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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索罗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学生，他的思想和世界观深受其哲学思想影响。
他在本书中谈到了其对人类行为的易错性，思维与真相等问题的理解，认为“我们身处一个不完美的
社会，人类行为具有彻底的易错性”，试图从认识论层面重新激发人们对当今世界的看法。

　　索罗斯还在书中谈到了自己对911事件、反恐战争、以及美国民主自由世界观的看法，针砭时弊地
指出这个时代缺陷———暴政、暴戾、无知以及傲慢；同时，也提出了他对开放世界的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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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和大多数人相比，索罗斯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能比他
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
作为对世界金融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索罗斯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

　　索罗斯被认为是“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也被指责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他是一个攫取巨额财富的金融大鳄，也是一个声名卓著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自1979年以来，索罗斯成了一名活跃的慈善家，开始帮助黑人学生进入种族隔离下南非的开普敦大学
就读。
他成立了一个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的慈善网络组织，致力于倡导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
该基金组织网络每年的支出约为4.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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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导言
第一章 思维与现实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永远和真实的世界不相一致，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在无意识间的想法也成了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理解思维与现实的关系，就好比射活靶。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着世界。
这样一来，人们便无法对世间万物获得完美的认识。

第二章 开放社会的意义
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但承认，并且还接受现实中固有的不确定性。
开放社会的特征在于，当中存在一些有助于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制度。
经济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参与者也拥有决策的自由权利。
只要选择的空间足够充分，参与者便能就资源进行最佳配置。
金融市场也为参与者判断投资决策正确与否提供了有效的反馈机制。

第三章 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顾国际舆论和国际法的反对一意孤行地歪曲事实，世界秩序便会陷入岌岌可
危的境地。
这些情况让我措手不及。
我一直将美国看作民主国家的典范和开放社会的旗帜，但谁能料到这样一个国家会成为世界秩序的威
胁？

第四章 感觉良好型社会
作为感觉良好型社会，美国无法长盛不衰。
如果想继续领导世界，美国就必须勇敢面对失意的现实。
有政客愿意站出来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吗？
如果真有政客愿意这么做，但人们听得进去吗？
毕竟，感觉良好型社会不愿接受半点坏消息。

第五章 世界秩序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国家利益，我们还应关心人类的共同利益。
可是这种想法或许太过理想化了。
我想再次强调，感觉良好型社会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
美国的政客不愿意质疑反恐战争，那么他们还会告诉选民我们对世界负有独特的责任吗？
和他们支持者的利益相比，谁更重要？

第六章 探索替代方案
在可预计的未来，没有一个主权实体有能力取代美国，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布什总统执政的八年时间
里急剧衰退。
不幸的是，下一届政府发现自己很难恢复美国过去享有的领导地位。

第七章 全球能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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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资源诅咒以及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对政局动荡的国家和地区的
依赖性与日剧增；资源供应紧缺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逐步恶化。
所有的线索组成了一场严峻的全球危机——一场对全人类都将构成威胁的能源危机。

附录 框架原型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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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既然理性行为是不可企及的，那么它为什么对我们的世界观如此重要？
答案是：理性行为是一种理想的情境，当中不存在出乎意料的结果。
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的认知，但是知道得越多，我们的境况就越好。
而追求知识也一直是人类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
 大部分人对待现实、知识和真理的看法都根源于启蒙运动。
当时人类对自然的力量知之甚少，也不懂得利用这种力量。
但科学方法为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因为科学方法当时正在产生显著的成效。
将现实看做等待人们去发掘的事物，这种观点无可厚非。
毕竟，那是18世纪，人们对地球的探索都还不完全呢！
首先搜集事实，接着再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让人颇有成就感。
人们可以从不同途径、不同方面获得丰富多彩的知识，因此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
理性扫除了几百年来的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是进步的胜利感。
主流世界观认为，人类的认知功能没有极限。
这种观点只意识到了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单向联系，还把现实当成了独立存在的事物；并且认为只要表
述和事实是符合的，人们就能理解现实。
 这个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 Vism）中达到了巅峰。
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渐渐在维也纳发展活跃起来。
该主义，符合文法的表述非真即假。
倘若表述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范畴，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事实和表述当做不同的实体，认为二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就在于真实的表述符合事实
，错误的表述则不然。
 表述也可能是事实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可能性总是被人们忽略。
说谎者的悖论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个悖论最早由希腊克里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提出。
他曾说，所有克里特人都说谎。
如果他所言为真，那么克里特人就全是说谎者，身为克里特人的埃庇米尼得斯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
所说的这句话应为谎言，但这与之前假设此言为真相矛盾；假设此言为假，那么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
克里特人都说谎。
因此埃庇米尼得斯的表述是错误的。
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为说谎者悖论作出了解答。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正是被罗素从维也纳带到了英国剑桥。
罗素将表述划分为两大类：自相关性表述（self—referentstatement）和非自相关性表述（non—self
—referentstatement）。
由于我们无法明确判断自相关性表述的真值（truthvalue），因此罗素提议把自相关性表述归为没有意
义的表述。
他的解答或许维护了事实和表述之间的简单分界，但却阻碍了人们思考与其相关的问题，甚至会忘记
自己的存在。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这种观点的荒谬性。
他在《逻辑哲学论》一书的总结中写道，能够看懂本书的人必须意识到它是无意义的。
但不久之后，维特根斯坦放弃了逻辑实证主义，开创了分析哲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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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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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系索罗斯毕生思想的总结，他最重要的一部思想
类著作。
这是一部极具诚意与深意的作品。
世人眼中的掠夺财富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善意、诚恳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所有爱他恨他的人面前。
他在书中谈到了早年生活对他的影响，特别是纳粹德国占领了他的祖国匈牙利后的流亡经历。
同时，在伦敦经济学院追随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学习生涯，塑造了索罗斯的哲学观，对他的思想和
后来的人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这是一部极具思辨和理性的作品。
索罗斯在书中发展了卡尔波普的哲学，重新阐释了真理与谬误、人类的易错性、远离均衡状态等问题
，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原本就是不完美的、易错的时代，而开放的社会必须认识到，所有规则都是不
完美的，都需进一步的完善。
这是一部极具现实关切和实践意义的作品。
索罗斯在书的后半部分深刻剖析了当今美国面临的问题，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感觉良好型社会”，
是建立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主要的障碍。
他极力反对伊拉克战争，批判布什政府，痛陈欧盟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改善能源问题的方法。
书中勾勒了索罗斯的全球开放社会的蓝图，让人看到这个时代、以及我们每个人身上潜在的无知与傲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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