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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艾伯斯坦将哈耶克作品的全貌准确完整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并勾勒出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哈
耶克最早从其良师益友路得维希·冯·米塞斯那里接触并服方膺了自由市场的理念，在此后的岁月里
，哈耶克的研究遍及各个领域，他用一系列权威著作论证了自由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法律、政治、伦理
和经济条件。
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于1944年出版后，在全球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
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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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秋风，学者，现居北京。
已出版译著《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贵州人
民出版社）、《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反资本主义的心诚》
（吉林人民出版社）。
并发表了大量经济评论文章。
目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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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用观念战胜观念（代序）导论第一部 战争 第1章 家庭 第2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3章 维也纳大学 第4章 
纽约 第5章 米塞斯第二部 英国 第6章 伦敦经济学院 第7章 罗宾斯 第8章 凯恩斯 第9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 
第10章 资本 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第12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 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第三部 剑桥 
第14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第15章 方法论 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 第17章 成名 第18章 朝圣山学
社 第19章 心理学 第20章 波普第四部 美国 第21章 芝加哥大学 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第23章 社会思
想委员会 第24章 密尔 第25章 《自由宪章》 第26章 影响第五部 弗赖堡 第27章 《法、立法与自由》 
第28章 自由与法律 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 第30章 政府与伦理规范 第31章 观念史 第32章 萨尔
茨堡第六部 诺贝尔奖 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 第34章 弗里德曼 第35章 晚年的货币思想 第36章 经济事务
研究所 第37章 撒切尔夫人 第38章 祖父 第39章 《致命的自负》 第40章 去世 第41间 “普遍的和平秩序
”附论哈耶克主要著作年表参考文献综述缩略语对照表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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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0年。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
米塞斯于1881年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既利沃夫，今系乌克兰西部城市——译注)。
高级中学毕业后，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威克的研讨课。
他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理论》’(1912)。
米塞斯强烈地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货币供应增
加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军中服役，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他利用自己的
影响力在1921年帮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个工作职位，该职位是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负责起草终战
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
哈耶克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
关于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事，哈耶克曾解释说，　“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
，我就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职位。
”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
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
米塞斯看着我说，　‘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
’　(大笑)”②“这基本上是真事。
我曾经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
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靠近乎。
不过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
”①“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
”哈耶克回忆说。
　“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
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是副理事
长。
”④　　作为领导，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能够体谅下属。
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之外，他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件比
较困难、要承担责任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给了我。
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去商量。
他们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让他们有失身份。
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
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①。
　　在哈耶克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
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
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
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
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
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和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跟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T．赫伯特．冯。
费尔特一起，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Gcistkreis(“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
神兄弟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小组每月聚会一次进　　行讨论。
　　讨论小组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后来到美国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政治哲学家，
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阿尔弗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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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茨，社会学家、哲学家；瓦尔特·弗勒里希，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
斯·考夫曼，哲学家，法学家，后来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
还有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成为经济学家，后来出任维也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奧兹卡·莫尔根
斯泰因，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
马赫卢普；弗里德里希·恩格尔一雅诺西，历史学家。
哈贝尔勒和马赫卢普后来都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在不同时间曾经参加的则有艺术史家奥托·贝内施和约哈内兹·韦尔德，音乐理论家和律师埃马尼尔
·温特尔尼茨，心理分析学家罗贝尔特·韦尔德尔。
讨论小组中的不少人也是米塞斯讨论会的成员，有的一开始就是。
有的则是后来加入的。
　　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专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经拿这个讨论小组与米塞斯的研讨会作过比较。
她说。
尽管“米塞斯的研讨会与哈耶克和费尔特创建的讨论小组成员上有不少重合。
不过，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更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⑥。
费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
从中可以看出，讨论小组十来年讨论过的题目非常广泛。
他们曾经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
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
讨论小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进行讨论的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费尔特和
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所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研讨课上经常受到践踏。
与米塞斯的研讨会截然不同，这个讨论组特别强调要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
。
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⑦。
：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个讨论组。
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费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才搞起了这个讨论组。
哈耶克主要是费尔特试图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讨论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
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⑧。
小组的讨论是在私人家中举行。
“一家一家轮流做东——一般是在晚餐后。
我记得我们一般只供应一些三明治和茶。
大家围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
经常来参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说10位、11位。
”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一水儿全是男性。
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讨论组成员也能“了解那儿的动向”⑨。
由于排斥女性，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曾用贬义的口吻谈到过个讨论组。
　　1923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了第二学位，随后在3月他去了美国。
这个学位是大学新设立的政治学专业学位。
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了经济品的价值，这让维塞尔很恼怒。
　　1924年5月自美国回国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米塞斯多大影响，但在这之后，他开始参
加米塞斯的研讨会，并受到了较大影响。
从1921年10月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到1923年3月他去美国之前，哈耶克仍然在大学学习，是维塞尔的
学生。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他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
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
米塞斯影响过哈耶克的另一个领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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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
哈耶克也受过维塞尔的影响。
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
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这种认识论，维塞尔说：　“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
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
理论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缺乏自然科学中精确的观察工具而绝望。
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实践科学，可以做得更好。
经济学理论不用费劲用一长串推导去证明一个规律。
在这些学科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绝不会出错的声音所传达的规律。
”米塞斯也说过：“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的行为范畴为
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观察和内省的过程。
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
　　米塞斯在别的一些领域也对哈耶克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下面一些领域：　　研究方法　　我的
著作(指《社会主义》)是一次科学的探索，而不是为政治而争论。
我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尽可能不受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影响。
　　态度与纲领　　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脚步，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
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不能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
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们。
只要争取到这些人，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
　　哲　学　　文明开化的人类是会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还是可以避免这场大灾难，是一个应该为
命中注定在未来几十年中将行动起来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因为决定这一命运的。
正是他们的行动背后的观念。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哈耶克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个思想家。
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里给我们带来更多
生动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
看他们穿行于历史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
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常不同的遭遇。
　　这些不同的遭遇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走向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
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出光彩。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前者如以赛亚。
伯林在《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一文中讲述的。
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使一种哲学发生畸变的故事：休谟哲学的谦和品质注定了他与民族激情和宗教狂
热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然能够蜕变为给神秘
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
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
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欧美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竟成了激进派保种图存的呐喊。
至于后一种沉寂多年后重焕异彩的例子。
我们也可以举出被伯林发掘甚力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我常想，思想大师的原典固然必要，但这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是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
很多味道的。
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
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
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来看待“新问题”，比起各种貌似
新颖的理论来可能更具说服力。
比方说，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当政时的德意志第二帝
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蛮能干的，它们的成就并不
逊色于当世，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与今天也多有相似之处。
我们若是搞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人为
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
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
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
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
去寻找智慧。
如果说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衹是很会跟人类
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袒露于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
等到问题成堆乃至尸横遍野之后，我们才醒悟到它那样做　　其实只是为了戏弄我们。
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
才使得思想史乃至于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
　　时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既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
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于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哈耶克的生平传记可以利用的情况下。
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
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能够从此书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它也确实能
够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上个世纪的遭际——这个世纪与思想家本人的平淡生活大不相同，充
满了复杂多变的戏剧性情节。
　　文本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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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对这本译著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
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
其一涉及到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
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
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
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
他从过去一百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
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
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
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
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
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
大威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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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哈耶克传》是一部杰出的传记作品，全面描述了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一生，包括
其生平和思想，文笔优美，引人入胜而又不乏批判和反思，为你理解哈耶克的生平、哲学和贡献提供
了一条易于理解而又具穿透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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