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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内在限度》

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所做的“反求诸己”式的推进，是研究和解决“全球
问题”的重要文献，它对引导工业文明在全球迅速扩展的西方文化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思维方
式和政治格局等做批判性的考察，并且讨论如何超越这些“内在限度”以避免发生灾变，保证人类的
生存和进化能继续下去。 

  本书是一部批判性地反思西方价值观、文化和政治的著作。

  目前危及全人类的安全、粮食、能源和资源、环境等普遍性问题，根本在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
所作所为正在逼近地球自然系统的某些外部极限，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灾变，过错不在地球，而在人
类自己，具体而言，就是当今引导人类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
 
 
 推 荐 辞

奥莱利奥·佩切依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意大利工业家)

  本书有用且及时。希望大家都读一读。世事多变，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对现在和将来的疑惑、期待和
争论。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当前的潮流对今后有什么影响以及数十年之后的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会是怎
样，他们想要知道罗马俱乐部讨论的人类困境是否无法逾越，抑或技术乐观派们所预言的黄金时代是
否指日可待。在本书中，他们会看到许许多多可供思考的观点和话题。

  最近关于我们这颗星球的外部极限说法颇多，但现在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外部和环境的极限，而是
内部和人类的限度。欧文·拉兹洛总说是我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然而概念和语义上的混乱遮掩了这
些内在限度的真面目，我也束手无策。现在，我要澄清这些混乱，倒不是想给读者一把钥匙，启迪他
们的思想，帮助他们理解这本书，实在是拉兹洛的警告鼓舞了我。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个有限的星球无疑有外部极限。地球为人类生命的发展提供了良机，
但它本身的性质和空间也对这种发展提出了条件甚至限制。所有物种，包括我们人类，必须与其栖息
之地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才能进化。有些物种，尤其是人类，确实能够改变自然环境使之符合他们的
需要，然而可以肯定，这种改变不可能没有限制。

  人类现阶段人口和经济前所未有地增长着，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世界人口每隔几十年
就翻一番，而人类的胃口长得更快，搜刮资源的能力也同样迅速地增长着，惟有智慧和谨慎长进不大
。结果，人类的居所正以骇人的速度变得贫乏恶劣，现在我们必须对地球的有形资产和供养生命的能
力精打细算。

  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资源可供人开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我们也没有充分认识生态系统有多
少复原力、承受力和再生力应付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说白了，我
们现在根本无法估算地球的外部极限，也不知道人类不断的挺进会有意或无意地对它们产生什么积极
或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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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现在凭经验和推理就能确定的是，这些外部极限并非一成不变，不可消除，因为它们决定于
人与自然的互利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决定于人有多少能力理解其归属以及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决
定于直接和间接的人类行为。

  内在限度的问题比外部极限重要，原因有二，这是其一。很显然，现在要靠人来保持人与自然系统
的平衡关系，或者更理想一些，在可能的时候在全球——我们必须不断树立全球范围的意识——稳固
地重建人与自然的平衡。如果说环境恶化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人类因此陷入穷途末路，这当然不是
什么外因造成的，而是思想狭隘、自律不严的恶果。从现在起，人类既可以继续愚蠢地为难自然，也
可以与自然和睦相处。总之，我们这类生命在这个星球上遇到的极限与我们自己的观念和立场这些内
在限度息息相关。如果后者无力迎接新的挑战，它们终将使人类的外部极限缩得更小。

  人类的内在限度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们是吞噬现代社会活力的压力与危机的根源，而
现代社会——其系统的里里外外——迫切需要达到稳定的动态平衡。如果说社会现在亟须而又达不到
更高的组织层次和表现，那是因为其成员的进化，不论个体还是集体的进化，都落后于他们在其他各
方面业已造成的——毫不夸张地说是把全球生活革命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只是“半成品”，迟迟没有达到更完美的成熟。这是铁的事实，我们必须
接受它。人口、粮食、教育、资源、能源、拥挤、通货膨胀、贫困、异化、好战、混乱、生态恶化、
非正义等，新伤旧痕在目前的全球危机中增长，交织得面目全非，这都是由于人类在变化着的世界中
，没有产生应有的感悟和责任心。他们——地球上的所有人、所有阶层和民族——囿于陈旧的文化界
限，这种界限曾经对他们有利，可如今已成为危险的绊脚石，使他们无法与时代的现实共存，无法驾
驭变化的机制。

  因此，生活质量和生存问题以及全人类的命运，显然系于人类自身，而不在身外；它们就是人类当
前的局限和缺点。但局限可以弥补，缺点可以改正。内在限度当然可以推得更远，因为人类还有尚未
开发的潜力。

  这种潜力是人类最宝贵、最普遍、最持久的资源，可是人们却对它视而不见，从不善待它，也不充
分利用它。然而，万象——包括外部极限之起点——所系的内在限度可以通过开发调动人类本身的能
力而推向远处：这是艰难之举，但并非不可实现，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

  话说到这里就该明白，我们也许应换一种参照。我们不该大谈限度，内部的也好，外部的也好，这
是一个近乎屈服的消极概念，而应该关注能力——地球环境的能力，如果妥善管理，能够哺育众多人
口，还有人类自身的能力，人应该逐渐懂得善用智慧的好处——这是创造和挑战。这是一个新领域。

  读过本书，我们就能够领略这个新天地，并找到一条出路，使人类跨越门槛，进入前面一定有的更
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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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亚历山大·金

(罗马俱乐部主席)

  本书向我们揭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巨大问题，说明人类迫切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对其星球的所作
所为，以转变态度，改正行为，继续生存下去。罗马俱乐部扬名于世，主要因为它坚持物质发展有其
极限，而且我们不久就将达到这个星球的外部极限。然而，1972年我们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
限》引出许多争论时，我和奥莱利奥·佩切依(Aurelio Peccei)就指出，极限是真，但我们有可能永远走
不到极限，因为“在它们前面有一系列的屏障——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最后，还有人
性的”。那时，人们正围绕着那份报告争吵不休，我们的话自然是没人注意到的。

  拉兹洛这本书道出了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这些内在限度——如何不断挤压着外部极限，这是本
书的意义所在。假如这些压力因我们对大灾难的恐惧或是因人类智慧意外的大飞跃而有所减轻，我们
便不会越过这些外部极限，日子也便能过得蒸蒸日上——如果我们学会利用那种无穷无尽、从外面不
断输向地球的能源，即太阳能，那就更好了。拉兹洛谈到地球的种种限度，能源确是其中最根本的，
有了大量廉价的能源，就能转化物质替代那些可能匮乏的材料。

  地球的情况比欧文·拉兹洛刚提出“异端的反思”时更加恶化了。当代越来越多的主要问题，经济
的也罢，政治的也罢，社会的或环境的也罢，已是全球性问题，不可能由某些国家单枪匹马地解决。
然而，世界政治格局中的160多个国家——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称自己有完全的独立主权——至今没
有建立有效机制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大气中不断积累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
坏，酸雨连绵，这些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很能说明以上局势。人类活动第一次严重威胁了自然
，将要导致灾难。

  各国政府容易掉以轻心，不去认真抵制这些危险倾向，因为我们对其中的复杂系统不甚了解，没有
把握。“温室效应”可能导致地球表面不均匀升温，改变降水分布，以致改变现有农业分布，并且使
海平面升高，果真如此，那我们很可能需要停止烧油烧煤。当然，现在看起来还不一定，所以目前没
有哪个政府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我们至少该有些起码的防范，那就是高度重视替代性能源的开发和
研究。大家倾向于在问题发展成危机时，靠“技术性补救”找条出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从科
学发现到应用性研究和技术性开发，再到大规模生产，这个周期相当长。在世界上建起一个新的能源
系统，也许至少要花40年。

  我们基于技术的物质化文明有极脆弱之处，这只是一个例子，在《现代主义的悄然逝去》一章中有
详尽的描述。社会现在着了魔，被物质利益、消费主义和毫无节制的技术迷住了，不顾后果，这种状
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社会和经济在经历着又一次激烈变革，其深度不亚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基
础科学的新发现带来了先进技术，使我们得以进入“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这种进化使人类可以
摆脱现有的沉重、肮脏、浪费和破坏自然的技术，使人人过上高质量、有尊严、有闲暇并且适度富裕
的日子。然而，通往新社会的道路定有千难万险甚至大灾难。如果我们带着现在的结构和态度随波逐
流，不动脑子地接受每一项新的技术手段，没有明智的社会准备，未来将是一片黑暗。要顺利走过这
段路，政府和全体人民都必须了解可能出现的危险、希望和选择。本书正是为这个目的所尽的一份微
薄之力；这很重要，大家都应该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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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U Thant)，一位有识之士，在1969年离职之前曾说：“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我的
结论是，联合国成员也许只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十年里，我们要停止旷日持久的争吵，建立全球范
围的合作以控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消除人口爆炸，为发展的努力提供所需要的推动力。如果
十年内不能形成这样的合作，我说的那些问题恐怕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如今，不止十年，近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全球性的合作依然遥遥无期。当年吴丹在时间上也许过于
悲观了，但是那些原则依然有效。我们现在还有能力控制局面吗? 

  外部极限即使还很遥远，人们已经真切地看到了。欧文·拉兹洛又揭示了人类和社会行为的内在限
度。我们或许该看看最内部的限度了——个人的动机和抱负的限度，上升到国家，这些就是导致社会
明显缺乏理性有时甚至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的原因。也许欧文·拉兹洛将来会研究人性本身的限度和局
限。

  古代哲学家基本上是凭直观或推断对事物的本性做出评论，而后人的科研探索往往是对他们模糊表
述过的观念提供实质性的证明。证实原子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而随后搞清楚的原子微观结构又
立即使我们想到它同宇宙的宏观世界是相似的。

  现在，社会系统学基础研究和考察的发现表明，另外两则古老观念似乎又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则是“天上如同人间”，另一则是“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仅仅是因为人类的无知才使我们看不清
世界在本质上的完整性”。

  在这本重要的抱负不凡的书中，欧文·拉兹洛试图不单单是在类比的基础上，而且在非平衡态热力
学及其分叉(bifurcation)概念的最新发现的基础上，在复杂系统变化动力学的其他成就的基础上，统一
知识，并把宇宙中的存在和行星上的存在真正统一起来。他把自己的论题集中在进化过程的广义概念
上，因为除其他方面之外，这种进化过程在宇宙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系统中已是明白不过的了。他强
有力地论证了广义进化综合理论(grandevolutionary synthesis)，提供了完成这一博大精深理论的方式。
这种综合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判断：不管进化过程可能显得多么杂乱无章，但是它服从在物理系统、生
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都同样有效的一些普遍规律。拉兹洛强调，一种新范式正在从许多科
学领域中涌现出来，从而导致以变化、非决定论和非平衡的新模式取代较早出现的基于机械决定论和
静态平衡引力的那些陈旧观念。我们最近在I．普里高津及其合作者的著作中看到，这些新观念已经广
泛地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生物系统，远远超出了这些观念所导出的非平衡态热力学系统。欧文·拉兹洛
把这种应用及有关方式概括为一种广义进化综合理论。他坚信，新方式实质上是乐观主义的。他认为
，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我们不可能预见进化的途径，但是可以掌握进化的进程。

  这些观念在间断性社会变化方面的应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人类事务带有大间
断性的情势下，拉兹洛命名为“突变分叉”(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我称之为大转变(Grand
Transition)。它已然由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紊乱结合在一起的革命性技术的蓬勃发展所产生。它具体
表现为世界人口爆炸、传统价值沦丧、全世界社会不稳定、遍布各地的失业和就业性质的改变、各种
问题的全球化和现有建制、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的逐渐陈腐以及其他一系列现象。这样转变将导致在
全世界出现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是更好还是更糟，则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掌握这种转变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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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发展掌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手段显然是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因为在未来的年代里
这种手段将在管理工作中起支配作用。本书并不自命把所有问题都解答清楚了，但它确实提供了很有
价值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将大大增进要指导我们渡过这一转变的那些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讨论掌握社会变化的那部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向全球社会的转变不会在简单的联邦主义的词汇中
出现，而应被看做一个会聚的过程。这种会聚过程基于共同的切身利益和集体的自力更生。在这种会
聚体当中，各国为了得到实在的益处同意实际上放弃国家主权的一些成分，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否定国
家的主权，即依然保留着国家的名义。

  罗马俱乐部的思考集中体现在“有世界意义的困难问题”这个概念上。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以及
相应的人类的活动构成了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头绪混乱的一团。因而，若要试图对一个实际问题提
出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预期并确认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对这个困难问题所有其他相关部分会造成什么
后果。这个观念同时也是本书的思想。我们热烈欢迎这本书，并把它看成是罗马俱乐部“贡献于理解
具有世界意义的困难问题”的系列报告增加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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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洋垃圾
2、好书。
3、“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
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进化。大气变暖还将带来其它严重的副作用。极地冰帽融化，使海平面升高，海水
会漫过海岸，将一些世界主要城市淹没。海洋中重量分布改变，地球将轻度改变其自转角度。而这小
小的变化就会改变极地位置，更严重地破坏气候。最终，不仅是农业，就连人类生活的最起码条件也
会被严重地毁坏。”
4、乐观主义
5、看到第五章就实在看不下去了
6、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概括了。这么广的话题怎么可能写的那么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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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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