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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内容概要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
程。本书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1920年冬天。它的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前后；1936年 1月或2月，
它作为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勃朗塔尔家中举行的
一次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宣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对那次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
叫卡尔·希尔弗丁，不久他就成为盖世太保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出席者还有其他一
些哲学家。其后不久，我在伦敦经济学院F.A.冯·哈耶克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这
篇论文的发表耽误了好些年，因为我投稿的那家哲学期刊拒绝接受我的稿子。第一次分三部分发表于
《经济学》N·S．1944年第11卷，第42、43期，1945年第12卷，第46期，自从那时以来，意大利文译
本（米兰，1954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年）相继以书籍形式问世。本版的正文已作了修改，并
有若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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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後面兩章實在讀不下去， 現在的心智不能達到。放到以後吧。
2、这本书不错，经济法概论老师推荐以后读了一下。本书的精华，就在于对历史决定论的几个前提
的逐一反驳。另外著者提到的“俄狄浦斯效应”振聋发聩。
3、可证伪~
4、虽然读的有点痛苦 但是他真的是太厉害了啊！！！
5、第一部分[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观点]
6、“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是想象力的贫困” 换句话说就是傻逼
7、这本书可以很明确感到波普尔 思想的清晰明朗。
8、真不错
9、虽然读下来有点费劲，但还是很有意思的
10、就是这本薄薄的书，我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了进路。追寻波普尔的逻辑是一种享受。
11、我的启蒙书之一。
12、渣翻译+渣校对，误人子弟
13、翻译很不通畅，原书也比较难理解，一直以为波普尔以逻辑清晰著名我就可以少费很多事了的。
。波普尔提到的几个问题倒是很有意思，我相信书的原本会更有意思，可惜不是全部都懂
14、对于哲学，社会学的东西的确要开始多多的了解了。
15、要再读一遍
16、逻辑很怪
17、这书需要看两遍。
18、任何事情都没有完美的，所以整体主义永远是错的。只有一点一点的改进，不断出错，认错，改
错，无限循环，不断进步，是为“渐进主义”。
19、直接读两遍，不愧是波普尔。从整体主义到乌托邦，配合食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风味更佳。
20、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
21、历史决定论不只有马克思主义一种形式。
22、全文的翻译相比大陆同时期的书稍好一点，但还有很多地方前期连贯。这两天看完这本书，很明
显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批驳了形形色色的“历史决定论”之后，终于在最后将自己的底给亮
出来了，但稍显可惜的是最后自己历史观的论述篇幅较小。
23、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肤浅批判，有启发性，但是不够厚重
24、决定暂时因噎废食，这翻译根本看不下。
25、短短一百页看的老娘要死了，要不是为了写书评我这辈子都不会看这！本！书！
26、誓死反对马克思。
27、他真的有给出任何有用的洞见吗⋯⋯还是只是作为一个懂科学的哲学家在故弄玄虚？
28、历史是未知和命定的辩证统一
29、非常有启发，打4星是因为有些地方实在读不懂，对不住波普尔先生
30、校对员真的可以拖出去打死。。。
31、真的很难好不好。。
32、很多书很难懂估计多少和翻译有关，尤其是从图书馆扒出来的骨灰级。写了8页读书报告，到现在
也只沦到空有框架的地步。
33、这要是一个虔诚的马哲信徒看了非得把书撕了不可⋯⋯但其实还挺有道理的，本来嘛，知识不断
增长，知识影响历史发展，那还怎么准确预测人类历史发展啊。
34、教我如何看待历史的第一本书
35、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保持质疑，将其当作科学理论进行驳斥，个人感觉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克
思炽热灿烂的人文情怀。翻译真的不忍直视，很难读。
36、重新看待历史，需要重读
37、对历史决定论，及相信人类历史所谓既定方向并妄图规划其发展的理论予以了强有力的批驳。
38、观点知道了，论证一点没懂，囫囵吞枣翻了一遍，不敢装逼打高分。八十年代出的书我都会看看
印数，果不其然，印数1-60500册。真是个既可爱又诡异的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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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看的最早80年代华夏出版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哲学的著作都不易翻译，也不易阅读。大致上赞同
波普的“贫困论”思想，五部论题法是关键也是核心。书名觉得叫《历史决定主义论的贫困》更好~
40、立即作为科学哲学例子来看。
41、作为当年整篇毕业论文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它至今还在影响我。
42、曾经读得死去活来的书~~
43、批判历史决定论。
44、论文式，闲来读娱乐性不足
45、2010.4.12 图书馆2372/103
46、大学回忆
47、一本探讨方法论的著作。作者语言简洁准确，且靶子明确——历史决定论。
48、这样的小册子，做不到逻辑上应有的严密，但的确足够有某种意义上的“煽动性”，也算是与书
中观点相应成趣——谁说非决定论就不是基于“感情吸引力”呢？
49、因为把钥匙刮在家了，来回花了接近四个小时拿钥匙的路上看完这本书的事我会到处说吗？越来
越喜欢看论文了....尤其是逻辑思维强的论文。
50、我会继续读波普尔的书的~很有道理，涉及面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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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5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章节试读

1、《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笔记-第1页

        挑着看了几十页，完全不懂说了些什么，也没弄明白什么叫历史决定论，暂存入辉格党神秘文献
处

2、《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笔记-第26页

        不再是部落主义的其他形式的历史主义或许仍然保留一种集体主义要素；它们或许仍然强调某些
团体或集团，个人便微不足道。选民说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所提出作为历史目的的东西遥不可及。因为
尽管以相当程度的明确性描述了这个目的，但要达到它我们还必须得走上一段漫长的路程。而这段路
程不仅漫长，而且还弯弯曲曲，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因此，终究有可能把想得到的历史事件妥善地
放到解释框架中。没有想象得到的经验能够驳倒这个目标。而对那些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它提供关
乎人类历史终极结局的确定性。

3、《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笔记-第27页

        它的种种特征为两种最现代形式的历史主义所共有--一方面（右翼的）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历
史哲学和另一方面（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种族主义以选中的种族取代选中的民族，作为命
运的工具，最终获得世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选中的阶级取代选中的民族，作为创作无阶级社会的
工具，同时，这个阶级也注定获得世界。这两种理论都将其历史预言建立在最终发现一种历史发展法
则的历史解释上。

4、《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笔记-第1页

        历史每个时期都有特殊性，不能为普遍规律所概括
普通规律泛滥导致宿命论
社会是有机的（完整，记忆），不适合实验的方法
物理中的新是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社会新事物却时常更新，不会重复
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可以被理解，但不能为普遍规律概括，因为每个事件独一无二
社会因为不能隔离实验，社会生活以人的精神生活为条件，所以极端复杂，导致我们不能发现规律（
如果存在）
历史预测很重要，但很困难，因为预测可以影响预备的事件，从而防止预测事件的发生，使其失效；
也有可能促使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从而破坏了预测的客观性
社会是整体的，而非个体相加
直觉悟性方法:分析事件起因，结果，境况，客观历史趋势
社会科学更多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起码无法做到数学公式的地步，很多性质无法量化
方法论本质主义，事物的不变本质，只有通过它的变化才能被理解

进行大规模预报，短于精确的短期预报
普遍规律应该是适用于人类整个历史，但超越历史时期的社会齐一性是没有的，普遍规律是一个时期
过度到另一时期的发展规律
预言和技术预测
能动主义
否认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作用

社会渐进工程 乌托邦工程 整体
建造社会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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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研究的方法不可能实现（纷繁复杂以至于不能掌握整体）
各个历史时期的区别，不使社会实验成为不可能（某些区别不一定给社会科学造成特殊的困难），我
们还会进行渐进的实验。反复实验提高了我们解释新遇到的社会条件的能力。只是难以随意选择实验
条件
有效的概括并不局限于具体历史时期，超时期的概括是可能的
不存在普遍的进化规律
事件的任何连续或序列都可以用某一个规律或某一组规律解释，纯属错误的想法
历史连续事件中的“方向”只是一种趋势，而不是规律
趋势不同于规律
历史决定论的主要错误，“发展规律”其实是绝对趋势，它们是无条件的预言，而不是有条件的科学
预测
应关注实际的独特或特定的事件，不关注规律和概括
写我们感兴趣的历史

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笔记-第15页

        神秘主义可以被解释为渴求封闭社会所失去的一致性的一种表现，因而它也可以被解释为开放社
会理性主义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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