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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騅 

「砍柴與放羊」對投資者的益處 

 
前陣子網絡上瘋傳了一句子： 

 

「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天，他的羊吃飽了，你的柴呢？」 

 

短短 27 個字，引起了網友的廣泛討論。有人將故事延續，比如說砍柴的和放羊的互

相介紹客戶，越做越大；有人說三人行必有我師，就算人生沒有交集，聊個天了解世

界，沒什麼大不了；有人說應該放棄無效社交，道不同不相為謀。 

 

筆者喜歡這些「作者已死」的故事。「作者已死」的結構美學中，表達作品本身的意

義不由作者賦予，而是由受眾的觀察、延伸思考和演繹而得出。越簡短越留白的作

品，為讀者留下越多空間反思，運用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咀嚼細味。 

 

作為喜歡順應邏輯和咬文嚼字的人，而且本身也會寫作的自己，筆者看到作者的用

意：一開始就用清晰定義將故事中兩主角放在對立面。筆者也深知，角色定位衝突是

古今中外偉大文學的根本： 

 

《奧賽羅》(莎士比亞，1603 年) 中善戰無謀的主角和陰險作惡的副官伊阿古；《西遊

記》(吳承思，16 世紀)中性格和造化全不相同但又一起取西經的四師徒；《雙城記》

(更斯，20 世紀)中受政治迫害的醫生曼奈特和放棄承繼貴族身份的丹尼；甚至《復仇

者聯盟》(漫威，1963 年至今)中正義無私的美國隊長和缺乏父愛的鋼鐵人。 

 

「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簡潔但不清晰，讀者們只能合理地猜想他們的人生毫

無交錯，只是偶然相偶。他們也許是鄰居，他們也許是兄弟，他們也許真的毫無瓜

葛。正因如此，這句話才得以瘋傳。 

 

人們習慣在這種二分法的框架下，延伸放大，總結了很多大道理，真是驚為天人。可

能是筆者看太多商業史和企業家傳，不太吃這一套。經歷近年的職業生涯轉變，筆者

走向實用主義，行事都缺乏這種「砍柴與放羊」的討論，思想也偏向佛系：做該做的

事，等緣份到了，結果自會出現。不評論有什麼感覺，也不會去想。 

 



其實投資也沒什麼大道理可言，筆者更教不了你們投資的理念，就像這篇文花了八百

多字說一些摸不著邊的東西，對你們毫無益處。有時間的話，看看你們的投資組合

中，有什麼企業最近出了什麼重要的消息，然後執行買賣。 

 

筆者是工程出身的，好友是投資出身的。我和他聊了十年，我們都走上了價值投資的

路，而且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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