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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中国聚会》

内容概要

徐瑾著的《凯恩斯的中国聚会(经济学的那些人和事)(精)》记述了当代一些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
和生平。本书对那些对经济学感兴趣且思考着当下中国问题的学者、学生和各界仁人来说，这都将是
一本开卷有益、愉悦阅读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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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瑾，FT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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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觉得没有那么差，通识性写的还可以。
2、典型的掉书袋的书，有些有趣，有些无趣。#20150728
3、介绍部分经济学家的一本小册子，然而写的太浮光掠影。
4、上次打三颗星，作者发私信来骂我。这次就一颗星吧 :-D （为毛没有负星  我说过我读书看作者人
品的
5、拒绝文化垃圾，谁能告诉我中国经济怎么了？
6、这也是一本阅读期待超过阅读体验的书。蜻蜓点水般的笔触没法让我这样的门外汉快速地洞悉经
济学的奥秘，只能站在远处假装看风景。书的后半部分写得就相对要扎实一些。
7、翻了几页觉得这奇葩的行文似曾相识，赶快上书单查询，卧了个槽，果然是写那本中国经济怎么
了的奇女子...........这种浪费纸张的东西意义何在？
8、算是给一位位著名的中外经济学家写了篇小传，经济学内容很少，是随笔集。有意思的是，给出
了每位学者的几本知名著作，算是一份书单。奇怪的是，在第二部分“经济学与中国”，插入了汉代
的盐铁之争。这对理解中国经济制度的确很重要，但在本书里显得非常突兀。不知作者意欲为何
9、这是个书评的合集吧？我觉得写得挺一般的，都是泛泛而谈，
10、只能说作者水平不足
11、或许这不是一部值得称道的作品，但它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非凡，阅读的过程充满了临近大地的快
感。
12、去年读的一本书，每次去图书馆洗手间时，都会忍不住看一下。
13、被科普了下。同意作者的观点：“我常常认为经济学应该作为一项普遍的常识加以推广，其原理
应该作为现代公民的素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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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微信公共号经济人（econhomo）推送的第27篇文章，《经济人》主打原创独家，可以直接点
击文章标题下的“经济人”关注，也可在“查找公众号”页面检索“经济人”关注，还可以保存文末
二维码图片关注。《经济人》点评：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又来了，他对于中国认知有进化多少呢？他表
示五年内我还是比较担心中国情况，也承认自己不喜欢分析中国经济，所有中国经济统计数据都有点
像科幻小说。和六年前刚刚得奖时，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浩大东游中国时，又有什么不同？诺奖得
主来中国引发追星，倒不是什么新鲜事情，罗素、泰戈尔、萧伯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的狂潮
。一波波诺奖得主来了又走了，他们给中国留下什么？带来什么变化？还是鲁迅比较淡定。诺将得主
东游记BY 徐瑾《凯恩斯的中国聚会》未见人，先闻楼梯响。连番渲染之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保罗.克鲁格曼终于华丽丽地来到本国。四天三地，讲座连连，高朋满席，其中最重头的安排大概就
是其人与中国经济学精英的车轮对话，热度真是比这些天气温上升得更快。不过，这些对话好像少了
些高手对决常见无招之招会心而笑的从容境界，倒是媒体频频用了“激辩”、“反驳”、“舌战”等
字眼。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两个经济学家讨论一个问题，通常得出两种结论；如果其中一人为著名
经济学家，结论必有3个以上。”，这句俏皮话在克鲁格曼之行中表现的颇为明显。克鲁格曼的直率
在美国国内被引来“乌鸦嘴”之名，估计在中国已经有所克制，但几句发言，笑谈间就瓦解了不少国
内定见——原来，那么多我们目为理所当然的想法如此一厢情愿。在克鲁格曼来看来，从来没有存在
所谓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更没责任拯救储备美元国家；有生之年，他认为难以看到人民币成为
国际货币；G2的说法本是错误，率先复苏的经济体更可能是美欧；我们以廉价劳动力换来的巨额外汇
储备原来并不是世界希望之源，他认为不过一个惹得世界不高兴的政策错误；甚至，老克多少有些茫
然地表示美国不差钱，中国还是穷国，钱自己留着吧；更多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位天才经济学家
则更坦然表示不了解而无法回答。严苛的说，一切诠释都有误读嫌疑，对于这位美国来客亦如是。早
在去年他得奖之前，对于这位酷似影星乔治.克鲁尼、笑容暗含腼腆、酷爱撰写博客的经济学家，我们
的认知一直存在着各种似是而非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克鲁格曼得奖从来不是因为预言两次金融危机
，甚至亚洲金融危机的结论也不是他最早研究，他也压根不是国内各大主流媒体渲染的自由主义学派
经济学家——在神奇的国度，左与右，保守和自由，原有不同折射，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来选择
性过滤信息，因此建构我们想象的真实世界。“为什么没人能预测到？”端庄温文克制如英国女王，
在LSE面对诸多鸿儒大家，亦不禁严苛发难。过去几十年可以称之为增长的时代，而经济学也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地位，但这场金融危机中，经济学家也许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挫败。与声名受损的同行相
反，克鲁格曼则以以往的大胆前瞻的专栏文章获得公众的热切关注，声望如日中天。越是不确定的年
代，我们越渴望预言家的出现——相信我，即使过去不存在合适人选，浩荡民意之前，我们也可以手
制一个新偶像。回头来看，诺奖得主来中国引发追星，倒不是什么新鲜事情，罗素、泰戈尔、萧伯纳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的狂潮，也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罗素最早来中国，呆的时间也最久；泰
戈尔次之，徐志摩作陪也成为佳话；萧伯纳在上海短暂留驻，不到一日，但是反响不小。但是中国真
是人多地广，要取悦所有人真是困难，对这三人中国行始终褒贬不一，罗素英国式逻辑实证主义与他
谈论的布尔什维克话题注定难以同时获得国内“问题”、“主义”两派欢迎，知音无几，乃至最后遗
憾离开；而泰戈尔主张弘扬东方精神与非暴力反抗论也不对中国知识界的变革诉求；至于萧伯纳，根
据鲁迅看法，老人家在应付了诸人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提问后，还是落得了“大体是坏的”的新
闻评论。关于萧伯纳，就这么一天的接待时间，还是留下了邵洵美是否曾请萧吃客的文学公案，即使
在三十年后身陷囹圄，这位“海上才子”也始终无法释怀，一定要让狱友贾植芳日后还其清白。讽刺
家萧伯纳很有喜感，据说他曾问宋庆龄在他走后，中国人是否像对马克.波罗那样给他建个庙宇。说来
真是，国人今天还怀念疑点不少马可.波罗游记，多半还是怀念他书中对中华帝国“无与伦比”的念兹
在兹。萧伯纳走后，鲁迅比较了英文、日语、汉字的不同报道之后，得到出一个今天还是用的结论：
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所谓中外交流，很多时候都是各自早已预设结论的求证，我们面对
其人，其实映射却是自身的形貌。克鲁格曼的中国行命运大抵不外如此，无论如何，他走后，可以想
象一些照旧，有人取其评判，有人择机建构，仍旧会把克鲁格曼继续唤做两次金融危机的预言家，仍
旧可以自顾自地得出自由主义良知、知识分子道义、经济学家担当等等宏大而无关的结论。近代化以
来，时代的命题往往压迫得中国长期处于急切焦灼状态，需求往往难以对接供给，在几十年前，中国
弹奏的是启蒙与救亡，而今天则着重增长与崛起，这也是克鲁格曼无法与中国同行取得更多共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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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因，须知，共识的前提往往是双方分享承认基本常识。现在看来，还是鲁迅比较淡定，他当年说
起围观萧伯纳的经历，“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凯恩斯的中国
聚会》2015年1月30日出版我会陆续在微信公号《经济人》（econhomo）、百家等专栏连载，欢迎关
注
2、这是微信公共号经济人（econhomo）推送的第28篇文章，《经济人》主打原创独家。《经济人》
点评：大物理学家普郎克曾说经济学太艰难,他不敢涉猎，哲学家罗素声称经济学太容易, 他不屑于涉
猎；杜鲁门很烦经济学家的“首鼠两端”，老布什很讨厌拉佛编造的供应派经济学⋯⋯现代社会经济
学观念用处越多，晦涩程度却不见越少。《凯恩斯的中国聚会》内容，同人生联系将越来越紧密。—
———————————————————经济学太难还是太容易？:《凯恩斯的中国聚会》序言作者
孙涤，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大物理学家马克.普郎克曾说经济学太艰难,他不敢去涉猎；
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声称经济学太容易, 他不屑于涉猎。普朗克发掘出的天才，爱因斯坦对经济学的
观念每有鞭辟入里的解释，而罗素探究的哲学理念很少落到了实处，至少他打理个人财务是相当失败
的。在现代社会，经济学观念的用处越来越多，其晦涩的程度却不未见得越来越少。我由是推想，《
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介绍和分析的内容，同人生的联系——95%的人的95%以上的生命都耗在了市场
的打拼上面——将越来越紧密。《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一书中，徐瑾叙事涵盖了经济学诠释的各主要
流派和诸大师要角，必是读了大量的典籍；其视角、选题，文风的老辣，不免予人一种中年老成的感
觉，然而她还是个年未满三十的新秀。分析经济学的观念，是件相当费劲而不讨巧的事，从几个美国
总统的揶揄中，我们兴许可以看出几分。杜鲁门很烦经济学家的“首鼠两端”，哀叹“你们能不能给
我一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别老是on the one hand⋯⋯ on theother hand⋯⋯的”，教人无从决策。
肯尼迪当选后，随即延揽常春藤的名经济教授加盟来帮助制定经济政策。托宾，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有名的托宾值（Tobin Q）的发明者），在接听总统电话时颇觉惶恐，推说自己不过一介象牙
之塔学究，毫无政策实务经验。肯尼迪应答道，“那好极了，本人也是象牙之塔总统，还没有学过什
么总统学课程呢。”老布什很讨厌拉佛编造的供应派经济学，当时里根政府推行经济举措将其倚为理
论根据，把它指斥成“巫术”。而约翰逊在听了加尔布雷斯的政策建议，忍不住语出粗亵，你们经济
学家“做的研究报告好比撒尿在裤裆里，自己觉得热乎乎的蛮受用，却和别人八竿子打不着。”约翰
逊不改德州佬的本性，绘形绘色地说，“我宁愿你到我的营盘里向外撒尿，也不要你在外面朝我的营
盘里面撒尿。”什么是我，何为我的营盘？抓住了这个要点，对明白经济学观念的底蕴至为重要。按
亚当.斯密的说法，任何生产，目的无非为了消费。引伸开来不妨理解为，谁干什么不重要，关键看谁
分到什么，不禁令人想起约瑟夫大叔（Uncle Joe）的名言，谁投票不重要，关键看是谁在点票。从上
海财大毕业后，我1981年底赴美留学。八十年代到美国学经济的大陆学生想必还都记得，萨缪尔森和
弗里德曼在Newsweek的对峙，各开专栏互打笔战，两位泰斗过招许多回合，可谓脍炙人口。当时读了
直觉过瘾，许多年后我才悟出其中的门道：两派为之纠缠的，可以归结成一个字——“税”，其余的
观念或说辞，多半是藉口或粉饰。政府孰大孰小，归根结蒂，是“这些是我应得的，你不能拿走”和
“那些是我应得的，你得还给我”之间的争论。而唯有国家，现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组织的暴力”
，才有“合法的权威”，把经济利益以税和费的名义，在各个人群之间“合法地”分配来分配去。在
文明竞逐的过程中，我甚至以为，你若是能把人类是如何展开“抱团竞争”的——把“我”与“我们
”，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博弈机制给整明白了(Me vs. We, and We vs.Them)，许多经济学的
观念是可以迎刃而解的。经济学的理论，多由观念堆积及其逻辑推演而成，很少是基于历史发生过的
史实和数据分析为诠释基础的，这样的研究方法正在发生范式转变的趋势，而几年前的市场崩塌也在
催促经济学人深刻反思。人们发觉，许多自圆其说的观念假设和构造精巧的数理模型并没能很好地指
引发展或预测市场，不惟如此，它们甚至无法提供过往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19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
条的根源，的解释而具有说服力。萨缪尔逊就坦言，“对于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能确定的，就是我们所
知甚少。”可谓知人知己。总之，要制定和贯彻能够奏效的经济政策，人们开始明白，是无法靠设计
出“合理的行为”来达到目标的，无论是特蕾莎嬷嬷，或是雷锋叔叔、还是假设中“彻底理性的经济
行为人”都不靠谱。我们不得不回溯演化的历史找其线索，深入到演化中铸就的人脑构造内部找其依
据，才有可能洞悉人类的本性和把握人群合作的条件。这召唤着经济学观念的重整，经济研究方法和
途径的再造，对于年青的经济学者是个极好的契机。徐瑾以她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丰富练历
和敏锐观察，娴熟驾驭了复杂高深的经济学观念，让我们更期待年轻一辈经济学家，不但能描述观念
的聚会，而且参与到经济学本身的重整和再造，建树丰沛。————————————《凯恩斯的中

Page 6



《凯恩斯的中国聚会》

国聚会》作者：徐瑾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5年1月30日本文为《凯恩斯的中国聚会》
序言，媒体首发于《中国证券报》阅读原文可见《凯恩斯的中国聚会》更多购买信息  转载请注明本
文为《凯恩斯的中国聚会》序言，来自微信公号《经济人》（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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