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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我在本书中采用了两条原则。
它没有脚注，凡是对主要结论无足轻重，但专业人士会感兴趣甚至认为十分重要的论证，我或是用小
号字体表示，以提醒一般读者，他可以忽略这些论证，并不会因此错过主要结论所依据的要点；或是
把它们集中在&ldquo;补论&rdquo;里。
　　因此，书中引用或提到的著作，通常只在括号内列出作者的姓名和（在正文不明确的情况下）出
版日期，必要时在冒号之后标明页码，读者可据此查找书后的作者书目。
如果使用的是一部著作的新版本，则新版日期以&ldquo;1786/1973&rdquo;的形式表示，其中前一个日
期是初版日期。
　　一个人即使列出他赖以获得个人知识和看法的全部著作，也不足以道尽他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承
受的恩惠，更遑论编一份目录，把他所知道的、若想声称有资格涉足本书所讨论的这个广阔领域就必
须研习的著作全部囊括其中。
对于我本人多年来基本上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这一过程中得到的帮助，我不想&mdash;&mdash;列举。
不过我希望向库比特（CharlotteCubitt）小姐深表谢意，写作本书的那段时光，她一直是我的助手，没
有她专心致志的帮助，本书也不可能完成。
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巴特利三世（W．W．Bartley，Ⅲ）教授，当我临近完成最后的
草稿却患病不起时，他接过了这部书稿，为出版社对它进行了整理。
　　F．A．哈耶克　　1988年4月于弗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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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的全集——哈耶克著作的标准版本——的第一卷。
读者想必会有深刻的感受，这部新作的论证节奏明快，立场鲜明，既有颇为切合具体的实例，又不时
露出犀利的辩锋，因此他们也会乐于对《西方现代思想丛书10：致命的自负》的背景有所了解。
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
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
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
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
”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
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
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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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F.A.哈耶克 译者：冯克利 等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1899-1992），二十世纪著名古典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与经济学，并于1921和1923年先后
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曾在奥地利贸易周期研究所工作。
1931至1950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经济科学与统计学教授，嗣后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社会与道德
科学教授和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奖。
哈耶克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他对货币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政府干预的研究，但他对社会科学的诸
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纯粹资本理论》、《通向奴役这路》、《个人主义与秩序》
、《科学的反革命》、《感觉秩序》、《自由宪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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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
序
导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

第一章 在本能和理性之间
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
既合作又冲突的两种道德
不适应扩展秩序的自然人
智力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它主要是以模仿而不是见识和理性为基础
文化进化机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机制
第二章 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
自由和扩展秩序
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
“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
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对象及其改善之道
作为自发秩序要素的组织
第三章 市场的进化：贸易和文明
秩序向未知领域扩展
贸易使世界居住密度的增加成为可能
贸易比国家更古老
哲学家的盲目性
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
向财产挑战
我们的知识分子及其理性社会主义的传统
道德和理性：若干实例
错误序列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解放”和秩序
第五章 致命的自负
传统道德无法满足理性主义的要求
传统道德的证明和改进
受事实知识引导的局限性；观察我们道德作用的不可能性
目标不明：在扩展秩序中行为的大多数目标
都不是自觉的或深思熟虑的
未知事物的有序化
为何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
第六章 贸易和货币的神奇世界
对商业现象的鄙视
边际效用和宏观经济学
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无知
对货币和金融的怀疑
对利润的指责和对贸易的轻蔑
第七章 被毒化的语言
语言是行为的指南
词语含混不清和协作系统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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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泛灵论词汇和混乱的“社会”概念
模棱两可的概念——“社会的”
“社会公正”和“社会权利”
第八章 扩展秩序和人口增长
第九章 宗教与传统的守护者
文献目录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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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公元前5世纪——这当然早于亚里士多德——第一位真正伟大的史学家在着手写作伯罗尼萨战
争史时思考早期的人们“如果既无商业，又无陆地或海上的交通自由，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之需外不
再耕作更多的土地，那么他们绝无可能超越游牧生活的水平”，因此“既不会建立巨大的城市，也不
会成就任何其他伟业”(修昔底德，I，1，2)。
然而亚里士多德却忽视了这种见解。
    如果雅典人遵照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对经济学和进化茫然无知的建议，他们的城邦很快就会退化
成村庄，因为他关于人类形成秩序的观点，把他带向一种只适用于静止状态的伦理学。
然而他的学说却支配了此后两千年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尽管事实上这些思想大多数是在一个高度动态
的、迅速扩展的秩序中出现的。
    亚里士多德对微观秩序中道德规范的系统阐述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托马斯。
阿奎那在13世纪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而更形严重，后来这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际上被宣
布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正统学说。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反对商业的态度，把利息指责为高利贷，以及它有关公正价格的说教和对利
润的蔑视态度，都是彻头彻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当然，到了18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事务上一样)的影响开始减退。
大卫·休谟发现，市场可以让人们“为别人提供服务，这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1739/1886：Ⅱ
，289)，甚至不需要他认识那个人；或使人们的行动“有利于公众，虽然他并没有那样的打算” 
(1739/1886：Ⅱ，296)，凡此皆由于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即使是坏人，为公益服务也符合他的
利益”。
因为有了这种见解，自行组织的结构观开始降临人间，从此以后它成为我们理解所有这类复杂秩序的
基础，而过去它们就像是一些奇迹，只有人类所了解的自己头脑的一个超人版本，才能使其产生。
如今人们逐渐理解了市场是怎样使每个人在规定的限制之内，把他的个人知识用于自己的个人目标，
即使他对自己在其中活动的秩序所知甚少。
    虽然有了这项伟大的进展，当然也是因为完全忽视了这项进展，一种依然渗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
观点，一种天真幼稚的、泛灵论的世界观，开始主宰了社会理论，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书
摘1    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    我们必须自我警惕，切不可认为科学方法的实践增强了人类理智的
能力。
以为在一个或数个科学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人士，在思考日常事务上也会聪明过人一一与经验相悖者，
莫此为甚。
一一韦尔弗雷德·特罗特    向财产挑战    虽然亚里士多德对贸易的重要性茫然无知，并且一点也不理
解进化现象；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纳入托马斯·阿奎那体系之后，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教会的反
商业态度提供了支持，然而只是到了后来，主要是在17和18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中间，出现了若干
重要的发展，它们结合在一起，开始向扩展秩序的中心价值和各项制度提出了有效的挑战。
    在这些发展中首要的是，同近代科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理性主义变得日益重要。
我把它称为“建构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仿照法语中的说法)，在此后几百年里，它实际上控制着
有关理性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的严肃思考。
这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一直是我过去60年来从事研究的出发点。
我在这些研究中力求证明，它是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
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的性质和发生做出错误的解释。
道学家们利用这种解释，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终于开始去奉承一些相对而言事业无成的人
，教唆人们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
    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
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
，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
虽然这种学说的错误显而易见，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也支配着文人们、艺术家们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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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的思想。
    为了对以上所言做出澄清，我大概应当立即补充说，还有另一种也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流派，它对
待这种问题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把道德行为规则本身视为理性的组成部分。
洛克就曾解释说，“然而所谓理性，我想它在这里并不是指构成思维训练和推理证明的理解能力，而
是指明确的行为准则，所有的优良品质和培养道德观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洛克，1955
：111)。
不过在那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中，持洛克这种观点的依然只占少数。
    其次，向扩展秩序提出挑战的相关发展，也来自卢梭的著作和影响。
这位独特的思想家一一虽然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反理性主义者和浪漫派一一也抓住笛卡尔的思想不放，
对它有着深深的依恋。
卢梭那些令人目眩的思想佳酿逐渐主宰了“进步”思想，使人们忘记了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
出现并不是因为人类从摆脱限制这个意义上“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因为他们在保护公认的个人安全
领地上所做的努力。
卢梭让人们忘记了，行为规则必然是限制性的，它们的产物是秩序；这些规则正是通过为每个人用以
追求自己目标的手段划定范围，从而大大扩展了每个人能够成功追求的目标范围。
        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场白里声称，“人类生而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因而他要人
们摆脱一切“人为的”限制一一使那些一直被称为野蛮人的人，一变而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真正英雄
，鼓动人们抛弃那些维系着他们的生产力和人口数量的限制，提出了一种对自由的获得构成最大障碍
的自由观。
在宣称不管是同传统还是同理性相比，动物的本能为人类进行有序合作提供了更好的指导之后，卢梭
又发明出虚幻不实的人民意志，或“普遍意志”，通过这种意志，人民“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存在，一
个个体”  (《社会契约论》，I，vii；另见波普尔，1945／1966：II，54)。
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允诺把我们重新带回天国，在那里我们的本能，而不是限制这些本能的通
过学习得到的规则，将使我们有能力“征服世界”，正像《创世记》给我们的教诲一样一一这种理性
主义致命的自负，卢梭的以上言论大概是其主要的根源。
    不错，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观点，但它的威力(无论它自己怎么说)很难说是来自理性和证据。
我们早就知道，野蛮人远不是自由的，他也不可能征服世界。
除非得到他所属的群体的同意，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
个人决定要以个人的控制范围为前提，因此只有随着个人财产的进化才成为可能；个人财产的发展反
过来又为超出头领或酋长一一或集体的一一认知范围的扩展秩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卢梭的呼吁毫无疑问却十分奏效，或者说，它在过去二百年里已动摇了我们
的文明。
然而，它骨子里虽然是反理性主义的，但是由于包含着笛卡尔主义的暗示，即我们能够利用理性直接
满足我们的自然本能并能够用理性为此找到理由，它却对进步论者颇具影响。
卢梭为知识分子发放了许可证，使他们得以抛弃文化限制，为争取不受限制一一自由之成为可能，正
是因为这些限制一一的“自由”找到了理由，并且能够把这种对自由基础的攻击称为“解放”，此后
人们对财产的怀疑便日益加深，不再普遍认为它是促成扩展秩序的关键要素。
人们日益认为，规范分立的财产范围与转移的规则，可以用中央对其用途的决定权取而代之。
    到了19世纪，对财产在文明进展中的作用进行严肃的理性评价和讨论，在许多地方似乎都成了一种
禁忌。
在这个时期，在许多本来想对财产进行研究的人中间，它也日渐受到了怀疑，成为那些相信能够对人
类相互合作的制度进行理性重建的进步论者极力回避的一个话题。
[这种禁忌一直延续到20世纪，例如它在布赖恩．巴里有关(财产的)习惯用法和“分析”的陈述中有所
表现(巴里，1961：80)，其中公正“从分析的角度看，是同‘应得的赏罚’和‘需求’联系在一起，
因此可以正确地说，休谟所说的一些‘公正规则’是不公正的”。
又如缪达尔后来关于“财产和契约禁忌”的言论(1969：17)。
]例如，人类学的奠基人日益忽视财产的文化作用，因此泰勒的两卷本《原始文化》一书，索引中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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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财产和所有权的条目，韦斯特马克确实用篇幅很长的一章讨论了财产，但他在圣西门和马克思
的影响下，认为财产是一种应予反对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并由此断定“财产法迟早会发生重
大变化”(1908：ⅡI，71)。
社会主义者的建构主义偏见对当代考古学影响甚大，不过它在理解经济现象上的无能，最为粗俗地表
现在社会学里(所谓“知识社会学”的情况更糟)。
社会学本身几乎可以被称为一门社会主义科学，它历来公开标榜自己能够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新秩序(费
里，1895)，更晚近的说法则是，它能够“预测未来的发展并塑造未来，或⋯⋯创造人类的未来”  (塞
杰斯特，1969：441)。
就像一度虚妄地声称要取代一切专业化自然研究的“自然学”  (naturology)一样，社会学一直傲慢地
无视对法律、语言和市场这类成长结构做了长期研究的成熟学科已经取得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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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我在本书中采用了两条原则。
它没有脚注，凡是对主要结论无足轻重，但专业人士会感兴趣甚至认为十分重要的论证，我或是用小
号字体表示，以提醒一般读者，他可以忽略这些论证，并不会因此错过主要结论所依据的要点；或是
把它们集中在“补论”里。
    因此，书中引用或提到的著作，通常只在括号内列出作者的姓名和(在正文不明确的情况下)出版日
期，必要时在冒号之后标明页码，读者可据此查找书后的作者书目。
如果使用的是一部著作的新版本，则新版日期以“1786/1973”的形式表示，其中前一个日期是初版日
期。
        一个人即使列出他赖以获得个人知识和看法的全部著作，也不足以道尽他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承
受的恩惠，更遑论编一份目录，把他所知道的、若想声称有资格涉足本书所讨论的这个广阔领域就必
须研习的著作全部囊括其中。
对于我本人多年来基本上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这一过程中得到的帮助，我不想——列举。
不过我希望向库比特(Charlotte Cubitt)小姐深表谢意，写作本书的那段时光，她一直是我的助手，没有
她专心致志的帮助，本书也不可能完成。
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巴特利三世(W．W．Bartley，Ⅲ)教授，当我临近完成最后的草稿
却患病不起时，他接过了这部书稿，为出版社对它进行了整理。
                                                               F．A．哈耶克                                                           1988年4月  于弗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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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致命的自负>>

编辑推荐

《致命的自负》论证节奏明快，立场鲜明，既有颇为切合具体的实例，又不时露出犀利的辩锋，非常
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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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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