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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时代
“事实不受感觉左右”。作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

说法，这句话常被对历史几乎一窍不通的人士所

引用，实在颇为讽刺。通过《叙事经济学故事如

何传播并推动重大经济事件》一书，罗伯特·希

勒（Robert Shiller） 试图让我们相信一个相反的道

理——经济事实恰恰是由感觉所推动，而这些感

觉则由其笔下描述的经济叙事所推动——经济叙

事指的是那些颇具感染力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

会改变人们对经济事件的决策方式。

近期出版的大量经济学文献都对认知与结果

的相互推动关系进行了研究。

但希勒却认为，从范围和深度来看，叙事

的力量实际上超过当代经济学所愿意接受的水

平。如果不了解经济事件背后的叙事，我们就无

法理解诸如大萧条（或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个税减

免）等事件，也无法对未来的经济事件进行预测。

希勒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近年诺奖得主

的公开反驳。这些“随机试验学派人士”辩称（过

度简化毫无疑问会破坏公平），科学可以省去不必

要的“叙事”，并以简化的方式明确识别特定政策

干预措施所产生的因果影响，对预期或信念的影

响则无须加以考虑。

但是（而且是笔者强烈认为的是），正是希

勒对待因果关系的方法使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对

大萧条时期的勤俭风气及其这种风气如何引发蓝

色牛仔裤和拼图游戏的流行的相关描述饶有趣味。

但是，他所宣称的“这种现象的风靡……恰恰说

明了大萧条的时间之久、影响之大”这个论断却

多少有些点牵强。类似的事例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无论是亚瑟·拉弗的餐巾纸，还是罗纳德·里根

的笑话（更不用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小故事），

他们都“触及到了当时民众对减税的强烈要求”；

而乔治·沃克·布什在“9·11”事件之后的叙事

则结束了 2001年的经济衰退。

但是，我们为什么相信，这些故事导致了相

关的经济事件，而不是受这些事件所驱动？或者，

也可能这些故事仅仅能够生动而有效地说明这些

经济事件？本书中很少涉及实证研究，也没有提

供最新出版的与政治不稳定等事件相关的文献。

相反，希勒认为，一个特定的叙事可以决定

人们是否做出经济决策并可左右人们做出经济决

策的方式，希勒对叙事重要性的观点本身似乎就

是基于他的上述信念。“最终，由于未获得充分的

信息，大批人士做出了导致经济波动的决策……

而且，他们的决策推动了整体的经济活动。由此

可见，肯定是具有吸引力的叙事推动了这些决策。”

“肯定”是一个论断，而非分析。不足为奇的

是，由于缺乏分析，本书几乎未能制定出一个令人

信服的研究议程。希勒呼吁经济学家借鉴其他学科，

不仅是流行病学，也包括定性的社会研究。他的

呼吁备受欢迎。然而，笔者认为，将希勒的论文

转变为可验证的假设并非易事，特别是如希勒本

人所期待的，使其成为预测和规避经济下滑或经

济危机的机制，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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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范围和深度来看，叙事的
力量实际上超过当代经济
学所愿意接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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