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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结构工程师大多数滑落在雪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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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曾经说过：“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找到自己那条又湿又长的雪道并滚出自己巨大

的雪球”。很真是美好的建议，你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得到个大雪球！ 

------------------------------------------------------------------------------------------ 

首先要说明我就站在这个雪道上，不过我不是在滚雪球，而是在试图不要滑下去，很

多结构工程师以及未来打算当结构工程师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明明受了多年教育培养和工

作磨练，为什么总感觉跟不上这个行业的需求？ 

明朝是中国封建王朝走向巅峰的一个朝代，朱家一直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很好，直到崇

祯吊在树上也没搞明白，明朝为什么倒台？清朝咋说的不用看，毕竟清朝干翻明朝，咋说

都有理，后来咱们常见的说法基本都是政治黑暗与制度腐败，可这说就太撇清自己，明朝

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政府依旧正常运行，换做其他朝代早就闹翻天。明朝灭亡，清军只是

外力，真正的内力是粮食不够吃，李自成本来当个地方邮政官员好好的，早晨起来发现被

下岗，早饭顿时没了踪影。之所以说明朝走向巅峰，就是明末人口逼近 2 亿，在中国历史

上是创纪录的，人是要吃饭饿，按照惯性思维，粮食不够吃，那就多种两块地，多上点肥

料不就多了吗？但这是人的思维，自然规律不是这样，当时的粮食亩产量很低，你就是上

再多的人也产不出更多的粮食，能种的品种基本就是水稻和小麦，不是明朝的农民不努力

不辛苦，而是全家老小齐上阵，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就产几百斤，自己吃都不够。明朝对人

的圈固约束是很强势的，各位可以查查自己的家谱，明清时期能正了八经从南方到北方的

人，基本上可以在中国历史书上有记载的，别说像今天坐高铁直达，估计那时候你自己偷

摸从北京大兴到昌平都能把你九族打个半死。人在这种情况只能在原地多整点地，亩产少



徐珂博客  http://www.jiegoublog.cn/ 

可以用地多来补充产量，注意是补充不是扩大，以此类推，地主、县令、州府直到皇帝

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多得是种去吧，没毛病！万历皇帝之所以不上朝，是因为那时

候确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在原地新开去种，跟美国西部大开发一样，但是过了这个红利期以

后，问题就来了，明朝那时候没有自行车也没有马路更没宝马，丰台农民就算有心种昌平

良田，那也只能做梦想想，圈固是政治因素，人腿活动范围是生理因素，你没法跨越。能

力强当个大地主可以跨越丰台，到了保定府也没戏，上至崇祯最后也没明白过来，这么大

的帝国怎么就没粮食？粮食的产量不够是一方面，粮食生产还跟天气有关，今年亩产 270

斤，农民知道明年能亩产 250 斤就行，如果因为今年高产，您就预估明年亩产 300 斤，您

活在明朝一定会被打屁股！现代人多聪明，既然原有品种产量上不去，换个高产的品种不

就解决了吗？可惜明朝当局没想过这问题，再就是现在大家公认的高产粮食玉米、马铃

薯、番薯在明朝还是舶来品、属于新鲜事物，按照中国传统思维，尤其是天人合一的思

维，这玩意怎么能轻易就上桌呢？所以直到现在还有那种说法：“穷的没办法才吃大闸蟹，

饿的没办法才吃河豚。”不是矫情，像水产品在中原大地在历史上是没多少人吃的，《平凡

世界》讲述的故事距离今天才多远，里面就有黄土高原上挖坑养鱼，饿得前心贴后背还在

问谁吃这玩意的情节，道理一样的。玉米、马铃薯、番薯是南美作物，在明朝引进中国，

番薯耐寒，耐涝，耐碱，适应各种土壤和环境，抗虫能力强，产量极高，明朝就有记载：

“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这跟明朝水稻亩产不足

250 斤天壤之别，但是明朝当局完美地错过这个救命粮食，这些高产粮食在明朝出现 100

多年后，也没有被大面积播种。 

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巅峰朝代，开疆扩土的时候一样面临着粮食问题，满族人相对是

游牧民族，只要能吃饱饭就成，于是南美高产量作物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大面积推广，

于是粮食问题得到缓解，粮食一多人也开始多起来，所谓“康乾盛世”其实就是粮食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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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人口也达到接近 3 个亿，在那个时代农业 GDP 加上人口红利绝对是财富的源

泉，根据一些研究表明，清朝盛世时的 GDP 占世界的 50%，既然这么好，我们继续生孩

玩命种地吧！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巅峰之后就是一路的滑雪道，因为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

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最大的区别是附加价值的差别。早期农业的附加价值很简单，你种了

300 斤粮食，给自己留 200 斤吃，最多还有 100 斤卖给别人，如果想卖 300 斤粮食，基

本得把自己挂掉，而且它的逻辑很简单，大不了上三个人就有 300 斤可以卖，看到没有努

尔哈赤家族也是这么想的，反正不用努尔哈赤家族自己种地，给你吃饱玉米、、马铃薯、番

薯你还能干啥？除了天黑啪人、天亮种田不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天气不好产量下来

怎么办，也没啥饿死几个就行，等明年开春你们还得下地种田。看明白了吗？所谓历史盛

世，其实就是人的数量调节，不管干什么，都是通过增加人力就可以解决，不需要工

业革命来解决。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城邦制的隔绝限制了扩大土地数量可

能，要想在有限的地域上解决财富问题必须得有外挂才可以，工业化就是这种外

挂，它是以节省人力为出发点，其附加值远非一般线性描述，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灯

与使用油灯照明的差别，油灯从发明到现在还是油灯，但是电灯改变着世界每个角

落。清王朝并不是没有接触过工业，但是英国人愿意花大钱买茶叶，中国有的是人

力和所谓的原产地，搞工业哪有多上几个人来种茶，再包装上传统手艺挣钱快，于

是更多的人涌到这里扩大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前面说了农业附加值基本是线性的，

农业经济对人力的吸收能力极弱，涌进来的人越多意味着更多的过剩人力，过剩人

力进一步导致人力成本将低，继续降低农业附加值，这就像滑落到雪道上的人。 

其实说了这么半天跟结构工程师有什么关系，结构工程师又不是农民？当然不是，但

是结构设计是个很奇妙的行业，它就像吃饭一样对于建筑这个行业很重要，当我们手绘施

工图赶不上建设步伐时，就像引进玉米一样引进 CAD，生活一下子就变得美好起来。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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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手算结构计算书跟不上自圆其说时，各种计算软件就像电灯一样给结构工程师照亮数据

整理过程。但是还是有哪里不大对头，我前几年做良渚古城营建方面的课题时，一个考古

专家曾经对我说，良渚先民大约生活在 4000~5500 年前，从遗址发掘情况来分析，他们

生活、居住的方式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没有多大区别。我在那一刻突然想

到，对于绝大多数结构工程师而言，我们只是从农民的身份转变成结构工程师，这跟教育

和工作经验没有多少关系，春秋战国的人一天三顿饭，端坐办公桌前的您也基本如此，只

要人数众多，无论滑落到雪道上与否，并不影响 GDP 的滚动。只要结构工程师数量够

多，并不影响建筑市场运行。对于个体而言，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是否要享受滑雪的快

感？ 

相信很多人不喜欢上面这个说法，我也相信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辛苦工作努力学习，

我只想提醒世界充满了风险，结构工程师的计算假定都存在偏差，也许我们设计的幸福感

就是建立在偏差上。 

 

 

 

 

 

倘建筑师为自由民建屋而工程不固，结果其所建房屋倒

毁，房主因而致死，则此建筑师应处死。 

汉谟拉比法典第 229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