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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奴役的道路》

精彩短评

1、七十年前的书，读的很拗口，最主要阐述社会主义和纳粹的区别，独裁和计划是孪生子，对法律
，社会组织，和集体荣誉都做了探讨，跟历史一结合，哈耶克预言了我国五六十年代⋯民主不是自由
的目标，而是实现自由的手段。启发点都是片段，后面再来补
2、极权主义的特征与社会演变现象的描述
3、大学时候就读了
4、表面上像往天堂行进，实际却在向地狱进发。
5、终于看完了。。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原文如此。。比看天书还痛苦。。完全看不懂在说
什么。。
6、翻译得有点拗口。
7、序言的内容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诋毁谩骂偏见都不能影响它深刻的见解和先知般的预言
8、巨牛
9、如一声惊雷在你耳边响起
10、后面那个副标题好...
11、可能版本不大好，太多的佶屈聱牙。作为高举自由旗帜的斗士，哈耶克和科斯，在体制和企业中
，都探寻出问题的本质和效率的源泉，但即便对有见识当局而言，大概多是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智力
体操，WEN最近的哀鸣是最好的例证。 
12、作为老乡，WS教授的推荐书目让我睡得很香
13、我没有读过  我可耻 我可耻。
14、更清楚的说明了 自由主义 集体主义等概念，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要看清他本质，受益匪浅的
一本书。真的是内部读物啊！
15、「对于政治自由的伟大的先驱者来说，自由一词指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他人的专断的自
由，是从束缚住个人的羁绊中获得解放，这种束缚使他除了对于上级唯命是从以外没有丝毫选择的余
地。但是，新的自由诺言，却是不贫困，是从必然会限制我们大家抉择范围的环境的强迫中获得解放
。」
16、一般，论证的很混乱，不过结论有启发力
17、配合许小年教授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读的话，可以更好的理解本书的内容，同时对中国大陆目前
的现状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8、把社会主义日爆了⋯⋯
19、第13本，本行学科⋯翻译变扭，其实主要就是自由主义思想⋯
20、副标题：内部读物 出版日期：1962年。没记错的，胡风什么的就是那年吧。哈耶克，右派。看完
之后觉得他很右。
21、浪漫空想自由主义
22、自由主义，反共，反集权。
23、非常感谢Timur分享电子版。再推荐下；打印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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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奴役的道路》

精彩书评

1、1999年11月11日 星期四 阴转晴躺在床上看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本典型的自由主义的
教科书。若是从前，我必然抱着相当挑剔甚至反感的态度去看。我们这代人还是受政治教育的教条影
响太深，以至于我以前相信一切变化是仍是符合为那个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运行体制和意识形态。我错
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清醒了。或许公视的《飞跃2000》系列给我巨大震撼也是原因之一罢
。《通向奴役的道路》写于1944年，然则过了50多年，其中的许多言语仿佛就是在正对中国现状而言
。每每从前人的作品中看到同样适用于今日的启迪时，我不禁讶异于我们到底走了多少弯路，我们所
经历的这一切存在多大的价值抑或包含多少可怕的谎言。书中说：“从一种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
逐渐演变成另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至少能够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
的生活方式，这种演变是和商业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哈耶克的本意是讲自由主义在早期于欧洲兴起
，但可以看出，这段话多符合我们目前所谓改革的状态。还有哈耶克认为计划有两种，“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强制权力的掌握者（是否）最好一般地把自己只限于创造条件，使各个的智慧和进取心有最
好的活动余地，以便他们能够作出最好的计划；或是要合理利用我们的资源（是否）就得根据某种有
意识地想出来的‘蓝图’对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可见，如今我们正从第二种转为第一
种，实际上现行的经济体制已背离了社会主义，我们实施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宣传不过是在欺骗自己
。既然自由主义好，那便适用它，为什么死抱着教条不放呢？如果有更好的，那就把自由主义也抛了
罢。同时还看了《南方周末》任剑涛的《反省法国大革命》。显然，作者是要借题发挥，抨击（用这
个词夸张了些）现行制度。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历史惊人的重复。雅克宾派们在革命之后“仍旧死陷在
‘革命’的洞穴假象之中，以‘不断革命’来满足一种心理上、道德上的激情需求，那么，革命势必
走到自己的反面：一方面，革命的正当性理由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另一场断送革命的历史活动因此
展开。”我们解放后的道路不也这样走过来了吗？作者阐述了他对社会改革的观点，我觉得相当不错
。一、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其实便是法治思想）二、从自由意志向政治自由的过渡
。（抛弃空洞的说教）三、从平等诉求向制度转轨的滑动。（公平的内涵重心移转）四、从博爱渴望
向社会宽容的迁移。（道德模式现实化）
2、《通向奴役之路》的读书笔记（分章节）第一章、�被委弃了的道路我们虽然努力让人类的未来更
好，但是这种努力好像把我们推往相反的方向：我们向社会主义越来越近了。虽然战争中国家社会主
义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被清算。自由主义是西方世界的重要遗产，重要的思想家，塔西陀
、托克维尔，洛克，自由主义的重要旗手自由主义推进了社会的进步：1、生产力的大发展；2、思想
的大释放。但是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1、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像在自
然科学中控制实验一样控制社会的发展。2、自由主义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看上去很慢”，人们习
惯用现在的标准审视自由主义，而不顾及能有这种标准时拜自由主义所赐。3、部分对自由主义的错
误理解：自由主义=自由放任，自由主义是对权贵者的辩护。结果：不列颠的自由主义不断退缩，德
意志的社会主义不断扩张。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哈耶克认为：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不可以调和的
。共产主义是纳粹主义的加强版本。两个疑惑的解释：为什么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死敌？答：纳粹
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将自由主义视为敌人，他们之间的争执，是因为争夺话语权和党徒的需要，因为纳
粹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极为容易转换的。为什么共产主义貌似有自由主义的伪装？答：共产主义偷
换了概念，他们强调经济自由，认为若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就没有意义。但共产主义的经济自由
，事实上就是平均分配财富的意思，并不是真正的创造出超常的财富。第三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下面的一个种类计划经济的深入人心，其原因在于大家对规律和秩序的要求，其
实人人都有计划，而且现代社会保护竞争制度的法则。但是社会主义者的计划，目的是在于对个人和
掌控和财富的再分配。但是在制度还没形成以前，人们在走向另外一个方向：例如垄断在行业中盛行
，这必将归结于国家的控制。事实上，计划和自由，是两个对立的方向，融合后会变得更坏。第四章
、�计划的不可避免性计划不可避免性的理由1、效率、规模经济，回应：规模不经济的存在，为什么
垄断没有在经济最发达的英国首先出现？2、现代经济出现的问题，非计划不能解决。回应：正是因
为经济复杂，所以才需要自由竞争的方式来传递价格信息。分工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3、除非垄断
，技术无法更好的推行和发展。回应：从长期来看，不能证明哪个技术是真正好的，除非付诸竞争，
而且自由诚可贵。计划是人做出来的，人的偏好是不同的，计划者必然不能协调。第五章、�计划与民
主主义有些人认为，自由主义是漫无目的混乱的，但是没有考虑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它要选择一个

Page 5



《通向奴役的道路》

标准，这个标准可以将每个人的偏好作出区分，但是事实上不可能，人的能力只能做到做好自己的规
划以及身边人的规划，难以想象一个“超人”能兼顾到所有的人。这种理解并不否认国家的存在，但
是国家的权力必须要有限制，根据有的需要全部人同意，有的需要大多数人同意。一旦国家掌握了过
多资源，则个人的自由必然会被反噬。计划经济需要一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这和民主政治的原则不
符合，民主政治需要协商和妥协。这就显得民主政治很低能。计划和民主是互斥的。民主体制也有可
能导致独裁，民主只是方法，而自由才是目的。第六章、�计划与法制法治的头号原则就是：政府的权
力应该尽量的小。计划与法治是冲突的，计划是相机抉择的，不能从法律中获得指导，这样法律就被
撇开了。法治优于计划有两个论证：1、政府的计划越多，个人的计划越困难。2、政府有能力预测到
它的影响，也就能事实上决定它的影响。法规沦为奴役人民的工具。计划不可能公平，计划的公平适
用于小范围，在大的范围中，不得不委托个人来决定什么是公平。这样的随意性就越来越强。某些国
家没有法治，但是不能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合法的。这说明有法律不能代表有法治。第七章、�经济管制
与极权主义（已阅）计划经济必然具有非法制性：绕过法律解决经济问题，但是这不是计划经济只涉
及经济而不涉及政治的理由，因为纯粹的经济目的是不存在的，所谓经济目的，只是为了达成其他目
的的经济因素。只有金钱，才给人们敞开了最大的选择范围。要知道，我们觉得生活中很多东西比经
济价值更加重要，其原因是：我们有在经济事务中选择什么更重要。垄断者的威力我们已经知道，但
是一个国家垄断者的目的决不仅仅在于税收，它能控制我们消费的前提是在于它能控制生产。而工作
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最大部分。再没有比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处境更痛苦的事情了。经济管制的后果就
是人不再视为一个人，而是一个工具，极权主义将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计划经济要比历史上一
切专制统治更加严密，这是因为社会分工如此精细，每个人的生活都严重的依赖于另外一方，所以说
，真正的经济自由，不是共产主义所宣称的免去选择的烦恼，而是经济选择自由。第八章、�谁战胜谁
？竞争和正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徇私。私有制是自由最大的保障，国家拥有了财产权利，就可
以介入个人的一切生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公平，但是往往产生更多不公平，要记住人为产生的不公
平比自然产生的公平更难忍受。社会主义从来不提绝对公平，而是提相对公平，但是相对公平从来不
能给社会政策以一个正确的引导，所谓相对公平最后还是沦落到向富人索取。政权既然介入了一切生
活，就要考虑到分配的问题了，到底怎么分配？社会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他们劳动的一切生产物”，
这样耗费资本较多的产业工人就比那些耗费资本较少的产业的人员，例如教师，打字员的收入要高。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公平了第九章、�安全与自由绝对的安全并不可取，绝对的安全代表绝对的控制，绝
对的安全的地方只有在军队，整个社会搞成一个大军营是可怕的，因为作为个人没有其他选择。为了
追求安全，现在也有各种限制，例如某个行业或集团的限制其他人进入，这样就保证内部人的安全，
其代价就是那些不太好的行业大规模的失业的出现。这是一个优势者对劣势者的剥削，为了追去安全
，我们造成了更大的不安全。现在有一个风气，就是对通过努力获得少数人才能获得的利润的鄙视，
认为这是剥削，但是对按部就班赞扬。这是德国严格制度化社会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除非处于从
属地位，其他的努力是不被认可的。我们需要唤起英美自由主义的传统！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为什么极权国家中好人不能当政？在极权统治下每个政治家都会在道德和独裁中作出选择，而只有独
裁才能生存。要向独裁成功，必须要网罗一些嫡系，一般来说，知识越高，独立性和差异性越强，这
些嫡系最好头脑简单，易于服从，再加上一定的忽悠，例如设计出共同的敌人，就可以了。社会主义
者往往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总是崇拜统一，崇拜强力，这样的人民族主义也就强很多。社会主义需要
一种为了目标不顾一切的道德法则，这样就会产生很多反人类的目标和行为。只要有一个超越一切的
总目标，是没有正常道德的余地的。成为这一事业的成员，只有没有原则，没有廉耻才能做到。很多
极权国家的人民很无辜，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虔诚好像宗教。第十一章、�真理的末日为了奴役人民，极
权主义必须要垄断宣传系统，就是以一个人的思想来代替全体人民的思想，不管这些思想多么荒谬。
每个活动都要有其目的，为国家而下棋等等。第十二章、�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德国思想家的观点
评述：如果接受了他们的逻辑假设，就不得不接受他们的结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德国是个社会主
义国家，一战不是国家之战，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战，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之战。第十三章、�在
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继续上章，各国专制思想评述，特别批判了“科学方法用于社会管理”的思想
。垄断如果无法避免，放在私人手中也比放在政府手中要好，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私人垄断+政府
管制。垄断不可避免，是因为利益集团的支持和他们的欺骗手段。第十四章、�物质条件和理想目标我
们似乎对物质条件这一说法比较厌恶，认为应该脱离“经济人”的考量，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其实
这是一种经济恐惧症，对很多不可控但是阻碍自己目标的力量的厌恶。但是这种力量必须要服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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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奴役的道路》

果不服从于市场的力量，就要服从专制的力量。个人自由和社会单一目标是不相容的，特别要提防那
种“不惜任何代价”的说法。例如就业问题，除非是1、牺牲一部分人利益，满足特权工会的要求，2
、还有通货膨胀，没有其他方法来解决。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要避免利益集团的说
辞，而是要积极应对社会的改变。一切以逃避责任为目标的活动，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反道德的。逃避
责任其实就是一种自私。集体主义的盛行，使得英美传统的道德越来越受排斥了，例如独立，自己依
靠自己，承担责任等等。第十五章、�国际秩序的展望计划经济必然造成全球的不和，因为计划经济是
封闭的。不要寄希望于全球性的计划经济1、范围越大，计划经济就越难推行，一国的计划经济都难
以实现，何况全球。2、难以存在一个合适的主体来推行计划经济，每个国家的人都会从自己国家的
角度出发，但他们还自以为公平。3、应当建立一个国家联盟，限制其权力，让值得推进的计划施行
，但不值得推进的计划流产。第十六章、�结论我们需要清除思想上的障碍，要创造创新的条件，而不
是指导创新，我们要适当退回去，退回19世纪自由主义的理想。
3、终于在网上找到这个版本的影印夲。对照读了几章，真是比社科版翻译得流畅多了。所谓深入浅
出，真正理解原著才能翻的行云流水。不过这个版本是60年代出的，看译者前言总觉得很荒唐，不知
道他那些阶级批判的话是真是假，也不知里面删了哪些部分。只能两本对照看。真正要了解哈耶克，
最好读原版。
4、在省图的旧书架上终于找到了这本比我年纪大上许多的书，手里捧着这样的书心中总会有些遐想
，曾经这本书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呢？书是1962年出版的，标价1块钱，相对于当时来说应该是很贵了吧
？有些残破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内部读物”四个字，想必是当时在GCD内部传阅，用来批斗这些“大
放厥词”，竟然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同法西斯相提并论的“资本主义辩护士”的“嘴脸”。且先不说书
的内容，单说前面的译序就足以让人兴趣盎然，或者说是啼笑皆非了。“他自命为客观的学者，实际
上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奴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和一切进步倾向，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
以社会主义作为幌子，实质上是在进行着巩固资本主义的勾当。”“哈耶克还在民主自由方面大做文
章，极力赞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哈耶克和一切资产阶级辩护士恶毒的诽
谤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好证明了这种制度已经得到广大劳动阶层由衷的拥护。”“现在我们又把这样
一部充满毒素的书翻译出来，目的也是想供学术界了解和批判现在资产阶级反动经济理论时作为参考
。&quot;真是极其充满时代特征的译序，现在再来看那个疯狂的年代发生的事，有种时间错乱的感觉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也是个最坏的年代。
5、在我大学宿舍床边的墙上，有一排木板书架，除了经常被臭虫盘踞，在这个书架上，一直有一本
书――『通向奴役的道路』。现在我知道了，绝大多数拥有此书的同学都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认真读
过两页以上的内容。但在那个灰暗而迷茫的90年代初，我也和绝大多数拥有此书的同学一样，从来都
不吝啬提起这本书的名字和它的作者，按自己的理解杜撰书中的观点，并认真地彼此讨论。其实，这
本书说了什么，对那时的我们并不重要。这个被封印了很多年，并认为计划经济终将通往集权体制的
哈耶克，仅仅依靠他的主张和这本书的名字，通向奴役的道路，就如同灯塔一样照亮了当时渴望自由
主义学说的年青人。在北方明朗的月光下，在寒冷的操场台阶上，我们热烈的争论，熟练地引用这些
被自己翻过很多次但却没有读进去的名著――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我们从来不在乎讨论的是什么，如
同在寒冷的冬天相互拥抱取暖的孩子，我们钟爱的是聚会在一起这个过程，而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正
好把喜爱聚会的人们召集在一起。所以，当毕业的时候我把这本书放回到行李葙中的时候，我并不因
它的满身灰尘而沮丧，相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亲切很熟悉的老朋友。后来，我还带着它常驻上海，
在闸北区老北站附近的高楼上，很多个夜晚，再次翻开它，再次读不过两页。现在我知道，当时的我
们，选择对了方向，但没有从一个正确的起点开始。哈耶克的书是公认的难读，而同样作为奥地利学
派的代表，他的老师，米塞斯的论著，却好读多了。当我们困惑于威权主义下的市场经济，困惑于垄
断寡头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困惑于4万亿的投资是否能带给老百姓以相应的福祉，米塞斯的论著，
依然如茫茫大海中的灯塔，穿透黑暗的岁月的乌云，给那些瞭望的人以启示。时光流逝，丝毫不能减
弱这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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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通向奴役的道路》的笔记-第33页

        “从根本上说，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样东西。” - 希特勒， 1941年2月

2、《通向奴役的道路》的笔记-9

        “现在仍然没有 被人认清的最大的悲剧是，在德国，大都是那些好心人，也就是那些在民主国家
里收人尊敬和奉为楷模的人，给现在代表了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一切的势力铺平了道路，如果这些势力
不是实际由他们创造出来的话。我们能否避免开类似的命运，全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危险并有决心修正
哪怕是我们最珍惜恶希望给与抱负，如果它们被证明是危险的根源的话。”
-
长久以来的疑问：那些无视明显的逻辑错误而为既存权力阶层辩护的人，是处于认识的错误还是邪恶
的用心？ 后者是个方便的答案，不过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这些的事实有时候非常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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