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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愚公移山 无法做到持续性努力的原因，他山之石 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效果，鸡鸣狗盗 如何考虑风险
中的收益，完璧归赵 经济学中的数据，画蛇添足 考虑追加收益，朝三暮四 框架效应。
　　深奥晦涩的经济学理论：沉没成本、规避风险、追加收益、外部效果、框架效应⋯⋯妙趣横生的
成语小故事：覆水难收、杞人忧天、画蛇添足、旁若无人、朝三暮四⋯⋯中国五千年历史总结出来的
成语故事不仅仅是经验和教训，更是包含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的经济学的精髓。
而这正是一本优秀的经济学入门书所必备的。
成语的形成，凝结着古人的智慧，它教人如何去为人处世；经济学的形成，是近现代人对这个社会不
断探索的结果，它能让人更好地去理解这个社会，从而做出更合理的选择。
成语故事的智慧与经济学中的科学理论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如何让曲高和寡的经济学与言简意赅的成语联系起来并让普通人更好地去认识它、理解它就是本书最
大的目的。
书中的例子信手拈来，小到个人的日常活动，大到国家的各项政策，所有的一切都即蕴含着古老成语
的智慧，也闪烁着现代经济学的光辉。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对书中的成语进行了一个逻辑性很强的深度挖掘，并不仅仅是停留在某一浅层
次。
而且，章节间的联系性和逻辑性也很强。
书中所涉及的经济学关键词、理论以及其缜密、理性的逻辑思考方法，将会使读者终身受益。
虽然这是一本简单的经济学入门书，也不可否认作者在成语故事的叙述上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记载有
些差异，但书中的重点是在经济学上，其错落有致的讲述足以让很多阅读者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并
会由此喜欢上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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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梶井厚志，经济学家，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1963年6月4日出生于日本广岛，1986年毕业与一桥大学经济学院。
1987年从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所退学。
1991年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筑波大学社会工学系副教授以及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
专攻理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金融市场理论及博奕理。

　　2007年获得第三届日本学术振兴会奖。

　　主要著作有：《成语经济学》2006、《英雄经济学》 2004、《策略性头脑：实践中的四个策略及
其运用法》 2003、《策略性思考的技术：实践博弈论》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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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覆水难收 沉没成本2　画蛇添足 考虑追加收益3　自相矛盾 冲突与权衡4　他山之石 分工与专业化
的经济效果5　洛阳纸贵 价格原理 6　请先自隗始 凯恩斯和乘数效应7　青出于蓝 人的动机8　鸡鸣狗
盗 如何考虑风险中的收益9　渔翁得利 策略性环境中的预测10  伯牙绝弦 承诺的可信性11  画龙不点睛 
套牢问题12  卧薪尝胆 信号的意义13  杞人忧天 规避风险14  朝三暮四 框架效应15  完璧归赵 经济学中的
数据16  刎颈之交 第三方效果17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转换成本与市场圈定18  奇货可居  充分利用稀有
之物19  旁若无人 外部效果20  国士无双 能力和努力21  愚公移山 无法做到持续性努力的原因22  拔苗助
长 多此一举的原因23  败军之将不言兵 结果论为什么行不通24  四面楚歌 人为制造信息25  苦肉计 活用
虚假信息26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信息的连锁效果27  三顾茅庐 长期的关系和人的动机28  挥泪斩马谡 
怀疑为什么就应该断罪作者后记　漱石枕流译者后记　流连忘返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成语经济学>>

章节摘录

　　15完璧归赵　　“完璧归赵”的本意是将贵重的东西毫发无损地带回来。
　　璧，一般指的是一种扁平的圆形玉石。
这个成语当中所提到的“璧”名叫“和氏璧”，是一件非常特殊、少见的宝贝，可以说是天下无双、
价值连城。
　　完璧归赵的典故出自于《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和氏璧的典故则是出自于《韩非子?和氏篇》。
　　完璧归赵的由来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人在荆山里得到一块石头，他认为是一块可
雕琢的宝石，于是便将这块石头献给楚厉王，说这块石头经过雕琢后就能变成宝石。
厉王听后就命令玉匠进行鉴定，玉匠说这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厉王勃然大怒，命令部下以欺君之罪砍下了卞和的左脚。
　　后来厉王去世，武王即位。
卞和因为不满意上次的鉴定结果，再次捧着这块石头去见武王，武王又命玉匠进行鉴定，玉匠仍然说
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卞和因此又失去了右脚。
失去双脚的卞和无比绝望，便跑回了山中，天天大哭。
　　之后，武王又去世，文王即位。
文王听说有一个叫卞和的人因欺君之罪砍去双脚之后天天痛哭不已，便派人询问说：“天下受刑罚而
被砍去脚的人多的是，为何只有你一个人这样不停地哭呢？
”卞和回答说：“我并不是哭我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哭宝石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
徒，无罪却受刑辱。
”文王听后，立即命人打磨这块石头，最后发现这真的是一块宝石，而且是一件稀世之宝。
为表彰卞和的功绩，文王将便这块宝石命名为和氏璧。
　　和氏璧面世后，从楚国易手，落到了赵惠文王手中。
而当时的大国是秦国，势力极为强盛。
秦昭王听说赵国有和氏璧，想占为己有，便提出以15座城进行交换。
因赵弱秦强，赵国不敢怠慢，但又不甘心惟命是从，所以就派足智多谋的文臣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
秦国。
　　蔺相如到达秦国后，双手捧璧，献给昭王。
昭王欣喜地接过璧后，仔细欣赏，可过了良久却依然绝口不提以城换璧的事。
蔺相如看出来昭王根本就没有拿15座城换和氏璧的打算，非常愤怒，便心生一计，对秦王说：“这块
宝石是很好，就是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
”秦王赶忙把璧交给他。
蔺相如接过璧后，迅速后退几步，身子靠着柱子，愤怒得连头发都快竖起来。
然后说：“大王想要和氏璧，就必须遵守约定，用15座城来交换，否则我就和这块璧一同撞碎在这根
柱子上。
”秦王听后，惟恐蔺相如真的去撞碎和氏璧，无奈，只好先答应了蔺相如的要求。
《史记》中将蔺相如头发竖起来的样子称之为“怒发冲冠”，表示非常愤怒的样子。
　　回到住处的蔺相如左思右想，认为无论怎么跟秦王谈判，他也不会遵守约定，便让身边的人揣着
和氏璧，悄悄回赵国，而自己则做好了等死的准备。
但是当秦王得知和氏璧已经被带回赵国后，不但没有杀蔺相如，还佩服他是一个不怕死的贤者，按九
宾之礼隆重地招待了他，然后客气地送他回赵国。
这样，和氏璧就得到了保全。
　　和氏璧的经济学解释　　和氏璧诞生的这一部分用经济学来解释，有几点值得玩味。
首先，我们可以从投资与收益的观点出发考虑一下，对于这块未经加工的石头，楚王会怎样去想。
也就是说，楚王是在不知这块石头是不是宝石的前提下，来决定是否对这块石头进行雕琢。
如果雕琢并成功了，这个雕琢的过程就算是一种投资。
　　从收益的角度来考虑，假设打磨雕琢之后，发现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投资就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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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不能去否定雕琢的过程，因为投资也不一定总能获得成功，重要的是要看期望收益，即
成功投资与失败投资的平均数。
也就是说，要明白雕琢一块石头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失败，即磨成后发现石头只是一块没有用处的普
通石头；另外一种就是成功，即石头变成了宝石。
将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综合考虑得出一个平均数，这就是期望收益，通过这个期望收益，就能看出
自己从投资中究竟能获得多大满足感。
　　接下来，投资成本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投资的成本可以是打磨、雕琢石头所花费的成本，当然也应该包括劳力与打磨工具。
但这些成本在当时究竟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反过来想，如果打磨的成本足够低的话，那么秦王就不需要对石头进行鉴定，直接打磨所有的石头就
行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如果首先需要对这些石头进行鉴定，才决定打不打磨，就说明对石头鉴定的精
确度是非常高的，或者是说明石头数量巨大，但能打磨成宝石的数量却非常少，所以才需要通过鉴定
的方式来进行筛选。
　　卞和献上的石头经过两次鉴定都出现错误，可能是因为当时不具备科学的鉴定方法，鉴定过程中
有很多困难，鉴定的结果也不够准确。
我们还可以这样考虑，如果古代帝王追求美玉宝石的欲望要比现代人对品牌所持有的信仰高得多，那
么即使是雕琢成宝石的概率相当低，这些帝王也会对这些石头进行打磨。
既然帝王们没有这样去做，而是通过鉴定来筛选石头，那就说明当时打磨的成本肯定是非常高的。
　　打磨的成本很高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打磨宝石的工具器材非常昂贵。
但是作为帝王，一般不会在乎金钱。
况且，只要想做，即使不给工匠们支付费用，强制性地让他们打磨也是可能的。
原因也有可能是石头的数量很多，而相比较之下技艺高超的工匠却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的
石头进行打磨。
总之，在当时，打磨石头的效率很低，所以必须通过一定的标准对石头进行鉴定，筛选出合格的，最
后才进行打磨、雕琢。
　　如需要鉴定，就会出现几种情况：一是，献上来的石头被鉴定为普通的石头时，这些献石头的人
就要受到处罚；二是，鉴定通过，但是打磨之后却不是宝石，这时鉴定专家们肯定难辞其咎。
只要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会有人被剁脚。
听起来虽然很惨无人道，但我想，在当时被楚王剁去脚的人应该是很多的。
　　经济学中的数据统计　　以上所讲的都是从投资的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现在我们可以从宝石鉴定专家的策略性决策方面来进行考虑，会更有一番趣味。
　　对于某一个鉴定专家来讲，可能会发生两类鉴定失误。
第一类失误是，原本是一块珍贵的宝石，但该专家鉴定过程中没有看出来而将其误判为一块普通的石
头，这在统计学中称之为“第一种过失”；第二类失误是，鉴定专家误将普通的石头鉴定成宝石，称
之为“第二种过失”。
　　鉴定专家要想避免第一种过失，只要把所有的石头都判定为宝石即可；同理，将所有的石头都判
定为普通的石头就可以消除第二种过失。
很明显，这两种消极不负责任的鉴定方法，不利于发现真正的宝石。
对于想得到宝石的帝王来讲，鉴定专家的任何一种过失都会引发龙颜大怒。
但是，只要鉴定方法和手段不够科学、不够完善，就不可能消除这两种失误。
所以，对鉴定专家来讲，问题就是如何去平衡这两种过失，使自己获罪最轻。
　　除非鉴定专家忠心耿耿，一心只为帝王着想，那么从求宝心切的帝王的立场出发，鉴定专家都会
去想尽办法减少第一种过失。
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漏掉那些真正的宝石。
但是，人一般都是首先会为自己着想，鉴定专家也不例外。
鉴定专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假使他犯了第二种过失，误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鉴定成宝石，耗费大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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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打磨之后却发现不是，那么这个鉴定专家就有可能面临剁足之灾。
相反，假使鉴定专家犯了第一种过失，没有鉴定出这是一块宝石，相对于犯第二种过失来讲，他几乎
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石头被判断成普通的石头，那么它也就丧失了被打磨的机会，最后也就无法判断这块石头究竟是
不是宝石。
也就是说，鉴定专家的失误得到屏蔽，很可能永远无法暴露出来。
那么他也就能免去剁足之灾，保全自身。
当然，被剁脚的人就是那个献石头的人。
所以，鉴定专家有一个动机，他会跟帝王说假话，将所有的石头都判定为普通的石头，从而达到减少
第二种失误的目的，进而就能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看不见的失误　　当一个人在对事物的本质无法完全把握的情况下，就会通过策略性行为来屏蔽
自己的失误，这样做的结果，客观上会埋没事物的真正价值。
　　人力资源部招聘员工就是其中的一例。
在面试中，本来以为招聘的这个人能派上用场，结果进来之后发现招来的人对公司完全没有作用。
这样就暴露了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失误，管理者的这种失误直接影响着自己的将来。
特别是在终身雇佣制度下，解雇员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这种失误就严重了。
相反，如果人力资源管理者对一个原本可以在公司发挥作用的人员不进行采用，那么也就无法验证这
个人究竟是不是很有才能。
即使这个人以后在其他的企业里取得很大成就，也很难去简单地判断这是不是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失误
，因为毕竟存在行业、企业环境的差异。
所以在终身雇佣制度下，如果人力资源管理者对某个人把握不准，那么他放弃录用此人的动机就会增
强。
　　同样的道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人力资源管理者除了不进行录用之外，他还可以通过相反的
操作达到屏蔽失误的目的，即，他可以多录用一些人。
比如在专业体育比赛当中，按比赛规则，每场比赛实际出场的选手数量都是固定的，但是实际上，参
与每个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数量远远超过出场参守赛选手的数量。
只要人数多，并且让这部分多出的选手不上场，就屏蔽了教练在选拔运动员时可能发生的失误。
假设该队教练在选拔运动员看走眼了，没有选中某个运动员，而这个运动员在却对手的队伍里表现非
常活跃，那么很明显，教练在当初的选拔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失误。
但即使这样，也只会促使该队去雇佣更优秀的选手，无论队伍是不是需要增加人手。
举例说明，在职业棒球领域，即使从对手球队中挖过来的击球手在我方表现一般，但至少起到了削弱
对方攻击力的直接效果，这样，就很难说明教练在选拔运动员时是不是产生了失误。
　　在人力资源部招聘的例子当中，如果每个员工的录用都关乎到一个大企业内部业绩评估的问题时
，情况就更复杂了。
比如人力资源管理者分别对分配在各岗位的人员进行评估。
如果某个人在某个岗位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好的业绩，人力资源部门就会考虑将其调配到其他部门，
或许还有可能发挥作用。
这种对在原来岗位上无法取得业绩的人进行岗位调换的做法，从经济学上来讲是合理的。
用棒球来打比方，在内场无论如何也发挥不了作用的选手，在被球队抛弃之前，最好是让他试试守外
场。
　　但是注意，如果这个人被调到其他岗位后业绩得到提升，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第一，可能是原
来的岗位不合适；第二，原来的岗位可能也合适，但人力资源管理者没有人对该员工的业绩做出正确
的评估。
像棒球这类职业，选手表现好不好，用眼睛就能直接观测出来，所以第二种情况出现的几率不大。
但是在企业内部进行业绩评估时，第二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话虽如此，如果通过岗位调换后该员工业绩得到提高，公司可能就会反省现存的员工评估机制是
否存在问题，也可能就会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评估机制。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成语经济学>>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力资源管理者就会认为自己不合格，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动机
，他会将公司的职员都调换到一个很难判断其业绩的闲职当中去，或者是把他们放到一个岗位上，让
他们一直干到老死为止。
他会尽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以屏蔽自己在人力资源分配方面的失误。
　　在涉及到经济的、策略性的利害关系时，对事物的评价工作会产生一个策略性效果。
用尺子去测量物体虽然有误差，但这种误差是很偶然、很客观的误差。
但如果要去测量、评估某个人的话，就非常的复杂，因为这种评估包含着人因感情所产生的偏差。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也就无法用正确的方法去评价事物，评价结果也就不够客观。
　　不良债权问题为何迟迟得不到解决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不良债权问题一直被视为导致日本经
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
不良债权产生是因为银行有大量的债权无法收回，从而导致了债权的呆滞、不良化。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银行过度救助了那些根本无法还债的企业，从而导致了解决不良债权这一问题
成了持久战。
　　这一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的另一原因是银行对已经抛出去的沉没成本念念不忘。
在此我给大家提供一个观点，在评价企业能力时，要将策略性偏差考虑在内。
　　美国的储蓄信贷协会（S＆L），是一个在政府支持和监管下专门从事储蓄业务和住房抵押贷款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是美国的金融巨头之一。
然而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蓄信贷协会陷入了重重危机，欠下了累累债务，这部分债务就变成了大
量的呆账、坏账等各种不良债权，致使美国各大信贷保险基金和其他银行金融机构遭到清算，纷纷破
产。
最后无奈之下，美国总统老布什亲自宣布了处理美国储蓄信贷协会危机的紧急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政府希望通过投入巨额资金的办法，来彻底还清储蓄信贷协会所带来的巨额债务。
后来克林顿执政时，美国经济得到快速恢复，这一危机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也有人提出建议一举解决不良债权的问题。
但是，如果仿照美国对企业进行清算，就会给日本造成失业等巨大代价。
因此，当时就有人反对效仿美国式的这种只顾经济而不顾人情的处理方法。
他们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重视长期关系的社会，效仿美国的做法没有任何作用。
的确，对于那些资金运转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能多给些时间，企业还是有可能恢复过来的。
这样也就用不着伤害人情关系，同时跟企业有关联的人也就不至于对企业的清算而感到手足无措。
　　实际上，对那些原本有希望恢复的企业进行清算，并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对该救助的企业进行救助，对该清算的企业进行清算，这才是合理的经济行为。
因此，必须结合各企业的具体环境进行考察，然后再决定如何进行处理，不能仅凭简单的一句话就肯
定或是否定某个企业。
所以，清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法立刻去判断日本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究竟是错还是对
。
　　结合前面鉴定宝石的例子可以得出，银行处理债权问题会产生两种过失。
第一种过失就是，对那些原本可以保留下来的企业做出了误判，对企业做了清算处理；第二种过失就
是对本该清算的企业不但没有做出清算，反而还给予了帮助。
对执行收回债权的银行来讲，应该考虑的是，究竟应该去避免哪一种过失才是最好的。
　　对于被银行强制性收回债款的企业一方来讲，遭到清算当然心里不痛快，对银行也肯定是满怀怨
恨。
所以，银行如果犯了第一种过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错误判断，同时也会立即招致被清算方的怨
恨。
那么犯了第二种过失会怎样呢？
以前的债款不仅没能收回，银行还额外地给了本该回收债权的企业大量的资金援助，银行很有可能受
害更深。
但是，银行方面却很可能没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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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以上因素，银行在把握不准的时候，对企业一律进行救助的策略，是符合当时相关人员的利
益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处理不良债权的过程中，本该被清算的企业反而有很多得到救助的原因。
　　但是当银行自身的能力不足，而企业又不争气时，银行想要达到救活这家企业，并收回债款的目
的就不太现实了。
这时，银行的反向动机就会增强，最后就会对该企业做清算处理。
如果此时犯了第二种过失，企业没有被救活，自己就会被严重地追究责任，这比犯下第一种过失而遭
怨恨要惨多了。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随着不良债权问题进一步恶化，而各金融机构又实施严格的贷款
措施，企业贷款难上加难。
再加上金融机构强制性回款，使得企业的倒闭数量不断增加。
对这些企业是否进行清算，金融机构可能也做出了合理性判断，但是同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金融机
构对企业进行清算的动机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任何行动必有其理由,经济数据的背后自然也有其意义。
既然无法从实验室中得出的完美的数据，就必须利用经济理论来剖析。
　　专栏——谈判技巧　　对于秦昭王不守约的行为，蔺相如气得怒发冲冠。
蔺相如的“怒发冲冠”这一策略，是值得玩味的。
对于蔺相如来讲，和氏璧就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砸碎这块璧，就是鸡飞蛋打、一无所得。
冷静地考虑这层利害关系，就不难发现，蔺相如不会真将和氏璧砸碎，他只是吓唬吓唬秦王而已。
秦昭王若能看透这点，那么就不会受到蔺相如的威胁。
但是，用什么办法可以使得秦昭王看不透这一层呢？
方法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失控的状态中，使对方误以为自己情绪激动，无法冷静思考。
对方就会以为你什么都干得出来，根本不会去考虑利害关系。
蔺相如的怒发冲冠，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使得秦王认为他已经失控，随时可能会砸了和氏璧。
蔺相如的这种胆识和交涉的策略的确值得称赞。
　　在谈判交涉中，适当使用一些不讲道理的行为，也能产生一种策略性效果，可以将谈判导向对自
己有利的一面。
像卖乖、撒娇之类的，这些策略不仅仅是小孩常用的手法，对成人来讲，也能起到效果。
当然，这些做法要适可而止，如果做得比较过分，对方就会以为你真是个幼稚不讲理的人，谈判就有
可能面临失败，这一点要务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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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语经济学》的“YES”&“NO”　　你眼前的这本《成语经济学》，是继《牛奶可乐经济学
》之后，“最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系列的第二本经济学入门书。
看到这个书名，你一定产生了不少推断，或许下面的这些“YES”&“NO”能为你答疑解惑。
　　NO！
又是成语？
这可不算是新鲜花样了。
　　YES！
这只不过是博弈论专家梶井厚志为你、为我、为每一个经济学“粉丝”，找到一个“熟悉”的切入口
而已。
你既然早已厌烦教材中的照本宣科以及大部头中的晦涩理论，那么《成语经济学》，无疑会带给你不
一样的经济学阅读体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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