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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猿社科窑视点

粮价的逻辑

阴叶雷
民以食为天，粮价是涨还是

跌，什么情况下会涨，什么情况下
会跌？粮价波动的逻辑究竟是什
么，老百姓有什么应对之策，国家
拿什么来确保粮食安全？想弄清这
些问题，帕特里克·韦斯特霍夫所
著的《粮价谁决定：食品价格中的
经济学》是一本不错的读物。
在影响粮食价格的因素中，供

给与需求，以及影响供给的政府政
策、气候变迁、能源价格等，影响需
求的收入水平、健康观念、饮食变

迁等，这些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但
是，在目前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
中，粮价的波动绝不是这么单纯。

2007年，全球农业获得了大
丰收，2008年更是创下丰收的纪
录。但是，2008年世界粮食价格的
波动却是惊心动魄。在全球金融危
机中，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基
本上都是大跌。但在 2008年上半
年，粮价却是疯狂地上涨，6月更是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在粮价上涨
的恐慌中，30多个国家出现政治危
机，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粮食价格
的上涨。2008年 4月，海地总理成
为第一个因此下台的政府首长。
在人们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

候，粮价却又选择掉头向下，到
2008年底，小麦、玉米、大豆和糙米
价格分别较年内最高点下跌 63%、
60%、62%和 42%。原因是什么？韦
斯特霍夫给我们点出了一个关键
点：美元指数。2008年 3月之前美
元指数长期走弱，在 70以下探底，
但之后却出现了强势的反弹，直冲
100。粮价金融化，这是全球化时代
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韦斯特霍夫作为著名的农业

经济学家，20年来一直致力于粮食
问题的研究，堪称权威，他甚至直
接参与了美国参议院农业、营养和
林业委员会政策法案的制定。在
《粮价谁决定》这本书中，他为我们
指出了一些规律性的内容，比如
“世界粮食供应量出现 3%~5%波
动，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就会把
粮价波动放大到 10%~15%”；“美元
坚挺，粮价就回落，反之则被推
高”；“石油价格上涨，生物燃料产
量提升，粮价也会上涨”等等。

但是，正如韦斯特霍夫总结的
那样：“故事有点复杂。”影响粮价
的因素是比较多的，单一因素有时
会对粮价起到“蝴蝶效应”，有时又
显示出不相关或反相关。比如疯牛
病，在美国显示是不相关，但到了
韩国，却又是高度相关。在书中，对
于未来粮价走势的判断，韦斯特霍
夫特别提醒我们，关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的各国政策，关注关于生物
燃料的各种政策。极有可能的是：
我们将彻底告别廉价粮食时代。
《粮价谁决定》，韦斯特霍夫绝

不是仅仅为欧美专业人士写的，在

附录中，他专门为我们写了长达 30
多页的“粮食基本常识”，我们这些
泛泛之众也可以了解个大概。另
外，他对中国粮食消费也着墨甚
多，还专门以中国的猪肉需求作为
案例进行了分析。当然，他的分析
无疑是美国人的视角。
读完《粮价谁决定》，再来看

2010年至今的这波粮价暴涨，理
解起来也就容易多了。结合影响
粮价主要因素的最近情况，对未
来粮价走势也就大致心中有数
了。该怎么在高粮价中生活与投
资，是每个人的事情，但如何应对
高粮价时代，却是我们整个国家
和民族的事情。令人担忧的是：我
们准备好了吗？

《粮价谁决定：食品价格中的
经济学》，[美] 韦斯特霍夫著，申
清、郭兴华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 3月出版，定价：38.00元

阴本报记者 李芸

货币凶猛

人们对货币购买力下降和物
价上涨一直深有感触，但钱到底
有多“不值钱了”呢？有专家测算，
1981年的 1万块钱，如果按储蓄
比率算，折算到现在差不多相当
于 255万元，如果按实际购买力
算，数值会更大。这是令人咂舌的
贬值速度。

为什么会这样？时寒冰说，货
币超发，购买力必然下降，这是一
个规律。

全球货币泛滥，已经达到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20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基础货币或者说
国际储备货币从 380亿美元激增
到今天超过 9万亿美元，增速超
过 200倍，而真实的经济增长还

不到 5倍。
中国同样存在着严重的货币

超发问题。1990年我国的广义货
币量（M2）为 1.53万亿人民币，而
到 2010 年 12 月末，M2 为 72.58
万亿元人民币，20年间，增长了
46.44倍。
美国自 1990年到 2010年仅

增长了 1.69倍，当然这有中国货
币化程度基数较低的缘故，但即
使剔除这个因素，就两国经济体
的规模而言，中国的货币显然太
多了。
人们通常用M2/ GDP（国内

生产总值）来说明货币与实体经
济之间的量化比例关系，复旦大
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 2010 年指
出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中
国现在M2大约 70万亿元，GDP
大约 35 万亿元，这意味着一元
GDP就有 2元货币。而美国 1美
元 GDP只有 0.6美元多M2。
货币超发，其对应的财富势

必会变小，直观的后果就是货币
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
时寒冰用这一规律来解释中

国日新月异的房价———在中国，
大量投放的货币，主要是通过房
地产和股市这两块海绵来吸纳。
中国房价从 2003 年开始快

速上涨，2003年我国房地产业被
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住
房的公共产品特性被削弱，商品
房占据垄断地位，这是房价上涨
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从
2003年开始，中国的货币发行量
开始快速上涨，同样的房子，对
应的货币越来越多，价格必然上
涨。
时寒冰说：“只要货币发行这

一块不控制，房价就很难打压下
去。对房价而言，调控与否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能否控制住印钞机
和落实住房保障责任，这两点做
到了，房价上涨的步伐就能减缓。
否则，一边调控，一边加大货币投
放，等于火上浇油，是不可能真正
抑制房价的。”
按照时寒冰的逻辑，在国内

货币超发的前提下，股市和住房
两个板块，都是所谓热钱的吸纳
者。股市与房市饱受打压，那么非
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飞涨。因此，
国家为了避免民众对农产品价格
上涨过于强烈的反应，会小心翼
翼地寻求某种平衡。所以，某种意
义上来看，既要稳定物价，又要保
持货币的增速和超发规模，理论
上来看是不可能的。而解决通货
膨胀的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在于
适当降低货币的供应量。

经济大棋局

时寒冰的新著《时寒冰说：经
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以下简
称《经济大棋局》）一书从货币现
象入手，展开了一条由货币超发
所主导的趋势之线。在这条线上，
政府的决策思路、大宗商品的趋
势、宏观经济趋势和整个国际大
棋局，都尽现于读者眼前。
时寒冰早在学生时代就热爱

经济学，痴迷于对趋势的研究，
并独创了“利益分析法”体系。之
前他出版过的《中国怎么办———
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就深刻分
析了次贷危机的成因以及会对
中国造成的影响，并对未来事态
的发展作出了已被验证的准确
预见。
《经济大棋局》将视角扩大

到了金融海啸后的国际大棋局，
战略与资本市场资深专家郑磊

说，该书从美、欧、日、俄、中的大
国角度的博弈作出了预测，其中
谈到了能源危机、大宗商品价格
波动、粮食、国际债务等诸多方
面，给出了敏锐的判断。
时寒冰认为，在中国、美国、欧

盟、日本、俄罗斯等世界各大主要
经济体中，对内和对外的政策都包
含着激烈的碰撞、博弈。未来的竞
争主要在中美两国之间展开，波动
的原因除了外部冲击，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是自身的稳定性。
郑磊同样认为：“中国改革

30年，单从经济总量上看，成绩
是巨大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可忽
视的问题。我们通过粗放的发展
模式换来了温饱，也同时削弱了
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粮食短缺、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入性通胀、
金融动荡，这些因素，正在深刻地
改变企业界的状态，也影响了民
众的日常生活。在这场全球大博
弈的内部博弈中，内部稳定是外
部博弈中取胜的必要条件。只有
自身强健，才有可能击退这些蓄
意或偶然的冲击。奢求外部提供
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环境，这是徒
劳的。”

通货膨胀下如何守住财富？

《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
们怎么办》———这本书的书名很
长，其实作者最钟情的题目是“经
济大棋局”，但由于书的定位为普
通读者，很多人会因为书名宏大
而错失该书，因此特意加上了“我
们怎么办”。而作者写作本书的目
的也是告诉更多没有经济学背景
的人了解趋势、守住财富。
为了让图书通俗易懂，时寒

冰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年 6月，他

完成此书，但总觉得过于专业而
推倒重来，今年写出初稿后他又
特意找完全不懂经济的朋友来试
读。朋友哪块看不明白，就标注出
来，然后时寒冰再把那些文字又
重写了一遍。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会

从我的书中认识到一些根源性的
规律。比如说为什么人民币对美
元在不断地升值，而对内的购买
力却一再下降？很多人觉得费解，
看完这本书就明白了，而且知道
怎么做，怎样规避风险了。”时寒
冰说。
该书有专门的一章谈“怎么

办”。在货币越来越多、资源越来
越少的大趋势下，有一点是毫无
疑问的：无论是政府规划、企业
决策，还是投资者的入市出市选
择，都应该遵循大趋势。全球货
币汹涌的超发洪流，成就了资源
为王。
时寒冰说：“作为个人，货币

超发时一定要给财富找个锚，这
个锚可以是黄金、白银，也可以是
其他稀有资源，也可以是一种您
认为未来非常有前途的其他投资
品，但一定不要让财富悬在空
中。”
资源为王还有更重要的一部

分，就是良性的制度机制。经济学
家陈志武曾说：“一个国家最重要
的财富已经不是其天赋的自然资
源，而是其良性的制度机制，是其
有利于金融创新与市场交易的制
度环境。”时寒冰赞同这样的观
点，并认为对当下的中国而言，能
否尽快推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使中国以更高效率、更具凝聚力
的状态去迎接挑战，是一切一切
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盘
棋就无法下。

“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不能跑不过 CPI”、“除了工资没涨，其他什么都在涨”，近些年诸如此类的调侃语言异常流行，但这些看
似搞笑的话，却道出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无奈。

为什么我们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为什么物价飞涨，房子老是买不起？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秘密？经济趋势研究
专家时寒冰从货币超发出发，深度解析中国经济和世界趋势的秘密，同时又指导公众如何把握机会、捍卫财富。

财富缩水
或许比气候变暖来得更快

阴郭梓林
经济学有一个研究成果：钱

只能解决人们 20%的幸福与快
乐，还有 80%是用钱解决不了的。
所以，钱只是人们获得幸福和快
乐的一种非常有限的手段，而不
是目的。快乐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讲快乐就是我们的行为终究要回
归到自己，回归到对生命品质的
呵护。对于在座的各位，有一句话
我是敢说的：“祝贺你们成为当下
中国的有钱人！”然而，我不敢说
“祝贺大家成为当下中国快乐的
人”，更不敢说“祝贺大家成为当
下中国最快乐的人”。因为事实
上，大家并不都快乐。
什么叫快乐？晚上十点半的

时候，你躺在床上，可以对自己的
灵魂说：我很快乐！
很多人真正的痛苦，都是从

晚上十点半开始的，不管他白天
是怎么风光，做出多么成功、多么
快乐的样子，在人前豪爽大笑，或
在摄像机前微笑自如。当然，为了
回避晚上十点半以后的痛苦，有
人选择了推迟睡觉时间，其实是
为了回避对痛苦的思考。我们来
问一个问题吧：有多少被人看做
是成功者的人能在晚上十点半上
床，并且敢关掉手机？一个人的成
功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晚上十点半
可以关手机，晚上十一点开始睡
觉，让自己第二天能拥有更充足
的精力。医学研究表明：晚上十一
点到凌晨一点是肝脏的休息时
间，这个时候人不休息，肝脏就会
生气。肝脏有一个特点，该休息的
时候不休息，它会继续工作二十
四小时，如果明天这个时候还不
让它休息，它又会连续工作二十
四小时，累死你！
所以，一个人快乐不快乐，成

功不成功，在于他能不能回归自
己。
墨西哥有一个寓言：一群人

急匆匆地赶路，突然，其中一个人
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问他
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那个人一
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
我要等。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确走
得很快，而且走得很远，我们的灵
魂在哪里？还能找得着我们吗？
有多少人能在晚上十点半的

时候问问自己：我来到这个世界
究竟是要干什么？我如此拼命地
奋斗，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当我们
问别人“你究竟想要得到什么”
时，很多人的回答竟然是：“别人

有什么，我就要什么。”他们没有
自我，他们追求的，都是别人拥有
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
经完全迷失了。
三十多年来，我们中国的企

业家，为共和国作出了极大的贡
献。但是，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的
角度上说，都没有人真正关心过
他们的幸福，甚至在绝大多数人
看来，他们已经是最幸福的人了。
更为严重的是，企业家自己也忘
记了关心自己。有多少人为了一
个自以为崇高、伟大的目标，疏
远、遗忘了家庭。有的父亲已经成
了名副其实的“月（岳）父”，因为
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
觉了，孩子早上上学的时候，他还
没起床，他的孩子一个月只能见
他一次，所以，孩子就称他为“月
父”了。有的一个季度才见一次，
叫“季（继）父”。
我们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奔

跑，是不是已经迷失了自我？我们
玩了一大圈，可能已经把自己玩
丢了。自己在哪里？家在哪里？好
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珍惜过自
己的生命吗？当我们离开这个世
界的时候，又如何评价自己的一
生呢？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生也

非常的短暂。人类进化了 300万
年，如果把地球 46亿年的历史比
作一天的话，那么人类是从晚上
23点 59分 58秒开始进化的，300
万年也不过相当于两秒钟，人生
的 100年是多么短暂呀！每个生
命都是偶然的，如果那一天晚上，
你的爸爸和妈妈吵架，然后你妈
妈跑到你姥姥家去了，那今天坐
在这个位置上的就不是你了。生
命的唯一性、短暂性、偶然性决定
了生命的宝贵。但是，我们是不是
真正知道珍惜这样宝贵的生命
呢？就像我们现在的工业发展是
不是珍惜我们的土壤？珍惜我们
的空气？挣钱是一种能力，而要获
得幸福和快乐，光有钱是不够的，
它需要智慧。快乐和幸福是从我
们心里生发出来的，人要回归到
自己的心里去找那种幸福的感
觉，而不是从外在的世界去找。在
此我想问一个问题：诸位，你们有

多长时间没有关心自己了？悉心
听过自己的心脏跳动吗？听过心
脏向大脑供血时的一次次喷流声
吗？关心你的脚底板每一天为你
承担使命后的疲惫吗？你有多久
没有拥抱家人了？你对你自己说
过“我爱你”吗？在商场拼杀中，你
真正爱过自己的身体吗？从今天
算起，你还要喝多少过量的酒精
来摧残自己的身体？还有多少事
会让你以生气的方式来考验你的
肝功能？还有多少剪不断的烦恼
会不断袭扰你已经脆弱的神经？
心中还有多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
的人？我们还有能感恩一切好事、
坏事的心吗？我们的心在哪里？我
们的心是平安的吗？我们的心是
平静的吗？
当你看到自己身边的人，当

你看到你的合伙人，看到你的高
层干部、中层干部的时候，你从他
们的眼睛中可以看到幸福吗？你
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了吗？我有一
个课程叫“思想统治企业”，我认
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个
阶段是“金钱统治”的阶段；第二
个阶段是“感情笼络”的阶段；第
三个已经到来或者即将到来的阶
段就是“思想统治”的阶段。每一
年过后，你的下属看着你的眼睛
的时候，是否可以确认你是一个

有思想的人，这是企业家一年的
最重要的年终总结。
权力者的幸福来源于被权力

者的幸福。毛泽东什么时候最幸
福？毛泽东在全国人民都唱“他为
人民谋幸福”的时候最幸福。毛泽
东晚年就不幸福。他晚年曾经跟
人说：我这辈子做了两件事，第一
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
这件事支持的人多，反对的人少；
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这件
事支持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一位
80多岁的老人，认为自己一生做
了两件事，其中有一件事要被后
人翻案，这就是不幸福。因为十年
“文革”，一场浩劫，给中国的老百
姓带来了不幸福。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

导人提倡和谐社会？作为国家领
袖、党的领袖，你什么时候能够得
到幸福？只有社会和谐了，你才能
幸福。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
社会秩序，就是一个领导人要先
让人民幸福，然后他自己才能幸
福。这就是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们企业家是权力者，有了

资本以后，就有了一种权力，而这
种权力能给人带来幸福吗？大家
是不是感觉到和你在一起是幸福
的？这是一个严厉的拷问。这要问
你的心，在台上你可以不讲，但是
晚上十点半以后你得问自己，我
是不是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幸福？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
连我的亲人都不能得到幸福，那
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一
位很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每次赈
灾都是捐 3000 万元、5000 万元
的。但是他的妻子说：“我不要你
的钱，我不要你的车，我和孩子走
路上学，坐公交上班，女儿不认你
这个父亲。”钱给他带来了什么
呢？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老婆、
女儿都不幸福，她们不以拥有这
样的丈夫、父亲而幸福，这位企业
家他自己能幸福吗？周围的人看
着你的老婆和你的女儿都不幸
福，怎么会相信你能为他们带来
长久的幸福呢？

1992年，在创办科瑞集团之
初，我们就十分重视构建企业文

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台
湾青洪帮的一位成员，大家聊起
青洪帮的规矩。他告诉我，青洪帮
招收会员的时候，要到新会员家
里去看，看他孝不孝敬父母。如果
他连父母都不孝敬，他能忠于青
洪帮吗？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
天下。有些人自认为能治国、平天
下，但家都齐不好，企业是不可能
做好的，最后是一场空。
钱对人来说，够用就好，生活

的真正需要其实很少，并不需要
很多，而一生的幸福才是最后的
投资回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能微笑着对自己说：“我下辈子
一定会更好，因为我这一辈子做了
很多善事。凡是和我接触的人，凡
是和我在一起的人都快乐了、都幸
福了。”人生是拿生命来做投资的，
投入这一辈子，最后是否成功，就
看死的时候能否笑得出来。
什么是成功的企业家？企业家

的成功不在于最后账上有多少钱，
而在于一辈子能有多少朋友。在一
次做电视访谈节目时，我对两位企
业家嘉宾说：“什么是成功？就是有
一天，你们 80岁的时候，大家一起
约好到海南，到三亚的天涯海角，
租张躺椅躺下来。通过手机在银行
开设一个账号，然后开始同时给自
己的朋友打电话，用统一规范的语
言：请你给我的以下账号划一笔
钱，你有多少划多少，十个小时以
后还你。三个小时以后，看谁的账
上钱多，谁就更成功。不说理由，没
有原因，就是向朋友要现款，承诺
十个小时还。已有的账上有多少钱
没有意义，比的就是打电话要到的
钱，这里面包含着企业家在商场一
生的信用和付出的回报，这才是有
意义的。”
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是五颗

心，在这里和大家作一个简短的分
享。
第一颗是敬畏心。这个世界让

我们最害怕的事，就是人没有敬畏
心。冯仑到台湾骑自行车转了一
圈，回来后写了一篇游记。他说台
湾为什么显得有秩序？一是官员怕
法律，二是民众敬鬼神（头上三尺
有神灵）。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些中
国人天不怕地不怕。你碰到这种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人，你一
定会说：你不怕我怕！没有敬畏心
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官员没有
敬畏心，污染就控制不住，因为他
不知道这样做，子孙是要遭报应
的。所以可以为了自己能提上一级
半级，从副县级提到正县级，或者
从正县级提到副市级，为这一丁点
儿的个人目标，就敢拿环境去作交
换。开封市环保局局长在造纸厂排
污口采样，因为没有事先通知厂
方，结果当场就昏倒在地；太湖边
上的无锡居然会饮用水恐慌，中国
的环境污染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第二颗是感恩心。我们中国这

么大，三十多年出现了这么多的有
钱人。有些人是不会感恩的，一说
起来就是过去多难，然后是自己多
么了不起。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很多人上过清
华大学，但是只学到前半句“自强
不息”，忘掉了后半句“厚德载物”。
你何德何能敢掌管几十亿甚至几
百亿的社会财富？这么短的时间积
攒了这么多的财富，你用什么来承
受这样一种责任？中国古人说过一
句话：天让其亡，必令其狂。老天爷
有时会直接用雷劈死人，但很少出
手，常用的办法就是先让你狂，狂
了以后，你就亡吧。我们如何能生
出一份对社会的感恩心？把手中控
制的财富作为一种社会责任，这是
需要德行的，不是表面文章。老天
爷给了你这么大的回报，那是你祖
上和自己上辈子积的德。这辈子有
了福报，如果不往里续存，只知道
享福是不行的———享福是什么？享
福就是消福，福报会越享越少，最
后没有了怎么办？企业家要追求的
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一种生
命品质的提升，要从追求一种好的
生活状态，转变为追求一种好的生
命品质。这实际上是检验企业家的
心量，要看有多大的心量，能够以
得到的福报来为这个社会，为身边
的人，为你家里的人（姑且不谈为
整个世界）付出一份爱心。
第三颗是宽容心。改革开放三

十年，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高速
发展和价值多元化的历史转型，走
到今天不容易。一路上肯定有人得

罪过你，让你不爽，甚至有些人很
过分，让你原谅不了。今天功成名
就之后，你能不能彻底放下？放下
和原谅，其实并不需要有很高的境
界，也不需要有佛的心量，只要想
明白一条就够了：你肯不肯饶过自
己。因为，所有那些你不肯原谅的
人，每当你想起他时，就会心绞痛，
这都是在惩罚自己。
清华大学某总裁班上，有一次

学员进行分享，分享各自的成功。
有一位企业家是这么说的：

“二十年前，我的上司瞧不起我，把
提拔的机会给了不如我的人，我很
生气，找他说理，并提出辞职。这位
领导拿出 500元钱丢在地上说，如
果我要去单干，这 500元钱就归我
了。我含着眼泪，把这 500元钱一
张一张地捡了起来，开始了创业之
旅。后来我把那位领导请到我的公
司当办公室主任。在庆祝公司成立
十五周年的时候，吃完晚饭，我把
中层干部留下来进行教育，给每个
人发红包。所有的人打开信封都是
500元钱人民币，只有那位办公室
主任手里拿到的是 500元冥币，他
低着头离开了现场，我开始给留下
来的人讲二十年前那个 500元钱
的故事……”
这位企业家讲到这里，满脸喜

悦，满心的欢喜，这可是成功呀！然
而，全班的人听得目瞪口呆，都在
为他这二十年生活在怨恨的痛苦
中感到悲哀。这么长的时间，他既
没有看到人家是来成全他的，更没
有放下心中的那份仇恨，他活得真
是太累了———是对他自己而言，而
不是对别人。
第四颗是平常心。我们能不能

用一种平常心对待我们今天的成
功，对待别人的不理解，对待手下
人的“跳槽”？你能不能达到这样一
种处变不惊、虚怀若谷的境界？
第五颗是欢喜心。遇到什么事

都欢喜，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对
“逆来顺受”这个词是很反感的，男
子汉大丈夫怎么能逆来顺受呢？
过了五十岁，我才知道，逆来顺受
是一种境界。我们不可能像佛一
样，“你来吧，从我身上穿过”。我
们不可能有这个功力。但是，我们
可以也应该修炼到“我可以侧身，
让你先过”。人活着不是为了对
抗。当然，不与任何人对抗，是要
智慧的。要让自己的生命流淌起
来，像水一样，走过难得的一百
年。总之，要回到自我，找到一种
明心见性的境界。

（本文为《落地无声》自序）

钱与快乐
———节选自 2011年“国学·资本论坛”同名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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