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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合订本，总共包括40辑。
内容简介：《经济学家茶座》成为热销的大众经济学读物，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风入松等各大书店
中，久居销售排行榜前列不下，让你惊喜不已。
　　经济学与茶何干？
“茶是世间奇妙的水。
”据说，远古时神农氏意外喝到了用野生茶叶煮的水，顿时神清气爽，从此中国人懂得了茶的药用、
食用及饮用价值。
茶是那样功效卓著，妙不可言，没有人能想象中国人离得开茶！
经济学家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那么，何不让她变成神奇的茶，播洒向民间？
　　在“茶座式”叙事中，张五常先生革鞭先一着，已经浮获了大批铁杆读者。
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华人经济学家加入“化明珠为神奇”的事业，关注中国人所关注的话题，用优
美、地道的华语，将经济学智慧以快乐、平易的方式表述，让清明的经济学理性在“众神狂欢”式的
中国“茶座”中获得新的张力和活力呢？
　　哲学大师苏格拉底曾云，天堂不过是一个群贤毕至，少成咸集、可供论辩的地方。
《经济学家茶座》也是这样一个风云际会、众声喧哗、可供论辩的场所。
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座》精致、幽深的“走廊”，正是通向思想天堂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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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册封面：示威的规则前前后后在国外呆了几年，见识过很多示威。
示威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是公民表达自己支持或者反对某一事物
意愿的一种方式。
但是，和其他权利一样，这项权利的行使也要服从宪法秩序，而且不能影响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道理虽然很明白，但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行使示威的权利的时候有不同的特点。
小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没少了参加游行示威。
不过那个时候社会本来就已经没有了正常的秩序，虽然不过是“红小兵”，也知道越是捣乱的示威越
能受到重视。
比如，在市委大楼门前示威，要求市长出来支持自己的战斗队，不出来就有胆大的男生往玻璃窗上扔
石头。
在我的观念中，示威有两种，有表示支持什么的，也有表示反对什么的。
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示威，似乎就得引起点什么反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留学美国，在素有“自由主义者天堂”的加州伯克莱大学学习。
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美国学生的校园示威。
当时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对南非实行了制裁。
而伯克莱大学就在这个背景下和南非的某个政府机构进行了科研合作项目。
学生们认为，校方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支持种族隔离政策，与美国政治和道德价值观相悖。
在伯克莱大学，这样的抗议行动是顺理成章的。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他们示威的方式。
学校的行政大楼前，学生们已经围了一些时日了。
睡袋横七竖八地扔着，有的学生坐着，有的躺着。
他们顺着进人大楼的小路而卧，身体一定不能横到路中去，不能挡住进出的通道。
警察嚼着口香糖，双手抱肩，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
一旦某个示威者的腿伸过了线，影响了办公楼的正常出入，对不起，警察的车就在旁边等着，抓起来
就拉走了。
我观察着这些一切，觉得很好玩，好像是在观看一场游戏。
待得久了，慢慢地理解了这个制度，觉得这确实是游戏，是一场严格按照规则进行的游戏。
示威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一定要有规则。
基本的规则就是行使权利不能影响他人的生活和正常的公共秩序。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示威是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城里。
这是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之地。
1968年4月4日，他就在孟菲斯城的一个汽车旅馆里被从对面飞来的子弹击中。
为了纪念这个主张非暴力抵抗的民权运动领袖，这个简陋的小旅馆被改造成了纪念馆。
纪念馆的对面，当年刺杀者的子弹飞来的地方，是一栋破旧不堪的红砖楼，有点像被遗弃的破厂房。
破厂房的前面是一个顽强的示威者。
那是一个黑人妇女，穿一身黑色衣服，形销骨立的样子。
她的旁边是一辆平板车，车上装了一些破烂衣物和用品，和流浪者没有什么不同。
从车上立着的标语牌上我了解到，这个示威者不是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而是反对者，代表着反对
非暴力抵抗的社会群体。
从马丁·路德·金博物馆开张之日起她就在这里示威，她要表达的政治立场写在大标语牌上：“抵制
国家公民错误(wrong博物馆”(英文“权利”一词也有“正确”的意思，所以她用“错误”来对应。
我之所以称她为最顽强的示威者，因为她已经在这里示威了几十年。
日出日落，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半老徐娘。
从她的政治立场看，她是一个暴力主义者，她示威所反对的不是政府，不是刺杀马丁·路德·金的凶
手，而是反对金主张的温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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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威的方式上，她又是温和的，在宪法秩序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
她不影响交通，也不影响博物馆的正常工作。
看见我走过来，她低头拍拍身边的标语牌，顺手递给我一张宣传品，上面的文字主要表达的是必须以
暴力行动对抗社会不公的主张。
对于这样安静的职业示威者，我不明白她如何可以坚持数年而不辍。
陪同的朋友告诉我，在这个示威者的背后可能是某个教会或者民间组织，她用自己的执着表达着一种
政治立场。
后来我把自己对在美国所看到的示威的感受告诉我在耶鲁大学的房东安妮的时候，她笑着说，这是我
们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属于“和平集会和请愿”，明天我再带你到我们的诊所看看示威
者吧。
她所说的诊所，实际上是一个社区的堕胎诊所。
在美国，堕胎问题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支持生命”或是“支持妇女的选择”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势力。
安妮是“支持妇女的选择”派，她每周都到诊所去做义工，主要任务是把来堕胎的妇女接进来，之后
再送走。
那天天气很冷，我问：“这么冷的天，示威者会来吗·”“风雨无阻。
”她回答。
果真，远远地我就看到了一辆中巴，再近些，看见车身上的标语：“反对杀人!”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
个喇叭在喊话。
他声音沙哑，但是劲头很足。
“上帝让女人做母亲，而母亲竟然杀自己的孩子，你们要受到惩罚!”见我们从车里走出来，他对着安
妮喊：“你是魔鬼!你是帮凶!”安妮微笑着对老头说，你越界了。
老头低头看看自己的脚，说了一句“对不起”，马上把踩进草坪的双脚撤了出来。
安妮告诉我，老头在这里示威有年头了。
按照市政府的规定，他的车只能停在路边，人不能进草坪。
人们休息的时候不能用喇叭喊话，而且每天离开时要带走自己一天的垃圾。
我开玩笑说，这样的示威也太拘谨了。
老头认出我是外人，从棉袄里抽出一卷子宣传材料递给我，说：“昨天来了九个，九条命!上帝不会饶
恕她们!”我进了屋子，从窗子向外看老头的表演，只见他有节奏地一会用喇叭演讲，一会拿出材料来
念，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他仍然做得有板有眼。
我也见过利用示威把事闹大的场面。
那是1998年的夏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我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下了飞机，到大厅里去取行李，几乎等了一个小时仍不见动静。
旅客们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效率问题，便四处询问，终于有人操着十分难懂的英文回答说，行李出不
来，是因为机场地面工人在罢工示威，要求当局提高工资。
他们把行李锁在机舱里，作为向当局要挟的筹码。
这下可苦了这些旅客。
我的情况还不算太糟，因为洗漱用品都在手提行李中，而我的同伴则把所有的东西都托运了。
我们傻坐在一动不动的大转盘上不知所措。
几个小时后喇叭响了，告诉旅客该去哪儿就去哪儿，行李得待劳方和资方达成协议后再说。
马尼拉的出租车司机态度好极了，一口一个“是，女士”，因为他们的口音很重，“yes，madam听起
来就是“是，妈妈”。
我不高兴地说，你们真虚伪，一面扣我们的行李，一面假客气。
司机依然谦恭：“是，女士，我们工人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天的报纸头条是“政府面对机场工人罢工态度强硬”，我想，这下完了，回家之前别想拿到行
李了。
直到第三天政府与示威者才达成协议，我们的行李才被释放出来，我的同伴不得不重新购买随身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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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实破费不小。
仔细琢磨起来，示威作为表达自由是有深刻道理的。
表达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通过表达造成某种社会后果，以这种社会后果作为压力来达到某种目的。
在国际人权文件中，关于和平请愿权利的行使，都附加陈明“必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
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的需要”。
任何违反这些原则的权利行使都是不恰当的。
文明的示威秩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看不同形式的示威也是观察一个国家公民素
质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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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家茶座(1-10)(套装全10册)》：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在这里谈国是、聊学问、评学人、讲
故事，引领读者走进经济学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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