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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桔者言》

内容概要

实践自己学说的经济学家
（代序）金观涛
虽然，我早就听说过张五常教授，但在我心目中，张先生只是海外很多著名学者中的一个，一直来并
无很深的印象。使我和张五常教授相识的，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
去年冬天，我和刘青峰正好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访问。一天我惊奇地发现，刘青峰整天捧着一本经
济学著作不放，这是我们结婚17年来从未有过的。我们从来读书面很广，但我知道，有两门学科的书
，她是从来不看的，一门是哲学，另一门就是经济学。我和她在历史、社会学理论、文化、科学史、
文学艺术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每当谈到经济理论，她马上充满了迷惑。
一本理论著作：能引起外行的兴趣，特别是使对这门学科不了解的读者在几天内捧住书不放，这本身
就说明，这本书有着不同一般的魅力。刘青峰读的正是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言》。
在她的极力推荐下，我也一口气把全书读完，果然，书写得不凡，我有了一次奇特的读书经历。自青
年时代开始，我就常读经济学理论著作，特别喜欢从经济学大师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在所有经济学著
作中，有两本书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本是萨缪尔逊写的那本风行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当时
，我只有20几岁，萨缪尔逊清晰简明的逻辑体系给我以震撼，它使我体会到和马克思《资本论》完全
不同的研究方法。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符合现代科学规范的经济学。第二本书就是《卖桔者言》，我
读它时，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在这以前，我已读过很多的经济学名著，为什么这本短论式的甚至不
是纯学术的小书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呢？
也许，使我内心深深为之触动的正是这本书用质补的语言讲述那平凡而又深刻的真理。张五常教授是
研究产权理论的名家，他一会儿向读者谈起养蚝的启发，一会儿讨论了从庇古开始关于铁路两旁地价
的争论，一会儿转到历代建造灯塔所碰到的收费问题，他利用这些形形色色历史上曾经发生或现实生
活中正在发生的案例，向读者展现了产权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当代进展。我认为，案例分析从来是社会
科学理论的温床。至今为止人类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基于某种历史上的或现实的案例
的启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一定可以用过去、现在和未来生动活泼的案例来展现，当然这需
要理论家具有渊博的知识，对理论深刻的洞见和非凡的功力，读者通过这些案例，不仅学习了理论，
而且知道理论家为什么要这样提问题，甚至可以展望理论的发展方向。也许这正是张五常教授这本著
作的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本书的主题——产权——正是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关键。近几年来，国内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我国经济改革所碰到的困难和今后的方向已经聚焦在一个十分平凡而又是
十分基本的问题之上：这就是产权。因此产权理论无论对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都意义重大，社会正在渴
望着青年一代学者为此作出贡献。我相信，青年会从张五常先生的书中得到一种鼓舞：模仿着经济学
的大师去从现实案例中理解并抽取理论。如果一本书能引发后继者去从事理论的创造，还有什么能比
这一点更令作者感到欣慰的呢？
读了张五常教授的书后，我和刘青峰给张教授写了一封信，我们开始相识了。今年夏天，我们应张五
常教授的邀请到香港大学作了一个月的访问，但和张教授的见面却是今年9月他来北京讲学。和他短
暂的谈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果然文如其人，张先生坦率、真诚，对中国改革充满了乐观，经常在讨论
中迸发出热忱和尖锐的见解。突然我领悟到为什么张先生要把自己的论集称为《卖桔者言》。正如他
在文中所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为了验证价格分歧理论是否正确，他曾几次在过年时亲自去市场卖
桔。在西方，一个经济学家同时又是商业和理财能手这并不少见。但即使在当今世界上，一个人亲自
去实践并从实践中去体会自己的学说，毕竟是十分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历来有着君子动口不动手传统
的中国。在我眼前，无疑是一个新的学者形象：一个真诚地实践自己学说和信念的经济学家。
1987年11月3日于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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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桔者言》

作者简介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
院院长。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
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 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
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
尔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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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桔者言》

精彩短评

1、小中见大，深入浅出。
2、简洁易懂，思想深邃，过程生趣，economics is not in the blackborad

3、对于没有太多经济学基础的人，不赞成把这本书作为入门读物来看
4、嬉笑戏谑经济学  盏鬼过瘾
5、最初被这本书吸引，一是因为作者张五常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二是因为书名奇特，有古风，有趣
味，三是因为金观涛和刘青峰作序，这对神仙眷侣，为了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狠下了一番苦功，从
方法论上大有贡献。可惜我终究没有经济学慧根，这开篇卖桔的实例就没有看懂，后面陆续讲期货市
场、产权与民主、知识产权保护，只觉有趣，却参悟不透。好在最后几篇写给青年人，教人如何读书
、如何听课、如何提问、如何思考，我都读懂了，大为认同。特别是那几行字，教人选课要看讲课人
的学问深浅，而不要考虑课程内容是否有用或感兴趣，因为学科之内的知识大抵彼此联系，跟一位大
牛上课，你就有望学会他考虑问题的思路，这思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6、简直为我量身打造，和我最近学的法律与经济完美对上。但不适合完全没有商科背景的初学者来
看，可能会比较迷惑。作者对私有经济的支持真的贯穿全书。
7、还不错，虽然有点地方还不是很懂。。。
8、增订本： 私有产权，交易费用，香港回归。 虽然爱好自夸，中文也写得有点奇怪，张五常确实厉
害 >.<
9、2014-12-05
10、时代曲
11、接地气的经济学著作！16/02/14
12、报纸专栏合集，都成于1984年前。小政府大市场理论专家，不受待见也正常。想起30年未竟市场
改革，产权确定，票权，知识产权，一声叹息。
13、行文流畅自然，将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给人以启迪，好！
14、大师的文字 ，浅显易懂
15、看了又忘了，隔行如隔山啊，感觉分析得很牛逼，最后一章方法论最实用
16、普及读本。
17、经济角度看问题, 利伯维尔场, 马克思全是错的, 公司, 市值, 产权, ...
18、虽然是几十年前的报纸文章 今天重印在报纸上 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19、张氏书中有个问题：为什么历年香港财政司都不民主，但是香港经济却blabla，张又说过一个交易
费用为零的市场、一个无所不知的独裁者和全票通过的民主制度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不如说：民主
和独裁都只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哪个降得最低就用哪个好了，前提是：民主和独裁的权力都要受
到限制。
20、就我这点经济学修养，着实没看太明白~~还是太嫩！
21、经济类书籍，太晦涩。
22、浅显易懂的经济学好书。自认为制度经济学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要大于其他经济学分支，而将
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研究集大成者确实略少。。。
23、2012年读完
24、香港发行的版本，无删节。不过最打动人的地方还是第一章，讲自己卖桔子，养生蚝，放三文鱼
的故事。后面的关于香港回归的分析，关于共产主义下产权制度的缺乏，已经有些过时，不过偶尔还
是有些振聋发聩的句子。很值得人学习的地方在于要深入浅出。最深奥的问题，答案往往出奇简单。
25、张先生虽中文表达能力欠佳，思想却妙不可言，值得一读。 
26、实话说不太喜欢这种经济学小品型的文章
27、精彩非常，很多人是通过该书了解张老的。我有点不同，我是陪妈妈看病，在等待的时候看了张
老旧版的经济解释卷一后，大受启发而逐渐爱死他的（一笑）。经济解释过完了才看到该文章结集。
当然，这时候，我是秒看的，对他的东西太熟悉了。清晰记得大二第一次接触他的文章，不知其所云
，因与教材之分析相去甚远也。俱往矣，得遇张老之说，终悟学问之道。日夜潜心研读其文。数月后
，思维大变，学问大进也。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Page 4



《賣桔者言》

28、虽然时隔数十年 读来还是有启发性 主要是是五常先生的思考方式 似曾相识的思考模式 让我倍感
亲切
29、初读觉得张五常十分狂傲，心生反感，可读着读着不觉喜欢上了这种风格，直率狂傲却有自知之
明，能将复杂的理论深入浅出的讲给普通读者听，实乃大师。
30、香港版里有不少对马恩主义的批判，所以在大陆很少有出版。但是张五常说的的确有那么些道理
，最重要在于他的实证主义精神，让一些闭门造车的学者很难去反驳。这本谈到了有关香港回归的很
多问题，放到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的确是有先见之明。
31、觉得张五常的实证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啊，经济学不是靠研究数学公式堆砌起来的，不过有点短
，浅尝辄止的感觉哦 ，不过喜欢他的风格（题外话 昨晚躺着看居然睡着了，醒来是一点 。。罪过 ）
32、这书不封不删才奇怪。。不过我倒没有什么太大收获。
33、看这种书，能够接“地气”，作为理论学习的辅助，实证型的文集有助于学有所用。
34、5分给老先生
35、九七讲得很好
36、古板不好读 亮点在前面 简单问题复杂化
37、谈香港那一章的确是有见地和高瞻远瞩，现在遇到的种种，可以说当初已有祸根。
38、久仰张五常大名但第一次看他写的书，这本书写于80年代，距今有30年。当年还热议香港回顾及
大陆刚开放的情形。还好看的是港版，所以对时政及马克思的批评没有被删掉。张先生很直白，用语
浅显，用其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分析时事阐述观点，并且不时提到不少大家和他们的风格，着实让人大
开眼界。书的最后提到的读书及思考方法让我受益匪浅。
39、12/05/22
40、绝对的经济学大众畅销书！
41、比喻都很棒，偶这样的理工男表示理解无压力
42、政治部分幼稚，经济和思维部分精彩，这本书不深但也不浅，作者很聪明，语言赏心悦目
43、其实挺难
44、老张说，经济学浅而不易。然也。
45、张五常对产权的着迷在此书中可见一斑！第一章读来最有趣，第二章谈香港，第三章谈产权与民
主，第四章谈人力资源，都不能入戏。想必因为我还是经济学门外汉的缘故。日后还要再翻一番。
46、世事皆是经济学。张五常也算是经济学界的一朵奇葩  常常语出惊人
47、经济随笔，文笔粗浅，但蕴含了很多经济问题的思考，包括制度对于经济生产的影响，私有产权
制度下自由市场的产生，交易费用对于经济的影响；同时，此书最后一部分亦分享了作者对于读书、
求知、思考的见解；唯不敢苟同的，是作者在香港问题上的看法，缺少了一点发展的眼光
48、K22: 325.4+30=355.4 其中几篇没太看懂，但看懂的部分觉得写得十分缜密。看张五常的书，感觉
到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冰冷思考，摒弃道德与故见的束缚，从根开始，就事论事。
49、有意思，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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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讲到很多以前没听过的经济学原理，而且还很介绍其他的知识，具体的内容希望各位自己
去看，这里就不剧透了。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实践经济学的重要性
2、当时上信息经济学，强烈推荐，只看完一半，也许那个时候人很浮躁，现在很想在重读一遍
，zhangwuchang在中国的得到的地位实在名不符其实。太亏待了。书不错，很多道理深入浅出。
3、　　　　　图书馆里每一次，都与它失之交臂．　　　在网上明明查到在架，但是我就是找不到
．　　经济学家－－仿佛是一群很伟大的人物，那些用数学模型建立的经济理论我实在是看不懂，可
是他们思维的方式却很吸引人．
4、《卖桔者言》是经济学家张五常，于《信报》“张五常论衡”专栏文章的结集。初版于1984年11月
。按张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他作品中最畅销的。廿余年来再版无数，行销两岸三地。其中最主要有
三个版本（还有台版，与港版同），即：初版（香港信报），大陆版（四川人民）以及增订本（香港
花千树）。三个版本我有幸都接触了，下面简单谈一下各版异同。初版：“张五常论衡”集，1984
年11月初版，共再版25次，总印数约八万。前言为《也论&lt;论衡&gt;》。增订本：2000年5月第一版。
增订本对原版进行了文字修改，并加入九篇后记，以及新序《卖桔者的回顾》。香港花千树发行，目
前可能还在刊印。以下是新旧港版之封面与目录，增订本新加入篇幅用粗体标注。前言卖桔者的回顾 
（新序）也论《论衡》（旧序·附后记）一、假设与实证邓家天下思想要像天马行空“香山症”的烦
恼（附后记）卖桔者言养蚝的经验（附后记）会走动的资产私产可养鱼千里如诗如画的例子灯塔的故
事高斯的灯塔与木匠一席谈的联想（附后记）二、九七问题向港英致敬“九七”的两个基本困难经验
的说服力讯息不足的烦恼公司法治港（上）公司法治港（下）“安定”是“繁荣”的陷阱权力的转换
港英应办的事“九七问题”后记三、香港事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香港期市的局限
性轻犯而重罚的法例以知识定法例的困难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起香港之谜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的士
的问题（附后记）债券的副作用四、产权与交易费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民主与市场民
主与交易费用产权与民主（附后记）私有产权何惧之有？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自私对社会的贡献假
若人是不自私的（附后记）五、知识资产新劳力经济学重要的知识资产知识与共产政制（附后记）从
中国要批准“专利权”说起知识的产权保障发明专利权（上）发明专利权（中）发明专利权（下）商
业秘密六、读书与思考读书的方法思考的方法（上）思考的方法（中）思考的方法（下）大陆版：由
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引入，对原书进行了大量删节。共刊发3万多本。迅速售罄，1989年之后不再
刊印（看官达颖，原因不细表）。金观涛所作之《实践自己学说的经济学家》成为该版代序。大陆版
基本删除了所有触及中国问题的文章，所以就变成了一本经济学的通俗或曰入门读物。梁小民在其书
中对《卖》大有溢美之词，称之“大众喜闻乐见”。许多大陆的经济学家也常提到此书。遗憾的是梁
看过的只是删节本。之后大陆出现了四川版的手抄本，后又出现了影印本，千禧前后又有“好事者”
将其录入电脑，传播于网络。所以现在从网上找到的十有八九是此版本。以下是大陆版的封面和目录
。实践自己学说的经济学家（代序·金观涛）一、假设与实证（7篇）　　卖桔者言　　养蛇的经验
　　会走动的资产　　私产可养鱼千里　　如诗如画的例子　　灯塔的故事　　高斯的灯塔二、香港
之谜（6篇）　　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　　香港期市的局限性　　以知识定法例的困难　　从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说起　　香港之谜　　债券的副作用三、产权与交易费用（7篇）　　千规律，万规律，
经济规律仅一条　　民主与市场　　民主与交易费用　　产权与民主　　从高斯定律说起　　个人行
为对社会的贡献　　假若人是不自私的四、知识资产（8篇）　　新劳力经济学　　重要的知识资产
　　从中国要批准“专利权”说起　　知识的产权保障　　发明的专利权（上）　　发明的专利权（
中）　　发明的专利权（下）　　商业秘密五、读书与思考（4篇）　　读书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
（上）　　思考的方法（中）　　思考的方法（下）另：图片都是同网上找到的，可能不甚清晰。不
过说实话，三个版本的封面实在乏善可陈。 粗体标注及各版封面请看
：http://www.angeloliu.org/read-68.html
5、许多不喜欢经济学的人，看了此书以后，总会对经济学有不同以往的想法。经济学也可以是这样
简单，有趣的。不是复杂头痛的数模。虽然曾志远说高手都是玩纯理论的，但我还是喜欢张五常，一
个喜欢做学问的人
6、胡模仿一下：经世不读张五常，读尽诗书也枉然。有点不伦不类，大概就是这样吧，一欲经世致
用的人，不懂经济，一个学经济的人，不知道张，在我眼里，都是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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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桔者言》

7、《卖桔者言》是张五常的经济随笔，我一直认为它比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要深刻，甚至
故事也更有趣。但是张五常的思维比较发散，所探讨的东西又是经济学中一些较为深入的问题。所以
对于初学者来说，未免有不成体系和不知何处入手之感，对于经济学已经入门甚至是有一些建树的人
来说，反倒有返璞归真和重新入世的作用。这个，我自认为是前者。不过对于我来说，这本书仍然有
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教会了我实证的方法。书中开宗明义的讲到，有些毛头小子，手中若握有实例
，有时候反倒能乱拳打死老师傅。张五常显然躬身践行了他自己的这个思路，思维很活，没有那种把
经济学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人的距离感。但是，我仍然不免看到，张五常仍然没有避开常有的那种，
是为自己的理论找现实依据，而不是用现实去检验自己理论的态度。他的很多对问题的解决，都是问
题虽然表面解决了，但是解决办法不一定可行。例如对灯塔的收费问题。当然在港口收费，过往船只
肯定是用了灯塔的照明的。但是这样的收费不免要触及一个技术问题，即收费与使用不同步，我已经
用了灯光，可以有无数种辩称方法，私人在这种收费上不免出于弱势。我可以用淘宝以前的先到货后
付款，和现在的支付宝方式来比较。张五常显然也看到这一点，可是他认为产权能解决一切的思维根
深蒂固，使他以为这个问题是小问题，殊不知这是私人与公家收费的大区别所在。再如对海鱼的产权
界定问题，张五常的解决办法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所在不是没办法保护谁的利益，而是海中的鱼
类也好、养料也好，都并非为任何一个私人所有，要区分产权，为什么要分给你而不是分给我？纵然
在一开始的界定中没有问题，后来者介入所产生的不是保护的技术性问题，而是私有的合法性问题。
虽然你在里面已经开始投入自己的一些技术和设备，但海洋养料，抑或仅仅是水域这些初始的公有资
源，一旦划分殆尽，则后来者的权益不免成合法性问题。张五常以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殊不知他只
解决了经济问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则问题仍然存在，若想付诸实践，必须要再添油加醋。（其实
关于公有权私有化的问题，政府也好经济学家也好，老是在这个问题上被骂，原因也就是我说的以上
这些）其实，这是现代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通病，在茅于轼老先生身上最为明显。经济
学家大多抱持经世致用之心，投身社会实践，但是反遭到大众指责，心中不免委屈。但是问题是他们
中即便像张五常这样的实践者，也不免戴了有色眼睛看世界，使世界成为自己理论的依据。他们的理
论，很多又不免有大量的历史原因或者文化基础，不免包含有要解决私有化的技术问题等等要求。而
这就使得他们容易忽视另一片土壤上所珍视的一些价值。理论仍然是普世的，但是解决方法却必须要
建立在伦理和文化基础上。经济学家都不是伦理学家，但是只要他们想要经世致用，就必须在这方面
多下心思。还有，要开阔视野。
8、20年的书，而且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合集，今天读完有些东西依然能触发思考，整本书围绕私产
、九七问题、法律、专利和为学几个部分展开，有些东西时过境迁，但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值得借
鉴。
9、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予贸
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
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
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
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
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
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
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
，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选自《四部丛刊》本《诚意伯文集
》这是我在百度时看到的一篇名为《卖柑者言》刘基的文章，尽管与张五常教授所研究的经济学有些
出入，然而却都是反映一个现象，那就是只有亲身实践者或是尝试者才有资格说话，才能站稳脚跟。
空话、套话也许一时可以迷惑大众，然终不是长久之计。《卖桔者言》是经济学方法论课程上老师推
荐的一本著作，我称它为著作，而不是单纯的一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在我看来他才是真正给予人启发，
用事实说话的真道理。就像金观涛老师说的一样，一本理论著作：能引起外行的兴趣，特别是使对着
门学科不了解的读者在几天内捧着书不放，这本身就说明，这本书有着不同一般的魅力。许多不喜欢
经济学的人，看了此书以后，总会对经济学有不同以往的想法。经济学也可以是这样简单，有趣的。
不是复杂头痛的数模。
10、1.兴趣。兴趣是因思想的集中而燃烧。2.集中。集中的能力可以培养。3.培养。培养三步：读就连
贯，不读就饿书，勉强读就等待。4.连贯。连贯时间不被干扰，每天思考二三钟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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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桔者言》

11、上到zf下到公司，都可以看成是为了增加社会整体利益而产生的组织，社会整体利益增加越多它
们就越成功、越能生存下去。那么在调配社会资源以增大社会整体利益方面，市场手段是最有效。市
场手段会使调配资源的费率降低。这个“一切皆是交易，交易费率低的组织是优秀组织的模型”很好
，成了一个多变量函数。蜜蜂的神话，养殖鲑鱼。学习：例子，新的例子好的例子；读书先跳读快读
。
12、二十年前的书了，当年据说非常流行，可许多文章现在读起来便味同嚼蜡。而且他的中文不算好
，句子一写长就有“隔”的感觉。当然，关于产权的那几篇对我有所启发，而且最后一节“读书的方
法”“思考的方法”也非常好。关于张五常的争论很多，但我确实很欣赏他做经济学的方法，实例的
研究也许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实验第一性，理论第二性”。之前曾经下过他那几篇发在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经典文章瞅过两眼，通篇没有数学公式，都是讲故事和提问题。我便联想到以前我们
学校经管的同学非常喜欢炫耀数学多么好多么重要，我就曾碰到有人和我罗列了一大堆现代数学的名
词，并强调这些都用得上。我便拿物理学和他举例，我说很多物理学家以不懂数学为荣，以精通数学
为耻（杨先生就是一位）；浏览PRL或其他好刊物上的论文时如果发现一篇没什么数学公式的，经验
告诉我们这多半值得多看两眼，是对自己有帮助的论文的概率会比较大；如果你赞美一个学物理的人
说“你数学用得真多”，那就是马屁拍在了马腿上，一般说的是“你的感觉真好”“物理概念真清晰
”等等。那位同学应该就明白了这里面境界的高下，便不继续炫耀数学了。我不是鄙视经济学里面的
数学，我自己学经济学读的就是萨缪尔森，finance里面用的一些模型和公式绝对是很美妙的（虽然我
不懂）。我只是秉承着“实验和理论两条腿走路”的信念，并感到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中并不重视对
真实世界的认识。读这本书，以及偶尔看看张五常的blog，便会明白：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对应
着的，只是复杂的边界条件和简单的原理罢了。
13、第一次知道“张五常”还是在21世纪经济报上，那年我20岁，印象中的张五常是经济界的名人，
似乎也是参与经济改革的大人，学识渊博，研究内容艰涩。5年后，我发现自己错了，张五常是名人
，更是凡人，是个是乐观积极，喜好颇多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学者，更是一个主张用“简单”的方法阐
述经济学的人。原来，那时读不懂，是因为我所知太少而已。前几日因缘际会在某本图书中看到张五
常与其师艾智仁的故事，顿时对这个人感兴趣起来，今日读完他的《卖橘者言》，不得不也在此赞一
句，真是好老师。就像当年艾智仁对他的影响那样，张五常给人们带来的，在我个人看来，不是他的
研究成果，也不仅仅是他学习思考的方法，而是他对知识的态度。在知识的海洋面前畏难，在高山般
的师者面前仰止，或有勇敢的说，不会被名声的光环的压迫，却往往在社会的舆论中低头，这是普遍
现象，从那些对海归的态度中，对人们看待工程师的眼光中，从赞叹博士生的唏嘘中，甚至从那些谕
喏甚至嘲笑有知新贵的眼红中。人们是羡慕高知阶层在这个开放的社会中所取得的“超额收益”，却
又同时迷茫于自身的“无知”而心生羡慕。假如是这样，可以读一读张五常，读一读他的简单，他的
乐观与平凡，从中或许能感受到他当年感受到的，“知识的求取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关键在于掌握
属于你的方法，持续的思考与研究，有一天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当然，不是鼓励所有的人都去学经
济，只是面对你比较优势一方的专业，面对“求知”的态度都可以是这样基本而平淡，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在他的比较优势一项中发挥出个人的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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