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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纳特·西尔弗，统计学家、作家

和《纽约时报》政治性网站538.com
的创始人。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他成
功预测出49个州的选举结果，2012
年大选期间更是成功预测出全部50个

州的选举结果，被称为“神奇小
子”。2009年，《时代》周刊将他评选
为全球 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
一。

[美] 纳特·西尔弗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天气预报说降水概率为60%，你

出门会带伞吗？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到
底有多大？地震发生之前，我们真的
无法预测吗？中情局为什么会忽略
“9·11”恐怖袭击发生的信号？禽流
感为何会突然爆发，又突然消失？为

什么大数据时代的预测更容易失败？
人类每时每刻都需要对未来进行预测
并制定相应的策略，如此国家、企业
乃至个体才能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对
于“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倍加关注
……

【【精彩摘要精彩摘要】】▷▷▷▷
2008 年

10 月 23 日 ，
股票价格较前
5周暴跌了约
30%，美国股
市崩盘。许多
如雷曼兄弟公
司一样曾备受
推崇的公司纷
纷宣布破产。
在 拉 斯 韦 加
斯，多家公司
市 值 缩 水
40%。失业率

飙升。金融机构破产，数千亿美元流失。
民意测验显示，当时美国民众对美国政
府的信心已降至最低点。此时距美国
的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美国总统大选前通常很平静的国
会，这次却为救市法案站在了风口浪
尖上。这项刚刚通过的法案注定不受
欢迎，所以它需要尽力地给公众留下
维护正义的印象。美国众议院监督委
员会已经约见了标准普尔、穆迪以及
惠誉国际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高
管。这些评级机构受到指控，因为它
们评估数万亿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存在拖欠的可能性。说得婉转些，这
些评级机构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2007年爆发的危机常被视为政治
体制和金融机构的失败。这次危机显
然是一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直到
2011年，也就是这次经济大萧条正式

开始的4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
低于其生产潜力8000亿美元之多。

然而，我十分确信，我们更应该
将这次金融危机视为决策失败的结果
和预测严重失准的结果。这些失败的
预测影响面之广，贯穿了这次金融危
机的全过程；涉及人数之多——从抵
押贷款经纪人到美国白宫的官员，几
乎所有人的预测都是错误的。

最失败的预测通常有很多共同
点，即我们只关注那些符合我们对这
个世界的期许的信息，而不在乎其真
实性。对于那些最难测定的风险，即
使它们严重威胁到我们的幸福生活，
我们也会对其视而不见。我们所作的
各种预估和假设要比现实状况简单得
多。即使在解决问题时绕不开不确定
性，我们也会刻意地回避它。要想了
解此次金融危机的关键点，我们首先
得找出所有失败的预测中错得最离谱
的那个，因为所有的错误都因这个预
测而起。

正常来讲，评级机构会将 3A评级
给予全球范围内少数偿还能力高的政
府和运营状况极佳的公司。而实际
上，数以千计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
券和金融工具居然也都拥有 3A评级，
于是便滋生了投资者靠别人的住房贷
款违约生财的情况，他们赌的是他人
违约的概率。这些评级机构给出的评
级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人们视为预
测：对一项贷款拖欠的可能性作出预
估。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王明珂 著

【作者简介】▷▷
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1992

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现为台
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
员，中兴大学讲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主要从事羌族、西南少数民族及北方游

牧民族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在历史人
类学领域成绩卓著，影响深广。著有
《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
抉择》《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及学术随
笔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内容简介】▷▷
身为“中华民族”的我们，是否曾

想过，何以我们称为“中国人”？“华夏
民族”之形成所由何来？究竟什么是中
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许多研究中
国的学者，也困扰许多居于中国认同边
缘的人，本书即尝试解答此一问题。作

者认为，由线性的历史溯源，以及对所
谓“典型中国人”的研究，都难以解
答 这个问题。因此作者从一个新的角
度——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维持与
变迁——来了解中国人的本质……

▲《华夏边缘：历史记

忆与族群认同》▲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出版

【【精彩摘要精彩摘要】】▷▷▷▷

在清中叶以来西力东渐之影响下，近
代中国发生了所谓“千古未有之大变
局”，此变局之一便是华夏边缘再造，及
因此产生的新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无可否
认，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
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
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
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
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
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番学
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
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如此，传统华夏
边缘之“蛮夷”成为了“少数民族”，与
今为“汉族”的华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
这便是我所称的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当时西方传来
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有相当
深的关联。民族主义下的“民族”概念与
包括“民族学”在内的近代社会科学，造
就近代许多“民族”及相关的民族国家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民族化与国族化潮
流。当时的民族学（ethnology）包含语言
学、考古学与体质学，主要在于探索人类
民族的起源、分化及迁移过程，厘清各民
族的文化特质，以及其在人类文明演化史
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学一方面以人
群之体质、文化、语言特征作为民族分类
标准，并以此进行人群迁移与文化传播的
历史溯源（传播论观点）；另一方面建立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谱系，衡量一民族在
此谱系中的位置（演化论观点）。

欧洲民族主义与此民族学的兴起有密
切关联。体质学与体质测量被用来建立、
维护一个个纯种民族。配合考古学、语言

学与民族学研究，由核心到边缘的民族或
文化传播过程，或由野蛮蒙昧到文明的进
化过程被建构出来。许多学术研究与学术
争论或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或诠释边远人
群的落后，以合理化殖民统治。因此这种
民族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
的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Darwin⁃
ism）。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演
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生物
体，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
全球资源的权力。生物的栖地 （habitat）
概念被转移为国族之生态区理想，这也是
后来希特勒之“生存空间”（lebensraum）
的思想来源。欧美列强由19世纪末起，便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藉此民族学
探勘、调查与研究各地物产民情，作为殖

民施政及经济文化侵略的蓝图。
在此时代背景下，接受“民族主义”

与相关“民族”概念洗礼的晚清中国知识
分子，忧心西方列强势力在中国及其周边
地区的扩张，极力呼吁民族团结及唤醒国
魂。在早期革命派人士排满兴汉之民族意
识下，这个国族曾指的是传统“中国”概
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也就是华
夏；在较能包容满族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心
目中，此国族则包含满、蒙等族。后来在
欧美列强积极营谋其在西藏、蒙古、东北
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合“华夏”（核
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为“中华民
族”的国族概念，逐渐成为晚清许多中国
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在此国族蓝
图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书写国族
历史（或民族史），一方面重新认识及描述

国族边缘人群，也就是过去的华夏边缘人
群。这两者都需借重西方的民族学与其他
学科之助，因而由此产生的知识深受西方
学术新知的影响。在历史方面，刘师培所
著的《中国民族志》与蒋智由的《中国人
种考》，代表这些早期中国国族建构之著
作。在这两本著作中，刘师培之作发表于
1905年，代表以“汉族”为主的国族历史
建构。出版于1929年的蒋智由《中国人种
考》，则已将满、蒙、回、藏皆视为黄帝子
孙了。同时在这两本著作中，我们皆可见
著作者以音韵、体质、民族特质等来比附
穿凿其说之痕。

在民族国家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实践而
造成政治现实的过程中，一些与之相呼应
的学科如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
学等也随西方势力进入中国。

《胡萝卜须》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儒勒·列那尔，法国十九世纪末期

的文学家。他在世只有四十七年，主
要作品有《胡萝卜须》《自然纪事》
《日记》，都是法国文学中的精品。列

那尔一直在法国的乡村生活，他喜欢
亲近孩子和大自然，写的文章有份淡
淡的田园风韵以及孩子般的返璞归真。

儒勒·列那尔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11月出版

【内容简介】▷▷
一个叫“胡萝卜须”的小男孩，满

头红发，一脸雀斑。他的家不曾给他任
何温暖，有的只是母亲的捉弄、爸爸的
冷漠、哥哥的欺负、姐姐的取笑。为了
获得关注和认可，胡萝卜须做了很多蠢
事，好笑又令人心酸。随着成长，他渐
渐明白，只有独立才能挽回自尊，在任

何情况下都要怀着希望，勇敢面对成
长。

一个渴望爱却得不到爱的孩子，一
个个让人边笑边流泪的故事。如果读童
话会使人善良，那么在不如意甚至感到
整个世界都在背弃你时，看看胡萝卜
须，请记得不要有恨，你还有你自己。

【【精彩摘要精彩摘要】】▷▷▷▷
勒皮克先

生 像 平 日 那
样，把盛猎物
的袋子往桌子
上一倒，里面
是两只山鹑。
大哥费利克斯
把它们登记在
挂在墙上的石
板上，完成了
任务。每个孩
子都有自己一
份工作。姐姐
埃内斯蒂娜是

给猎物剥皮拔毛。胡萝卜须呢，他专
门负责弄死那些受了伤但未断气的野
物。总是大家说他的心肠特硬吧，所
以他得到这么个美差。

这两只山鹑挣扎着，脖子不住地
动来动去。

勒皮克太太：“你还等什么，怎么
还不把它们赶快弄死？”

胡萝卜须：“妈妈，我也挺喜欢在
石板上登个记，今天轮到我干这个活
了吧。”

勒皮克太太：“石板太高了，你够
不着。”

胡萝卜须：“那么，拔毛我也很喜欢。”
勒皮克太太：“这可不是男子汉干

的事。”
胡萝卜须只好拿上两只山鹑。人

家谆谆地跟他说怎么个弄法。
“抓紧它们的脖子，要戗着毛抓。”

他一手拎一只，背在背上。他开
始干了。

勒皮克先生：“好家伙，两个一道！”
胡萝卜须：“这样比较快。”

勒皮克太太：“不要假慈悲吧，
你心里才快活呢。”

山鹑拼命挣扎着，浑身痉挛，两
个翅膀直扑，羽毛撒落了一地。它们
不想死啊，可是他只要一只手就能轻
而易举地把它们统统掐死。他把两只
都放在自己两膝中间，为了制住它
们，你瞧，他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
白，，满头流汗，头昂得高高的，什么
也不看，他捏得更紧了。

野禽还是不死。
他冒火了，想把它们早点结果

掉，于是，一手抓住脚，把它们的脑
袋往自己皮鞋尖儿上乱掼。

“啊！刽子手！刽子手！”大哥费利克
斯和姐姐埃尔斯蒂娜大声叫嚷起来。

“他干起来可真有两下子。”勒皮
克太太说，“可怜的野物，碰到他手上
真倒霉。

勒皮克先生尽管是个老猎手，这
时也心酸地走开了。

“好啦！”胡萝卜须把两只死山鹑
往桌上一扔，说。

勒皮克太太左翻翻右翻翻。小脑
袋破了，血涌出来，还渗着一些脑浆。

“早就该把它们从他手里夺过来
的，”勒皮克太太说，“这不脏得要命吗？”

大哥费利克斯说：“的确，他这回
不像以前那样干净利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