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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忆初心、怀师友、花解
语、长歌行、幽梦记、有所思六辑，先
生谈孤独和压力，说成功与完满，话
怀旧和喜悦；深邃与优雅相间、严肃
与幽默同步、小情愫与大胸怀兼具，
字里行间透射出先生对人情世事、
学术道德的公正谨严、诙谐有趣的
思考，闪耀着启迪人们心智的灿烂
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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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日暮》从历史、文化、
社会、文艺等方面勾勒出五代十
国时期的历史画卷，从开国君主
出生写起，将唐烈祖开国的隐忍
开明，中主李璟的庸懦“败国”，
后主李煜的风流误国，旁及军国
大事、重要历史事件乃至儿女情
事，刻画得栩栩如生，情节跌宕
起伏。

经济学不止关乎心智，还有心灵

《祈念守护人》娓娓讲述一段穿
越时间又温暖奇幻的动人故事，离东
京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小镇，有座古老
的月乡神社，院落深处有一棵巨大的
古树。传说只要向它祈念，愿望就会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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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经济学常伴左右。
当下，各国都或多或少面临移民、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

速等问题，面对这些挑战，经济学该如何回应？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作者、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阿比吉

特·班纳吉和法国学者埃斯特·迪弗洛，在合著的《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好的经济学》）一书中，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他以明晰优雅的笔触阐述了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研
究成果，提出了诸多富有创新和启发性的建议，以令人信服的理由阐释了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明智之
举，以应对经济增长、移民、贫困等迫切挑战。

为什么对经济学家失去信任
2019 年 10 月，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经济学系的“夫妻档”教授阿比
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因

“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
法”，与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
默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个月后，班纳吉和迪弗洛出
版 了《 好 的 经 济 学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他
们认为，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普通民众大多已失去了对经济学
家们的信任。2017 年初英国进行
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就自己的
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时”，护士排在
第一位，获得 84%的民众信任度；
政客的民众信任度垫底，得票率只
有 5% ；而 经 济 学 家 排 名 倒 数 第
二。两位作者 2018 年对 1 万名美
国人做了同样的调查，结果显示美
国政客的得票率比英国更低，而相
信经济学家的人只有 25%。

造成信任危机的一个原因，是
那些顶着“经济学家”名头经常在
媒体公开发表言论的人，“本质上
都是其所在机构经济利益的代言
人，经常随意忽略证据的重要性
……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对市
场做出乐观主义预测”。另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真正的学院派经济学
家很少花时间来解释自己结论背
后通常极为复杂的推理论证过程。

普通民众大多以经济学家能
否做出准确的估计和预测，作为自
己能否信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
主要根据。但问题恰恰是“预测未
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人》
杂志曾计算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非 常 优 秀 的 经 济 学 家 团

队”在 2000 年至 2014 年间对经济
增长率的预测，发现“基本上他们
的预测从来没有成功过”，其平均
预测误差为 2.8 个百分点，也就是
说“比每年随便从-2%到 10%之间
挑出一个数字只稍微准确一点”。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
与结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曾有
一项研究邀请经济学家和 1000 名
普 通 美 国 人 回 答 20 个 相 同 的 问
题，如应否加税，如何评价美国政
府在 2008 年危机之后采取的经济
救助政策，如何看待大公司首席执
行官高薪资水平，结果发现对某一
问题持肯定态度的经济学家的比
例和持同样态度的普通美国人的
比例相差 35 个百分点之多，这无
疑反映出“典型的学院派经济学家
和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存在巨
大差异”，也最终导致“很大一部分
公众已经彻底拒绝听取经济学家
关于经济的观点”。

更有尊严的增长和发展
在9年前出版的《贫穷的本质：我

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两位
作者采用了细致的实地调查与随
机对照的实验方法，集中分析和讨
论了穷人面对的环境、约束、困境、
动机、激励及选择，包括他们面对
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脆弱与疑虑，
对社会网络的依赖与笃信，在获取
信息渠道、学习知识文化、参与银
行存贷款活动及购买保险防灾防
祸等利用正式制度与正式市场方
面和中产阶级相比所承受的无法
逾越、难以负担的“交易成本”，以
及他们在自发秩序下发展出来的
非正式制度和生存智慧，等等。

而在《好的经济学》中，两位作

者将议题进一步扩展到移民问题、
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
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等方
面，试图引入更为精致、精心、精密
的政府干预，以外部激励结合说服
引导，来推进扶贫、卫生、教育、金
融等事业的发展。

作者们在书中反复强调，不能
让经济学成为纯粹书斋式的学问，
不能过于理想化地假设市场自己
能创造公正的、可接受的、高效的
结果，这是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程
度急剧上升、赢者通吃的世界里，
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正在产生巨大
差异，如果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甩
给市场，这种差异将无法逆转”。

更微妙的是，两位作者发现，
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和
他们研究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问题
是相似的——“人民无法享受发展
成果，社会不平等极速加剧，对政
府缺乏信心，碎片化的社会和政
体”，而这无疑会导致“我们所熟知
的、建立在民主和对话基础上的文
明正受到威胁”“受干旱影响的印
度农民、芝加哥南区的年轻人和刚
被解雇的 50 多岁白人之间有什么
共同之处？他们可能面临问题，但
他们本身不是问题”。

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
尔曾多次指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
的一部分，它其实是政治经济学，
并且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人学”
的一个方面，经济学不应只研究人
的心智（mind），还应当研究人的心
灵（heart）。这种定义与已经过度
专业化、零碎化、细密化、局部化了
的当代经济学的观点截然不同，但
我认为，它与两位作者在书中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可以说，要理解经济议题，就
要理解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
个个活生生的人各自的生命历程、
生活世界、生活场景，同时又要采
用田野调查、随机试验等科学手段
来寻找制定和改善政策建议的科
学依据，借以在金钱和物质之外，

“将人的尊严重新放在中心位置”，
并在这个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带来
分裂与对立的时代，帮助我们消弭
分歧、重建互信、打造共识。

构建更人道的经济学
凡在谈及经济学改变世界的

力量时，论者大多会引用凯恩斯在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的经
典之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
家之思想深度，其力量之大，往往
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
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
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
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
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
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
年之前的某个学人。”

本 书 两 位 作 者 也 未 能 免 俗 。
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未引用凯恩斯
在《通论》中最后的话：“早些晚些，
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
利益，而是思想。”或许正如两位作
者一再强调的那样，“经济学太重
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
家”。但不同经济学家间不同思想

和理论的碰撞，在所难免。
例如，作者在致谢中提到的哈

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
任艾玛·罗斯柴尔德教授曾指出，
亚当·斯密相信大多数人会希望其
他人同样不受压迫或剥削，“这是
经济自由体系的基础”。可惜的
是，两位作者只看到了古典经济思
想不能完全切合现实的重大缺陷，
却未能看到其最为虔诚的愿望。
作者们致谢的另一位学界同好、巴
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在
新书《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也
提出，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来自政治
与意识形态，有可能通过“参与式
的社会主义”以及递进税率解决。
但两位作者认为对超级富豪课征
重税，也不能募集到超过美国国民
收入 1%的资金。那么在面对书中
提出的移民、贸易战、不平等和气
候变化等问题时，社会政策的创新
所需资金从何而来？两位作者对
此并未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

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接受过10年经济学科

班训练的普通读者，我曾认为经济
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认识或许
过于诗意、缺少地气。因为真实世
界的经济绝不像经济学理论所假设
的那样是稳定的、理性的、有效率
的，甚至不应该将经济学视为一门
纯粹的科学。但我也曾思考，接受
过最基本经济学教育的人之间，是
否存在一系列接纳、信守、认同的基
本原则，例如关注选择，重视合作，
支持交换。

欣慰的是，我们总能发现，无论
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
问题假说、实证模型、推演路径、学
理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何大相径庭，
有坚守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无非
是希望能得出符合科学精神、令人
信服且有助于“经邦济世”的结论，
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其目标和
理想其实都是让市场更有效率、更
显公平、更具道德，也就是两位作
者所说的“经济学家们条件反射式
的基本观点”：“我们应该让市场发
挥作用，同时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
保障。”

正因如此，两位作者才指出，“我
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智的世
界。”或许我们同样需要一种“更美
好、更理智”的经济学，即：一种认识
到人类的最终目标不是 GDP 数字，
而是福祉提升的经济学；一种认识到
马歇尔所提出的“人的研究”意义上
的经济学；一种愿意保持谦虚和诚
实、实事求是地接受检验并不断保持
发展活力的经济学。

最重要的是，用罗纳德·科斯的
话来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个开放
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
程，任何思想与知识都不可能完美、
终极、单一到足以一统天下地描绘多
维度、多面向的现实。如果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如果不能真正
信奉知识的自由竞争，任何国家与地
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无疑都是
不可持续的。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
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这点。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庞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