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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智慧之路》

前言

通读本书，本人深有感触，现列举如下，仅作抛砖引玉。    本书立足于经济学，通过对10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的访谈，从多个方面对经济理论的进步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我想从更广的层面作一番讨论。    
其实，任何学科，乃至人类的知识，都是人类从好奇心出发，对自然、人、人性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
由粗到精、由浅入深地认识的过程。从科学发展看，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由宗教而科学。科学最
初是统一的哲学，后分化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前者是对大自然的认识，后者是对人、人性
乃至社会的认识。人类的认识越来越深人，所得知识也就越来越细致，科学也就越来越细分为各门学
科，以致交叉学科。然而，每门学科中颇有成就、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科学家，也是伟大的思
想家，其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往往会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所以他们堪称是哲学家。伟大的诺贝尔
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虽然获得的是经济学奖，但其最杰出的贡献却在哲学方面。    就经济学领域
而言，亚当·斯密开经济学之先河，其后人才辈出，成就斐然，既有精深者，也有通才，而保罗·萨
缪尔森成了承前启后的人物，集先人成就之大成，奠后人发展之基础(例如经济学的数学化)，他也就
有了经济学“最后的通才”之誉，非智慧高于后来者，乃哈耶克所谓的“知识分工”所致。知识的细
分，反映在学者身上，就有了哈耶克的“困惑者”和“学科大师”和罗伯特·索洛的“难题解决者”
和“系统建立者”之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借助自然科学(如数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如心理
学)的工具、方法，集合其他学科对人、人性乃至社会由浅入深的认识的结果，从被动观察、认识经济
规律，发展到主动实验、探讨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这些都离不开对人性的认识。詹姆斯·布坎南就
从人性出发，借助经济学手段，为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奠定了契约和宪法基础。其实，国家和社会都
是人组成的。国家的形成，从历史来看，乃是群体中的全体为保护既有利益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
让渡出部分权利，由精英(他们就是统治阶级)行使——这构成了权力，以与大自然作斗争，或与其他
群体进行竞争，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而统治者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自身的
利益，需要进行制衡，乃有现代国家的三权制，乃至第四权(媒体)，媒体不过是国民行使自由言论及
监督政府的权利的某种主要形式。    回到本书，这些杰出的学者，因作出巨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
学奖，除了个人智慧、努力、运气等之外，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实际上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结
果。纵观古今中外，不论哪门学科，概莫能外。本书作者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作了总结。相信读者
读了之后，定然有所收获。    本书学术性较强，涉及范围广，翻译过程较为艰辛，因此，本书得以翻
译完成，离不开诸多人士的大力帮助。譬如，在专业方面，以下诸位不厌其烦地给予了答疑解惑：姜
玉芝、靳学军、崔柏、周连红、曲冬菊、李胡建等；在文字核对等方面，需要感谢以下人士：冯玉成
、祝广平、罗海党、阴明辉、古荣涛、潘晓宇、韩月星等；在查找资料及文字输入等方面，需要感谢
如下人士：董松、秦玉环、周连红、刘波、崔洪艳、张孝强、赵炳雄等。在选词造句方面需要感谢的
是罗志军、丁智慧、刘正权、邱森林、徐宏云、潘祖文，为了使英文的原意表达得更加精准还有许多
人士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本文不可能全部提及，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当然，本书得以付梓，离不
开华夏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陈小白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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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往智慧之路:对话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内容简介：经济理论的进步是如何发生的呢?突
破性的思想源自何处?是什么使得这些杰出的学者能够做出各自的重大贡献呢?某一特定历史状况的“
足迹”有多深，经济学中的政治潮流或发展水平有多强，个人经历对其个体智慧之路有多大影响?对这
些基本问题的分析解答，就呈现在这部富有洞察力的深刻而高度振奋人心的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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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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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谢
第一篇 条条道路通智慧：问题
　目的和理论
　选择和方法
第二篇　访谈录
　保罗?萨缪尔森
　肯尼斯?阿罗
　詹姆斯?布坎南
　罗伯特?索洛
　加里?贝克
　道格拉斯?诺斯
　莱因哈德?泽尔腾
　乔治?阿克尔洛夫
　弗农?史密斯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问卷
第三篇 条条道路通智慧：答案
　发现和洞见
　结论
　参考书目
　译后记
　
　　

Page 5



《通往智慧之路》

章节摘录

版权页：回首一个人的一生时，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机缘或运气，存在着因谦逊而带来的偏差—
—但是，骰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在十六七岁时掷出，这大概却是属实的。在如此小小的年纪作出的
决定，通常是在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的决定，特别是事关一个人自己的喜好的时候，这还有待个人
去发现。因此，当大多数人都声称，他们多少是无意间涉足经济学的时候，就必须予以严肃对待了。
就弗农·史密斯的情况看，促使他转向的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无意间接触到经济学这一机缘。而在莱
因哈德·泽尔腾的情形中，运气扮演了一个无论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角色。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关键
时刻，他发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参加的博弈论研讨会，并参加进去，尽管他学的是数学。保罗·萨缪尔
森说他“纯因地理位置的缘故才来到芝加哥的”，而且“我喜欢上这门学科实属意外。我上中学时甚
至都没想过经济学”。罗伯特·索洛听从的是他妻子的建议。借助于奖学金，肯尼斯·阿罗被成功诱
惑过来；当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已期待着将来去主修一门自然科学的时候，他父亲要他“行行好，选
择一门经济学课程”。他照办了，这改变了他的一生。有趣的是，即使对于大多数“传教士”而言，
在他们在课堂上目睹了经济学之前，经济学并不是一个清晰而明确的选择。甚至，詹姆斯·布坎南是
由于当时提供的奖学金才走上经济学道路的；加里·贝克上中学时被迫参加了一个经济学班，他发现
班级很糟糕，课程却很有趣——但随后又失去了兴趣。让他重回“轨道”的纯粹是运气。道格拉斯·
诺斯在经济学和和摄影之间犹豫不决，他对前者有强烈的兴趣但成绩一向不好，后者却是他已经相当
成功的一个领域。从他在本书和其他场合所说的一切来看，这实在是一个难以抵挡的诱惑。直到今天
，他仍以当上出众的摄影师为傲，而且看起来还留有些许遗憾。在这方面，乔治·阿克尔洛夫是个例
外，这是因为，纯粹由于叛逆，他拒绝遵循惯常的家庭模式，去从事自然科学事业，“当我进入大学
，被问及我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我记得说自己将来想当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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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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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往智慧之路:对话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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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床头书，没事多看看挺好
2、此书是中文版是我见过的最差的译文，几乎完全看不懂。应当向出版社索赔。
3、不乏洞见和拷问
4、德国老爷爷行文比较无趣啊，为那三十多页的参考书目给个好评。
5、第一章就引发了无限思考，最近在思考“知识组件化”的问题，哈耶克关于知识分配的论述值得
深入学习和思考。
6、学术性一般，内容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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