
点没有什么，最多迟一点到达而
已。而急于求成者，则常常半途而
废。好多事情，都和开车、坐车有点
相似：开车的人，别开得太快；
坐车的人，别嫌车开得太慢。

懒、散和慢 当年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一开始，我觉得英国人挺松垮，
早上大概要九点来钟到，到了
十点半就茶歇了，午饭要吃一
个多小时，到下午三点半又茶
歇了。看上去，似乎没工作多
长时间，但后来发现，他们的
茶歇和吃饭花这么多时间，其
实 主 要 都 是 用 来 进 行 思 想 交
锋。在他们的科学文化里，做
科研最重要的要发展新思路，
不然做不出好的研究。他们最
瞧不起的是没有新思路就写论
文 ， 讽 刺 这 种 人 是 “ 论 文 机
器”，这是我在英国得到最重要
的收获。我当北大校长时，就
反对简单地用发表论文的数量
来评职称，后来又加上什么刊
物的“影响因子”，其实这些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研究有
什么新思路、新理论或新方法，
对推动科学前沿的发展有什么新
贡献，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
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

中国的分享经济正在成为国
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前沿和国
际社会关注的亮点，但是我们
有关分享经济的理论思考还没
有取得同样意义的发展。一方
面，对国外更具有源头性、更
有综合性的分享经济理论缺少
基本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
用美国版的 C2C （个人与个人
之间的电子商务） 的分享经济
理论，解读以共享单车为代表
的中国实践，常常把我们自己
的分享经济称之为“伪共享”，
抹杀了中国式分享经济的创新
之处。应该说，无论国内还是
国 际 ， 分 享 经 济 都 是 新 生 事
物，还没有形成权威的理论解
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针
对中国的实践开展自己的理论研
究，讲出有中国特色同时可以与
国际对话的故事。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诸大
建

人类在未来三十年将会有重
大突破，无论在数据、生物科
技、各行各业。把握一次新的技
术革命，就意味着机会，而抵触
新的技术革命，靠你抵触也没
用，心里排斥也没有用，不管
你喜欢不喜欢，它是一定会来
的，早适应，早有机会。对任
何 人 来 说 ， 眼 光 决 定 你 的 心
态，心态决定你的行动，行动
决定你的结果。所以今天所有
优秀的企业，不是你今天努力
的结果，是十年以前、十五年
以前、二十年以前做决定的。
所以今天你的心态、你的眼光
决定了二十年以后、十五年以
后，你的企业的发展。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
云

58%

—— 数 据 显 示 ，《战 狼 2》
的主力购票观影人群是 80 后、
90 后用户，其中 80 后用户占比
35%、90 后用户占比 46%，这两
部分用户占比加起来超过 80%。
从在 70 后到 00 后各年龄段主要
购票观影人群中，女性观众都是
主力，00 后观影群体中，女性
占比竟然高达58%。

517%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电
脑销售火爆，据国内某知名电
商的 8 月电脑销售统计数据显
示，整机销售 19.6 万台，平板
销售 6.8 万台。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以突出游戏性能为卖点的

“游戏本”，销售同比增长达到
517%。

96%

——根据百度的数据，去年
国内旅游44.4亿人次，同比增长
11%。百度平台上的旅游相关检
索量已经达到日均 491万，增长
了 27%，其中境外游剧增 96%，
境内游增长了25%。

老话新聊
漫画角

《卧底经济学》
蒂姆·哈福德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年6月

本书作者像一位隐匿在
街角的咖啡店、公司的茶水
间、超市的货架旁的卧底，
用 他 的 各 种 侦 探 工 具 告 诉
你：日常生活不过是谈判中
的复杂博弈，是体力的角逐
和智力的较量。

昨天收了房 蓝波 绘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
学教授汪丁丁将“中国奇迹”
分为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
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但也指
出，要想让经济奇迹延续，必
须同步社会改革，提高中国
人的道德水平，才可能赢来
真正的“中国奇迹”。

本书详细阐述知识电商
的生态系统和知识变现的线
上线下价值链条，介绍知识
电商平台的运营模式和内在
商机，重点分享如何通过打
造知识网红、内容创业、自媒
体转型等方式来抢占知识侧
入口，收获下一轮知识分享
经济的红利。（图书信息由宁
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桂晓燕

老 宁 波 都 知 道 ，“ 眼 睛 一
眨，赖孵鸡变鸭”这句老话，是
形容事物发展之快、变化之大。
快能快到一日千里，大能大到脱
胎换骨。

曾几何时，骑一辆上海产的
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上街，旁
人会投来羡慕的目光；而如今，
无数家庭都拥有了过去想也不敢
想的私家车。于是老宁波赞叹
道：“眼睛一眨，赖孵鸡变鸭咧！”

老底子，要买东西，得上商
场；要写文章，得有纸笔；想打
电话，得找公用电话……而现
在，谁没有智能手机呢？购物、
写作、通话、上网、微信、照
相、计算、录像……统统一机搞
定！老宁波又会赞叹：“眼睛一
眨，赖孵鸡变鸭咧！”

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
快，“赖孵鸡变鸭”的现象也越
来越多，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
接。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赖
孵鸡变鸭”现象，就是有关照相
的惊人变迁，值得好好聊一聊。
众所周知，现在人人都是摄影
师，拍了多少照片或视频，多得
无法计数。某些吃货，吃一只披
萨或一只鸡腿，也要拍下来发到
朋友圈里晒一晒；驴友们则逢景
必游，逢游必拍，逢拍必醉 （陶
醉）；碰巧遇到够得上新闻的事
件，更有许多旁观者举起手机进

行“现场直播”。而在老底子，
照相是件稀罕事，不少人甚至一
辈子都没有拍过一张照片！

在照相技术发明之前，是如
何辨认一个人的容貌，证明“我
就是我”、“你就是你”呢？最传
统、最直观的是画图法。例如，
汉元帝想了解后宫佳丽的容颜，
又懒得亲自考察，就让画师毛延
寿为她们写生；鲁智深因三拳打
死镇关西，也是被画了图形，张
挂在公共场所通缉……但是这种
办法很靠不住。汉元帝就上了毛
延寿的当，以致最美的宫女王昭
君，因不肯行贿而被丑化；鲁智
深大概也画得不够像，明明站在
自己的通缉画像前，却没有被外
人认出。

那么，在举行科举考试时，
怎样来检验众多考生是不是货真
价实，有没有冒名顶替呢？古人
采取了类似“准考证”的办法。
笔者曾在一个介绍科举知识的展
览上，看到过清代“准考证”实
物：很大的一张纸，上面盖着当
地县、府教育部门的大印；除了
标明该考生的姓名、年龄、籍
贯、学籍之类信息外，还有就是
描写考生外貌的文字。怎么没有
性别这一条基本信息呢？那是因
为当时男女极不平等，考生非男
莫属。也就是说，不学无术的薛
蟠可以报考，才华横溢的林黛玉
和薛宝钗没有报考资格。这个问
题暂且不论，看看“准考证”是

怎样描写考生外貌的。无非就是
“ 方 脸 、 略 有 须 、 体 微 胖 ” 或
“ 稍 瘦 、 面 白 无 须 、 右 目 下 有
痣”之类，简单笼统，排他性不
强，参考价值有限。

千百年来，国人就是采用这
样的办法，来进行“实貌认证”，
直至照相技术横空出世。而照相
技术一经问世，就日新月异。随
着数码相机的迅速普及，前些年
令摄影发烧友爱不释手的“海
鸥”牌 120 相机，如今已难觅踪
影；闻名全球的柯达胶卷，一夜
之间亦风光不再；至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曾以玻璃片作为胶卷
的代用品，又有几人知晓？

有资料表明，人类近 200 年
的发展，超过以往几千年发展
的总和！人类 200 万年的历史，
从 来 没 有 像 现 在 这 样 突 飞 猛
进，高速发展。旧石器时代持
续了漫长的几十万年，新石器
时代为一万年，此后的青铜器
时代和铁器时代共几千年，机
械时代不过 300 年，电子时代只
有几十年，而互联网时代才短短
十几年，已经给世界带来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显而易见，对于生活在这个
“赖孵鸡”不断变“鸭”，而且变
得越来越快的社会中的现代人，
不管您拥有多少知识、多高学
历，都必须认清形势，加强学
习，不断进取，才不会被社会淘
汰。

眼睛一眨，赖孵鸡变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