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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酬定律三要点《血酬定律》2003年出版，至今已过去五年，我仍沿着这条思路摸索前进。
三个月前，我找到了对这个定律的更完整的表述方式。
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
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
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根据第一个要点，冒险狩猎或挖煤的收益不算血酬。
暴力掠夺特指以人类及其所拥有的财富为对象的行为。
根据第二个要点，在暴力掠夺发生时，人类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
成本至少有四类：1、良心。
同情心和正义感。
2、机会成本。
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
。
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
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
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
以上四类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每类都能演义出一串历史故事。
根据第三个要点，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这就会引出暴力掠夺者与财富创造者互动的
漫长故事。
五年前，我表述的血酬定律包括了第一和第三个要点：血酬就是对暴力的酬报；暴力掠夺不创造价值
，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目标的价值。
我还谈到了第二个要点的第四类权衡：在暴力争夺的过程中，当事人的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一定数
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伤害到什么程度。
随后的进展是：我找到了计算良心的方式，又算出了流血与流汗的替代关系，在第二个要点中补上了
第一和第二类权衡。
血酬定律于是有了更完整的定义。
同时，我继续从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关系的角度解释一些历史现象，用暴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解释
一些重大的制度变迁。
这些话题会生出许多文章。
我一边摸索一边写，积累起来，就是我下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努力把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的内外关系说清楚，同时考察各种生存策略的互动和演化，描绘演化
而成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轮廓。
这种历史观——姑且称之为血酬史观——或许能构建出一套比较好用的中国历史分析框架。
在《血酬定律》再版之际，简要介绍一下作者进一步的想法，希望读者能和我一样，包容这本书，超
越这本书。
吴思2009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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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
　　本书的文体，以叙事为主，辅以背景介绍，各种分析计算穿插其中。
在我的个人经验里，由这三种要素构成的文体很适合解析各种人间对局，不妨以“解局”名之。
如果以历史弈局为阐述对象，而对局各方的互动必定依次展开，呈现为一种历时性的不断演变的动态
结构，那么，叙事善于追摄动态，自然应该占据核心地位。
分析计算则是理解或预测结局及其均衡状态的必备工具。
背景介绍可以帮助我们跳出局外，拉开多维视野，建立不同时空之间的关系，表达多重弈局的套叠和
交织。

　　血酬定律
　　《血酬定律》是吴思先生在五年前推出的一部作品，此次新版，增写了新的前言，对五年摸索的
最新思路与心得作了简要的交代，着重对“血酬定律”的三个要点作了更完整的总结与表述。
作者正式提出了“血酬史观”的概念，并预告了自己下一本书的内容：将继续从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
关系的角度解释历史现象，用暴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解释一些重大的制度变迁；理清暴力掠夺生存
策略的内外关系，考察各种生存策略的互动和演化，描述演化而成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轮廓。

　　《血酬定律》早已成为吴思先生最畅销、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本书以作者一贯的幽默叙事
风格以及丰富多样的取材，深入浅出地为读者说明影响中国历史的终极法则。
书中探讨了不同朝代的性命价格、平民百姓的反抗策略、土匪绑票勒赎的利害逻辑、商贾巨富的抗害
手段等主题，这些类型各异的文章，连贯起来看就是在讲中国历史以及社会的形塑原理。

　　本丛书还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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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思，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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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
靠血酬。
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
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
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
这就是血酬定律。
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
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
这个道理说来简单，却能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解释许多费解的历史现象。
现象之一：土匪种地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农历七月初五，南、赣巡抚王阳明向皇帝上疏，报告
江西剿匪的战果，疏中提到了山贼的日常生活。
王阳明说，各贼探知官府练兵，准备进剿的消息后，“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
其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作，夜则各遁山寨。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始而惊讶，继而奇怪：土匪也种地？
土匪为什么要种地？
我想象出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专业土匪，一端是专业农民，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生产与抢劫
的组合：以抢劫为生的土匪渐渐变成以耕种为生的农民。
那么，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现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获释后，伦丁牧师写下了关于
土匪的见闻：还在商酒务的时候，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了匪首和整个营地。
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
在土匪地盘里，有些做法与在行军路上有所不同。
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几乎任何暴行而不会因此受罚。
而在这里，在土匪地盘里，匪首们是很注重自己名声的。
正在受审的这个土匪以匪首的名义偷取了一条毯子。
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
这个土匪的许多朋友为此都来求见，希望他宽大处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
人被枪毙了，一切都已过去，但处决的命令却令人耿耿于怀。
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低落消沉。
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
伦丁牧师本来对土匪的印象还不错，但是：我们刚出土匪区，对他们的印象一下子就变坏了。
他们无恶不作，烧杀抢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
远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毁，烟与火是土匪所到之处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
随着土匪队伍的移动，遭难的地区实际上扩展到了10英里以外，到处是浓烟、烈火、灰烬和废墟。
伦丁牧师对土匪执法的描述很真切。
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盘里，土匪比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
我又想象出另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纯粹的害民贼，另一端是纯粹的保民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
合，保护和加害的组合。
那么，决定这种组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大化追求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暴力集团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顾山贞在《客滇述》中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为官军所败，从四川仪陇奔回陕西
，一部分人留在山里继续当土匪。
这些土匪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
当播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
以为人不耕种，则无从而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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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扰农民耕种，是为了有的可拎。
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
如血酬定律所说，人质的命价，是由当事人支付赎金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
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
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
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依据血酬定律做出五个方向的推想。
第一推想：匪变官第一推想：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
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道：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
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
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
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
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
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
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
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
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
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
追惩办。
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
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
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
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
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
，多少也有点好处。
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
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
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
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
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我不清楚当时当地的物价水平，仅仅从田租或土地税的角度看，“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土
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大有什一而税的儒家之风。
这笔钱该如何定性呢？
从来源看，这是对抢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
从形态看，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体现为制度收益，或日“法
酬”。
从功能看，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
用，这笔钱又有点公共税收的意思。
那么，土匪征收的这笔钱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以为，这笔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是公共税收，或日公共产品的价值，譬如维持治安的费用。
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态之一，即超过公共产品价值的多收部分。
以简明的公式表达：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法酬（血酬）。
将此公式倒过来，则得出法酬的定义：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
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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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举个例子说，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肯花多少钱雇一个皇帝，但我们知道美国人民以20万美元的
年薪雇了总统克林顿，俄国人民以3.3万美元的年薪雇了总统普京，而中国皇帝，譬如颇为节俭的崇祯
和他的皇后，仅仅两个人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每年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
。
中国的工资和物价水平比较接近俄国，就算普京总统一家的伙食开支占了总收入的30％，每年吃掉1万
美元（8.3万人民币），崇祯夫妇（不算儿女和众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52倍。
4依此而论，普京家吃掉的1万美元可以看作人民愿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费，视为合理的公共开支，
而崇祯夫妇多吃的51万美元，就要视为法酬了。
所谓公共产品的价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国时代，只能根据“影子价格”——民主财政体制下的公共开
支——估算一个大概。
维护公共安全和兴修水利道路桥梁总是要花钱的，也是民众需要的。
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官员们的工资也是应得的。
皇帝或总统的工作复杂，责任重大，当然还应该享有高收入。
不过，皇帝比总统多吃51倍，这笔开支实在无法从公共产品价值的角度去解释。
即使不谈民主财政，作为大老板，明朝皇帝给自己最高级雇员一品文官开的俸禄，每年也不过1044石
大米，约折2.2万美元。
考虑到免税因素，与普京总统的年薪相差不远，相当于崇祯夫妇半个月的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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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记录了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打工雇工有工酬，卖命买命有血酬，差值之中，蕴藏着历史的机要。
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
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
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根据第一个要点，以生命为代价从事狩猎或挖煤的收益不算血酬。
暴力掠夺特指以人类及其所拥有的财富为对象的行为。
根据第二个要点，在暴力掠夺发生时，人类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
成本至少有四类：1、良心。
同情心和正义感。
2、机会成本。
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
。
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
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
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
以上四类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每类都能演义出一串历史故事。
根据第三个要点，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这就会引出暴力掠夺者与财富创造者互动的
漫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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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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