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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识苏小和兄是在一个网上的诗歌论坛里，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文学青年。
中国的诗人们平日见佛杀佛，一旦碰到民族国家的菩萨，立即纳头便拜。
有次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论坛上又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
我退避三舍，隔岸观火。
这时，看到一个网友坚持不合时宜的观点，遭到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诗人的无情打击，依然不屈不挠、
不愠不火。
我自忖没有这么好的修养，在佩服之余通过站内短消息向这位网友表达了结识的愿望。
不用多说，他就是苏小和。
苏小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常识的诗人。
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诗人，觉得他把写作才能都用在诗歌上，意犹未尽，就撮合他和《南方都市报
·阅读周刊》的戴新伟兄认识。
他随即写了一篇关于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书评。
那篇书评刊出之后，迅速被各个网站转载，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
后来，苏小和告诉我这是他写的第一篇书评，再后来，我才知道苏小和早已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进入
事倍功半的书评领域，于名于利都是很不“经济”的选择。
他为了写余英时先生的书评，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通读了一遍，这种功夫
让自认为对书评还算认真的我都觉得有些过分，如此敬业又如此不计工本，其他的书评人还有活路吗
？
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做一份免费派送的电子读物“独立阅读”，苏小和是当然人选，从此插翅难逃，
每个月都在百忙之中撰写一份经济类新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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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积三年之力，形成了一套事关经济、文史、艺术等多向度的阅读经验。
每篇文章均在《新京城》、《南方都市报》、《上海证券报》、《时尚先生》等媒体上登载，构成了
国内读书界的某种阅读品牌。
在已经形成的思考框架内，作者以自由为关键词，沿着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维
范式，对当下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人文和社会现象，进行了碎片式的思考。
在这里，自由既是一种经济条件，也是一种人权条件；既是一种生活条件，也是一种精神条件。
自由是每个现代人发展的原因，也是发展的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是一名中国人解构旧有知识，重构现代知识的真实记录，是一
个具体的个人对中国问题的自觉阅读与思考。
这种思考既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人趣味，也不同于学院经济学家专业的阐释，在经济学与人文学
的结合点上，本书做到了比较理想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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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小和，著名财经作家、财经独立书评人，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
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经济学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
发起运作Ⅸ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三年以来，以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为价值观，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
曾出版《过坎》、《局限》、《自由引导奥康》、《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等著作，部分
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案例库。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

书籍目录

上卷　以自由看待经济　谁也不是帝场的看客　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　阿玛蒂亚·森的良知　中国经
济增长的四个维度　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观　龙象之争，从自由开始　跟罗斯巴德学习经济转型　麦
迪森的赞美    　每个人的全球化　那些违背常识的赞美　那些有思想的企业家　穷人银行的中国难题
　人人都是小蜜蜂　那些悲伤的事故　索托的忠告　我们的信心与市场有关　与其施舍，不如相信　
这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　争鸣是一种传统美德　韩长赋的“第三元”理论　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　
周其仁的批评与克制　张维迎的行为艺术    　吴敬琏的教育诗　中国不需要凯恩斯　克鲁格曼对中国
经济学的意义中卷　以自由看待历史　我们如此不了解自由　许倬云的难题　杨天石的路径依赖　我
们怎样阅读中国　我们都是萨义德　陶菊隐写的历史可信吗　我和何兆武之间的距离　谁能发展余英
时　黄仁宇的“缅北意识”  　阁楼里的胡适　宗自华的瘸　夏志清的启示　谁在拿侯永禄做试验　
件么叫做“反行为”  下卷　以自由看待生活　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观点　冯象的才华　犬河移民上
访的故事　敬畏是一种方法论　张五常是个经济人　我和田松有共同的忧伤　愧对梅兰芳　背时的战
争    　跳出二元判断的陷阱　丧钟为谁而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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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谁也不是市场的看客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即使是外省一名普通的市民，我相信他都或多或少对眼前
的种种现象有所不满。
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似乎永远在路上的
上访者，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
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
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
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有人在遥远的他国思考，德?索托①有着与我们相同的困惑：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美国、欧洲及日
本取得了非凡成就，而在别处却停滞不前?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民得
不到法律制度的保护?为什么我们试图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导幸福，却换不来民众的基本支持?首先当
然是缺少资本信息。
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
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
的资本。
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
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
作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
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地坚守
谬误。
①我们缺少政治对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
“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
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所遮蔽，我们不能客观地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
理性地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
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
真相。
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
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
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
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但是现在，有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以抑制。
按照德?索托的理解，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无法把自己国内的资本真正“市场化”和“全球化”
，本质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看成
了一种只利于“钟罩”之内特权阶层的歧视性制度①。
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之说，则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
把另外一些人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
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
30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
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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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
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
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
；黑帮活动四处蔓延，甚至黑帮和官员已经整合在一起，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
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
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
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
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权
利这个关键词上的原因。
无论是哈耶克①、阿马迪亚?森、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
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利，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
的资本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
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
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
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
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
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
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这就是市场的秘密、资本的秘密。
如果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综合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比尔?盖茨或者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
企业家都不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
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比尔?盖茨。
反之，则我们永远是那个“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
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以为那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
的事情，稍微有些敏感、有些视野的中国人会提醒自己捂紧口袋，现金为王，以便度过接下来可能来
临的萧条。
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会纷纷倒闭；很少有人会想到，
首先遭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人，显然不是那些在写字楼中顾影自怜的白领，也不是国有企业里人浮
于事的员工，而是那些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是的，就是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中国农民工，成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
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还在城市喧闹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应该还在计算年底能带多少钱回家。
但是2008年不一样了，春节的爆竹声还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可是农民工却需要打点行装，提前回家。
这当然是一个让人难过的经济画面。
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工每年春节前要挤上火车回家过年，春节之后又挤上火车去城市里谋生?他们为什么
不在一座城市里定居下来?事实上这样做既可以免除旅途的劳顿，还可以节约成本。
为什么被金融危机伤害的农民工不选择在城市里另谋职业，只能逃离城市，到农地去寻找继续生存的
可能性?事实上被金融危机伤害的，也有城里人，他们在一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
，所以他们不需要在路上奔波，可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家，所以他们只能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把农民工的这种大面积的流动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现象，而不是
一种经济学现象。
由此，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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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是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北京西郊某个狭窄的阳台上看着夕阳渐渐睡去。
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是的，那一时刻，巨大的黑暗蔓延过来，我第一次承认，我不知道我拥有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失去
什么，我不知道权利，也不知道自由。
我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像一只草率的野狗，仓惶奔走，无端愤怒，我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彻底没有常
识的人。
我愿意把这样一个黄昏当成我独立阅读生活的开始。
逾几日，广州的戴新伟君竟然请我写一篇书评。
他给出的题目是阿玛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电话里，他说是上海滩上的王晓渔推荐。
那一时刻，我何其诚惶诚恐。
一个星期后，我人生第一篇书评诞生。
真正的独立阅读生活就此开始。
几个孤独的读书人彼此喂养，结伴而行，几年之后，我们竟然创建了一份真正的民间阅读刊物。
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能看见王晓渔在一堆繁复的史料里刨开的思想，我也能看到成庆坐在音乐
厅里，优雅地切开古典音乐。
至于戴新伟，我知道他总能找到最好的书。
他在不同的书架上游走，然后把大好的阅读信息带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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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愿所有有常识、有良知的人们都来看看，对于那些养活了中国的农民工，我们有着怎样的亏欠。
让我们好好看看他们，这些满面尘灰的农民，和我们一样有着无边的梦想，有着聪明与智慧，他们同
样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美好的子民。
上帝之下，人人平等。
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工，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
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底线，一种市场的
底线。
  　　——《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  生活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警惕那种以“集体自由”、 “国家自
由”、 “阶级自由”为借口来剥夺个人自由的言论和行为；另一方面又必须警惕那种以“个人自由”
来消解“社会自由”、 “法制自由”的非理性陷阱。
后者盛行之后，则必然出现群体性的盲动；前者盛行之时，独立思维能力稍微不够的人们，就极有可
能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悉数拱手相让，彻底丧失个人价值。
  　　——《我们如此不了解自由》  这样对自我的审问拖延了将近20年，让一个具体的人徒然耗费了
太多的时光。
袁伟时说过，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
对这句话的具体解释似乎也能推演到我的对方法的审视之上。
我们所学到的所谓观点恐怕是有问题的，而这些观点背后的方法，其荒谬程度可能更甚。
因此，当我们试图说出某一个观点，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具有足够宽阔的视野?我
们对自己的怀疑能力是否足够我们提出某种价值判断?  　　——《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观点》  苏小和
的写作，扭转了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一统财经写作的局面，为“士魂商
才”的再次出现创造了思想条件。
  　　——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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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是著名财经作家、财经独立书评人苏小和最新经济观察笔记，吴敬琏、周其仁
、毛振华、秋风、冯仑、任志强、陈东升、梁文道、吴晓波、王晓渔、刘苏里、李华芳联名推荐。
“自由”和“经济”是贯穿于整本书的两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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