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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细如牛毛!还是阔大如斧劈!

属于技法和风格的范畴" 这里
却被用来衡量艺术家的诚意"但
看一看潘曾莹留存下来的仿古
山水册!就知道#细皴$里包涵了
多么大的诚意%潘曾莹的山水画
从摹古入手!得到戴熙的鼓励和
指点" 技法&风格学黄公望或董
其昌!愈晚愈简淡!不追求繁琐
的画面和复杂的技法"文人画很
早就脱离对象的限制!作为媒介
的笔墨表现与道意传达成为评
判高下的标准"历代画论多以简
淡为上品"但具体操作上往往难
以做到"美术史家蒋宝龄为人画
了一件'西庄草堂卷(!切切地给
中间人写信!想要谋求多一点润
笔!却不能以这是一件如何高明
的杰作为说! 而只能絮叨自己
#布置点染前后费半月之功!润
笔必需从丰$%在时间有限!多数
只能草草应付的酬应模式中!肯
多花一番功夫! 多费一番笔墨!

确是难得的礼遇了%在人情的庸
俗艺术观里! 李慈铭是内里行

家%他首先把尺子放到受赠人王
廷训本人身上! 非正途出身!官
职低!年纪轻!当不起这份#细皴
密字$的诚意% 那就只有一种东
西可以加码了)**别敬银子%李
慈铭意绪难平!其根源还在于对
京官和地方官之间畸形利益关
系的不满% 别敬是官场陋习!但
在当时并不违法!各级官员都不
甚避讳% 但既然是谈艺术!还是
想为潘曾莹做一番辩护%李慈铭
打量王廷训的时候!忽略了他还
是一位高明的花卉画家%花木形
态的穿插披拂!设色的清丽和多
层次!都非常近似赵之谦% 潘曾
莹对这种风格很感兴趣!曾通过
赵之谦向他求画% 既是艺术同
道!又有馈赠在先!潘曾莹慎重
图写也属情理之中!似不应理解
为是觊觎外官别敬的刻意之举%

在
山林画家的跌宕生涯
和激扬文字中!常被认

为包含着艺术追求所必备的情
感因素% 而仕途平顺的钟鼎艺
术家们文字雍和! 艺术进阶中
经历的挣扎和苦难一概无迹可

循% 如果说常熟翁氏的日记中
还偶尔掀开个人情绪的一角 !

潘氏家族则从曾莹& 曾绶到祖
荫都经过同样的严格训练 !日
常生活在日记中被压缩得只剩
下谁来&见谁!一丝喜怒哀乐也
不见% 既使是面对戊午科场案
和因病休退这样的大事! 文字
上也绝看不出半点波澜% 偶尔
一句+月色甚好$已像是大尺度
的情绪表达! 足以让人浮想联
翩% 诗不能怨!画也不能% 老一
辈的词臣张照在大部分时间里
的诗歌都和平持重!索然寡味!

只有当个人身陷囹圄时才迸发
出最具性情的呐喊!深刻生动!

却也因此获罪% 由鬼神和人物
题材的'定王息肩图(所引起的
朝廷震动中! 潘曾莹和他的父
亲都被裹挟其中% 潘曾莹一定
还记忆深刻%题材的开拓!墨法
的探索! 都可能与特定的情绪
相联系而带有危险性% 正统山
水画代表了高逸的理想! 是从
康乾时期就确认的皇室品位 %

整个山水画坛笼罩在一片抒
情& 冷淡的笔墨之下! 铁桶一

个!无由打破%翁同龢在北京的
琉璃厂!世家的箱箧间!翻来翻
去都是四王的遗孑% 花卉画领
域则有新的发展% 词臣画家和
在野 +八怪 $异旨同趣 !生发出
多重境界% 组合而来的四君子
图& 岁朝清供图被认为完全吻
合士大夫道德修身的要求 !同
时也成为市场的宠儿% 赵之谦
和海上画派从花卉画里找到艺
术的突破和创新! 离不开这样
的土壤滋润% 当时擅长画梅的
官员有好几位!在李宝嘉的'官
场现形记( 里被狠狠地讽刺了
一通% 潘曾莹最擅长的花卉也
是梅%早年清隽工整似陈淳!遒
劲谨严!意态完足%后期趋于粗
放!得金农的趣味%

道咸以后的内忧外患之
中! 似乎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
的画案% 在之前扬州画派和之
后海派两种山林画艺! 以及金
石学的夹击之下! 这一群官员
画家们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汤
贻汾和戴熙被认为是这一时期
画史成就的终结% 后世政治因
素所造成的对于正统画风的排

斥! 以及阅画主体身份和观看
方式的变化! 使得这些绘画轻
易地被贴上沉闷&保守&技巧探
索缺乏等标签%事实上!文人画
在它诞生时所担负的社会功能
和所反映的政治生态具有与画
史杰作同等重要的价值% 钟鼎
画家的作品借由手中扇面 &案
上册页和壁间挂幅的日常流
动! 自然地嵌入政治精英们的
日常生活之间%在动荡的北京!

守着诗文书画的旧式! 潘家的
这张画案前远非一个艺术鉴赏
圈!而更是潘氏家族&南士群体
和北京官场的一个权力流转
场%十几年下来!你方唱罢我登
场! 很可以看出京城官员活动
的细微轨迹% 潘曾莹从有望复
出的大员!慢慢老衰!家族新的
代表潘祖荫迅速成长! 也使得
这个繁忙画场中过往的人群发
生各种变化% 新旧人才次第粉
墨登场! 似乎仍是惯见的官场
沉浮! 却已接近士大夫诗画生
涯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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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经济学原理"是央行上

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研究员王

振营的作品# 近期由中国金融出

版社出版$ 作者在书中创新构建

了交易经济学理论体系# 并基于

交易经济学理论框架为读者描绘

了一幅不同于主流经济理论的图

景$ 总体来看#交易经济学理论架

构从三个层次展开# 分别是描述

主体行为的微观层次# 短时域上

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宏观层次#以

及长时域上经济系统演化的远观

层次$ 笔者认为#本书在微观%宏

观和远观三个层次上对主流理论

形成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

在微观层次上!交易经

济学以人类有限理性为基

础!并突出了交易主体的非

同质化特征!更加符合经济

现实

首先#交易经济学放弃了主流

经济学对主体的细分#将家庭和企

业统一归入交易主体的范畴#在此

基础上为交易主体设置了统一的

行为范式&&&交易预期收益函数$

交易主体进行交易的目的相同#即

预期收益最大化$交易主体的统一

也为在宏观层次上考察主体间相

互作用提供了便利$

其次# 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对

'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交易

经济学只赋予交易主体有限理

性#没有主流理论中的'经济人(

聪明#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交易主

体预期和所考虑安排的是有限未

来* 二是交易主体在决策过程中

会受到外部环境干扰# 而交易主

体抵御干扰的能力有限* 三是交

易主体只具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

力# 当信息超过上限或信息秩序

混乱超出可判断范围时# 交易主

体将失去求解最优解的能力$

再次#交易经济学对主体的最

大化决策模式进行了非同质化处

理$交易经济学批判主流理论对主

体行为的同质化处理方式#认为每

个交易主体拥有的信息不同%面对

的约束条件不同#必然会导致交易

决策的差异化$因此在交易经济学

中#每个主体都是在各自不同的信

息集和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认知

和决策能力来进行决策#并通过不

断的学习%调整和适应来克服有限

理性#体现为对交易预期收益函数

中的参数不断进行调整$

毫无疑问#交易经济学对主体

行为的描述客观地反映了现实世

界中经济主体的不完全理性和异

质性特征#更加符合经济现实$

在宏观层次上!交易经

济学以交易网络代替市场

机制作为主体间相互作用

的媒介!更加真实地再现了

经济系统的运行情况

在主流理论中#经济的运行是

通过价格将企业与家庭两类主体

连接起来#市场是定价机制$ 在市

场机制下#企业与家庭遵循着相同

的价格反应模式&&&供给方对价

格的正向反应和需求方对价格的

负向反应$通过供求双方对价格不

同方向的反应#一切交易在市场中

通过价格调节最终实现供求均衡%

市场出清$ 因此在主流理论中#主

体对价格的反应模式决定了经济

系统由负反馈特征主导$

交易经济学认为主流理论没

考虑到预期对价格的影响#因为无

论企业还是家庭#在面对价格变动

时的视野是点状的#而不是一个包

含时间长度的区间$ 但现实中#一

旦交易主体有了对未来预期的判

断# 并将这种判断运用到决策中#

将产生更灵活的价格反应模式#此

时主流理论建立在市场负反馈模

式基础上的均衡便难以实现$正如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指

出# 一旦受到未来预期的影响#供

给和需求曲线会移动直到达到均

衡的假设将不再成立$

可见# 由于市场的居间关系#

使得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被大

大简化# 从而导致主流理论难以

对经济系统的复杂运行机制做出

细致描述$ 为此#交易经济学选择

了系统论的架构# 不再以笼统的

市场作为媒介# 而以主体间交易

形成的相互联结的交易网络作为

媒介$ 与简单的市场机制相比#交

易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方式更加复

杂和多样化#要对即期价格%价格

预期%交易环境%交易信息等诸多

因素做出反应$ 主体间相互作用

在网络上传播%集聚%扩散#一旦

形成具有自强化机制的反馈#便

会在相应的市场产生动能强大的

交易势# 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出现

爆发式增长或者雪崩式危机$

交易经济学也不再使用主流

理论的均衡分析框架$ 事实上#主

流理论中均衡的概念伴随着这样

的世界观&&&未来蕴含于现在之

中#原则上只要充分知晓现在就可

以预测未知的未来$而交易经济学

新范式的核心洞见是#经济系统的

未来状态具有开放性#而不是被当

前的事实规定了发展的归宿&&&

均衡$因此交易经济学没有设计推

动系统自发实现的平衡点#而是采

用开放的%由数量庞大的逐利主体

在各自目的的引导下通过相互作

用推动和创造的过程#经济系统始

终处于不断发展演化的进程中$

在基于交易网络作用机制的

理论架构下# 交易经济学为经济

系统描述了一幅完全不同于主流

经济理论的图景# 使经济系统更

富于动态性和多样性$

在远观层次上!交易经

济学在更宽广的时域上考

察经济系统的演化!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经济系统复杂

多变的特征

根据以个体还是群体为研究

对象的不同#经济学被区分为微观

和宏观经济学$在学术研究的视野

上#微观和宏观的范畴是基于研究

对象空间尺度大小的层次划分$但

除了空间尺度的划分#时间尺度的

划分同样十分重要$对于具有不可

逆演进方向的社会经济系统而言#

建立时间尺度上的分层研究更十

分必要$ 对经济系统的理解#不仅

要有短期的小尺度时间上的研究#

还必须要有大尺度时间上的研究#

将经济系统放置在更宽广的时域

上来考察其演变节奏和演变规律$

为此#交易经济学基于时间尺

度定义了短观层次和远观层次的

研究范畴$短观理论是基于小尺度

时间上的研究#以经济系统的短期

参数为中心#诸如制度%技术和文

化知识等长期变数被假定为不变$

远观理论则是基于大尺度时间上

的研究# 忽略经济系统的短期变

化#集中研究经济系统的长期演化

机制#体现在对制度%技术和知识

等深层要素的考察$微观和宏观经

济学均属于短观理论范畴#而以经

济系统演化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则

属于远观理论范畴$

由此可见#交易经济学通过引

入基于时间尺度的分层研究#最终

形成微观%宏观和远观的三维研究

视野$而且#微观%宏观和远观三个

层次间具有严密的逻辑联系)交易

主体对收益的追逐是经济系统运

行和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经济系统

的运行发展又推动了经济系统的

演化#不断演化升级的经济系统反

过来为交易主体提供了更广阔的

交易空间$这使得整个经济系统就

像设计缜密%结构复杂%环环相扣

的庞大机器# 实现了微观与宏观%

短观与远观的内在逻辑自洽一致

性#也更加准确地反应了真实经济

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

综上#!交易经济学原理"一书

在反思主流理论缺陷的基础上#

尝试构建交易经济学理论来克服

这些缺陷# 对现有理论进行了改

进和突破# 提升了对经济现象的

解释力# 是进行经济理论创新的

一次有益尝试$

!作者为同济大学财经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同济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博士"

创新构建交易经济学理论体系

王盼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