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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阅读日本书系：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套装上下册）》是日本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村上泰亮的重
要作品之一，将作者三十余年来以各种形式研究和讨论过的观点做了总结，重点放在对以往进步主义
的历史观的批判上。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进步史观的黄昏》由六章构成，主要进行一般性
和理论性的批判，下册《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绪论》也由六章构成，提及了一
些特定的具有专业性的经济学话题，围绕目前存在的世界性政治经济问题，尝试提出若干建议，并进
行了一些概括性的、略带哲学色彩的讨论，超越了冷战时期的思维模式，打破了现代经济学的古典自
由主义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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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村上泰亮（1931-1993），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日本《中央公论》等杂志评论员，与佐藤诚三郎等
人同为中曾根康弘政权智囊团成员，曾担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际大学教授等。
主要著作有《经济成长》《产业社会的病理》《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文明的多系史观》等，其著
作集《村上泰亮著作集》（全8卷）由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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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除此之外，正如第三章强调过的，国民国家之间为了战争，需要组建国民军队，发扬爱国
主义精神。
工业化和民族主义的推广都需要动员民众，让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迅速扩大民众参加政治活动的范
围（所谓的普通选举），并在经济分配上实现平等化。
各国的保守派政府也早已不能维持以教育程度和资产为标准的限制性选举。
民族主义的冲动逐渐为“大众专制政治”提供了土壤。
这样，民主主义的优势在工业化和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下确立了下来。
以民众讨论为基础的多数决定制体现出的自由主义因素，随着民主主义的进步逐渐减少了。
 之后不久，在19世纪后期，批判不平等的声音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平等带来了自由的缺失
。
这个意见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状况。
19世纪后期，包括限制选举制和分阶级教育的制度在内，很多歧视性的制度仍然存在。
机会的平等由于歧视性的制度受到损害，是从机会的平等化到自由的转变过程中必须经历的。
不过这一点也只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
有人虽然被赋予了选举权，但没有向候选人提供资金的能力，这就有可能被认为构成了参政的不平等
。
另外，就算考学时完全按照考试的成绩决定入学资格，贫困者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都不利，因此他
们可能认为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仍然是不平等的。
显然从这些看法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机会的平等无限接近结果的平等。
但至少在我们所了解的社会背景下，要想保证结果的平等，就需要政府的大范围介入。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的结果。
以同样的方式不加限制地追求机会的平等，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是不可能的。
 将这一点的来龙去脉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马克思主义。
它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包含着“结果的不平等”——剥削，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自由
。
各阶级之间由于有本质上的不同，不会出现通过讨论产生的民主主义，所谓中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根本
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占多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利益”才是“社会的利益”，资产阶级虽然极力遏制工人阶级，但最终会
被多数人打败。
那时，真正的民主主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其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无可争议的、真正的民
主主义。
由于“拒绝讨论、多数决定制和个人利益”获胜，所以社会主义是“机械的多数决定制”的终极形态
，能够完美的呈现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对立。
由此，民主主义化的趋势在20世纪又加快了步伐，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它以结果的平
等这一理念为中心，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沉重打击了“讨论的民主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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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套装共2册)》是日本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村上泰亮的重要作品之一，将作者三十
余年来以各种形式研究和讨论过的观点做了总结，重点放在对以往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的批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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