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启钱

“大海啊全是水，螃蟹啊十条
腿！”螃蟹是种美味的横行动物，
奇就奇在它的腿上，美味在它的
腿上，麻烦也在它的腿上。

为了让它顺利从养殖场奔向
我们的餐桌，商人通常会把螃蟹
的十条腿给结结实实地绑上，像
一个个粽子一样任人宰割。我们
见到的大闸蟹，一般用棉绳捆
绑，青蟹一般用稻草绳捆绑。过
去也有用塑料绳绑的，现在已基
本上难以见到。这背后，其实是
隐含着微观经济学道理的。

为了增加利润。利润是微观
经济学的基础。任何生意人都会
也必须唯利是图，做任何生意首
先考虑的是赚钱。马克思说，一
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
来。如果有 10%的利润，它就保
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
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
它就铤而走险；有 100%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
行，甚至冒绞首的风险。

就卖螃蟹来说，用棉绳或稻
草绳捆绑，绳子浸了水后增加的
重量，就是额外增加的利润。而
塑料绳浸不了水，就是一时浸湿
也保持不了多久。一般而言，一

只毛蟹，捆绑的棉绳浸水后的重
量约相当于其本身 20%，有的还
更多；而一只青蟹，捆绑的稻草
绳浸水后的重量也至少有 20%，
心更“黑”的商贩，稻草绳重量
会达到蟹本身重量的一半！这可
是超级利润。

螃蟹虽然不是刚性商品，也
至少不是奢侈品了，秋风起蟹脚
肥，谁家都会去买几篓大闸蟹吃
吃，消费者就是明知商家在绳子
上会赚取额外利润，也要么是默
认，要么是无奈，很少有人会质
疑绳子的重量，更少有人会让商
贩解开绳子。商家要赚就要赚这
样轻松的钱。这几年，捆阳澄湖
大 闸 蟹 的 棉 绳 已经实现了标准
化，长度不到以前的一半。

为了降低损耗率。成本与利
润的关系是微观经济学的“帝王
关系”。减少了损耗，就是降低了
成本，增加了利润。所有的商
人，其所销售的所有商品，如果不
能把损耗率控制在一定水平，将无
钱可赚。特别是销售螃蟹等鲜活农
产品和水产品的，能不能赚到钱就
看能不能降低死亡等损耗率。大闸
蟹、青蟹等“贵重”蟹类，只要有微
湿的环境就能存活一段时间，这就
给了商家降低其死亡率以极大的
便利。用棉绳或稻草绳捆绑螃蟹，
绳子吸水后的保湿功能，就能让螃

蟹有微湿的生存环境，可以增加存
活率，减少损耗率。塑料绳却不具
有保湿功能，无助于螃蟹在运输
和储存过程中的存活。所以我们
看到，现在多数捆绑螃蟹的绳
子，都是天然有保湿功能的棉绳
或稻草绳，这既有经济学道理，
也有科学依据。

为了降低直接成本。就是不
去管能不能增加重量以增加利
润，能不能保湿以减少损耗率，
螃蟹也一般是要捆着卖的，这捆
的材料就是直接成本。降低这部
分成本，也就是增加利润。一般
而言，塑料绳作为工业品，通常
比农家可以就地取材的稻草绳要
贵；而棉绳如果用的是破旧衣物
来制，成本也不高，况且综合增
重、保湿等功能性需要，棉绳、
稻草绳的性价比就比塑料绳要高
了。生意人都是精明人，他们当
然就选用棉绳来捆大闸蟹，用稻
草绳来绑青蟹，投入产出比最
好，赚的钱也多。

经济学听上去很神秘，很高大
上，但结合生活实际理解，并不高
深。宏观经济学讲的是供给与需
求，微观经济学研究投入与产出，
无论哪门哪派，无论东学西学，大
体如此。我们懂得了一些经济原理
或道理，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就能
够理解，而不容易被忽悠了。

“捆蟹绳”的经济学原理

张 弓

央视“中华情”栏目，月初介绍
了乌克兰美女“乔丽娅”，她自称

“小乔”。“小乔”不仅普通话地道，
还公开表白，为找个中国丈夫，最
近在研究中国的“面子文化”。这吊
起了观众包括我的兴趣，因为我正
要写一篇关于“面子”的文章。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面子”
出现的频率极高。

所谓“面子”，本义是指物体
的 表 面 ， 如 被 子 的 表 面 ， 叫 被
面；棉衣的表面，叫面子。中国
人 对 物 体 的 表 面 尤 其 重 视 。 以
前，家里做被子、棉衣，都会选
质地好一点的布料做面子。现在
被子、棉衣都上街买现成的了，
但挑选时，还是重面子，轻里子。

“面子”也叫脸面。脸是必须
天 天 洗 的 ， 有 时 甚 至 一 天 洗 几
次，让它保持洁净。身体的其他
部位，勤快一点的，天天洗，但
多数人总是几天洗一次。女人的
脸打理起来更用功夫。不仅要干
净，还要光鲜亮丽，让人看了赏
心 悦 目 。 所 以 除 了 洗 ， 还 得 保
养。有点钱的，买各种各样的护

肤品；钱多一点的，托人带韩国
的化妆品；钱更多的，再去高档
按摩店打磨。有些四五十岁的女
人，一张脸看上去却像剥出的鸭
蛋一样光滑白嫩，那多半是不惜
血本折腾出来的。

装 修 房 子 ， 也 是 有 关 “ 面
子 ” 的 一 件 大 事 。 20 年 前 去 纽
约 ， 发 现 他 们 那 些 大 型 百 货 商
场，用的墙砖和地砖，都是极普
通的，不像我们这样讲究。家庭
的装潢，中国人也用尽心思，材
料的选择，色泽的搭配，造型的
设计，风格的确定，都会到处请
教考察。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看
着舒服，还要能获得客人的称赞。

由于看重“面子”，工作中多数
人也会尽量做得出色。农民种水
稻，努力做到颗粒饱满，色泽光亮，
能得到邻居们的赞扬。工厂生产，
商店销售，也无不带有“面子”的因
素，这只要看看那些华而不实的包
装，就明白了。孩子读书，父母们煞
费苦心，说是“为了你好”，其实也
与自己的“面子”有关。孩子成绩
差，被父母斥为“不争气”，面子重
的家长，还会感到在别人面前“抬
不起头来”……不能说，中国人就

是为了“面子”而活着，但“面子”确
实是做人做事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汉文化社会里，有一些公
认的道德规范与人格标准，它们
引导着个体的言行，例如仁义、
德才、忠信等。个人的言行符合
社会普遍标准，就争得了“面子”，
违背这种共同认可的标准，就丢了
面子。“面子”还是人情关系与人际
影响的象征。在日常交往中，给对
方以情面，达成关系和谐，就给了
对方莫大的“面子”，反之就被认为
驳了对方的“面子”。

可见，“面子”是个好东西。
人的着装、打扮，适度修饰，精
于点缀，就能画龙点睛，给人享
受。工作上精益求精，争当“劳
动模范”“积极分子”，对社会有
益无害。“面子”有时成了做事的
上 线 —— 争 面 子 ， 做 人 的 底 线
——不丢面子。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面
子 ” 也 一 样 。 如 果 对 它 刻 意 追
逐、过度炒作，甚至掺假作伪，
那就失去了其积极意义而走向反
面，结果是图虚名遭实祸，死要
面子活受罪，小则害己，大则害
人，极则害国。

人们背后议论某某爱面子、
要面子，其实是褒少贬多，直说
就是爱慕虚荣。“绣花枕头烂稻
草”是对这种现象的绝好比喻。
看起来似乎仁义道德，内心里一
肚 子 男 盗 女 娼 ； 看 上 去 富 丽 堂
皇，实际上穷困潦倒。近几年还
流行这样一句话：宁可坐在宝马
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
这是女子择偶中最典型的“虚荣
型”。官场里危害最烈的，要数

“面子工程”。用次品甚至竹片替
代钢筋，让绿漆涂抹荒山，以粉
墙遮挡垃圾，劳民伤财，于事无
补。这类弄虚作假的事，并未因
为造成过严重危害而有所收敛。

情面讲究过度的事，就更多
了。碍于情面，该指出的问题，
不 说 了 ； 碍 于 情 面 ， 该 处 罚 的
事，不了了之；碍于情面，该判
的刑罚也免了。我们有很多富含
哲理的格言，如“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表
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歪风，
却长盛不衰，“批评与自我批评相
结合”之传统，却怎么也发扬不
起来。因为讲情面，谁也不愿公

开批评别人，不管对方的行为对
事业多么有害。因为爱面子，谁
也不愿别人当众批评自己，甚至
一听批评就翻脸，还想方设法追究
批评者的态度、资格、动机、背景。
你说我屁股不干净，但态度不好，
不行；你说我屁股不干净，你的屁
股也不干净，也不行；你批评得对，
屁股也干净，但动机有问题，还不
行；即使以上问题均不存在，就因
为你的背景不对，比如你的朋友是
我的对头，或我的朋友是你的对
头，又不行。

对“面子”的如此解读，是
否有点让人糊涂，“面子”究竟是
个什么东西？“面子”的确是个复
杂的东西，运用得好，可以促成
好 事 ， 运 用 不 好 ， 可 能 酿 成 祸
患。利用“好面子心理”，可以引
导人们做好事，比如流行的评选
英 雄 模 范 等 ； 利 用 “ 好 面 子 心
理”，可以遏制人们做坏事，比如
对行为不良者的各种惩罚，包括
剥夺他们的物质利益，昭告天下
让其颜面扫地。网络 （媒体） 时
代还有一个厉害的方法，就是曝
光。法院把“老赖”们的形象在
网上公开，据说效果不错。

把上述意思做个总结，是否
可以这样说：“面子”既是个好东
西，又是个坏东西，就看你自己
如何把握和社会怎样引导了。

以上关于中国“面子文化”
的粗浅认识，对乌克兰“小乔”
的研究，不知有否参考价值。

“面子”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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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十九大所提
出的“新时代”，与新一轮全球
化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比如，区
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城乡融合，
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等提
法，与“一带一路”在全球经济再
平衡中的作用是一致的。这也就
意味着，当我们国内进行经济改
革和转型发展的时候，所需要的
外部环境与我们内部是同向的。
这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两个市
场、两种大局、两个资源互动联
合。在这样的条件下看“一带一
路”的意义，就不是简单修几条路
所能涵盖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是习
近平外交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高的理念层
面，新型国际关系是战略层面，而

“一带一路”是具体的实践层面。
“一带一路”做得越好，另外两个
核心概念就会做得越实。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
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
仁伟

最近几年，中国互联网行业
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流量越来
越集中，以前还有无数互联网公
司同时竞争，现在巨头越来越集
中。但我相信，最多五年，中国互
联网行业真正会走到文明的社
会，各种互相攻击一定会少很多。
到那时候，大家更多思考的是，我
的公司、商业模式，到底为社会解
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自私自利，为
了一己私利，对国家和社会不顾。
今天全球互联网行业已经逐渐走
向垄断，其实这对行业来说是危
险的。所以，我们企业不仅要继续
战斗下去、努力下去，还要不断呼
吁，推动整个行业走向文明，这样
才能给新创业者留下机会。如果
10 年、20 年之后，中国还是 BAT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简称）这
几家，那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绝对
是个不幸的事情。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
强东

我曾参与第六届中华优秀出
版物图书奖的评选工作，并多次
参加“中国好书”月榜的评选，
有 这 样 深 切 的 体 验 ： 出 版 的

“量”与内容的“质”之间形成
了相当大的反差，特别是原创力
不足，多出书、出多书、出书多，
甚至为了“量的累积”制造图书垃
圾。当前，国家大力倡导“创造性
转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无论是针对本土传统还是
外来资源，这种转化的关键词都
是“创造”。有了创造，才有转化；
转换成功，就是创造。只有创造
了，才是自己的，才可以称之为

“原创”。这里的“原创”，起码包含
两层含义：一是自我“创新”，二是
自我“创生”，前者说的是富有“创
造力”的新构，后者是具有“持续
力”的拓展，二者缺一不可。让人
忧心的是，一些图书出版机构失
去的，恰恰是这最为宝贵的“原
创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研究员刘悦笛

79.4岁

——根据最新统计，2016
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 7.5‰，与
2000 年相比下降 76.7%。2016 年
全国住院分娩率达到 99.7%，比
2000 年上升 36.9%，其中，农村
地区上升 52.8%，地区和城乡差
别几近消失。2016 年度的统计
数据显示，全国孕产妇和婴儿死
亡率持续降低，中国妇女平均期
望寿命达到79.4岁。

100多倍

——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
相关投诉也越来越多。以上海为
例，今年1月到10月，上海市累
计受理共享单车相关投诉 7147
件，是去年同期 68 件的 100 多
倍，投诉集中在押金难退还、系
统计费异常频发以及投诉处理不
畅三大“顽疾”。

超过7成

——某知名金融平台发布的
数据显示，80 后、90 后更具有
超前消费观念，已成为借钱消费
的主力军。在刚过去不久的“双十
一”，该金融平台一天之内就接到
了近 30万人次的贷款申请，并发
放了超过 2亿元的贷款。其中，80
后和90后占比超过7成。

朱晨凯

该书作者系文化部原部长、
著名作家王蒙，书中收录了精选
出的二十篇文稿，分为“综论”

“历史的经验与责任”“对传统文
化的自信”“面向世界的文化自
信”四部分。本书围绕“文化自
信”的主题，探讨了文化自信的
时代意义与实践启示，探讨了中
华文化的历史命运；琢磨传统文
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及文

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的关系；领会传统文化
继 承 弘 扬 与 转 化 发 展 的 关 系 ；
研习孔孟老庄文化与农民起义
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华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
的恒久性与时代性，精英性与大
众性，还有中国文化本位与“一
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关系等。

王蒙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
己不是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这
本书只能提供一些学习心得。在
他看来，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活的
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
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王
蒙表示，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
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
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
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
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
能力。

书中，王蒙以颇为严峻的笔
调，阐释了他对文化的理解。他
认为，文化的高低分野，不仅代
表着公民的个人素质，也可以从
一个侧面彰显出一个国家和社会
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
的体现。但是文化又是一个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的整合
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

易。对此，王蒙写道：“但是不
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
个时代课题。”

联系当今社会现实，王蒙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予以了精细解
读。比如他谈孔子的“君子不
器”，从君子不应当拘泥于小事
和具体事，不要成为器具的奴隶
说起，归结到一个真正的君子要
有理想讲道德。还以开放和包容
的心态，畅谈了文化创新发展的
问题。他认为，一方面要解决好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继承，另
一方面则要做好对外来文化的兼
容并取。书中这样写道：“不管
有来自何种方向的声 音 ， 在 世
界可能需要从古老中国的稳健
思路与轨迹中获得参照与补充
的时候，我们越是不能对自己
的成就和发展感到满足。我们
志在对民族对人类做出更大贡
献，我们还有相当差距，对待
外来先进文化的学习借鉴、汲
取消化、为我所用的脚步不能
停 止 ； 同 时 把中华文化继承好
弘扬好。”基于此，他强调我们
要有中华命题和中华说法。

王蒙的许多观点，集中代表
了国人内心的一种信念，那就
是，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是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
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
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

王蒙眼中的“新时代文化自信”
■孔子早就明白“三人行，

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甚至孔子宣告，他与伯
夷、叔齐、柳下惠等不同，叫做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而
孟子干脆明确孔子是“集大成”
者，是“圣之时者”，说明圣者
也要追求现代化、当代化。我们主
张文化自信，不是说只有中华文
化是优秀的。《礼记》早就告诉我
们：“学然后知不足。”《尚书》的说
法是：“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
道。”我们从不认为自身足够完
满。我们对全球各国各地的文化
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我们必须
重视、珍惜中华文化长久而又丰
富的历史存在，重视它为我们当
代快速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越是
经济全球化，越是西欧、北美取
得了人类文化某些优势甚至主流
地位，我们越要加倍珍惜自己的
文化成果，越要思考为何或异其
趣的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参照
作用越来越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潮涌
动，百废待兴，我们的文化生活
仍然经历了曲折与艰难。终于在
今天，我们获得了重提文化自
信、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

现转化与发展的空前历史机遇。
我们背靠的传统，曾经被激烈地
批判和反思。那么，我们为什么
还要强调以它为基础的文化自
信？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
系，既有孔孟提出后被官方提倡
的修齐治平、忠勇仁义；也有替
天行道、造反有理，“舍得一身
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激越拼
搏；还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
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
余”的对阶级剥削压迫的指责。
而这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
在中国的山沟里成长壮大起来的
理据。

我们更有新文化运动时以鲁
迅为代表的反思批判文化，那是
知耻近乎勇的传统，是海纳百川
的传统，是苟日新、又日新、日
日新的传统。也正是五四运动与
20 世纪中国志士与人民的呼风
唤雨、倒海移山，表现了中华文
化“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
云变色”雷霆万钧的革命性一
面，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受了置之
死地而后生的激扬历练，使中华
传统文化得以挽救，得以激活。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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