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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前言

尽管离开哈佛已有两年，但借着整理这本小书，哈佛的很多影像仍然历历在目：从手里端着咖啡在哈
佛园匆匆穿过的学生，到科学中心大楼前映着夕阳变得如梦如幻的喷泉；从冰天雪地里领受喂食的乖
巧的小松鼠，到查尔斯河上排成方队的悠闲的野鸭；从越摸越亮的哈佛铜像的左脚，到自然历史博物
馆中令胡适大赞不已的精妙绝伦的玻璃花；从哈佛学生共餐于千人大食堂的壮观，到哈佛工人为争取
平等待遇而绝食的执著；从哈佛广场露天咖啡馆弥漫着的轻松与随意，到期末考试前舒解压力的尖叫
与裸跑⋯⋯这些在心头不断浮现的哈佛影像，就如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又摇过来，未经剪辑的
凌乱和真实。如今，这些影像及影像背后的感怀，慢慢沉淀下来化作读者面前的文字。其实，去哈佛
前并没想过要出什么书。只是在《经济学家茶座》的“店小二”（执行主编）詹小洪老师的敦促下，
开始写哈佛散记，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据说这些散记还大受欢迎，于是也更加有心地把一些所感所
思都记下来，尽管有些并未公开发表，但积累的那些素材都是现在成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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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内容概要

《哈佛散记: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以一个经济学者的独特视角，记录了作者在哈佛的所见所闻所感所
思。其中包括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与哈佛大师们的交流，哈佛的日常生活，以及写在哈佛边上的经
济学思考。作者以轻松的笔触，将发生在哈佛的故事娓娓道来：萨默斯的大嘴与伯南克的袜子，曼昆
的语速惊人与巴罗的慢条斯理，把经济学大师们的执拗与可爱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在哈佛课堂身临其
境经济学的发展以及信手拈来的掌故，则让人感觉到经济学不再是抽象的公式和模型，而是有血有肉
有感情。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化解经济学的艰涩，字里行间透出的幽默令读者在会心的微笑中领略经
济学的“门道”。在这里，你能读到一种不一样的经济学，一个不一样的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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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作者简介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研究员。曾先后赴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哈佛大学与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事访问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经
济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出版有《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樊纲合作)等专著，并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担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首席经济学家；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一届论文奖、第十二届论文奖
，以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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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书籍目录

一、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在选课大卖场感受软实力　曼昆与巴罗的宏观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看
高手过招　哈佛经济系的数学　学术论文的生产流程　毕业论文与中国问题二、哈佛名人堂　与弗里
德曼的交往　我所认识的费尔德斯坦　理想主义者萨克斯　两个“比尔”的毕业生讲话　“大嘴”萨
默斯　伯南克的袜子　经济系的第五位克拉克奖得主　陈岱老的哈佛宿舍及其他　胡适与哈佛三、哈
佛内外  在美国拾荒的故事  查尔斯河与鲜湖  经济系的年终聚餐  哈佛教授的工资  哈佛毕业生何处去  
哈佛燕京学社  NBER的神仙生活  哈佛的个性与距离四、写在哈佛的边上  理财的最佳年龄  与伟人对话
还是与俗人对话  经济学还无法把握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宏观经济预测的艺术  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  民
主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经济学需要历史关怀  能否超越经济增长  当经济学不再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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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章节摘录

插图：布兰查德的讲座深入浅出，不愧是大家。他讲的是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初始的模型非常
简单，然后不断地放松假定。先是两部门模型：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然后加入黏性价格，加入
政府部门等等。这是基本的建模思路，很有启发性。其间也有人提问，但显然比起年轻人的讲座，远
没有那么激烈和富有攻击性.看来大家还是颇为敬重他的。记得上次也是MIT的一位年轻教授在演讲，
大家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搞得他连自己精心准备的PPT中的内容都没法讲完。还有一回是普林斯顿
的Kiyotaki（因为提出几个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而著称）来讲，他很谦虚，讲一段就停下来，躬身
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他还提到自己去明尼苏达大学做演讲。在那里如果前工0分钟还没有讲到模型，
那么就要被轰下台了。另一次是经济系的阿尔文.汉森公共政策讨论会，大腕云集。会议由本.弗里德
曼主持，讨论的是美国外包（。1Ksour。一ing）问题，由AlanBlinder（曾做过克林顿政府的顾问以及
美联储的副主席）与巴格瓦蒂对阵。先是Alan的演讲。他毕竟做过政府官员，从穿着、PPT制作以及
说话，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巴格瓦蒂，其亦庄亦谐、谈笑风生的学者
风范，与Alan的风格迥异。巴格瓦蒂个儿不高，肤色较黑（他是印度人），可以说是其貌不扬，但说
起话来有一种“气场”，能一下子把人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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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编辑推荐

《哈佛散记: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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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精彩短评

1、这小书读起来挺有趣的。
2、这本书开启了我学习的梦想，尽管分数不高，但确实是踏踏实实的学者所写。喜欢，很纯粹的感
觉
3、学者散文。记述了与哈佛经济学大师交往的细节种种。
4、文字诱惑，篇幅短小精悍
5、该书记录的作者在哈佛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其中包括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与哈佛大师们的交
流，哈佛的日常生活，以及写在哈佛边上的经济学思考。总体来说不错，后面有几篇关于思考经济学
的文章，其中有些不乏深意！值得我们推敲，总体来说：文章清新幽默，不时出现耐人寻味之语！
！O(∩_∩)O哈哈~
6、本来想随便看看的，但最后冲着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宏观所主任的头衔，还是把书好好地看了一遍
。文笔通俗，可读性较强，如我等对哈佛有崇拜情结的人当然应该读。尽管足够散，但还是有一些思
想的。除了介绍经济学界的几个名人大腕（曼昆、弗里德曼、费尔德斯坦、萨克斯、萨默斯、伯南克
等）和哈佛的一些历史、建筑设施（燕京学社）外，还涉及了哈佛教授工资、毕业生去向、毕业典礼
上的讲话、哈佛个性等问题。书中对经济增长和民主的关系、经济学和数学、历史、人文的关系的探
讨以及对宏观经济预测的看法有一定见地。最后的两篇思考经济学“能否超越经济增长”以及“当经
济学不再时髦”很有启发意义。对学术论文的生产流程的介绍需要进一步实践。
7、看过，现在都忘记讲什么了
8、前三部分觉得有点太散了，不过第四部分真的写得很好，我的爱啊⋯
9、是本不错的手记，有助于增长见闻
10、额 尼玛不是因为某个男人 我也会如此这般去追星一把 摔！
11、大多是作者有关哈佛校园和访美的随笔，除了哈佛经济学系教授的几件轶事，文章涉及到经济的
内容寥寥无几。
12、当财富积累不再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性时，道德准则将有巨大改革。
13、不明白此书的分数为什么如此之低.   这是近期读过的相当不错的一本书
14、很失望，评价还不错的书居然也浪得虚名，唉~~~~
15、仿佛在看作者的日记
16、第一部份和第四部份需再讀
17、学经济的视角果然跟文史的大不同，也算是小有收获吧
18、很好的一本书呢
19、曼昆＆巴罗。这就是哈佛
20、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比较新，清新易读。
21、顶级名校举手投足之间的气质
22、通过个人感受了解一下这个著名学府，内容可读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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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精彩书评

1、全文无一不袒露出作者对那些名头响当当的经济学大师的仰慕之情，到处搭话拍照留念要签名，
十足做了一回追星的瘾。当然，作为一个合格粉丝，对于偶像们的大小事情，也是抓紧用做访问学者
这一年时间写了一个粉丝的追星笔记——哈佛散记。其实其书名可以恰当的理解为，《哈佛追星记—
—一个合格粉丝的自我修养》
2、看完感觉还不错。对想留学或者对哈佛感兴趣的人了解哈佛有一定帮助。第一部分对论文写作、
找资料等也有一些不错的建议。作者对经济学挺有想法，不是个死读书的人。从第四部分的文章题目
就看得出来。文笔一般，但是有实职内容，看完觉得还是有收获的。推荐一下。呵呵
3、书中有一些经济学知识和专业术语，例如宏观经济、新古典主义等，以及关于经济学界内部话题
的讨论，作为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其实，看不懂。但是，作者对在哈佛听课与生活、与大师面谈的描
述，读来不禁有些憧憬，作者能深切地融入这种学术氛围浓厚的生活并乐享其中，想来作者本身也有
着很强的专业水平。而真正让我感触的是，在文章中，有很多关于国内现状的担忧与思考。而最后一
章提出的几个问题及回答，对于非经济专业的读者，也是很受用的，能帮助我们理解发展经济的重要
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本书中所引用凯恩斯的话来结尾。“当财富积累不是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
性时，道德将有巨大的改革。我们将能够摒弃许多假道德准则，它们已经压迫了我们200年”
4、该书已经入围2010第一财经\信诚基金年度金融书籍(欢迎前来加入我们“年度金融书籍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2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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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章节试读

1、《哈佛散记》的笔记-目录

        一、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选课大卖场——shopping day
曼昆与巴罗的宏观
看高手过招：MIT的布兰查德，萨金特的seminar，Alan Blinder和巴格瓦蒂
哈佛经济系的数学：只是一种信号显示，显示你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技术
毕业论文与中国问题：job market paper

学术论文的生产流程：专著是论文的“稀释版”；从工作论文到公开发表的流程。
1、选题：对问题的抽象或提炼。来自自身生活、财经类报纸杂志、名家专栏、思想史
2、文献回顾
3、做模型：一定要做，逃不掉的。理论模型整不出来就做计量模型。体会：一个好的模型一定是一
个你能讲得清楚的故事；建模的技术是假设、逻辑封闭；对于一般均衡的理解（揭示机制），模型结
果的解释
4、论文的打磨阶段：初稿宣讲，或拿给合作者看，看几遍、放一段时间再改一改
5、工作论文阶段：挂到NBER上占个“坑”

二、哈佛名人堂
弗里德曼：Chindia的由来：BRIC中巴西发展不好、俄罗斯没有法制，最后就剩下I和C
马丁.费尔德斯坦：NBER掌门人，培养了一大批政府经济学家，属经济学界教父级人物

理想主义者萨克斯（Jeffrey Sachs）：现任哥大地球研究所所长。提出“休克疗法”

两个“比尔”的毕业生讲话：盖茨和克林顿。克林顿演讲内容是人类面临的不平等、疾病、恐怖主义
，最后他说“Enjoy your differences, but realize that our common humanity matters much,much more”(享受
你们的与众不同，但要意识到我们共同的人性比这要重要得多)。

“大嘴”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哈佛第27任校长，学术神童和学术明星，27岁成为哈佛最年
轻的终身教授。提出“番茄酱经济学”（ketchup economics），认为金融经济学家就像处在番茄酱部
门的番茄酱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不同金融资产价格间的相互关系，忽视对于很多人来说更为重要的问
题，即是什么决定了整个金融资产的价格水平，而这确实一般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他对金融创新的比
喻：像是飞机引擎的发明和革新，这些能使飞机飞得更快，但一旦出事也是致命性的。解决的办法不
是停止使用这些高级引擎，而是将跑道延长（即加强和完善监管）。

伯南克的袜子：穿褐色袜子的一帮人
经济系的第五位克拉克奖得主：2007年由Susan Athey获得
陈岱老的哈佛宿舍：牛津街的Perkins Hall.陈岱孙1926年获的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马萨
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张伯伦的《垄断竟争理论》获威尔士奖，1927年获博士学
位；张培刚1947-1948威尔士奖

胡适与哈佛：1936年哈佛300周年校庆是赠一座龟背大石碑，立在魏德纳图书馆边上。胡适1914年9月2
日至13日波士顿游记。

三、哈佛内外
在美国拾荒：Peabody Terrace
查尔斯河与鲜湖:Fresh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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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散记》

经济系的年终聚餐
哈佛教授的工资：商学院最高，接下来依次是：法律、计算机、经济学、工程、数学、物理；教育、
外语、心理学、社会科学在平均水平，美术和哲学工资最低。
哈佛毕业生何处去：一流的学生做学术，二流的学生去华尔街
哈佛燕京学社
NBER
哈佛的个性与距离：裸跑、QJE(经济学季刊)、《美国经济评论》（1911年创刊）

四、写在哈佛的边上
理财的最佳年龄：50岁
与伟人对话还是与俗人对话：纪念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读原著、抓基础，要和伟人对
话而不是和俗人对话，这是治学箴言”。
经济学还无法把握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宏观经济预测的艺术：九个经济学家十种意见；预测错了怎么办？（预测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被
称为科学并不意味着抬高他或相反”。熊彼特在讨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时候指出：“如果我们
规定使用与数理经济学相类似的方法是科学的特点，那么整个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中只有
一小部分是科学的”。

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曼昆感慨：比起30年前，现在的经济学好像更没用，比起凯恩斯主义，新古典
主义好像更没用。经济学越来越发展成某种理论的游戏了。

民主能促进经济增长吗？本杰明.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增长得到的后果之一就是带来民主、自由。巴罗的
经验分析认为：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并不可靠。华尔街日报上哈佛的Ed Glaeser和MIT的
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曾开战讨论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学需要历史关怀。
能否超越经济增长
当经济学不再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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