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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
多年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
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

    何新没有读完大学，但他曾被中国国家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
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方法上却信仰马克思主义。

    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沧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
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
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
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文革运动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
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
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
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
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
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

    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
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 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
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
一年以后到中国祥科院。
先在科研局作秘书，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
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
（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
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
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
、届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
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的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

    1990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
。
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
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
的分化和崛起。

    1992年3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见他，与
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小时的长谈。
归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
卡斯特罗曾希望了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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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安排下，在北京对他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
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
何新以自己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
他在1987年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 及国家将争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
主要总是并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生产过剩，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增
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
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
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决策。

    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
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
世界各大著名传媒。
1994年后，何新埋头研究和写作，拒绝与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
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考>>

作者简介

叛逆与思考(本书序）/何新
序
本书原名“叛逆与思考”。
所谓叛逆，是指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政治思潮。

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当前，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
值”，以及泛西化。
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

我曾经尝试将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写成自传。

但《孤独与挑战》第一卷出版后，我对之很不满意。
所以我椎迟了出版后续几卷的计划（此书我准备重写）。

近几年中，我接受了孙伟化等朋友的采访。
他们对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进程感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
我感谢这些朋友的采访所给予我的刺激，引发我对自身经历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重新作一系列系统的
反省。
我也感谢立意编写本书的黎明君，他将这些采访录音搞成了文字，编纂连贯起来，提供给我。
使我能对这一系列采访记录作全面慎重的重新思索和修改。

本书并不是一次连续采访的记录。
而是多次、多篇、多人访谈的汇纂和改编。
因此书中作为对谈人的“记者”（已录者），只是一个综合的虚拟人格。

谈话录是一种方便的形式。
通过与采访者的对谈，可以直接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简略明快地陈述出来。
我大跨度地陈述这些观点，目的并不是建构一种体系；而是向读者提示一系列思路。
这一思路中记录了我个人的思考历程，但它们并非终点。
其中也包涵着某些方法。
黑格尔说过，在哲学中方法是比观点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陈述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专著，它省略了对许多复杂问题的逻辑论证。

这种叙述形式很难避免康德所谓“独断论”。
我只是在作主观的自我陈述。
我难以证明我的论点必定对，因此也不介意反对的人们会说它错。

我把此书托付于历史。
托付给那些愿意读它的朋友们。

让人们去批评它吧！
让历史来批判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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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是真话。
这些话，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许多年。

何新
新世纪第一春记于沪上竹园守愚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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