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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书讯

文 / 郑成华

经济学者到底需不需要良心？当专家指出“火车票站
票应比坐票贵”、“南方人已适应湿冷不宜供暖”的时刻，人
们有的不仅仅是愤怒，更多的是对于这些专家学者良心
的追问。面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矛盾也好，现状
也罢，总是希望经济学者能够从学理的角度分析利弊，方
便人们做出决策，这应该是经济学者的良心所在。

茅于轼的新书《中国人的焦虑到底从哪里来》透露
出来的也正是“良心”二字的魅力。良心，之于经济学者
来说更具备特殊的意义。经济学的理论原本艰涩难懂，
希冀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完成互通，需要有良心的经济学
者扮演这样的角色，否则，理论的永远是理论的，现实的
却永远是现实的，形成理论和现实“两张皮”的困境。

在这部书中，多的不是难懂的理论，更多的是各种
实际案例的堆积，对于这些案例的解析无不是透露睿智
的思维。这无疑正是经济学者所需具备的良心的根本之
所在，从这一点上讲，茅于轼不仅在传递着经济、政治、
社会的知识，更是给其他经济学者，尤其是学院派的经
济学者敲响了警钟。

普通的人们往往只看到现实生活的表象，按照自身
的喜怒哀乐进行着表达。如果为富不仁，普通人会觉得
这是人的问题，而茅于轼指出这有更复杂的原因。这种
表象上“为富人说话”的言论无疑让人不懂，但却是真实
且又有着现实意义的。通过这种方式，解析社会生活中
的现象，指出其中的真谛，不为既得利益说话，不站在任
何人的立场上，这就是经济学者的良心。茅于轼在做着
努力，也在躬亲示范。

《中国人的焦虑到底从哪里来》
茅于轼 著
群言出版社
2013 年 1 月出版

文 / 叶雷

今天，我们对凯恩斯和哈耶克几乎针锋相对的经济
主张，已经不陌生了。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
本家对投资预期没有信心而减少投资所造成的，主张政
府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控制；哈耶克则认
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家的投资过度造成的，认为政
府干预只会损害市场发展运行的机制，坚决捍卫自由市
场秩序的理念。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赤字和公
债，扩大政府支出，增加国家投资和消费，变相主张“货
币国有化”；哈耶克则认为把货币的发行权交给私营银
行，私营银行基于自身利益而提供健全的、稳定的货币，
主张“货币非国有化”。

凯恩斯和哈耶克轰轰烈烈的经济学之战，直接让政
府的决策者在两位学者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影响着世
界经济的起起落落，影响着数以亿计人的生命和生计，
迄今仍牢牢地掌控着经济政策的走向。1929 年至 1933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凯
恩斯主义得以普遍实行，似乎是凯恩斯赢了哈耶克。可
是，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让世界经济陷入了“滞胀”
困境，使得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又
成了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主流价值观念，哈耶克打了一
个翻身仗，似乎赢了凯恩斯。20 世纪末拉美、俄罗斯、东
南亚、东欧等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败，加上
2008 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凯恩斯主义似乎又有
卷土重来之势。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争，被称为“历史上最经典最
著名的经济学决斗”。曾在《伦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
任过资深编辑的美国著名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在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中，为我们系统梳理了这一场
论争，让我们在重温那场经典学术盛宴的同时，一起审
思“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保持在何种程度”这一严肃
的经济问题。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3 月出版

《环球人物》
2013 年第 12 期

李瑞环的新著《看法
与说法》中，许多观点和方
法对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
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有较
强的指导意义。《环球人
物》摘录书中有关怎样为
官的部分内容，还有出版
方讲述的该书出版的幕后
故事。

《南都周刊》
2013 年第 16 期

文章《薯片如何成为
垃圾食品之王》揭示：偏爱
垃圾食品，是整个食品加
工行业精心设计的结果，
实验室、市场部、超市的所
有努力都是为了让消费者
沉迷于这些廉价的方便食
物。

《壹读 iRead》
2013 年第 8 期

当网上关于慈善公益
组织的各种看法和批评乱
成一片的时候，封面文章

《能把钱捐给谁》教你如何
辨别一家基金会的好坏。

《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
传》
[韩]朴槿惠 著
译林出版社

朴槿惠在书中回顾了
自己起伏跌宕的人生，从
青少年时期在青瓦台的生
活，到父母先后遇刺身亡
之后的隐居生涯，再到重
返政坛参与竞选……通过
她，可以读到韩国数十年
的变迁。

《故国人民有所思：1 9 4 9

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
影》
陈徒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主要从事知识分
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作

《人有病，天知否：1949 年后
中国文坛纪实》推动了国内
口述史研究。本书是作者积
12 年功力推出的又一部佳
作，写了上世纪 50 年代初
至 60 年代中期 11 位有代
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
存处境。

《工厂女孩》
丁燕 著
外文出版社

诗人丁燕在东莞的工
厂打工，亲身经历了 200

天工厂生活，《工厂女孩》
记录了打工女孩青春、爱
情与梦想的萌生与破灭，
也是对裹挟了无数人命运
的现代工业洪流的追问。

《公意的边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卢梭的“公意”理论与
中国近现代的激进思潮有
何渊源？现代政治生活中
如何厘清公意与私意的界
限，以确保正义？本书囊括
了 12 位国内知名学者的
犀利讲演，涉及“中国社会
基本问题”，并重点反思公
意的边界与底线。

《搞定修车厂》
陈曙光 著
中国书店

这是一本以小说形式
揭开修车厂和 4S 店底牌
的书。作者是汽车维修行
业资深人士，以几十年的
经验、娴熟的技术，告诉你
汽车修理与维护的所有秘
密。

《黄帝内经·四气调神》
徐文兵 梁冬 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专家徐文兵和前
凤凰卫视名嘴梁冬对话，
教人们如何根据一年四季
的气候变化来调整自己的
饮食之道、做人之道、做事
之道，以便让身体更好、更
快地汲取各种环境中的正
能量。

《脾虚的女人老得快》
佟彤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博导级妇科医师围绕
“女人病”这个话题，告诉
女性朋友怎样做才是科
学、全面、安全的健康保
养：脾不虚，女人自然面色
红润、肌肤紧致、体态优
美、减肥不反弹。

经济学者
也需良心铺垫

凯恩斯与哈耶克
谁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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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牟宜之传》
清秋子 著
新星出版社

牟宜之自幼师从其姨
父丁惟汾，16 岁即投身革
命，在“反右”运动、“文革”
中遭受迫害，1975 年故于
济南。牟宜之学养深厚，擅
长旧体诗，生平赋诗甚多，
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
代写下大量感时伤怀、愤
世嫉俗的古体诗歌，与聂
绀弩可谓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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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 — 1928》
叶曙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11 年，辛亥风云突
变，告别帝制的中国，走到
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本书
生动、真实地再现 1911 —
1928 年这段国会历史，探
寻现代中国的首次民主转
型，如何从万众期待之中，
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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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
[英]尼尔·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

作者探讨了对美国霸
权构成主要挑战的竞争
者——— 欧盟与中国，并对
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与其外
交事务间的内在关系做了
出色分析，而这正是美式
帝国主义中最重要的两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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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吧，旧时光》
采采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这是一部以青春期的
眼光和心态描写的怀旧小
说，以“ 60 后”的 80 年代
青春期为背景，讲述了一
位少女在梦幻和现实矛盾
纠结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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