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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岁月：美国民权英
雄心灵史》
陈国平 著
东方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五位黑
人民权运动的灵魂人物
为了将美国拉回到“国父
承诺的自由平等的国家”
轨道上的故事。

《名医话养生：老马识“毒”》
马志英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从家庭厨房到外出
就餐，教授级专家全方位
阐释食品安全问题，教你
防范商业陷阱，避免饮食
误区，正确选购食材，拥
有健康生活。

婚姻也有成本与收益

经济学家认为，结婚和其
他行为一样是一种不完全信
息下的经济活动，在这种经济
活动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由
契约制约的关系。所以，婚姻
是一种不完全信息下的契约
关系。婚姻双方都有自己的私
人信息(对各自个性的了解)，
恋爱中各自都有意无意地掩
盖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公布甚
至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双
方信息的不对称性是婚姻不
稳定的基本原因。家庭稳定的
基础还在于双方的信息交流。
结婚实际是双方签订了一个
契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
务。但在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
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各自都
可以在不违背契约的前提下
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留私房钱
大概就是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之一。如果机会主义行为太严
重，只有解除契约，这就是离
婚。签约(结婚)、履约(过家庭生
活)、解约(离婚)就是结婚的交
易费用。

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婚姻
也有成本与收益，理性人的婚
姻行为也是有意无意地以最
大化为目标。两个人结婚要
付出成本，用于结婚和组成
家庭的费用是直接成本，各
自放弃的单身时的自由(再爱
别人的自由和行动自由)是机
会成本。收益包括实际收益
与心理收益。组成家庭两个
人一块儿生活实现了规模经
济，不仅生活费用减少而且共
同努力收入增加，这是实际收
益。家庭生活给人带来的种种
享受则是心理收益。一般情况
下，收益大于成本，所以才有
婚姻。也有人认为成本大，尤
其是机会成本大，就宁可当一
个快乐的单身汉或单身白领
丽人。

也许人在正常的家庭生
活中不会有这种成本与收益
分析的意识，但在处理婚姻中
的一些难题时，肯定会有一种
成本与收益考虑。比如面临是
否离婚时这种考虑是首要的。
解脱不幸的婚姻能给当事人
带来收益，但当事人更多要考
虑成本。财产分割的损失、离
婚付出的赔偿、打官司的费用
等都是直接成本，也许这种成
本还相当巨大。名声的损失、
对子女的心理影响等可作为
心理上的成本。如果离婚的收
益大于成本，会作离婚决策，
但如果离婚成本太高，就只有
维持“死亡的婚姻”了。文学家
常感叹没有爱情的婚姻如何
可以维持，经济学家的回答很
简单：没钱离婚。

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
当然有适度规模问题。大家庭
固然有规模经济，但像巴金的
小说《家》中所描写的那种封
建式大家庭中机会主义行为
实在太严重了。这种大家庭中
的每个小家都想从大家中得
到利益而不付出成本(不干活
儿或干活儿赚了钱不上交)，这

种大家庭能不解体吗？现在一
些人对某些年轻人的“啃老”
现象不以为然，其实“啃老”就
是大家庭中机会主义的表现
形式之一。现代社会以“核心”
家庭(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为主
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这种对家庭的经济分析
还有政策含义呢！农村计划生
育工作比城市困难也在于成
本与收益。传统农村中的养儿
防老就是生孩子的直接经济
收益，也可以作为一种养老保
险投资，养儿越多，保险投资
越大，收益越高。但抚养孩子
的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并不
高。养儿收益大于成本，自然
不愿计划生育。城市养儿的收
益主要是心理的(孩子带来的
欢乐或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成
本高，不仅直接货币支出多，
机会成本也特高。成本大于收
益，你让他放开生，他也不想
多生，甚至还有不要孩子的

“丁克”家庭。所以，降低养儿
防老的作用，以社会保险代替
养儿保险，提高抚养子女的成
本，尤其是给妇女更多机会，
提高机会成本，是控制人口的
有效方法。这也是人口学家的
共识。

传统经济理论只偏重于
分析经济行为，当美国经济学
家贝克尔提出对家庭经济行
为的分析时许多人还颇不以
为然。但现在这种分析已被广
泛接受并运用于政策制定。经
济学家还用同样的原因分析
种族歧视、犯罪等广泛的社会
行为。许多人把经济学扩大到
非经济行为分析称为“经济学
帝国主义”。其实现在所需要
的是各学科的相互“帝国主
义”。这就是说，只有各学科的
交叉才能更好地解决人类社
会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

最优不是完美

有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曾
经是我的部下，男的是我的朋
友，在别人看来，他们是完美
的一对，女的漂亮温柔，男的
英俊能干。可是有一天，他们
闹起了离婚。

女的告诉我，丈夫老嫌她
这也不好，那也不行，家庭倒
没有“热暴力”，但是充满了

“冷暴力”。我问男的，这么好
的妻子，你还不满足，是不是

“烧的”？男的讲了妻子许多缺
点，诸如“客人来时哪句话不
得体，坐着时腰板不直，炒菜
花样太少”等鸡毛蒜皮的事。
我批评他，就这点小事值得离
婚？他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
者，这不就是你们经济学讲的
最优吗？

也许是最优化害了他，我
最终没能挽救这桩婚姻。不
过，我认为不是经济学的最优
化目标害了他，而是他误读了

“最优”这两个字。经济学讲的
最优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最
好结果，比如资源有限时的利
润最大化。正因为有条件限
制，最优化并不是没有缺点的

完美，也不是理想化的东西。
对任何事，每一个人心中都有
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但
做事的是本性利己又只有有
限理性的人，事情如何能完
美？只要做事的人尽到了最大
努力，其结果就是最优的，但
绝不是完美的。

经济学所讲的选择不是
要找到最好的，而是在若干种
可以实现的结果中选一个最
优的，或者说缺点较少的。以
婚姻而言，不是要找世界上最
好的男人或女人，而是在有可
能与你结婚的人中选一个最
好的，或者缺点最少的，这样
选出来的结果不是完美的，但
在经济学上可以称为最优的。

有些人是完美主义者，或
称为理想主义者。他们总在追
求完美无缺的东西，不允许白
玉有微瑕。他们活得很累，活
得很苦，甚至往往成为偏执
狂，所谓生活的压力、精神疾
病、忧郁症等，大多来自这种
对完美的无止境追求。北京人
称这种人“有病”。

个人“有病”也就算了，追
求自己的理想和完美，达不到
目的，受苦的是自己，毁掉的
是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要把
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强加在别
人和社会身上，那就会给别人
和社会带来灾难，有不良的外
部效应了。

像我那位朋友追求妻子
的完美，后果并不严重，无非
皆大欢喜的离婚而已。好在他
的妻子不是完美主义者，又找
到了也不完美的新丈夫，共
同过着不完美却很幸福的生
活。但如果父母追求子女的
完美，孩子又无法解脱这种
血缘关系，那孩子和父母都
很苦。极端的情况有父母嫌
子女不完美将其杀害的，也有
子女达不到完美而把父母杀
害的。常见的情况则是家庭关
系紧张或者子女心理有缺陷。
据我当几十年教师的观察，个
性偏执、做事极端、内向沉闷
的孩子，根源大多在于父母对
子女完美的追求。原本是一条

“虫”，非要成“龙”，成不了
“龙”，连条“好虫”也当不上
了。

扩大一点，如果完美主义
者是企业老板，他总要求员工
完美，这家企业别说发展，恐
怕连生存都困难。老板们老
说，人才缺，招不到人。我说，
先别讲“人无完人”这句古话，
先要问你准备出多少钱。市场
经济的规律是便宜没好货，好
货价必高。你花 2000 块钱就
想雇大学毕业又有工作经验
的人，这不连经济规律都违背
了吗？企业不需要完美的人，
需要自己适用的人。无论他如
何不完美，只要有企业需要
的一技之长就可以，这叫花
钱不多，收益不小，才是经
济学的最优。明白了这点道
理，其实满世界都是人才，胡
雪岩就是这样用人的，那个浑
身毛病的刘不才当公关经理
有多出色！

经济学家话婚姻

【书摘】

对于同一件事，
不同的专家会从不
同的角度去看。以爱
情 、婚 姻 和 家 庭 而
言，文学家认为爱情
是两颗心碰出的火
花，婚姻成了爱情的
坟墓；哲学家认为，
婚姻与家庭是必然
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人要结婚是必然性，
与谁结婚有偶然性，
偶然性体现了必然
性；社会学家认为，
婚姻出于社会协作
的必要，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政治学家认
为，婚姻往往是一种
政 治 行 为 ，有 阶 级
性，焦大不会爱林妹
妹；生物学家把这些
都看作人类繁衍的
需要；经济学家则把
婚姻和家庭看作理
性人的一种经济行
为。素有“大众经济
学家”之称的著名经
济学者梁小民教授
最近出版了新书《经
济学就这么有趣》，
书中讲述了婚姻家
庭生活中包含的经
济学原理、商业运作
规则以及企业管理
策略。

《理性动物》
道格拉斯·肯里克 弗
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
斯 著
中信出版社

心理学家研究发
现，人类经常会做出不
理性、具有偏见甚至是
愚蠢的决策，其背后存
在着一个非常特殊的
大脑决策系统。

《舍勒作品系列》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舍勒将现象学哲
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
方式广泛应用到传统
的哲学、政治学等领
域，凭其天赋的深邃
哲思和敏锐洞察迭出
新题，建树广却不流
于浅泛。

【社科】

《经济学就这么有趣》
梁小民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年 8 月出版

《甲午海战》
陈悦 著
中信出版社

甲午战争史研究专家
陈悦权威解读甲午海战全
过程，深刻揭示北洋舰队
惨败的真相，带我们正视
失败中的耻辱与勇气。

【历史】

【健康】

□梁小民

《杂记赵家》
杨步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著名语言学家
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女士
的自传，赵杨夫妻结交了
众多著名学者，书中不乏
关于这些人的趣闻轶事。

【传记】

《人口峭壁》
哈瑞·丹特 著
中信出版社

作为长期从事经济预
测的专家，哈瑞·丹特认为，
人口也能决定未来经济走
势。通货膨胀只有当人口规
模巨大的年轻群体迈入社
会时才会发生，而当庞大的
老年群体出现时就会出现
通货紧缩。

【经济】

《闷与狂》
王蒙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以强大、奔涌的
语言能力驾驭历史，审视
走过的生命历程，看那些
生命里的伤痛和闪光的时
刻，咀嚼心灵的奇遇。

《邹氏女》
章诒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继《刘氏女》、《杨氏
女》之后，这是章诒和情罪
小说系列之第三部，讲述
监狱里女同性恋者的情感
与生活。

【小说】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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