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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寓言表达经济学思想，对
很多人并不陌生。两百多年前，
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就是通
过“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反
映了市场在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精妙作用。20
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
借用“蜜蜂的兴衰”这个寓言，来解
释他独特的经济波动理论。哈耶克
则用“抓住老虎的尾巴”，来比喻货
币政策刺激经济的窘境。

北 京 大 学 经 济 学 教 授 张 维
迎，是当代中国改革研究最前沿
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使用过大量
寓言和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的寓言和比喻也多次被国外学
者引用。“张维迎式”的寓言和比
喻，常常让人茅塞顿开，心领神
会，读起来既回味无穷又浮想联
翩。这些寓言和比喻看似轻巧，
却暗含深刻的经济学道理，通常

还有力地反驳了当时社会上某一
主流舆论或社会成见。

比如，1984 年，张维迎把计
划价格比喻为“不胀钢温度计”，
把市场价格比喻为“水银温度
计”，告诉人们，计划价格本质上
不是价格，并由此论证了中国改革
由计划价格转向市场自由定价的
必要性和渐进措施。此后 20 多年
间，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定位上，
张维迎秉持坚定的市场经济理念，
对一切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行为
都高度警惕，不断提出批评，构成
了“张维迎寓言经济学”的重要底
色和特征，譬如“警惕‘卖拐’”“假
如让狼照看羊”“砍了小树当柴
烧”等寓言，就反映了这类观点。

进 入 21 世 纪 ， 由 于 社 会 思
潮、经济形势、政治力量等因素
影响，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进退
交织、困难复杂的阶段。对这一
时期的改革境况和企业家生存环
境，张维迎用“被追捕的自由

人”来形容：他认为改革需要冒
险精神和行动力，就像生孩子应
该“先怀孕，再保胎”一样；还
通过“华盛顿夫妇解放黑奴”的
例子，强调了理念在推动改革中
的重要作用；甚至借用“太极
图”的比喻，对中国改革的来龙
去脉作出全面的概括和展望。在
张维迎的经济寓言中，折射着当
代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缩影。

本书整理精选张维迎著作和
演讲中的 42 篇经济学寓言，厘清
了寓言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特定的
时代背景、社会观念变迁，让人能
以便捷、轻松的方式，了解一个好
的经济制度应遵循的最基本准则，
继而了解中国经济、了解中国。但
寓言毕竟是寓言，任何寓言或者比
喻，在知识传递过程中都有它的局
限和误差，“张维迎寓言经济学”同
样如此。要想得到更完整和精确的
知识，还需要读者深入了解寓言背
后的理论细节和事实依据。

在通俗的寓言中，读懂经济逻辑

从前，有一座村庄，马是那
里常用的牲口工具。但它们干活
很懒，效率很低。村长看到邻村
的斑马干活很有劲，就想把村里
的马换成斑马，却遭到大部分村
民的反对。村民们说：我们祖祖
辈辈都跟马生活在一起，你凭什
么要把它们换了呢？村长感到阻
力很大，不得不另想办法。他在
晚上等村民睡觉以后，偷偷拿一
桶漆，在马背上画了许多白道
道。第二天，村民们发现马变成
了斑马，就去问村长是怎么回
事。村长说，我没有换成斑马，
只是觉得好玩，画了些白道道，
不信你们仔细看就知道了。村民
们仔细地看，确实，马还是原来
的马，没有真正改变，于是就没
有计较此事。而村长每天晚上继

续画更多的斑马。渐渐地，村民
们习惯了把马和斑马看成同一样
东西。村长找准机会，把画上白
道道的马真的换成了斑马。直到
有一天，村民发现他们的马被换
成了斑马。但因为斑马比马更能
干活，给村里带来许多好处，大
家 也 就 高 兴 地 接 受 了 这 个 转
变。这是张维迎在 2008 年中国改
革开放 30 周年前后经常讲到的一
个寓言。它反映了中国改革中两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顶层设计和
观念障碍。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
所说的“村长”，实际上指的是邓
小平等改革领导人；用斑马替换
马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用市场
经济替换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
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优

越性，但由于长期的思想惯性和
误区，许多干部和群众并不认可
这一点，因此改革面临巨大的障
碍。为了化解障碍，改革领导人
采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把
过去的计划经济政策冠以新的称
谓，又在新的名称下注入市场经
济政策的内容，直到新的政策逐
步取代旧的政策，同时给社会经
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
改革就在相对平稳的过渡中顺利
完成了。这个渐进的过程反映了
政治家的知识、策略和顶层设计
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
表明，人的观念和习惯可能构成
阻碍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两
个判断不仅被中国改革的历史所
证实，也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
有重要启示。

■村长悄悄换斑马——用政治手段化解改革障碍

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生产队
种的树经常是长不大的。为什么
呢？有人偷着把它砍了，或者有人
放羊给啃了。生产队负责人就商量
说，这不行，集体种树不行，应该分
给个人。可是头一天把树分给个
人，第二天就发现很多小树被砍
了。生产队领导又说，不行，赶快趁
没砍完之前收回来。然后就收起
来。可是过几年又发现，公家的树
没人爱护，于是又分下去，结果又
被老百姓砍了，只好又收回去。你
可能问，老百姓为什么要砍这个
树？因为他预期不砍的话，你会收

回去，结果你还真收了。政府的行
为兑现了村民的预期，所以砍了
收，收了砍，小树永远也长不大。在
这个故事中，张维迎阐述了建立市
场经济秩序的几个重要因素：产
权、预期和信誉。当时正是中国加
入 WTO 前夕，社会上出现一波较
为明显的市场乱象，如假冒伪劣商
品充斥，合同得不到履行，借款人
赖账，经理人缺乏诚信，等等。对这
些现象，社会主流的观点和习惯态
度是谴责企业经营者素质低下、道
德败坏，并呼吁政府加强监管。
张维迎却不一样。他从产权、预

期、信誉的角度，论证了中国企
业不讲诚信的根源是产权制度不
完善，并指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
干预和频繁管制，恰恰是加剧市场
混乱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善市场秩
序，就必须推动产权改革、开放市
场竞争、规范政府行为。正像他在
故事的后半部分中所说：“最好的
办法是什么呢？你要砍就去砍，只
要不收这个树，过几年砍树的人就
会后悔，没砍树的人就赚了。这样，
大家就觉得树真的是个人的，不会
被收走。大家就都开始种树，树就
会长成森林。”

■砍了小树当柴烧——关于企业信誉

过去的 20年，中国的企业在
自由化的过程当中要赚钱、发
展，只要起得早、勤快就行。这
个地方到处都是山洞，起得早就
可以找一个山洞，运气好找个大
的，运气不好找个小的，然后，
钻进去，打扫打扫，就可以“念
经”，成为菩萨，就有人来进贡，
企业就可以赚钱了。

现在，所有的洞被占满了，
企业要想再当“菩萨”，那就得在
岩石上凿洞。许多企业缺乏核心
竞争力，没有这种凿洞的能力。
将来企业没有核心技术、核心竞
争力，那是没有希望的。国内企
业在国际化的竞争对手面前，要
学会“打不过，就拥抱”。让对方
也施展不开拳头，要找好位置，

不能出拳太多，要打到致命的地
方。

突破这道“坎”关键在哪？
在于企业能不能培养出自己的核
心竞争力来。过去的 26年，中国
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靠的是配
置效率。就像一个社会只有 4 个
人，80岁的老汉、婆婆和 20岁的
小伙、小姑娘，计划经济就是规

定 80岁的老头和小姑娘结婚，80
岁的老太太和小伙结婚，这不可
能实现人口的快速增长，这就是
配置不合理；所谓改革就是废除
这些规定，人们进行自由组合，
小伙子和姑娘组成家庭，老头和
老太太组成家庭，那么，这个社
会的人口就会增长，这就是配置
资源的提高。那么，以后还要增
长怎么办？就要提高每对夫妇的
生育率。对企业来讲未来靠的是
技术，有技术才有可能发展。

■自己凿洞才能当菩萨——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

张 弓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
在我所住的小区。

有天晚上 9 点多，姚先生和妻
子、孩子回家，在家门口遇到了正在
躲雨的郑女士。因为雨太大，她问姚
先生能不能把雨伞借她用一下，她也
是这个小区的住户，如果晚上要用，
到家后马上把伞送过来。姚先生说：

“没关系，明天放到门卫处好了。”
第二天，姚先生上班路过门卫

室时，保安师傅对他说，有个女士来
还伞了，还留了一张纸条给你。姚先
生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昨晚
您的雨伞为我遮风挡雨，明天您全
家的前进道路再无风雨。感恩您的
信任，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姚先生被这封信深深感动，于
是把这事发到了朋友圈，没想到立
刻引发围观。一家媒体得知后，据此
写了一则微信，发到公众号上，阅读
量超过5万次。

（一）

说实话，读完这则“借伞”故事，
我没有感动，但产生了一些联想。

它首先让我想起的是，我们的
邻里关系何时变得如此陌生。

因为工作原因，上世纪六十年

代中期，我从乡镇来到了这座城市。
那时，没有现在这样规模的小区，一
个院子里挤着几家人，少则三四户，
多则十来户。住房虽然简陋，环境尽
管拥挤，相处却非常轻松和谐。今
天你家买了海鲜，晚饭时都会给各
家分一碗，明天他家朋友送来水
果，也会给各家送一盆，谁家腌了
一缸咸菜，烧黄鱼了，都会去讨几
株咸菜……除了晚上睡觉，其余时
间只要人在，各家的门全是敞开的，小
孩子做游戏，可以从这家门进，那家门
出。住我隔壁的一个男孩，特别的

“皮”，跟着他母亲来闲聊，就会把
我们家写字台的六七只抽斗，一只
一只地拉出来，把里面的东西翻腾
一遍。一次晚上乘凉，中途去上厕
所，发现另一邻家的女孩，急匆匆
地从餐桌边跑开。原来趁大人们在
外面，她来“偷菜”吃了。

那样的邻里关系，可用八个字
概括：自然信任，和睦可亲。所以，像
借一把雨伞这样的小事，根本不会
专门写信隆重致谢，更不可能媒体
报道、万人围观。如果把这样的事写
成稿子投到报社，一定会被编辑们
讪笑：“这有什么新闻价值？”

（二）

它又让我想起，人与人之间的
坦然信任，是怎么渐渐丢失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先知先
觉者，冲破了原来的樊篱，开始摆地
摊，做贩运，发展到办企业，人们的观
念开始从“穷光荣”向“富光荣”转变。
与此同时，对于不太合法合理的谋利
行为，为了保护“致富积极性”，法律上
也采取宽容的态度。人们渐渐发现，只
要肯动脑子，会钻空子，赚钱的机会有
的是。于是，聪明一点的人，钱袋快速
地鼓了起来。我所在单位有位老师傅，
儿子是回城知青，成天无所事事，突然
发现机会来了。一天与这位师傅偶遇，
他愤愤不平：“小赤佬在东渡路摆地
摊卖拖鞋，每天能赚 28 元，比我这
个八级钳工收入还高（他当时月工
资80多元，比总经理高）。”

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商品经
济与道德建设，存在天然的互斥性。
四百多年前的一幅《三驼图》，一直
被故宫珍藏着。所谓“三驼图”，画的
是三个行走着的驼背老人。前边一
个提盒持杖，回首而顾，中间一个拱

手向前，似在问候，最后一个紧紧跟
来，拍手大笑。《三驼图》画面紧凑，耐
人寻味。画的上端有题诗三首，其中
钱允治所题，点明了此画的主题：“张
驼提盒去探亲，李驼遇见问缘因；赵
驼拍手哈哈笑，世上原来无直人。”图
作于 1617 年冬，此时正逢明末万历
朝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绘画行业也受
到污染——有人靠卖画发了财，有
人靠剽窃致了富，趋炎附势的风气盛
行。于是，点头哈腰的人多了，刚正不
阿的人少了。日下的世风激起了画家
的诘问，有人便将民间歌谣形之于
画，通俗又诙谐地讽刺了时风。

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
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不
可同日语。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初期，
国家就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方针。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前
无古人的事业，“两手硬”难以完全
实现，“一手硬一手软”终究难以避
免。于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逐渐
成了某些人赚钱的法宝，政府官员
也有顶不住种种诱惑的，雁过拔毛、
拥权自肥者，如雨后春笋，社会的诚
信度越走越低。弱势的老百姓，老实
一点的，处于出门就可能被骗的恐

慌之中，人人自危；聪明一点的，也
就有样学样。有些社会组织在政府号
召下，发起公益活动，期望以此帮助贫
弱者，引领风气向上，可是效果甚微。
有人倡议在地铁站放置“公益雨伞”，
可是每放一批，都如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最后只得作罢。

黄金之所以宝贵，就因为稀缺，
信任成了奢侈品，得到时自然倍感
惊喜。“借伞”小事之所以被当事人

“深深感动”，被媒体大肆宣扬，被粉
丝狠狠围观，就是因为久违了的人
际信任，人们渴望已久。

（三）

再者，我还想到了——人际的
诚信如何回归常态。

信任的基础是诚信。当下的社
会诚信度现状，是社会公众不喜欢
的。因为它不仅给人们生活带来困
难和损失，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也都损害极大。在看到进步和
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存在
的问题；在看到国家实力越过了别
国的同时，也要看到“软件”方面差
距不是一般的大。自然，社会发展的
规律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可

能同步前进，而且上层建筑往往落
后于经济基础。但也要明白，上层建
筑对经济基础有很强的反作用。如
果上层建筑落得太远，就会影响甚
至阻碍经济的继续发展。这种阻碍
甚至破坏作用，各地都在经常发生
着。因为屡屡失信，有些企业遭遇瓶
颈直至破产；因为说话不算数，有的
政府部门说话无人信，政策难推行。

与其他任何社会要素的成长一
样，诚信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
风顺，分阶段、有曲折很正常。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那种互相信任，可以理解为
是物资短缺时代互相取暖式的低水平，
当物质相对丰富之后，我们所需要与之
相适应的诚信，应该是道德与法制双
重保障下的制度化的自觉行为。

人的需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精
神需要就必然被摆上重要位置。“借
伞”小故事所折射出来的人们对诚
信的渴求，可以看作新时期社会大
众精神需求提升的一个表现。所以，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既然人们都渴
望诚信，那么它不仅能够回归正常，
还一定能上升到更高层次。我们当
下要做的是，不仅仅停留于对失信
现象的简单吐槽，而要像姚先生、郑
女士那样，随时随地为诚信建设献
上实实在在的一分力量。

读完“借伞”故事，暂时就想到
这些，不知朋友们读过之后还想到
过什么？

读完“借伞”故事，你想到了什么

桂晓燕

最近网上有一则这样的视频：
一个男孩考上了大学，一家人在饭
店里大摆酒宴庆贺。席间一位女服
务员端上一道汤来，不小心洒了一
点在男孩身上。男孩的老妈马上大声
斥责：“看你怎么那么笨呢？连这么简
单的事情也做不好！看我儿子，跟你差
不多年龄，已经考上大学了……”这时
候，饭店的经理跑过来道歉：“对不
起，她是今年我市的高考状元，来饭
店打工挣学费的。新手嘛，服务水平
有待提高，还请多多包涵。”

这真是应了两句宁波老话：“有
眼勿识泰山，灰堆扒出鸭蛋！”“勿要
只认衣衫勿认人！”无数事实证明，
人的才能品性，跟他（她）吃什么饭
菜、穿什么衣裳、坐什么车子等等，
并不成正比。

再过几天，就是9月1日开学的
日子。那些今年刚考上大学的新生，
从此后要离开父母的呵护，独立生
活。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
要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朝夕相
处，其中很可能就有上述女服务员
那样学业优秀但家境贫寒的同学。
如何处理好与各类同学的关系，不
仅是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更是一
道检验人生观的考题。

大家知道，上世纪 90 年代之
前，大学是不收学费和住宿费的，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享受“人民
助学金”（简称“人助金”），足以解决
伙食开支。也就是说，上大学基本上
不花钱。事实上，那时候大家也确实
没什么钱。家长的收入十分有限，作
为子女，多数情况下，口袋里“瘪得
生斯”。所有大学生在食堂吃同样的
饭菜，大家的穿着都非常朴素。在这
样的环境和氛围中，同学关系最大
的特点就是平等。不管是大城市来
的，还是农村里来的，不分彼此，一
视同仁，没有谁高人一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民经
济高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
不少人已经致富，有的还成了富豪。
但由于发展不平衡，仍有一部分地
区尚未脱贫，也就是说，现阶段还有
穷人。社会上存在的这种贫富差距，
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校园里，尤其

是学生来自不同地区的大学校园。
据咨询我市大学教师得悉，现在学
生的经济条件相差很大。仅以吃饭
为例，条件好一些的，一个月的伙食
费在 2000 元左右；条件差一些的，
不到 500元。以前还看到媒体报道，
有家境困难的学生，故意等别人吃
完饭，食堂里人少的时候，舀一些免
费的菜汤下饭……

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也不
代表谁高谁低。在这个问题上，大多
数人还是能正确对待，同学之间平
等相处。但毋庸讳言，也有少数有钱
的学生自我感觉特好，瞧不起农村
来的贫困同学。

你瞧不起农民子弟，殊不知，旧
时农民比“官二代”“商二代”还吃香
呢！有宁波老话为证：“三百六十行，
种田第一行。”“衙门财主一蓬烟，生
意财主年管年，种地财主万万年。”
意为与做官、经商相比，务农风险最
小，只要勤劳肯干，年年有稳定收
获，世世代代绵延万年。当然，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时势的变化，现在当
农民比不上当干部、当商人吃香了。
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挤破脑袋
去考公务员，奔断脚筋去做生意呢？

今天提起这些老话，无非是想
说明，人的境遇好坏、成功与否，因
素是多方面的，并不全由其本人的
能力和努力程度所决定。贾宝玉出
生时，口里含着块通灵宝玉；现在有
些人出生时，口里就含着金汤勺，他
们的机会和资源，会跟别人一样吗？
同样是种田，在不同的时代，其命运
不是大相径庭吗？所以，“只认衣衫
勿认人”是毫无道理的。何况在学校
里，对于经济尚未独立的学生来说，
你钱再多，也是你爸妈挣来的；别的
学生再穷，也不是他的责任。再说，
既然人家也能考上这所大学，说明
智商不比你低，甚至比你更聪明，因
为他的条件不如你，困难比你多。你
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人家呢？

现代社会提倡人人平等的理
念，年轻学子更应该引领先进的社
会风尚。在校园里也好，在社会上也
好，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老宁波的嘱咐，

“勿要只认衣衫勿认人”，看到他人的
长处，尊重他人的人格，就能使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勿要只认衣衫勿认人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阿里
尔·鲁宾斯坦以个人的视角书
写的经济学普及读物。通过作者
经历，阐明经济学对社会的作用
及其局限。

《漫画区块链》
王俊岭 著 成成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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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文字加漫画的形
式，把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内容，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
书店提供）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岑科 傅小永 邓新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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