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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

精彩短评

1、看完这本书我很佩服他
2、13/7/1读毕，极精彩。涉及历史、政治、学术、人生，五味杂陈，细致入微。
3、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学家的学术历程与良心路途。
4、厉害人物 还得再学习
5、真诚而正直。“经过省察的人生”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人生。内容丰富，从每个层面/角度看都引
人入胜。难以复制的阅读体验。
6、和科斯一起并称改革开放后对天朝经济学家影响最重大的两人。但如果现在也还是的话，就让人
笑不出来了
7、非常好
8、等多学一点经济学、历史、政治之后再读一遍。
9、谁说不好谁就不客观！
10、: �
K835.155.1/2924
11、真是一部人生史书
12、老头儿太清醒了。他那高尚的人格和深厚的学识让人敬佩。希望将来重读这本书的那一天，我对
经济学的热爱不减当年、追求自由的理想已经实现。
13、会一不小心看到凌晨两点的书，不过电子书总归不友好些，怀念纸质版的taking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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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by严搏非几年前，科尔奈的这部思想自传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以后，曾引起很多朋友的关注，一
次在北京，还听到一位朋友说，读了这本《思想的力量》，觉得科氏已 不仅仅是位经济学家，而是一
位思想家了。虽然这个评论不见得准确，但科氏在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之
后，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思 想家却是无疑的了。这部《社会主义体制》六年前由中央编译出过
，当时我们书店的读书会还专门做过一场讨论，可惜，它并没有在国内学界引起足够的、与此书叙 述
的问题相称的重视。科氏这本《思想的力量》在回溯自身思想历程时，便大量地回到《社会主义体制
》。　科尔奈在80年代就为国内学界熟知，这位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参加了80年
代中国经济改革派的重要会议：巴山轮会议。他那本描述计划经 济的名著《短缺经济学》也随之出版
，一时洛阳纸贵，当时的知识界几乎人手一册，也不管你是读经济学的还是读历史学、哲学甚至文学
的。《短缺经济学》指出，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关于“短缺”的再生产体制，也就是说
，在短缺的经济中，计划的对象其实是“无”，是“不存在”——是对“短缺”的计划（或 对短缺的
控制）。这一分析和论断，在那个还是可以相当自由地争论的年代，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社会主义 计划模式，无疑是一个完全的解构。此书在80
年代出版，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在科尔奈看来，《短缺经济学》只完成了30%的工作，对
社会主义体制 的完整分析，要到10年以后，直到《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的完成。因为在《社会主义体
制》中，科尔奈才完成了他对这个体制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制 度自身演化的完整分析。
最近两年来，由于某位高官的推荐，很多人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人们不妨再
读一下科氏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是更为直接的系 统分析，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整体
，它是不能改革的，它只能是“整体转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意味着天然的杂交性和不完
整性”。科尔奈 论证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我用几百页的篇幅支持这一假定，即社会主
义制度的内部改革，无法拯救制度本身。相反，这种改革会削弱制度的基石。政 府的压迫越是缓和，
官僚管制越是放松，旧的权力关系越难以维系”。这段论证，表面上很象托克维尔的“改良引发革命
”，但区别则是，托氏的大革命来源于旧制 度的合法性资源的丧失，而在科尔奈那里，“崩溃”却是
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自身演化的必然结果，无幸免可能。
2、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度洛阳纸贵，出现了“短缺”，但这是在价格体系下的暂时性的短缺
，而科尔奈本人的学术历程则更是充满了传奇，是时代与学术的大碰撞与大融合的结晶。科尔奈是匈
牙利人，父亲是精通三门语言的博士，为德国的匈牙利大使馆做法律顾问，社会地位高，收入亦非常
丰厚。但是纳粹的上台以及匈牙利当局的妥协投降政策使得匈牙利的犹太人从天堂跌入深渊，科尔奈
的父亲被关押而最后不知所踪。科尔奈因之对赶走德国人的苏联红军及其实行的共产主义政策一度狂
热，并进入共产主义报社工作，仕途一路凯歌。在此期间由于斯大林的逝世引起的关于斯大林体制的
讨论及匈牙利相应的变革使科尔奈本人开始反思共产主义体制，并为当时的匈牙利总理纳吉的书籍撰
写书评，鼓吹新思潮。苏联的坦克不会允许匈牙利另起炉灶脱离自己的控制，随着纳吉发动的匈牙利
革命被镇压，科尔奈本人也被调离了报社，进入研究所工作。此时的科尔奈并无深厚的学术功底，但
是通读过《资本论》并做了详尽的笔记，在匈牙利经济大学的博士学位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在职
博士，其博士论文《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化》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的反响，科尔奈指出了在管理过
度集中的情况下，努力与激励相背离的情况，并讨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短缺”。此后科尔奈自学
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通过与数学家的交往增强自己的数理能力。加之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通透理解
，其论文很顺利地见诸《经济计量学》等顶尖经济学杂志，受邀到剑桥、哈佛等名校访学，在国内的
地位也蒸蒸日上，在满足匈牙利当局平衡正统候选人与非正统候选人的条件下当选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科尔奈到哈佛大学经济系做了终身教授，钱颖一、许成刚等都是他的学生。纵观
科尔奈的学术生涯，可遇不可求的一种珍贵品质是将自身的学术追求与祖国的命运、社会的变迁融合
起来。从二战的战争创伤中倒向共产主义，再到接触到共产主义体制的真相后进行深刻地反思。咒骂
共产主义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解释这种体制的运行机理并给人以启发的鲜见，后者实际上是从事社会
科学研究的人的使命。科尔奈从实际现象出发，提出颠覆性的观点并用精密的梳理模型论证，是勇士
才可能有的壮举，但实际上普通人也有所感知，但未进行深入。以科尔奈提出的著名的“软预算约束
”为例，我自己也曾感觉这个和父母对子女之爱导致的子女在消费以及决策上的软约束是一样的，但
我止于观察，甚至没有进行粗浅的分析。实际上，科尔奈的灵感正来自于家庭决策中的”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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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之用于对国营企业的分析，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司空见惯的基本假设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天然背景
的，但是在匈牙利以及广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不是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往往会产生新的理
论，科尔奈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父爱主义与政府挽救亏损企业的做法连接起来提出了”软预算约束“
的分析框架。此外，科尔奈关于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实证方法“之间的判断也深得我心，”就
我的经验来看，数学经济学的泰斗们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研究的角色分工。我
从来没有听说阿罗或者库普斯曼对那些表达不准确或者不完全准确但是包含真知灼见的观点不屑一顾
，也没有听说他们会贬低这种观点的创造者。‘大致的正确总比精确的错误来得强’”。但是目前的
学术发表体制下，那些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而且不完整的原创性作品难以有机会与成熟的作品一同出
现在顶级学术刊物上。科尔奈对此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因为这会使得“刚取得博士学位急于在工作中
迅速获得提拔的学者不会尝试着提出革命性（但是没有经过提炼）的新观点”，而是在研究中使用学
术界里广泛得到认可的理论以及经过实际检验的数理模型。对理论和模型的略作修正就可以短平快地
出很多成果。这实际上对研究精神的一种背离。总之，对于有志于做研究的人来说，尤其是生活在转
轨国家中做发展问题的研究的年轻人来说，科尔奈的思想自传是一笔巨大而珍贵的财富。
3、原载于腾讯.大家   文\北望 在阅读出身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师们的作品中，我时常有一些莫
名的亲切感和隐秘的痛感，及至快感，比如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又如《波兰斯基回忆录》。虽
然书中描述的异国他乡及其历史事件都与自己相去甚远，但书中许多情境和对人的命运的困惑与反思
，却又让人感同身受。作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集大成者，科尔奈这本《思想的力量—
—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不但又给我了那些如约而至的感受，而且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
问题，那就是：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答案肯定不是什么“成名要趁早”，或者“99%的汗水加
上1%的灵感”之类——这些格言金句恐怕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成功而不是应该如何成功。是的，尽管
书中关于学习研究和学术生涯发展的宝贵经验俯首皆是，比如：如何自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三个阶
段，如何不受干扰专心地从事研究，怎样开始博士论文和开展同行交流，哈佛大学如何聘任教授，等
等，但传主最大的贡献并非总结这些成功秘籍，而是通过回顾如何成就经济学术生命的同时，展现了
具有价值判断维度非常规的“智识之旅”。对经济学而言，价值判断是个古老而敏感的话题。樊纲十
多年前在《读书》上发表的《“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掀起的轩然大波，以及后来张五常倡导的“
经济解释”对青年学子的巨大影响，这其实都涉及了“应该如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张曙光先
生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中梳理得比较到位：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
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
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主张保持价值中立；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
具有不可或缺性，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判断的。科尔奈显然秉承后者
，尤其是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逐步完善了价值判断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协调。在科尔奈的学术生涯
中，有一个从淡化价值判断到重拾价值判断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人生观。在
从博士论文研究到70年代的早期研究阶段中，科尔奈还是以在调查、访谈、数据基础上进行理论一般
化的实证主义为主。甚至正是因为摈弃了不切实际的、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判断，从现实中得
出经过反复推敲的新的理论，保持了思想的原创性，科尔奈才摆脱了陈腐的教条束缚，与匈牙利同行
们将理论变成说教、宣传式的不同，他在研究中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行话，而是从
经验中学习，使用中性的技术术语，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产生了过度集中、突进增长、反均衡论
、短缺经济学等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尔奈在书中提到，从1954年到1959年，他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
弄清楚未来的生活方式，最终做出了完全尊从学术事业的抉择。正如科尔奈所言“我无法看透他人的
灵魂或者决策过程，我只能审视自己的内心”。不禁让人联想到同时代的顾准先生，他当年振聋发聩
地提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其本质上也是回归科学精神。正如胡适先生所言：第一拿科学做
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
科尔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批评者，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指出：“社会主义催生了不成熟的福利
国家。”他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也在获得在被匈牙利左派和右派夹攻尴尬遭遇的同时，却赢得了
东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认同和赞誉。通过理性、实证来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的获得，这是经济学家成
功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在科学原则下，科尔奈在秉承实证分析的同时，又逐步重拾、强化了价值观
。甚至在其学术生涯中，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甚至成为贯穿其研究的一条主线，并著有《社会主义伦
理的效率和原则》等经典文章。在其自传中，科尔奈鲜明地表示，“我尤其强调自由、人权、人的尊
严和人的自主权这些价值观，尽管我极力让自己的表述更为客观，但是我认为，违背上述价值观的行

Page 7



《思想的力量》

为应该受到谴责”。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中，科尔奈一方面呼吁结
束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模仿行为，支持私人部门的有机发展；另一方面坚决反
对加速强行推进私有化，而是采取渐进、公正的转轨进程。他坦言道：“两种战略选择的背后是价值
观的选择。整体发展观的倡导者们特别强调社会的重新分层和资产阶级化的过程，这样才能产生由业
主和企业家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而信奉无偿分配计划的人，则更看重制度转轨速度。”事后观之，
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过分追求速度的而忽略社会正义的改革贻害无穷，而接受了科尔奈渐进策
略的匈牙利不但避免了国家资产迅速集中在寡头手中的厄运，而且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甚至到
了1998年，在研究医疗体制改革时，科尔奈干脆与当时通行的先解决问题后考虑道德的思路背道而驰
，“从一套为公众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原则入手，以此为基础，推导出使用的改革途径”。他不
仅强调了个人主义原则，而且与那些单纯努力弱化国家作用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同，同时将团结原则作
为重要前提，认为只要国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允许国家拥有再分配职能。根据这一研究最终
出版的《转轨过程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医疗部门改革》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科尔
奈在经济学界相应领域可谓执牛耳者，在国内学界和思想界及政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并有不少名声
鹊起的中国学生介绍、传承其学说，但与预算软约束等理论广为人知并行不悖的是，他学术生涯中关
于价值观、伦理的这条线索却为大多数人忽视了。这也折射出，在中国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都面临着重
大突破的当下，国内学界对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汪丁丁语）反思和探索还远远不够。国人对
经济学研究的认识过多停留在知识、技术、应用层面和实用的工程师思维上，而忽视了起更关键作用
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判断，因此基于两者之上的原创性贡献就极为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杨小凯
先生曾忧心忡忡地警告过的“后发劣势”陷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思想的力量——智
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是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我
想这不仅是因为它回答了“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而且也让人们懂得真正成功的社会科学家是为
何如此稀少而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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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思想的力量》的笔记-第65页

        最出人意料的是拉约什·费赫尔的命运，费赫尔曾经是最为坚定的与纳吉站在一起的人，而
在1956年11月4日，他很快倒向了雅诺什·卡达尔，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是卡达尔政权的政治局委员
。
呵呵。

2、《思想的力量》的笔记-第121页

            我和几个朋友定期地给那些被逮捕朋友的家属募捐。我觉得募捐还在我为自己设定的界限（注
：不参加政治活动、“非法”活动）之内，我把这种行动视为人道主义行为，而不是政治活动。在我
朋友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袖手旁观。在某种情况下，受助人也并非只是“朋友的家属”，
有的受助人本身就是朋友，比如吉齐·勒切伊和埃娃·诺沃巴茨基。此外，我们认为，为他们捐点钱
卫视在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所以我们会对那些素不相识的朋友的妻儿伸出援手。
    再者，我的初衷，即“人道主义”行为应该可以将政治因素排除在外，终究还是幻想。在警察调查
梅雷伊-利特万-费克特案件期间，当局就认为我们这种捐款具有政治阴谋。我想，警察局的头头一定
还记得那场直到今天还让人费解的“群众运动”。当年在霍尔蒂政权时期，GCD的非法组织红色援助
会，就搞过这种帮助入狱同志家属的活动。通过这种行动，孤立的党员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那些同
情GC主义的人。所以他们一定认为，我们这种募捐行为也是某个组织策划的相似行动。他们无法想
象这种行为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只是像与处于困境之人站在一起，根本就没什么政治意图
匈牙利送饭党与机智的警察蜀黍

3、《思想的力量》的笔记-第164页

        琼·罗宾逊经常鼓动学术风潮和政治风潮。她晚年成了毛泽D主义热情而虔诚的支持者。1977年我
们几个匈牙利人在卡尔多家里聚会，其中有我、蒂博尔·西多夫斯基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还有茹
饶等人。我们正在用匈牙利语交谈的时候，琼·罗宾逊不期而至（她经常造访卡尔多家）。我们当时
并没有马上转换使用的语言。琼·罗宾逊一言不发地等了一会儿，接着用命令式口吻对我说：“科尔
奈，跟我走”。她把我拉出了匈牙利人圈子，带我到离那儿不远的她的家里，开始对我大谈中国的事
情。她极力想让我相信，中国人已经找到了真正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原因在于（我在这里逐字引用
琼·罗宾逊的原话）党和国家的公务员都是“自愿为人民服务”，不像苏联那样，做事都有金钱动机
。她不愿意听取任何与她意见相反的说法，或者说，听不进任何在东欧的亲身经验。
可以和保罗·斯威齐凑一对的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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