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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前言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由两大基石支撑，这两大基石的建立少不了他人的帮助。“实物基石”是英
国教授学术研究院奠定的。该研究院作为两所英国人文科学研究院之一，其宗旨在于：  一则减轻高
端科研项目中的“繁琐的管理程序”；二则（这个宗旨虽然不及第一个宗旨高远，在当下却刻不容缓
）将科研人员从本科教学的讲台上解放出来，因为本科教学打上了过重的“行政管理”的烙印，因此
束缚了科研人员。我能有幸获得教授职位，部分原因是我被圣·安德鲁大学推荐，参加全国比赛。在
参赛期间，圣·安德鲁大学校长给予我全力支持。1995年10月，在我成为沃尔夫森教授团成员后两年
，我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艺术史学院的院长，与我在圣·安德鲁大学担任的职位相当。牛津大学同时任
命我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同事保罗·克劳瑟，与我共事。保罗孜孜不倦地开展艺术史系的工作，富于
敬业精神的她成为我学习的楷模。席勒·巴拉尔女士尽心尽力帮我做文书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她的帮
助使我在初到牛津大学的3年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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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内容概要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主要探讨了艺术和科学中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的内涵，它们反映了“结构知
觉”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自然界中的应用。《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以全新的视角、用历史的眼光
审视图像，用科技知识阐释艺术作品，将过去的图像和文字材料以及现代的手段相交融，跳出科学严
格的分界和艺术分类的束缚，在重视历史的同时审视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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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作者简介

马丁·肯普是牛津大学美术史的教授。他最为人知的一面或许是作为研究达？芬奇艺术科学的世界主
要机构中的一员。他是国际达？芬奇项目2006年欧洲重要巡展的驱动力量。
    肯普博±在伦敦剑桥大学和CourtauId学院主修的是自然科学和美术史。自然科学模式和关于美术的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们研究的项目。他先前的出版物包括：《达？芬奇：自然与人神奇的
杰作》  （牛津，2006）：《达？芬奇》（牛津，2005）；《西方艺术的牛津说明史》（2000）；和《
设想：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丛书》——在“自然”杂志中一个广受好评的栏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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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书籍目录

插图目录简介前言和鸣谢第一部分　太空之旅　　1.探索盒子的秘密　　2.一如既往的盒子第二部分　
微观和广阔的世界　3.类比的艺术：达·芬奇和帕里希　4.互动的艺术：罗伯特·桑顿与浪漫主义时期
　5.整体和部分第三部分　洞察力设计　　6.自然几何学　7.成长和形态　第四部分　掌控之外　8.照
相机　9.真实的记录　10.看不见的世界　回顾和展望——一个纯理论的结构　译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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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章节摘录

这些连续体，或者说某些视觉策略的反复出现，对我们理解人类持久的表达对自然的洞察的方式有深
远的影响。我们研究过的这些有深刻洞察力的人能够有规律地利用他们对次序的直觉，这种直觉将自
然从最小的单位延伸到最大的整体。我们见证过这样的直觉，在最基本的几何和机械层面上运作的最
小的机制，可以引起复杂程度很高的器官形式和功能。相反地，我们也看到，复杂体系如果从整体的
层次上来了解，会拒绝分解为小的机能部分。在我看来，“分解论者”和“整体论者”之间的冲突被
过分夸大了，因为通过部分来研究整体和把部分作为整体的功能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做是现存的我们了
解自然的互为补充的有力工具。从历史上看，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正确性还
将持续，因为这两种模式都植根于直觉之中，我们将继续在根本的人类层面上使用这些模式。而且，
不管我们让机器为我们做多少工作，最终还是由我们决定做什么、怎样做。很自然，分解论者和整体
论者都坚信他们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决定着他喜欢哪种方法。我还认为
“分解论”和“整体论”两种方法相互补充的本质超越了人类认知系统的连续性。即使是最标准的新
达尔文主义形式中，偶然突变的盲目选择和自然选择机制形态结合的演变不能视为是从物理化学法则
的设计限制中分离出来的孤立的操作程序。不过这个十足公式化的表达过分简化了，容易使人产生误
解。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完整的模式，就要有一个更细微的差别理论。从地球上生命出现的
第一刻起，到高度发达的有机生物体的出现，再到现在，选择机制已经并且将继续充斥着浩如烟海的
数据库。此复杂性在于其特性，它以非随机的方式在显著的自我组织中，随时表现着其极端性——以
此来实现此效应：  即它在有机和无机形式的每个阶段中都发挥着一个成型作用，包括DNA滋生螺旋
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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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编辑推荐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将给专业人士以及热爱艺术的读者带来深刻启迪的图书，同时也是值得您倾
心阅读的一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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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精彩短评

1、点解老外的学术著作都比较通俗直白呢？
2、读到第三章第7节，全书涵盖了丰富的科普知识，无奈生物方面的知识不扎实，也只能匆匆扫过，
但感觉告诉我，这是本值得收藏的书
3、艺术、科学和直觉——从达·芬奇到哈勃望远镜。。
4、　　    巴斯提亚特觉得政府资助戏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法国经济学家1850年写道：不错，如果
政府用6万法郎去资助戏剧，艺术消费者的偏好能得到满足，艺人的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看得见的收
益；但是纳税人的口袋里被拿走了6万，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买别的来满足其它偏好，而且推动其他
行业从业者收入的提高，这是看不见的损失。谁说看得见的收益一定大于看不见的损失呢？事实上社
会比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何在，所以看得见的收益很可能小于看不见的损失。巴斯提亚特的这篇文
章叫《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其实这只是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之一，他想说明的是：衡量一个经济行为的好坏时，不能只用
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体的后果。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种种报道让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国企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低谷
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说1998年国有资产年利润总额才213亿元，“现在一个月的利润有时
都可以突破1000亿”；据说02到08年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据说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
的82％，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据说中移动已经成为
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总之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身”
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耀我国威
”；由国企工人下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减少；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在增加等等。
　　    问题是，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当然有。最明显的自然是
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
益。其次是效率的损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
位移，而且是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失。据统计国企占有工业贷款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
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据学者
统计，过去十年，民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
会。还有就是环境的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一项“看不见的”的损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资金和政策优势赢得
市场，它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搞技术或管理创新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
”，国际市场上却鲜有中国产品以“品牌”取胜。
　　    更有甚者，“看不见的”损失还会蔓延到制度和政治层面。04年的“国退民进”大讨论中，以
郎咸平为首的一大批人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无，只要有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
国企，也可以做好。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猫还是民营猫，只要有竞争，就可以变成好猫。但问题是，
市场上充斥着又大又强的国企时，市场竞争可能是公平、充分的吗？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
号：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竟得以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国家的宏观紧缩政策似乎总是选择性地冲
击民企；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个亿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而民营航空公司亏损几个亿却只能倒闭；为
冲销国企呆坏账，政府将成千上万亿纳税人的钱转入国企的腰包；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向了国企
和各级政府，民企却很难分得一瓢羹⋯⋯皇帝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抢一个状元，竞争如何公平？离开
产权改革谈论市场竞争，就像脱离了体重级别谈论拳击比赛一样，逃避了问题的核心。既然竞争不公
平，国企“转身”的成本可能就还包括公平、法治、制度透明⋯⋯学者陈志武曾经指出，越穷的政府
越可能走向宪政，因为它必须依赖于和社会力量的谈判来稳固地位，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政府却往
往无须听命于民意的指挥棒。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
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而“看不见的”损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
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
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
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很长链条才能展现。这是好事吗？我们知道，
当一个肿瘤已经大到触手可及时，它已经暗暗长了很长时间，等你发现它时，往往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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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5、垃圾 胡扯 瞎编
6、一本涉及面太广以至于杂而无法深入的科普书。喜欢一段引用的诗,“在谷粒大的尘沙里看世界,天
堂在狂野的花中,抓在你手掌中的无限大自然,短短一个小时抓住永恒。”还有就是,原来斐波那契数列
会趋向于黄金分割比例!
7、巴斯提亚特或者说巴斯夏和刘瑜都很好，可是说的不是这本书，作者跟内容都不对。
8、感觉讲经济学讲得不太严谨，论述得一般，不算特别出彩，即使是休闲娱乐阅读，看这个大概还
不如去看看微观经济学吧。最后发现原因大概是这本书太老了，都还在讲富人的马车呢。。。
9、Connect All Things Together...
10、题目很大，但是感觉作者没有能力把握这个题目
11、我觉得马丁·肯普写得巨好，但是给这个翻译翻得巨烂！！！看不下去了！！糟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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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精彩书评

1、巴斯提亚特觉得政府资助戏剧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位法国经济学家1850年写道：不错，如果政府
用6万法郎去资助戏剧，艺术消费者的偏好能得到满足，艺人的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看得见的收益；
但是纳税人的口袋里被拿走了6万，他们本可以用这些钱买别的来满足其它偏好，而且推动其他行业
从业者收入的提高，这是看不见的损失。谁说看得见的收益一定大于看不见的损失呢？事实上社会比
政府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何在，所以看得见的收益很可能小于看不见的损失。巴斯提亚特的这篇文章叫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其实这只是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之一，他想说明的是：衡量一个经济行为
的好坏时，不能只用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
体的后果。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种种报道让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国企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
低谷之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据说1998年国有资产年利润总额才213亿元，“现在一个月的利润
有时都可以突破1000亿”；据说02到08年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据说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
转量的82％，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据说中移动已经
成为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总之十年下来，国企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国企的这个“华丽转
身”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耀我
国威”；由国企工人下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减少；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在增加等等。问题是，这些
“看得见的”收益背后，有没有“看不见的”损失呢？当然有。最明显的自然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
性国有企业导致某些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和质量不足，这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效率的损
失。同一份国家资源，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位移，而且是经济整
体效率的损失。据统计国企占有工业贷款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再次是就业的损失，
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据学者统计，过去十年，民
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就是环境的
损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是偏向于高污染型的大型工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项“看不见的
”的损失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资金和政策优势赢得市场，它为什么要辛
辛苦苦搞技术或管理创新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国际市场上却鲜
有中国产品以“品牌”取胜。更有甚者，“看不见的”损失还会蔓延到制度和政治层面。04年的“国
退民进”大讨论中，以郎咸平为首的一大批人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无，只要有
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国企，也可以做好。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猫还是民营猫，只要有竞争，就可以
变成好猫。但问题是，市场上充斥着又大又强的国企时，市场竞争可能是公平、充分的吗？一系列事
件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竟得以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国家的宏观紧缩政
策似乎总是选择性地冲击民企；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百个亿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而民营航空公司亏损
几个亿却只能倒闭；为冲销国企呆坏账，政府将成千上万亿纳税人的钱转入国企的腰包；4万亿救市
资金，大多流向了国企和各级政府，民企却很难分得一瓢羹⋯⋯皇帝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抢一个状元
，竞争如何公平？离开产权改革谈论市场竞争，就像脱离了体重级别谈论拳击比赛一样，逃避了问题
的核心。既然竞争不公平，国企“转身”的成本可能就还包括公平、法治、制度透明⋯⋯学者陈志武
曾经指出，越穷的政府越可能走向宪政，因为它必须依赖于和社会力量的谈判来稳固地位，相比之下
，财大气粗的政府却往往无须听命于民意的指挥棒。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企膨胀“看得见的”
收益其受益群体往往清晰而集中：国企雇员、与国企有紧密联系的政府部门和人；而“看不见的”损
失却由模糊、分散的人来承受：消费者、纳税人，可以说受损者的组织程度很低。这大约也是为什么
当初“国退民进”会引起民怨沸腾、而今天“国进民退”时则进行得不知不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
这些“看不见的”损失不但损失本身隐蔽，受损者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危害大约要通过很长时间、
很长链条才能展现。这是好事吗？我们知道，当一个肿瘤已经大到触手可及时，它已经暗暗长了很长
时间，等你发现它时，往往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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