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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就在这第二度千禧年到来之际，我被一种难以言表的“世纪末”情结所困扰，总觉得有什么
事情将要发生。
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9·11”事件震惊了世界，特别是震惊了西方世界。
出于一个经济史学者本能的敏感，我意识到，“9·11”事件是美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现代资本
主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就促使我着手研究这个主题。
事实上，早在90年前，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就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预言，列宁也提出帝国主
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亦即最后阶段的论断。
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血火洗礼，西方从这种浴火中走出来，似乎获得了重生，并
且取得新科技革命和周期性经济高涨的成就。
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极度低潮。
这种变化使人们很难相信这两位思想家的伟大预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衰落似乎成了世纪笑谈。
2002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在这期间我不仅接触到大量一手资料，而且近距离观察
了美国社会。
有几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第一，美国社会的移民或“逆殖民”浪潮，即大规模的有色人群越来越多
地占据了社会生存空间，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干着美国白人不愿干的工作；第二，美国人不再勤勉
，消费主义盛行，即使穷人也可以享受“休闲经济”，白人社会特别是下层普遍地染上了懒病；第三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依靠借债生活，花别人的钱，花子孙的钱，相当一批美国人的生活全靠信用卡，
甚至以债养债，其中更有不少人因为信用卡盲目透支而破产；第四，美国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日益
萎缩，而以金融资本为主的虚拟经济盲目发展和无限制地泛滥。
看到美国的这些社会现象，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昔日的罗马帝国：帝国军队的蛮族化，一年200多个法定
的用以狂欢的节日，宁愿做乞丐也不愿劳动的自由市民，等等。
这样的国家不衰落岂不是天理难容？
今天的美国正是昔日的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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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性概念出发，通过理性的同化与异化分析，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与衰落的内在机理，对
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进行解构。
作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就是理性同化的过程，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就埋下了理
性异化的祸根，随着理性同化的完成，理性异化的力量逐渐显现和扩大，并导致一系列矛盾和冲突。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资本主
义全球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得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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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德步，1955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市，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
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著有《产权与增长：论法律制度的效率》、《百年经济衰荣》、
《世界经济史》、《世界经济通史》（三卷）、《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视角》以及译著《迷惘的预言家：美国经济学家的历史》、《剑桥
欧洲经济史》（第五卷）、《剑桥美国经济史》（三卷）等，并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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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理性的作用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
苏格拉底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知识建立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的理性。
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理性与生活是内在统一和本源性一致的。
苏格拉底认为，人只有通过理性的途径才可能得到快乐，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理性隐藏在人的内心
深处，所以真正的知识来自内心。
在苏格拉底基础上，柏拉图则进一步认为，人由三部分组成，即理性、灵魂和肉体，而在这三者中只
有理性才是最高贵的和不朽的。
柏拉图认为，在由我们的感官感知的杂乱无章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清晰的秩序
，而人的理性则表现为一种判断力，即认识世界或规律的能力。
他还认为，理性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感性世界，而且能为我们提供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
。
理性不仅仅是哲学思考方式，也是人生实践方式，是最高生活准则。
这样，在柏拉图那里，理性就成为人类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
可见，希腊人对理性的崇拜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就开始了。
亚里士多德以本体论的方式强化了柏拉图的理性主义。
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
本体论的高度予以思辨地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为一
系列理性原理。
亚里士多德把理性看作人类品格中的最高部分，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就是人的理性智慧，而科学、哲学
、形而上学等是理性的代名词。
一方面，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还使真、
善、美融合为一。
可见，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
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将理性主义推向古希腊哲学发展的顶峰。
然而，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人们开始对理性主义产生怀疑，各种神秘主义哲学于是应运而生，并与
宗教意识合流，导致中世纪宗教哲学的兴起。
从奥古斯丁经过安瑟伦到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传统，都把古代存在中的神性因素看作一个人格化的、
创造的、上帝的神圣理性，而作为被创造物的人的理性只能是一种不完全的理性，并且只能经济领域
的现象，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生活世界的媒介化，金钱和权力作为抽象的交往媒
介取代语言的相互理解，侵入到它不该进入的领域。
因而，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
  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菲将异化理解为“一种环境的综合征”。
他们将这种这种“综合征”概括为互相联系的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没有权能。
“个人抱有希望，或有可能，但他自己的行为不能决定是否出现他所寻求的结果或支援。
”第二，没有意义。
在剥夺了个人对决策的最低水准的了解的情况下，“无法看出周围环境中因果关系的清晰图像”。
特别是工作者认为他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对最终产品的贡献是最低限度的、不带有个人的
性质，是标准化了的，而且，他怀疑最终产品对社会是否具有真正的价值，因而他从他的工作中得不
到内在的鼓励。
第三，孤立。
工作带有片面性，就不能有真正的团结和合作，有了等级制的决策结构，也就不会出现真正的劳动共
同体。
第四，自我疏远。
工人没有权能，感到没有意义和孤立，就会把他们的劳动仅仅作为获取个人物质报酬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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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既然劳动对一个人的自我规定、自我概念如此重要，他也就会把自己看作一种工具，一种取
得某种隐蔽的、因而与他本人相异化或疏远化的结果的手段。
”2.理性的异化功能  自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的权威后，理性概念获得了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至
上性和真理性等多重内涵，其基本功能在于指导人类走出愚昧，认知世界与开拓自然。
但是，这种理性具有明显的“工具”特征，就是说，理性的“工具”方面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因
而成了“工具理性”。
但是这种理性无力解决人的个体性、主观性、自由意志、本能欲求和道德情感等非理性问题。
当理性主义者试图用理性来评价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时，理性便超出了自身的限度。
不仅如此，人开设了工厂，建造了高楼大厦，发明了汽车，缝制了衣服，生产出粮食和水果。
但是⋯⋯这一人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
”特别是近代以来，由科学技术造就的工业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利益动机驱使下，不可避免地对人
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使人类自身的生存根基发生动摇。
理性的异化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异化。
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理性日益异化个人理性。
人的理性出发点实际上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经济利益决定一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丧失了那种坦率的符合人性的特
征，到处渗透着互相利用、互相操纵的精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成了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相互区别、相互利用的关系。
在这种个人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认为，只要每个个体都实现了效益最大化，整个社会也就自然
实现了最大的效益和最大的发展。
但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个体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每个个体以个人为中心来核算成本与收益，将社会
成本排除在外，因而不可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相反，个体成本的外化，往往造成社会利益的严重损害。
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机制激励市场主体，在提高效率和扩大财富生产的
同时，也产生与竞争原则相悖的垄断和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平。
对于理性的矛盾和异化，马克思早就作过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
。
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出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如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的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
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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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西方世界的衰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资本主义兴起与衰落的历史趋势和必然性进行阐
释，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矛盾进行剖析和批判。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增长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反思。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与当下流行的理论很不相同的观点，体现了作者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的价值观。
　　——林岗　中国人民大学《西方世界的衰落》通过理性的同化与异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
解构，探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根源。
作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就是理性同化的过程，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就埋下了理
性异化的根，随着理性同化的完成，理性异化的力量逐渐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衰落
。
这部著作反映了作者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王健　国家行政学院《西方世界的衰落》从理性概念出发，分析研究了西方理性人和经济人
的区别，提出理性人与经济人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对西方近现代经济史，特别是现代化过程进行反
思，对西方现代化的各因素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作者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本身具有文化色彩，体现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价值观念的扩展。
同样，西方世界的衰落也就是西方文化的衰落。
　　——武力　当代中国研究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世界的衰落>>

编辑推荐

《西方世界的衰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资本主义兴起与衰落的历史趋势和必然性进行阐
释，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矛盾进行剖析和批判。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增长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反思。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与当下流行的理论很不相同的观点，体现了作者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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