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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经济散文的来龙去脉    这些年来经济散文在神州大地盛行，而这门问题似乎是炎黄子孙独有。
不但是指国内的。
澳洲有个黄有光，台湾有个熊秉元，而香港则要数区区在下了。
    是怎样搞起来的呢？
有时佛利民惹来的玩意。
话说一九七六年佛老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出自夏威夷大学、任职于香港美银做研究师的侯连辉，于
该年十月瑞典公布喜讯后，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投稿到香港的《信报》去
。
当时正在惨淡经营的林老总山木，慧眼识大文，不仅把文稿照登无误，还请侯夫子吃牛扒。
士为知己者死，后夫子是为吃了牛扒而继续动笔。
不止此也，他邀请了同学杨怀康加盟。
大家写起来，参与的有梁海国，有罗祥国，有黄志光，一时间变的热闹了。
    今天，不少人认为我是经济散文的始作俑者，是该文体的发明家。
我当然万分高兴，但侯夫子说是他发明的，怎么办？
    经济学者在公众刊物写文章，早有前科。
六十年代后期起，佛利民于森木逊在美国《新闻周刊》写专栏，写的好，有口皆碑。
但他们写的是经济评论，不是散文。
在公众刊物以浅白文字介绍经济学说，侯夫子可能是天下第一人，而桂林山木的《信报》欢迎这种与
时事新闻没有关系的学术性文字，也算是盘古初开的创举了。
问题是侯夫子与阿康等人当年为山木写的文字，算不算是散文，倒是疑问。
    我第一篇以中文下笔的文章，是《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第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发表于《
信报月刊》。
初稿由我口述，侯夫子与阿康笔录，再由我修改的。
该文是以普通常识解释经济理论的一个重点，不是散文。
四年之后山木在他的《信报》替我起了一个名为《论衡》的专栏，要我每星期交稿两篇。
我第一篇交出去的是《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也是阐释经济，不是经济散文。
一路写下去，要不是评论，就是阐释。
读者赞赏颇众，批评也不少。
主要的批评是我的中语文字来的生硬，读来象英语中译。
为了这批评我决定更改文体，搬出古文来一下古今并用，与读者平起平坐，闲话家常，在不经意中才
把经济要点放进去。
    这更改的第一篇文章——《论衡》的第十一篇——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六日发表的《邓家天下》。
该文发表的那一天，我在港大办公室的电话从上班到下班响个不停。
这使我知道《邓家天下》是命中了读者的要害。
不知为何，但觉得公众刊物的经济文章应该那样写。
今天回顾，《邓家天下》可能是盘古初开的第一篇经济散文。
跟着同年二月十一日发表的《卖桔者言》，读者吵得更热闹了。
    一九八六年北京的杨培新造访港大，我才知道我写的是经济学的一种新文体。
我送给他《卖桔者言》的结集，他读后说：“从来没有想到经济学可以那样放开来写，你写的是散文
，经济学从来没有散文这回事。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科学怎可以用散文体下笔的？
我们没有见过物理学的散文，没有见过数学、化学、生物学的散文。
但经济学是可用散文体下笔的。
这是因为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的生活与行为，以散文下笔，作者可以把感情放进去，写的真情实感，而
感情的表达是散文的一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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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邓家天下》与《卖桔者言》的经验，我写的公众文章自然地倾向于散文体下笔。
不容易。
写经济学之外的话题，谈天说地的，或写容国团，感情的表达还容易，但经济散文必须有一些经济要
点在其中，写的好很困难。
感情的流露，如果不是自然的，读者会觉得肉麻。
    除了《邓家》与《卖桔》外，我自己比较满意的经济散文有《补鞋少女的故事——为中国的青年说
几句话》与《给女儿上的一课——也是女儿给我上的一课》。
有重要的经济论点，有感而发，放开来写，而又能写到自己关写的人与事那方面去，要机缘巧合才可
以写得出来。
    有时牵涉不到感情上的事，又经济重点，以散文体下笔，人与事就要写的生动过瘾，或搞笑一下，
或潇洒一番。
《荒谬的定律——与林行止商榷》，写优劣二币，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但有时难免也会因为过瘾而闯了祸。
    香港有个林山木，成都有个高小勇。
小勇在成都办《经济学消息报》，当然不能象山木那样大展宏图。
但在网页的盛行压制着小规模的刊物之前，小勇物色了不少阐释经济学的写手，好些文章是散文体。
其中写的最象散文的应该是王玉霞。
玉霞是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热门教授，学生爆棚的那一类。
她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经济观察。
我读到她写的一篇关于买黑市火车票的散文，就建议花千树考虑出版她的散文结集，也替她起了一个
书名：《生活在经济中》。
是的，我认为要一般性地推广经济教育，散文体最有效。
没有方程式，没有图表曲线，少用术语，但必须有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有感而法地下笔，或起码放开
来写，但求生动自然。
这样处理，可读性高，浅白易懂，而如果写的顺理成章，其说服力也强。
数十年来，我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
要不然，以我的天生品性，不可能不断地在这门学问上搞了数十年。
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老师艾智仁，而谈得来的经济学的师友都是为兴趣而搞学问的。
这是我知的经济学，与今天的所谓“主流”是不同的。
                                                    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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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故事中的经济学》讲述的经济学绝不是浮于半空的玄学，对现实世界的关怀才是它的生命所在。
家政服务是什么让你无法放心？
出租车计价是否暗藏玄机？
装修房屋究竟该如何“算计”？
正是生活中的点滴，折射经济学的理性与思考。
王玉霞将女性的细腻与经济学家的理性融入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中，为每位读者带来《故事中的
经济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故事中的经济学>>

作者简介

王玉霞，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于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同时兼任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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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庭装修中的时间成本                                            自结婚以来，我遭遇着频繁的搬家。
在论资排辈计划分配住房的体制下，东北财经大学每新增100户住宅，便有300至400户教职工陷入搬家
的忙碌中。
做为年轻教师，我从住半间房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小房换大房搬家之后，在1997年终于搬入建筑面积
为100平方米的新房，其喜悦之情难以表述。
由于从预期和情感上都将这次搬家做为最终的归宿，我们倾注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装饰这个
新家。
毕竟我和先生均为高校教师，其生活及工作的多半时间要在“家中”度过。
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过上每天都可以洗澡的生活，顿时感觉生活质量大大的提高。
我和先生感受到由衷的满意与幸福，尽管此时已是人到中年。
    时过两年，我和先生对这套住宅的满意程度迅速递减，喜悦之情一扫而尽且感到了难以容忍的不便
。
100平方米的住宅实际上就是两室两厅，两室作为孩子及大人的卧室，两厅即是客厅与饭厅。
饭厅兼顾保姆的卧房，既不雅又不便。
我和先生这双教授竟然没有一间书房。
我蜗居卧室里看书，先生在客厅里敲电脑，若一个想看电视或睡觉，那个就无法工作。
偶尔双方老人光临，更加凸现尴尬与愁怅。
看来住宅的“够用”与否实在是一种感觉，所谓水涨船高，欲壑难填，有限的资源无法满意人类无穷
的欲望构成了经济学的永恒。
我靠着不断地忆苦思甜，平衡着情绪上的不满，同时多么希望大学教授能配给一个工作室，以改变目
前生活工作在空间上没有分界的窘状。
    进入21世纪，高校教师的收入有了明显地提高，再加上按揭贷款等政策的出台，校园兴起购买商品
房的风潮，以我所在的经济学院为例，竟有一多半教师在近两年内购买了新房。
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购买第二套住宅，从城市居民住房环境的不断改善，完全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这个指标比GDP更显著可靠。
    对现有住宅的不满使我与先生迫不急待地卷入校园购房风潮中。
也许是被“不便”刺激太深，先生非要购买两套100平方米的住宅然后将中间打通。
同事的购买多数150平方米—170平方米，从众心理让我感到先生的举措过份，“要那么大的房子干什
么，儿子即将上大学，老人仅剩一位，只有我们俩人是常客，小品里说了，距离大了美没了”。
先生回答：“房子大了喘气都舒服。
”先生的话让我想起的现代消费理论的发展是强调商品和劳务的属性，而不是商品劳务的本身。
这种新观点认为市场商品需求不是为了取得由物品和劳务提供的直接效用，而是为了从产生效用特征
的组合中获得满足。
购买大房既能带来具有实用价值的书房、客房、保姆间、健身房，且具有“钻石商品”给人带来的自
尊、成就、炫耀及喘气舒服等主观效用。
无疑它将大大改进我们的幸福指数。
此外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与投资是一对矛盾，多消费是追求目前的生活美好，多投资是期待未来生
活美好。
当资源一定时，消费与投资此消彼长，经济学有句名言“你不能期待今天吃掉的面包，明天还存在。
”而唯有居民住宅购买，可以将多消费与多投资融为一体。
住宅是居民衣、食、住、行的一项，今天住宅的改善今天的生活就变得更加美好。
住宅又属投资，随着城市土地的稀缺，人口的增加，住宅投资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目前居民理财的手段很少，利率低，投资住宅无疑是理性的选择，况且校园周边的土地已开发殆尽，
在校园周边购房机不可失。
此外，我赞同购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购住宅的地点离儿子所在高中非常近，想想儿子在“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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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学校距家的路程不超过十分种，该是多大的福利。
    因为住宅的投资属性；因为住宅地点的专用性；因为方便儿子就学；因为先生的喘气舒服，我同意
先生荡尽家中所有货币储备且背负几十万元的重债，在2001年末购买那套先生选中的期房。
    2002年末我们收到的现房。
由于开发商的诚信太差。
现房与期房的承诺有多处不符。
原来的地热变成了一般的暖气，原订的每栋五层变成六层，小区内不准通车（有地下车库），设计中
的地面扶梯取消等等。
所有购房的人均有上当的感觉。
校园内有人曾组织房主联合起来与开发商重新讨价还价。
但因房主分散，组织成本太高而不了了之。
先生与我商量决定将此住房卖掉，但由于两套变成一套（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仅留一个门），我们
始终没有找到买主。
两套变一套的决策使转换成本升高，我们被这大面积的住宅套牢。
所幸的是2002至2003年房价一路上扬。
两年之内此房价上涨了十万有余，锁定效应使我们获益不浅。
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转换成本太高就会被原有的系统套牢。
没有选择的专用资产经常会遭遇“要挟”，其经济租金难保。
依我所见锁定效应不都是坏事，锁定效应使决策者丧失了改善的机会，但同时也杜绝了改退的可能。
选择太多，反而不会选择的现象屡见不鲜。
未来的不确定性及人的有限理性，使有选择与无选择之间没有明显的好坏界限。
对该房失而复得的喜悦使先生对该房格外珍惜。
    先生投入极大的热情及精力去装修我们的新家。
从设计到施工，从购买到监督，繁杂劳累被形容要“剥掉一层皮”的装修工程全部由先生一身承担。
务过农，做过工，品味及鉴赏能力都不低的先生在装修工程中显现出全方位的才干。
每次家庭装修别人夫妻上阵，精疲力竭，而我是东北财经大学家装集团中最悠闲的主妇。
当然悠闲不是免费的午餐，其代价是丧失话语权。
一个什么也不干的人，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我自觉地和先生一起搞好预算，然后照旧看书写字，坐
享其成。
    先生的装修进程非常缓慢，追求完美做事认真的他对待家装精益求精。
借鉴别人家的经验教训，搜寻商品信息与装修木工瓦工讨价还价，耗费先生大量的时间。
且装修工程具有刚性，一个项目档次较高就连带其它项目很难马虎，先生上街购物经常给我发来这样
的电话，“地板非常重要，应该买地板王”，“门不能对付否则容易走形”。
“品牌地砖就是不一样”。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家装修预算一再突破，毛坯房一点点地改变。
难得先生不急不躁、热情如初、不知疲倦。
    终于有一天，儿子问到“咱们什么时候搬家，还有三个月我就考大学了”。
购房目的丧失了重要的一环，我失去所有的耐性连珠炮地向先生倾倒怨言：“咱不能拿装修当日子过
，家装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已近合理，商品质量好就价格高，少花钱多办事只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家具有点色差，瓷砖的缝有些不直，理石窗台有块疵点均属微不足道，正如吃个苹果没有必要去挑选
又大又圆。
新房我们比别人晚入住一年，一年内我们白白缴纳物业取暖费用7000元，影响了旧房出租，其收入
为25000元”，我的话音未落，先生哈哈大笑。
经济学教授加上计算机教授，家庭装修决策时忽略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时间就是金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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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玉霞是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热门教授，学生爆棚的那一类。
国内经济随笔的写手中，写的最像散文的应该是她了。
　　　　　　　　　——张五常　　　　王玉霞女士有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属于极少数能坐下来
读书、思考、写作的女经济学家。
　　　　　——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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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故事中的经济学》作者是一位让张五常与梁小民同声称赞的女经济学家。
她并没有将自己的学术成就用繁杂的数据、炫目的数理模型和晦涩的文字堆砌起来，而是用看似随意
、实则深刻的经济学随笔娓娓道来。
《故事中的经济学》作者兼备女性的细腻与经济学研究者的理性，深入观察和思考了我们生活方方面
面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独到的理解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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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王玉霞是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热门教授，学生爆棚的那一类。
国内经济随笔的写手中，写的最像散文的应该是她了。
                                    ——张五常王玉霞女士有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属于极少数能坐下来读书、思考
、写作的女经济学家。
                                    ——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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