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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笔记》

内容概要

有一种无奈，每当我面对满架书籍意识到它们都是垃圾的时候，它便涌出来。自从背弃启蒙心态以来
，渐渐地我屈从了这种无奈。文字，不是要告诉别人真理是怎样的，它只是我在各种特定情境里私人
感受的记录，是“备忘”，是“笔记”，甚至是“隐私”。然而，它们却是不得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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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丁丁，1953年5月出生在沈阳，成长在北京，祖籍浙江淳安。
汪丁丁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夏天回到北京。1974年，汪丁丁在北京一家应用电子技
术研究所当工人。1977年汪丁丁进入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1981年，汪丁丁进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攻读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3月，汪丁丁进入夏威夷东西方研究
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东西方中心做了一
年博士后研究员。
从1991年到1995年，汪丁丁任教于香港大学。1996年，汪丁丁赴德国杜依斯堡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97
年3月汪丁丁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至今，始于2000年汪丁丁任教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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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情境一：街头
情境二：阁楼
情境三：学园
情境四：诊所
情境五：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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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纯浏览的看完了，汪老师知识面广泛，以我这种无知小辈总觉得自己肚子里没货，跟不上他的思
维......
2、　　由于在ccer修双学位，总能听到同学评价汪老师。大多数同学都说汪老师的课比较难，涉猎内
容广泛，决不只限于经济学，而汪老师的思想则十分深刻难懂。所以我想，在选汪老师的课之前必须
先了解一下他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之前在图书馆里借过一本叫《在市场里交谈》的书，无奈其中学术
观点太多，看不太懂。这次选择的《情景笔记》是本随笔，内容比较丰富，但观点相对简单，还是比
较适合我这种苯人加懒人的。
　　书中设置了五个情境，第一个情境为街头。站在街头，关注的便是吃住行的日常琐事。不过这琐
事中汪老师还是看出了很多问题，所发之论也决非街头巷议那么简单。开篇《唐人街的寓言》是篇十
分可爱而又不乏犀利的杂文，从一只狗的视角论述了道德、利益与政治的关系，警告我们当利益与权
力相勾结的时候，群众或许就会连愤怒和悲伤都放弃了，转为“敌意分子”，“从事相互劫掠和厮杀
的工作”。汪老师的言外之意可以说是很明确了。在“街头”，汪老师强调最多的是三方监督问题。
所谓三方监督，第一方是指基于道德的自我监督，第二方是指在自由竞争市场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监
督，第三方是指与所涉利益无关的局外者的监督，如政府与法制。按照汪老师在《商品质量与监测费
用》、《现代性与食品安全》、《车，也是一种教养》等文章中的论述，“法律与自由竞争的市场不
是万灵的制度”，寻租和腐败无法避免，交易费用也会随之上升。只有建立起相配套的道德体系，靠
精神的力量支持和约束物质现象，才能使制度行之有效，解决书中谈到的各种社会问题。依照这个逻
辑,汪老师特别强调道德意识与责任感的重要性,似乎只有道德约束才是解决我们这个总是“误入歧途
”的民族的根本。
　　出去采访，回来再写。。。
3、讲课比写的文章好懂多了
4、　　每次读汪丁丁的文章，都感觉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我想汪老师可能会将这解释为至善、真
理和幸福之间的联系吧。
　　在今天这个物质泛滥的年代，读汪丁丁的作品是一种对心灵回归和慰藉。每一本文集中都有几篇
更像是散文或诗，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感觉。
5、不感冒。
6、经济。
7、好书
8、【已送】
9、　　这是我很早之前写的一个书评了——评汪丁丁《情景笔记》 
　　
　　　　李华芳 　 
　　
　　　　丁丁的文字每一次读都觉得是有启发的，尽管这种阅读并不一定要正襟危坐。阅读的方式就
其实质而言乃是个性化的行为，正如每一段述说是特定的场景下涌出的个人的感受一样。生活把我们
带到各种各样的场合里，有心人就会用笔记下这些场合带给他们的体验和意义，这仍然是个性化的。
笔记是一种练习，所要记录的实在不是场合本身，丁丁也是在用笔记做练习，练习的不是文笔，而是
情感和意义。 　　 
　　
　　　　一如既往的，丁丁的《情境笔记》同以往出的书一样，是一个文集。这个文集题材驳杂，仿
佛漫不经心的安排，加上一条隐隐的线索就把这些文字串连起来，你不得不佩服作者是有匠心的。人
的一生由诸多场景连缀而成，但是人生的丰富内涵却不仅仅在于单薄的像纸片一样画面的简单连接，
重要的是那些细节。无数细节哪怕只在一瞬间打动了一个人的心，那么这样的细节就有了它自己的生
命和意义，当然，这还是对个体而言的。 　　 
　　
　　　　以前听丁丁讲课，常常会说到叙事的三个维度“物秩序、主体间性和意义”，在这本书里也
体现得淋漓尽致。信手翻开这本“笔记”，总能看到对于物规则的描述之后，作者所关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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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隐藏在制度背后的对于主体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丁丁并没有满
足与这样的刻画，而是将所有的文字指向在“物秩序、主体间性和意义”三者之间互动性的过程，这
类描述通常是我们所谓的“场景记忆”，在笔端描绘我们曾经经历的情境之时，一切已成记忆了。而
这些论域宽广的文字构筑起丁丁一贯坚持探究的“情境理性”。丁丁认为在“情境理性”与“场景记
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据此，众多的论题就指向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上述三个维度之
间的动态互动究竟是如何展开的。 　　 
　　
　　　　在丁丁的文本里，动态的互动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场景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能复制
的。这就直接指向了“场景记忆”和“情境理性”的关系。在此，“自由”是被频频提及的一个词语
，“理性”也是。丁丁本质上还是脱不了经济学家的底，接着哈耶克和布坎南的思路，循着自发秩序
的扩展途径，试图对各种情境的意义作出解读，但这种解读也只能是个人的，是“在各种特定情境里
私人感受的记录”。 　 
　　
　　　　但是私人言说一旦走向被读者阅读的“情境”，它就拥有了另外一重意义。让我们一起进入
那些“情境”来看看吧： 　 
　　
　　　　情境之一是“街头”，是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冷嘲热讽之类，这一部分关于汽车的几篇讨
论，丁丁坚持不对工业化轻易妥协，返归到了人文背景的讨论，深刻的指出“汽车也是一种修养”。 
　　 
　　
　　　　情境之二是“阁楼”，去色情而去秘密之含义，只不过议论者不信其议论有用，因此束之高
阁，这也是丁丁一如既往的怀疑精神所致，在文本达到其目的之前，先从怀疑自身开始。这另外一层
含义是究竟怎样的述说才是对所有人包括作者在内的公正的言说，一种内含包容性的言说，这也是一
种批评指向自身的言说。也正印证了丁丁关于“究竟怎样选择才能实现自由意志的等度自由”的论述
。 　　 
　　
　　　　情境之三是“学园”，对教育现象与教育政策的批评，与丁丁的交往告诉我他是一个关心中
国教育的学者，在这个情境里，大学始终是话题的中心，从学术自主到并不完整的读书笔记，我们都
能循着作者的思考路径，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个“学园”的情境，并不在空间的限制上，而
是指向所有的思想领域。　 
　　
　　　　情境之四是“诊所”，取身体诊断、社会诊断和精神诊断的意思。这无疑是对复杂现实的内
心追问，然而内心平静作为“幸福的脚注”并不能阻挡思考的脚步，不可避免的知识分子情怀将丁丁
拖入了“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尽管这是私人性的思考，但是它的外部性正在渗透到公共空间里。
但这种关于拯救和治疗的思考却是囊括自身的，这里看得到作为一个学者的宽容。 　　 
　　
　　　　情境之五是“墓地”，谈论的也是直面生死的情境，很少见到丁丁写父亲的文字，但是这一
篇亲情漫溢，铺就了一个温暖的背景。在此，还是熟悉的那句话“你怎样信仰，你就这样生活”。 　

　　
　　　　这些情境就如一副副画，我总是想揭开挂在墙上的这些画，仿佛想弄明白背后到底还有什么
的东西，而作者的眼神却正从画面背后打量着我，我想这也算是个情境笔记了。 
　　
　　
10、发人深省
11、杂志里的文章都有一个特点：吊你的胃口，前戏很足，深入一点点，然后嘎然而止，让你有足够
的精力和劲头读下一篇文章
12、这是被错过的好书。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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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67.1/3111-2
14、汪老师是真正的大师。而行为学是如此有趣。
15、丁丁说不要读“墓地”但我觉得写得最好的还是这部分，特别是写父亲时非常感人。
    可能是经济学总是说理性的人，但世界中研究再多，又哪有世间这么多不理性的人和发生的故事精
彩，预期是说经济，不如还是人和社会，还是回到了不理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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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我很早之前写的一个书评了——评汪丁丁《情景笔记》 　　李华芳 　 　　丁丁的文字每一次
读都觉得是有启发的，尽管这种阅读并不一定要正襟危坐。阅读的方式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个性化的行
为，正如每一段述说是特定的场景下涌出的个人的感受一样。生活把我们带到各种各样的场合里，有
心人就会用笔记下这些场合带给他们的体验和意义，这仍然是个性化的。笔记是一种练习，所要记录
的实在不是场合本身，丁丁也是在用笔记做练习，练习的不是文笔，而是情感和意义。 　　 　　一
如既往的，丁丁的《情境笔记》同以往出的书一样，是一个文集。这个文集题材驳杂，仿佛漫不经心
的安排，加上一条隐隐的线索就把这些文字串连起来，你不得不佩服作者是有匠心的。人的一生由诸
多场景连缀而成，但是人生的丰富内涵却不仅仅在于单薄的像纸片一样画面的简单连接，重要的是那
些细节。无数细节哪怕只在一瞬间打动了一个人的心，那么这样的细节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和意义，
当然，这还是对个体而言的。 　　 　　以前听丁丁讲课，常常会说到叙事的三个维度“物秩序、主
体间性和意义”，在这本书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信手翻开这本“笔记”，总能看到对于物规则的描
述之后，作者所关注的制度——被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隐藏在制度背后的对于主体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丁丁并没有满足与这样的刻画，而是将所有的文字指向在“物秩序、主体间性和意
义”三者之间互动性的过程，这类描述通常是我们所谓的“场景记忆”，在笔端描绘我们曾经经历的
情境之时，一切已成记忆了。而这些论域宽广的文字构筑起丁丁一贯坚持探究的“情境理性”。丁丁
认为在“情境理性”与“场景记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据此，众多的论题就指向一个更为深刻
的问题，那就是上述三个维度之间的动态互动究竟是如何展开的。 　　 　　在丁丁的文本里，动态
的互动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场景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能复制的。这就直接指向了“场景记忆
”和“情境理性”的关系。在此，“自由”是被频频提及的一个词语，“理性”也是。丁丁本质上还
是脱不了经济学家的底，接着哈耶克和布坎南的思路，循着自发秩序的扩展途径，试图对各种情境的
意义作出解读，但这种解读也只能是个人的，是“在各种特定情境里私人感受的记录”。 　 　　但
是私人言说一旦走向被读者阅读的“情境”，它就拥有了另外一重意义。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些“情境
”来看看吧： 　 　　情境之一是“街头”，是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冷嘲热讽之类，这一部分关于
汽车的几篇讨论，丁丁坚持不对工业化轻易妥协，返归到了人文背景的讨论，深刻的指出“汽车也是
一种修养”。 　　 　　情境之二是“阁楼”，去色情而去秘密之含义，只不过议论者不信其议论有
用，因此束之高阁，这也是丁丁一如既往的怀疑精神所致，在文本达到其目的之前，先从怀疑自身开
始。这另外一层含义是究竟怎样的述说才是对所有人包括作者在内的公正的言说，一种内含包容性的
言说，这也是一种批评指向自身的言说。也正印证了丁丁关于“究竟怎样选择才能实现自由意志的等
度自由”的论述。 　　 　　情境之三是“学园”，对教育现象与教育政策的批评，与丁丁的交往告
诉我他是一个关心中国教育的学者，在这个情境里，大学始终是话题的中心，从学术自主到并不完整
的读书笔记，我们都能循着作者的思考路径，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个“学园”的情境，并不
在空间的限制上，而是指向所有的思想领域。　 　　情境之四是“诊所”，取身体诊断、社会诊断和
精神诊断的意思。这无疑是对复杂现实的内心追问，然而内心平静作为“幸福的脚注”并不能阻挡思
考的脚步，不可避免的知识分子情怀将丁丁拖入了“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尽管这是私人性的思考
，但是它的外部性正在渗透到公共空间里。但这种关于拯救和治疗的思考却是囊括自身的，这里看得
到作为一个学者的宽容。 　　 　　情境之五是“墓地”，谈论的也是直面生死的情境，很少见到丁
丁写父亲的文字，但是这一篇亲情漫溢，铺就了一个温暖的背景。在此，还是熟悉的那句话“你怎样
信仰，你就这样生活”。 　 　　这些情境就如一副副画，我总是想揭开挂在墙上的这些画，仿佛想
弄明白背后到底还有什么的东西，而作者的眼神却正从画面背后打量着我，我想这也算是个情境笔记
了。 
2、每次读汪丁丁的文章，都感觉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我想汪老师可能会将这解释为至善、真理和
幸福之间的联系吧。在今天这个物质泛滥的年代，读汪丁丁的作品是一种对心灵回归和慰藉。每一本
文集中都有几篇更像是散文或诗，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
感觉。
3、由于在ccer修双学位，总能听到同学评价汪老师。大多数同学都说汪老师的课比较难，涉猎内容广
泛，决不只限于经济学，而汪老师的思想则十分深刻难懂。所以我想，在选汪老师的课之前必须先了
解一下他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之前在图书馆里借过一本叫《在市场里交谈》的书，无奈其中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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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看不太懂。这次选择的《情景笔记》是本随笔，内容比较丰富，但观点相对简单，还是比较适
合我这种苯人加懒人的。书中设置了五个情境，第一个情境为街头。站在街头，关注的便是吃住行的
日常琐事。不过这琐事中汪老师还是看出了很多问题，所发之论也决非街头巷议那么简单。开篇《唐
人街的寓言》是篇十分可爱而又不乏犀利的杂文，从一只狗的视角论述了道德、利益与政治的关系，
警告我们当利益与权力相勾结的时候，群众或许就会连愤怒和悲伤都放弃了，转为“敌意分子”，“
从事相互劫掠和厮杀的工作”。汪老师的言外之意可以说是很明确了。在“街头”，汪老师强调最多
的是三方监督问题。所谓三方监督，第一方是指基于道德的自我监督，第二方是指在自由竞争市场中
各利益主体的相互监督，第三方是指与所涉利益无关的局外者的监督，如政府与法制。按照汪老师在
《商品质量与监测费用》、《现代性与食品安全》、《车，也是一种教养》等文章中的论述，“法律
与自由竞争的市场不是万灵的制度”，寻租和腐败无法避免，交易费用也会随之上升。只有建立起相
配套的道德体系，靠精神的力量支持和约束物质现象，才能使制度行之有效，解决书中谈到的各种社
会问题。依照这个逻辑,汪老师特别强调道德意识与责任感的重要性,似乎只有道德约束才是解决我们
这个总是“误入歧途”的民族的根本。出去采访，回来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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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情境笔记》的笔记-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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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情境笔记》的笔记-第24页

        

5、《情境笔记》的笔记-第33页

        搭便车者越多，搭便车就越贵。

6、《情境笔记》的笔记-第12页

        

7、《情境笔记》的笔记-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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