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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会有哪个时代全
部都是悲剧，哪个时代全都是喜剧。每次阅读显然都在修
改书本身，就如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一本伟大的书永远活
着，和我们一起成长和衰老，但从不会死去；那些无意义的
书则从历史的一边掠过，就此消失。

“帝国时代”是当今世界最风
行的电脑游戏之一。我那10岁大的
儿子一度数月沉溺其中。游戏中假
定世界历史就是帝国冲突的历史，
彼此敌对的政体之间竞相控制有
限的资源：人口、沃土、森林、金矿
和水上通道。在他们无休止的争战
中，互相竞争的帝国必须在寻求经
济发展和紧迫战事间找到平衡。太
具侵略性的玩家如果不下力气维
护现有的领土、扩张人口、囤积黄
金的话，将很快耗尽资源。而过于
专注发展经济的玩家如果忽略了
其军事防御能力，则很可能遭到外
敌入侵。

毫无疑问，许多美国人都玩
“帝国时代”游戏，就像摩加迪沙的
美国巡逻骑兵当初玩的棋盘游戏

“孤注一掷”一样。但显然很少有美
国人——— 或者换句话说，特别是很
少有美国士兵愿意承认他们的政
府正在现实中玩着这场游戏。

本书不仅要阐明美国是一个
帝国，而且还要讨论美国从来就是
一个帝国。之前已有许多作者对此
发表过评论，我对大多数观点不敢
苟同，原则上我对美利坚帝国这一
概念并不反感。事实上，我认为世
界上许多国家会从一段时期的美
国统治中得到实惠，但是当今世界
需要的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美国统
治。这个世界需要的乃是一个崇尚
自由的帝国——— 也就是一个不仅
保障商品、劳动力和资本自由交易
的帝国，而且还是一个能够创造种
种条件并为其提供支撑的帝国。若
缺少了这些条件，市场便无法顺利
运作，这些条件即是和平与秩序、
法治、廉洁的行政管理、稳定的财
政和货币政策。

同时，它还要提供公共设施如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医院和学校，
没有政府干预，这些公共设施也是
无法建设的。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
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成
功的自由帝国。尽管美国似乎在经
济、军事和政治等许多方面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来经营这样一个“自由
的帝国”(托马斯·杰斐逊语)，但在
实践中，美国却是一个无能的帝国
缔造者，这一点令人感到惊奇。由
此我要说明的是为何美国感到做
一个帝国如此艰难；为何帝国事业
通常如此短寿，其成效也如此转瞬
即逝。

我写作的部分动机只是想简
单地从许多很普通的方面来解释
美国历史，它与另一个帝国的历史
别无二致。我不追求其历史“例外
论”的一面，但许多美国人却仍然
这样看待美国历史。然而我却又想
描绘美利坚帝国的一些特性，它既
有其诸多突出优势也有不少使其
衰败的劣势。本书将本世纪初的一
些事件——— 尤其是“9·11”恐怖袭
击事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放在长远历史的历史环境中来观
察，这些事件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
的那样与美国的历史传统不符。从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本研究当代
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有感于我曾大
半年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但它主要
仍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又不可
避免地同未来发生联系，更确切地
说是与未来可能发生的几种前景
有关。本书后几章对美利坚帝国最
终能支撑多久提出了疑问。

□文/孟庆祥

改革是个宽泛的词汇，每个
人说的改革可能都不一样，人人
都着急赶紧改革，却很少有人认
真思考，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每
个人慌忙逃遁，却不知方向。

《改革方法论》作为百家
标杆企业图书中的一本，对海
南农垦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 和 总 结 ，试 图 突 出“ 方 法
论”，要是我来给这本书其名
字，会较改革的样本，而不是

方法论。总结成理论固然好，
突出一个个具体的事实对于
处理具体事务更重要。

改革近三十年后，海南农垦
的“生产关系”还处于改革开放
前的状态。抗美援朝之后，为了
应对经济封锁，国家在海南建立
了橡胶基地。到2007年，全国的经
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海南
农垦仍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
带来的好处，涉及20多万职工，
100多万人口的农垦区如何改
革？局外人可能会想，那还不简
单，也搞包产到户不就完了。实
际情况却不那么简单，世易时
移，变法宜矣。海南农垦经历半
个多世纪的计划经济，已经形成
一个独立，封闭，落后的小社会，
农垦本来应该只是一个企业，但
它肩负着所有政府和社会职能，
从学校到医院，从社区服务到养
老退休等等各种环节都交织在
一起。与现在人们普遍抱怨的政
府管得太多一样，农垦的情况是
企业管的太多。

这本描述海南农垦改革
的书之所以叫“改革方法论”，

我觉得作者自始至终力图找
到一些规律和程式供其他改
革者参考。现在山西省副省长
王一新是这个改革的总司令，
像很多有创新精神的实干家
一样，提出了很多实用的方针
政策。如“做增量，做加法，不
做减法”，“三个快字诀”，“方
向是刚的，方法是柔的”等等。
这些东西可以称之为方法论，
供其他思考改革者参考。

但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方法
论并没有解决。就是怎么激励当
权者必须改革，怎么样才能不让
改革成为当权者的利益获取工
具？王一新只是一个特例，他有
改革的强烈意愿和使命感，他提
出一定要让自己置身于利益之
外，出淤泥而不染。然而，这一切
终归是中国人期盼了两年多年
的“盼清官”思想的延续。我们总
是只能寄希望于好人当政，而好
的制度设计则是“即使是流氓坐
在那个位置上也不得不为大众
服务。”

心理学上有一个“皮革马
利翁效应”，说的是远古时候，

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喜
爱雕塑。一天，他成功塑造了
一个美女的形象，爱不释手，
每天以深情的眼光观赏不止。
看着看着，美女竟活了。这个
效应是说你期待的东西，最后
会因为心理导向梦想成真。我
观察到制度设计正好相反，假
如你的制度假设都是好人当
政，最后好人大部分也变成坏
人。假如你的制度设计假设当
权者都是坏人，最后坏人也会
成为好人。《改革方法论》上有
一处引用邓小平的话：好的制
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坏的
制度却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
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我狗尾续貂地加上一个解
释，所谓好的制度就是要把所有
人都想象成坏人，然后用机制的
办法因势利导，把人们变成好
人。就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精
髓——— 让人们在满足私欲之时，
为社会创造最大的福利。我认为
缺乏一个这样的制度，一直盼望
有魄力的好人带领改革，这正是
我们的愚蠢、无奈和悲哀。

迪奥集团如何起死回生？
LVMH如何将那些顶级品牌收
入囊中？如何成为全球最大的奢
侈品帝国？收购GUCCI只差临门
一脚时，又为何变成终身之耻？
它的掌门人贝尔纳·阿尔诺，这
位在时尚界和商界跺跺脚就能

引起一场风暴的人，如何在不足
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不起眼的
家族企业走出来，一跃成为法国
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更被誉为世界奢侈品之父？《奢
侈品之王》描述了诸多残酷的商
战，包括著名的GUCCI收购之

战。同时，像安然破产、9·11恐怖
袭击、路易威登股票下跌等等，
也曾扰乱这个帝国壮大的棋
局……本书成功地揭开了这个
奢侈品王国及其王者的神秘面
纱，其成功之路和经营体系也得
到了深度剖析。

读《价格游戏》，你要当心
了。一不小心，你就会在阅读的
过程中发现，自己也曾经在某
次消费过程中掉进商家为你巧
妙编织的价格“陷阱”：比如上
次的商场新年大促销，你抵挡
不住“满额减”的诱惑力，花销

远远超过了预算，让商场“多
赚”了你的钱；再比如前一次的
网购，为了“免运费”，你乖乖地
多买了一件自己暂时不需要的
商品……每一次消费，都是一
次商家与顾客的心理博弈，而
生活中的我们，都不断扮演着

购买者与出售者的身份。无论
你是想猜透顾客心理的卖家，
还是想一窥商界机密的买家，
试问自己：在这场游戏里，我足
够聪明吗？《价格游戏》能让你
在这场心理战中变得更有头
脑。

心理因素会影响到股票
市场价格的波动。股票市场上
的心理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如
何利用这些现象提高投资者
们对股票市场的认识？本书是
一本研究投资者心理和股票
市场价格变化之间关系的经

典图书。作者让我们看到，股
票市场巧妙地把客观的交易
方法和主观的心理因素结合
在一起，许多技术性分析的结
论都印证了这一点。书中详细
介绍了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如
何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化，

用心理学理论解释股票市场
中的投资行为，在此基础上进
行技术分析，本书为每一个股
民、金融分析师和银行家提供
了绝佳的投资参考。从心理学
角度为投资者揭开了股票交
易的神秘一面。

这是一场涉及一百万人口、海南岛1/4土地面积的宏大改革。作者通过对
王一新及海南农垦内外的多次调研采访，根据第一手资料勾勒出了海南农
垦波澜壮阔的整个改革历程。

帝国时代(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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