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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人身居偏隅僻乡，所处流通蹇迟，虽久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奥地利裔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盛名，但一直不能拜读。
在北京人文在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潘萌先生为本书的出版筹划之际，适逢西安嘉汇汉唐书城在本地
盛大开业，欣然前往，于是得以领教哈耶克，领会其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谬误”。
社会主义，是一个宏大主题，其旨意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和每一个人的自由、生活幸福。
因为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占有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而在生活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为争夺生
活资料而展开殊死的斗争。
这样的争斗，是一部分人把自己的满足和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灾难和痛苦之上，因而，其中是无
平等可言的；在这样的争斗中，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因而是无自由可言的；在这样的争斗中，幸福
仅是对极少数人而言的。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人类从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做自
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和每一个人的自由、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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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社会主义，有的人因个人利益遭损而敌视它，有的人因认识有异而反对它，有的人因误解而置疑
它，还有的人则纯粹为了标新立异而盲目地攻讦它。
在这个阵营中，其具有精神领袖地位的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
谬误》等大作中，不仅“有理有据”、掷地有声地全面否定了社会主义，而且藉此为自己赚取了日益
隆盛的声名，着实令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相当地尴尬、无奈。
本书作者凭藉其执著的共产主义信仰，经过近廿年的独立思考、观察和研究，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
识，从人的本能、人的心性、人的需求、人的生存发展规律的角度审视、评价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
主义是每一个想成为“人”的人、“自在”的人的理想和追求，是人类的高级生活状态，是人间正道
。
本书既可作为对《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的一种回应，亦可为人们改善各自的生活方式、
提高其生存质量提供些许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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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家宏
　　1970年出生，陕西省安康市财政局公务员。
作者从大学时代起一直衷心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二十年矢志不渝，形成了系统的认识，现已完
成《社会主义——人间正道》、《按劳分配——人类自觉的新起点》、《1979至2006年的中国经济革
命》三部书稿，其中，《社会主义——人间正道》中关于十月革命的论述参与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组织的纪念十月革命九十周年研讨，文章编入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
一书。
作者曾在各级刊物有多篇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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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摆脱的尴尬　（四）新帝国主义挽救不了帝国主义的命运　　4.1　帝国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
进步　　4.2　新帝国主义的寄生、腐朽、没落本质　　4.3　社会主义——历史的进步，对帝国主义的
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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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镌刻上自己所处时代的印迹，具有他所处时代的特征
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虽尊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亦概莫能外，他们也只是
自己所处时代的产物。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由于真正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才开始不足一个世纪，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因而充分暴露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制度的致命缺陷。
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占有的反动性和落后性，揭示
了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和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新社会必将到来的发展未来，并第一次发现人
类自身社会的发展运动规律。
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进步。
但是这个进步也只能是阶段性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够对实现新社会的
经济条件作粗略的、定性的分析，而不可能进行细化并量化，更不能预测未来社会的具体情状，他们
只能通过揭示发展规律的形式描绘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以“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
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
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这样的规律性发现预示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实
现，只能预言这个“新的生产力”必将与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从而，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社
会将进步到社会主义阶段。
而至于未来，必须后来人自己创造。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预见若干年后的新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具体情状，而只能以
“高度发达”来简要概括，或者止于泛泛而谈，或者流于蜻蜓点水，而不能着浓墨重彩描绘和强调，
甚至他们不合时宜地认定消灭社会阶级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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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主义:人间正道》是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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