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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康宁经济学随笔的生命力、聂辉华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邱斌美国的奢侈品为何
价廉、赖德胜人挪活？
、朱恒鹏杨丽霞行不通的零差价、韩朝华“中国模式”热背后的理论困惑、荆林波学者与记者、王铮
经济学论文发表的国际化：我们在哪里、孟祥仲斯密“焚烧书稿”与穆勒“抄袭”、张晓晶主流经济
学的“西方中心论”可以休矣、俞炜华也谈比尔·盖茨的机会成本、刘宝宏北京名肴为何外地客居多
、曹利群“你狠”、“显我玩”？
、徐昌生谁妨碍了穷人涨工资、祝曙光俾斯麦的成本控制、朱玲重访苏格兰、詹小洪韩国火爆的私教
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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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毫无疑问，经济学随笔生命力的第三个来源就是这种文体的形式之美，这往往也是这类文章的引人入
胜之处。
经济学随笔写出来要有人看，而且让人爱看，必须讲究行文，追求语言之美。
既然形式自由不拘，文章就要克服学术论文八股式的机械文风，讲究起承转合，力求自然清新、流畅
大方，该含蓄时点到为止，该宣泄时淋漓尽致。
好的经济学随笔是用思想启迪人，但表达思想的载体是语言，真正打动人处是纸上的文字。
没有精彩的语言，没有用心的文字，也很难称得上是一篇经济学随笔之作了。
缺乏必要的形式之美，普通的经济学文章就能够替代经济学随笔，长此下去，经济学随笔的繁荣也难
以为继。
一些名家文章写得多了，或无论怎样写也会有人给登出来，就难免漫不经心，文章粗糙，写文章像随
意讲话一样，毫无雕琢，最后变得没人看了。
《2l世纪经济报道》初办时，每期都有足够的版面提供给一些经济学名家做专栏，刚开始这些文章写
得也不错，看得出来是用心写的。
渐渐地，文章开始变得漫不经心，文字粗糙，大家的阅读兴趣顿时消失。
大概是报社注重读者调查吧，发现这类文章并不叫好，渐渐地把一些经济学专栏砍去了。
实际上，有心的作者写经济学随笔是很注重语言功夫的，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倾注于文字之中，用心遣
词造句，反复推敲。
我曾听到一位作者在《茶座》召开的座谈会上讲，他每为《茶座》写一篇文章都要费时几天，用心构
思，推敲文字，而且他本人也陶醉于自己精心所写的文句之中，换来一种写别的文章所没有的快感。
笔者当时听了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心情：感动。
本人生性不勤，为《茶座》写文章不会如此讲究，虽不是草草而漫不经心，但基本也是“一挥而就”
，没有“陶醉”的快感，但却有几分“调剂心情”的乐趣。
平时写严肃而枯燥的学术文章，难免无趣，每隔一段时间换一种心情，写一篇轻松的经济学随笔，自
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失为一种思想的调剂和写作的调剂，可以增添快乐。
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写一些随笔的另一个原因。
社会阅读氛围有待改善经济学随笔要在中国长期繁荣下去，还有一个社会环境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很
好的社会阅读氛围和出版氛围，这种新文体的生命力也会受到挑战。
作为一个喜欢读随笔的读者，也作为一个愿意写讨论经济问题随笔的作者，说老实话，本人对此还是
有点担心。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经济学的纯学术文章（尤其是计量化的学术文章）是职业化的结果，当经
济学家已经进化到一种标准的职业以后，阅读和写作经济学的学术文章是体现职业门槛的一种业内行
为，也是职业化经济学家交流与竞争的职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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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家茶座(总第48辑)(2010.4)》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07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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