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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内容概要

身为经济世界中活动的一分子，本该能看懂经济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并理智地参与其中，不幸的是，
我们的经济世界被分割成两半：
一边是高谈阔论的专业人士，在高端的圈子内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另一边是懵懵懂懂的普通人士，
在平凡的世界里无法透彻地理解经济世界发生的变化。
这本书，就是要将思考力和参与权还给经济高墙外的普通大众：
《盗梦空间》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与中国经济增长
《绿野仙踪》与金本位复辟
⋯⋯
打开电影看经济，我们能发现不同空间里的同一种逻辑！
40余篇文章就着电影品经济，内容涉及经济思想、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欧日经济、货币
政策和金融市场经典理论，在电影与经济间架起一座桥梁，为对经济感兴趣的普通人，更轻松、更直
白、更感性地理解经济世界打开一扇窗户，放飞经济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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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作者简介

经济学者，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某大型银行，任高级宏观经济分析师；美国《彭博商业周
刊》（中文版）、《第一财经日报》、《上海证券报》和《金融博览》等财经媒体的专栏作者。主要
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曾担（兼）任银行地方分行副行长、地方政府金融办主任助理、地方金融控股公司顾问、高校硕士研
究生导师等职；在《人民日报》、《经济学家》、《金融时报》、《大公报》、《光明日报》、美国
《侨报》、《China Daily》、《21世纪经济报道》等多家主流媒体上发表过千余篇文章，并被广泛转
载，拥有丰富的理论研究和金融实业经历。

Page 3



《《<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书籍目录

Page 4



《《<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精彩短评

1、不错。
2、看看
3、挺好看的。
4、很一般，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而且最关键的是对电影主题的生搬硬套
5、翻这本书感觉就是在像翻旧报纸，因为文章大都没有时效性。但文章严谨，且信息丰富，还是可
以通过它简单地了解一些宏观经济常识和次贷危机之后、债务危机进行时这个时间段的世界经济趋势
。
6、分了几次读完，觉得有些联系真的牵强，而且时间效应太强，所以在2015年读起来味同嚼蜡
7、书挺好的，值得推荐！
8、就从本书的语言及内容上来说 我觉得应该给5星 但是我对于经济了解的并不深刻 所以很多数据分
析并不是特别懂 所以对于经济内容并未怎么明白
9、速读，略无聊。提到的电影倒是有些想看的。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确定完毕
10、脑洞大开
11、作者其实还算渊博，经济学专业素养很高，电影品位倒只能说是一般。内容覆盖面比较广，但文
字风格深受学术文献影响，读起来毫无乐趣可言。
12、聚焦2011-2012的时政经济风云变幻，大量的统计数字，经济分析。电影只是作为一个引子，很多
看不出来与要讲的内容有什么联系，内容对于非专业的我来说还是枯燥乏味，草草翻完。
13、电影经济 好书
14、挺好，有收获。
15、电影与经济学内容有些割裂
16、不好玩，，，
17、作者在影评上绝对是外行，说是结合了电影和经济，但是电影相关的内容不到本书十分之一。那
就看（几乎和电影部分割裂的）宏观经济部分吧，但它又是11－12年间的时评。呃，看迟了？此外还
有一些微妙的常识错误⋯⋯比如，里根真的没死啊[无法摆脱内心的困惑
18、这可以说是一本优秀的经济学科普读物，很多人拿来当影评读自然不爽。
19、浪图书馆偶然看见的..无聊的强行联系电影...
20、一般
21、电影只是一个引子，偏学术的思考与总结，有独特的见解难免也有深度不够的泛谈；每篇文章都
是一个固定的文章结构，电影-问题方面-阐述问题方面-愿景，表达了笔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与欣赏。
事实上，我也对中国经济和目前的发展有所期望，讨厌不停对你说中国这他妈不好那他妈政府收我们
钱不做事情的人，所以在某些观点上笔者有些牵强，整体理解上还算赞同。但是呢另一方面也说明一
个问题，就中国目前经济形势而言总结性的理解难免有些地方感觉思路重叠，好在笔者给了一个我们
从电影角度窥探自我反思经济的机会，如果想看笔者如何详细分析电影中的经济学知识，肯定会失望
或者因为与自己确定的期望不符而看不下去，这主要需要自己有没有心思认真思考分析了~ 
22、很有意思的书，值得一看
23、   在阅读之美小站中到的这本书，断断续续的读完了此书，很新颖的一本书，讲电影和经济相结
合，方便我等经济小白对经济有个浅显的认识。书中电影大部分都看过，只是没了解的那么深，没想
到能和经济联系上。
24、很一般，很多地方联系地比较牵强，分析非常泛泛
25、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作者对电影的解读能力还不及我⋯⋯
26、作者这是得有什么样的联想（通感？）能力才能写出那么分裂的文章？电影和经济都是业余水平
我可以容忍地给个及格分，但用耸动的标题吸引读者我就必须不客气地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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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精彩书评

1、很新颖的一本书，把电影和经济写到了一起。看了彭博商业周刊的书评，找了很久才买到这本书
，读了一部分，感觉文笔很好，内容也比较丰富，很多电影都是很经典、很好的，值得细细品味下。
书里对电影的评价很到位，经济启示也很有深度。
2、好友zt叔推荐的书 特地上来看看写的诗情画意慵懒的午后可以读一读经济学的原理学了很多大量的
数据也都了解一些将经济学知识和电影相联系 还真是个创新而且还将枯燥的事实变得浅显易懂那些没
看过的电影 顺当复习了
3、之前一次聚会，某实习生询问一位影评专栏作家，怎样能写好影评，那位影评人说没有诀窍，多
看，多思考。你每天晚上看一部电影，写一篇书评，坚持两年，就会发现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另外
一位朋友说，那每天花至少4个小时，每天4个小时做别的事也会是不小的进步吧！当时聊天，我还疑
惑花那么长的时间看电影值得不值得，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这种疑惑了，看完这本书，我已
经有了每天看一部电影，思考之后写一篇书评的冲动了。每篇文章都以一部电影为主题，先分析电影
的模式，从电影的制作团队到商业模式。再从电影中深入浅出的解析经济，跟当前经济先结合分析出
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社会经济现象。无论那部电影最后都有一个微评，对电影进行简短而有力的点
评。比如《小时代的经济之思》在开头就分析了《小时代》的经济启示“资源配置模式不仅直接左右
配置的结果，也对商业氛围、世俗偏好和微观需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正文中不光分析了郭
敬明，作者没有像主流学者一样抨击郭敬明，而是尊重郭敬明和他的成功学（作者表达了不喜欢他的
电影和文字）。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这种态度肯定会让那些关注郭敬明身高的人得到另外一种启示
或者说给他们带去不一样的思考。进而分析了由于资源配置问题引发的社会风气，商业模式等影响。
最后微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它很好地还原了当今时代许多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所行
所悟，也算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电影是《荒野生存》。这部电影的启示：
“失衡的市场自由，不论是过少，还是过多，都将对经济造成伤害。”说实话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但
是作者分析完这部电影和它背后体现的经济，我特意找了这部电影看，并且如作者在微评里写的看到
年轻的Alex在最后写下“Happiness only real when shared。”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了。
4、最初是被书名吸引，《盗梦空间》是我比较喜欢的电影，再翻翻目录 ，很多好电影啊，于是果断
入手一本。自序很流畅，可读性强，让人有往下阅读的兴趣。讲经济的部分虽然看着有些深奥，但仔
细看还是能看得懂的，有些收获。程实微评里有不少佳句，颇有点共鸣。文字里还夹着插图可以欣赏
，看着也轻松不少。总之，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
5、深入浅出，将经济学理论与电影、人生哲理完美结合，引导思绪想更深层次延续，不可多得的好
书。很多电影所要表现的含义，其实也有深刻的经济学内涵，作者以其独到的思维，将其详细阐述，
足见深厚功力。此外，文采出众，试读里有一读到底的冲动。
6、大家好，我是作者程实，下面这篇评论是张明博士为本书写的书评，多有谬赞之处。怎样过一种
富有诗意的生活？——评程实博士新著《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张明出来混的，迟早要还。在程实博
士为我的两本小书接连写了两篇文气纵横的书评之后，受程实博士之托，为他的新著《盗梦空间与亚
当斯密——电影与经济的思想共鸣》也写篇书评。接到这个邀请之后，我颇有诚惶诚恐之感。我的文
字向来干瘪生涩，没有程实博士的文思灵动、大笔如椽。那么如何才能把书评写得富有趣味，以聊博
程实博士的众多美女粉丝一笑呢？因此在阅读这本新作的同时，我还真是思索良久。直到今天，在北
小河公园边的漫咖啡听着爵士乐，我想是时候动笔了。我准备多花点篇幅谈谈对程实这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一直相信，文如其人。与程实博士认识，应该在2006年前后，我们是真正的以文会友。那时，
搜狐开通了个人博客。我们都是第一批在搜狐开博的经济学人。与当时那些网络红人们相比，我们都
是些小洋葱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博客上辛勤耕耘。由于研究方向相近，大家都对国际金融与全球
宏观问题感兴趣，因此我们慢慢注意到对方。从当时起，程实博士分析问题时的犀利角度、广阔视野
以及诗意笔触就让我心仪不已。原因是我们的文章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我的风格是开门见山、见
招拆招，用手中的快刀去干净利落地拆解各种经济问题，而程实博士的风格是用极具文采的写作方式
去巧妙地解析纷繁复杂的经济学问题，让读者在充满快感的阅读过程中，厘清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
有时我想过，在写作方面，我与程实博士的区别，或有如匠人与诗人的区别。那么作为匠人，我对程
实博士那种富有诗意的文风，虽身不能至，心实向往之。在认识了几年之后，我与程实、傅勇、管清
友四位朋友准备合作做点事情。两年前，我们合作出版了《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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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因此，我们四个人开始自称“刀锋团队”。这是一个有趣的团队，我与管清友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
院的同学，程实与傅勇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同学。我们四个人都对国内外宏观经济问题感兴趣，但
同时也有分工。例如管清友对能源与土地问题有深入研究，傅勇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很感
兴趣，程实持续专注于全球宏观与金融市场，而我则偏爱于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问题。以写作这本书
为由头，我们开始见面聚会，更重要的是，开始喝酒。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从一个人的酒风中，可以
看到这个人的性格。我很高兴的是，程实博士没有令我失望。他不仅酒风浩荡，而且酒后更是妙语连
珠。如此酒友，殊为难得。做经济学研究的人，如果对自己分析的系统缺乏设身处地的了解，而仅仅
是在斗室里闭门造车，难免有隔鞋挠痒之感。程实博士毕业后在商业银行总行研究所工作，从事金融
问题研究。为了加深自己对中国金融市场运行的了解，过去两年，他在安徽某地级市商业银行挂职主
管信贷的副行长。此行虽然艰苦，但无疑加深了他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方式、中国金融市场运作细节
的了解，使得他的宏观研究夯实了微观基础，其研究结论也因此而更具说服力。好了，行文至此，让
我再回到程实博士这本新著。这是一本他用心去写的妙书，至少具有如下特色：第一，这是一本真正
能够把对电影的欣赏与对经济的剖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财经书籍。每篇文章，都以一部好电影起兴，
都会继而谈论一个重要的国内外经济学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从电影与经济的关联中，我们不仅可以
领会到程实博士的品味与情趣，还可以感受他观察经济问题的独特视角。例如，从《盗梦空间》中多
重梦境的不稳定性出发，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并批评人类对待不确定性的短视与自负
；又如，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讲述的光明版与暗黑版故事出发，来讨论如何从不同视角来看待中
国经济增速降至7%；再如，从《十二怒汉》这部影片中体现出的语言的魔力、思辨的力量与人性的悲
悯，过渡到对去库存化、去杠杆化、去美元化、去全球化等流行词汇的思考与批判。这对我这样一个
既喜欢看电影、又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读者而言，可谓收获了双重喜悦。当然，在拿到初稿之后，我在
第一时间里浏览完了程实博士对每部电影的点评，很多点评深得我心；第二，这本著作充分展示了程
实博士广泛的研究领域与对当前重大问题的思考。第一部分是对特定经济学思想的拷问与突破，例如
有效市场假说、多重均衡、经济学理论的南橘北枳等；第二、三、四部分则分别是对全球经济、中国
经济、美国经济、欧洲日本经济的深度分析，我们从程实博士对上述四类经济体的按语就可以窥见他
的大致判断：“等待与希望”（谨慎乐观）、“美丽与追梦”（喜中有忧）、“变革与前进”（相当
乐观）、“分裂停滞”（相当悲观）；第五、六部分则是程实博士对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问题的研究
，其中涉及对量化宽松、汇率、人民币国际化、股市走向等重要问题的精辟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近
年来程实博士关于美国经济走势、美元汇率强弱、欧债危机演进等问题的展望，大多为后来的现实所
印证。这非常难得，因为经济学这门学科并就不是很精确的学科，研究的系统又非常复杂，经济学家
的日子并不比气象学家更好过；第三，我非常欣赏这本书背后体现出来的才气、智慧与生活态度。打
开书，一看作者的自序前两段展开的白描，立马就知道是文学青年的笔触。尽管程实博士近年来完成
了大量的专业报告与学术论文，但他一直以通过写作财经评论来普及经济学知识为己任。“在我看来
，只做大文章，不耻、不屑、不为小文章，是一个人群的失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一个学者的
遗憾”。诚哉斯言！此外，程实博士让我羡慕的是，能够把他平日的兴趣爱好，融汇到对经济学的研
究中来。例如，他目前还在写一个音乐与经济学的专栏，我想，那可能会成为他的下一本书。看来，
在写作具有趣味性的经济学评论这条道路上，他还会走得更久、更远、更有力。所幸，此道不孤。到
了快结束这篇书评的时候了。前段时间，我的朋友何帆博士曾经把团队中的同事比喻为金庸小说人物
，主要是用于自我娱乐。在我的心目中，程实博士与段誉颇有相似之处。有金融方面的家学渊源，性
情温和儒雅。变化莫测的凌波微步好比他神思天外的独特视角，玄妙灵动的六脉神剑犹如他将诗意融
入经济学研究的华彩文风，挡也挡不住的读者缘折射出程实博士对粉丝们的杀伤力。最后，让我用自
己非常喜欢的三句李太白的《侠客行》诗句作结，这三句可以用来依次概括我最欣赏的程实博士的三
个特质：文风、酒风与人生态度。“赵客缦胡缨，吴钩霜月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三杯
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
太玄经”。（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7、还是博库网最给力，很快就拿到了，黑白的封面设计得很有品味，很大气，推荐人也都很牛，感
觉书的厚度也刚刚好，放在包里不会太重，呵呵。还是按我的习惯先看了序言和后记，立刻就被深深
吸引，特别是序言，写得很有诗意，仿佛要将人带进一个如电影般奇妙的经济世界，呵呵。再翻看目
录，哇，都是一些不可多得的好电影啊，我迫不及待的要开读啦，哈哈。花了两天一口气读完，不得
不说非常好，超预期。除了电影好之外，从电影中引申出的经济逻辑也让人耳目一新，对我们身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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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世界多了几分了解。还有不得不提的我最爱看的部分——程实微评，真心幽默风趣又不失深度，
太有才啦 ，呵呵。素描的插画也好美啊，给这本书增色不少呢。这刚算是囫囵吞枣了一番，等回头有
时间再细看一遍，说不定又会有新的收获呢：）
8、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演员，但我们却总是像观众一样，欣赏着身外世界的熙熙攘攘，甚至
不经意间，我们就已然遗忘。这个世界，恰恰是由无数个如你我一般平凡、孤独和脆弱的普通人所组
成，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没有人是局外人。 　　在我看来，最远的距离，不是咫尺天涯，而是你生活
在这个世界里，世界的一丝一缕无情地影响着你，你的一举一动又悄悄地改变着世界，而你却把自己
隔离在这个世界之外。更可悲的是，这种隔离，不仅是一个人的孤独起源，更是整个世界的危险所在
。 　　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难遇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危险的最新例证。很多人将次贷危机归
因为华尔街无操守的房贷扩张、无节制的利润贪婪、无监管的过度创新和无披露的内部欺诈。但你有
没有想过，是谁去申请了那些根本还不上的房贷，是谁去购买了那些根本看不懂的结构性产品，是谁
去迎合了那些根本就很直白的欺诈游戏？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很多人将主权债务危机归因为政府入不
敷出的财政计划、寅吃卯粮的透支习惯、劫贫济富的救助政策和险象环生的猎奇游戏，但你有没有想
过，是谁在无视、纵容甚至潜在支持政府的赤字财政和债务扩张？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无论如何
义愤填膺地指责和咒骂华尔街的吸血本质和政策的乏善可陈，你都不能以卫道士的姿态全然置身事外
，因为，你不是局外人，你也是经济世界的一分子，你的行为、你的选择、你的买卖，不仅改变了你
自己的生活，也影响了身边的世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没有选择，就没有谴责；没有参与，就
没有骗局。 　　作为成年人，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危机的伤害的确痛彻心扉，正因为如
此，我们更应该诚实地审视自己，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变成了欺诈的帮凶、危机的受害者？在我看来，
原因只有四个字：“轻信”和“漠然”。我们太容易相信金融界和政界高端人士的侃侃而谈，以至于
对影响我们经济命运的市场动向和政策变化无动于衷。在很多人眼里，整个经济世界就像是舞台上的
布景，单调乏味、形式固定，我们只是观众，既不能改变布景，也无法与之互动，只能欣赏专业人士
在布景中的各色表演。如若精彩，则鼓掌欢庆；如若蹩脚，则直呼倒彩。仅此而已。 　　那么，为什
么我们会变得“轻信”和“漠然”？因为我们将自己隔离在舞台之外，心甘情愿、畏畏缩缩地扮演着
“观众”的角色。殊不知，整个经济世界的大戏，不仅包括舞台上的一颦一笑，也包括舞台下的一怔
一怒。一个分裂的经济世界，必然会变成欺诈滋生、风险蕴藏和危机频发的温床。 
9、朋友推荐的。很好的一本书，观点新颖，同时给了挺多有意思的例子，解释得深入浅出，比较适
合闲时拿来读读。                                                                                   电子版也不贵，才六块钱，性价比挺高。推
荐阅读。
10、朋友介绍买的，据说非常值得一看。。我还没看，书还在路上。。所以我是来看评论的，，楼上
评论好萌，估计是个妹子，而且是灰常漂亮的妹子。。妹子妹子，留个QQ或者微信或者电话呗。。
我们一起研究下《&lt;盗梦空间&gt;与亚当·斯密》。。
11、为作者的文学与经济学的深厚功底折服。所谓寓教于乐也不过如此，读起来很有趣味，雅俗共赏
，深入浅出，从各种喜闻乐见的电影入手，类比经济学原理，难得的经济学入门好书，即便是经济学
专业人士读后也应会有新的启发，强烈推荐。
12、已经买了，还没开始看，期待。尴尬，评论要求字数的，多少字可以发布？现在字数够了吗？试
一下。不行！这么多字还是短，那我看了再来评论？不知道多久能看完，这条先给发了呗！O！M！G
！ 还是短。这可如何是好~~论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是不是多加几个标点，字数就够了？悲剧，我还
没开始看，写不出有内容的东西，占了沙发这么难 ？
13、前天，收到了程实的新书《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一本新颖独特的书，很有意思。今夜读完之
后，不知是新鲜兴奋还是有了感同身受？放下书，竟然毫无睡意⋯⋯之前，在网上断断续续看过程实
的一些文字。我常常羡慕他，一个大男人竟能写出如此优美、细腻的文字，该有着怎样的内心啊。所
以，当这本书出版之后，就迫不及待的索要一本签名版，看不看得懂不重要，重要的是留着珍藏⋯⋯
当初他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简单地听他聊到过创作的初衷。就勾起了我浓浓的兴趣。我很好奇，当
电影融入经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收到书的当天，翻了好多页，本想浏览一下，结果不知不觉把整
个微评部分看完了。一部部熟悉的电影。在他的笔下有了不同的注解，新鲜中多几分彻悟。程实说，
你写个书评吧。哈，让我写？我可不敢。尽管这本书很好的把电影融进经济里，格外的有趣味和接地
气，但它到底还是关于经济的，于我来讲，太过高深。偶尔对某些小说或者电影吐吐槽，也纯粹是为
一时的口舌之快，大多是为发泄私愤的。处于自知，所以，书评，我不写，倒是非常愿意聊聊程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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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字⋯⋯我向来是“以貌取人”的，所以，和程实聊了这么久，无论是娱乐八卦还是其它略显严
肃的话题，我都固执的认为他是：个性、文艺、特立独行的。他不浮夸，不张扬，始终生活在属于自
己的圈子，即使远离人群，也不觉孤单⋯⋯作为一个连经济皮毛都不懂的圈外人士，接触起那个圈子
的人来，我是有点发怵的，生怕哪句话说不妥就显露出自己“肤浅”的本色来。所以，偶尔程实偶尔
也会给我以敬畏感。这本书花了两天的时间挑能懂的部分读下来。我能看出，程实在此书中努力地让
其经济观点表达得通俗点，再通俗点，或许，他写这本书的真正意义本身就不是给同行们看，而是给
和他有着相同喜好和气质的普通读者。也许正如他说，“他既不在意经济，也不在意电影”。他只是
在传达一种心情，一种感受⋯⋯当一本书传递的有你所喜欢的东西，即使有一部分内容在理解的时候
有些晦涩难懂，也丝毫不影响整体阅读的心情，并且一样能从中悟出点什么来。在这本书中，我就找
到了很多想说又没有合适词汇表达的感受，读到这些句子时，忍不住说了声：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他说：一个幸福的人，就是当青春不在，他还拥有童真。比如他说：有的时候，在某些方面太
过认真，有些时候，在某些方面不太认真，都是负责任的表现⋯⋯身边有很多以写字为生，以写稿出
名的人。他们研究的未必是文字的质量。也是，浮躁的社会，有谁能低下头用心地看一本的文字？视
觉动物，跟风行为，字好还是坏，没有谁真的关注。不过在程实的文字里，我显然感受到了他不想违
背自己的内心。他写的，都是他愿意表达的⋯⋯我选择读书，往往不必文字要关乎真理，也不求道理
有多深，但求可爱有趣。程实的文字，就是如此吧。写情必沁人心脾，写景必活人耳目。嗯，就是⋯
⋯这注定是一本需要我重复去读的书，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高度需要我再一次的去理解，更是因为它的
有趣。到时候，或许我可以和这个从未谋面的“老友”在某个午后喝上一杯咖啡，好好聊聊⋯⋯合上
书，如果让我对程实说一句话，我想说：你是经济学家，但你到底是一个文艺青年！如果他问我对这
本书的读后感，我想说：你的书，让我一夜无眠！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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