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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人的未来》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
确实，作者自己也认为这《工业人的未来》是作者最得意之作。
它也是作者惟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
事实上，《工业人的未来》尝试阐发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
一个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
另一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并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
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
作者曾经给《工业人的未来》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
“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
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
也不是卡尔·马克思。
《工业人的未来》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
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这个术语，而本杰明·迪斯雷
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
这个术语随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义、义务责任和共识
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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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彼得·德鲁克彼得·德鲁克，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现代管理学理论的奠基人。
杜拉克著述颇丰，计有15部管理学著作，13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问题著作，2部小说，1部自传。
他的著作被译成了20多种文字，畅销于世界各地。
他卓越的学术成就给他带来了20多个名誉博士学位。
作为管理学界的“智叟”，杜拉克年逾九旬而不辍耕耘，目前仍执教于加州克莱蒙特研究院，并不断
解深刻的著述。
代表作有《管理的实践》，《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公司的概念》、《有效的管理者》、《
后资本主义社会》、《旁观者》、《剧变时代的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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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包政）序言第1章 工业社会之战第2章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第3章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第4章
20世纪的工业现实第5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第6章 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第8
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第9章 保守之路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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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这次世界大战是为工业社会的结构而起，它所谋求的，是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
工业社会的一个论题，也是其惟一的一个论题就是社会与政治秩序问题：自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
以来的大约200年期间，整个西方为自己创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栖息地，在这个丰裕的物质世界里，其秩
序是否与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呢?    最能清晰地反映这个论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
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作为工业战争的一次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工业不再是一个附属品，而成了战
斗主力。
工业战争所带来的必然是工业和平——在这种和平状态下，工业不再仅是和平时期社会组织的外围而
成了其中心。
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社会组织必然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上，遵从同样的结构规则，这是政治生
活的一个规律。
有时，它可能表现为一场缔造新社会，或者至少是逐渐显化新社会的战争；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却
可能表现为和平。
这就出现了第一个论题，一个最为古老的推想——也是最无意义的推想——关于政治哲学的推想，实
用主义的政治家可能感觉这无异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类的推想。
但是作为事实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疑问：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必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当今的工业战争社会，必将成为明天的工业和平社会的先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可能将工业体系及其社会组织仅仅视为纯粹的从属性副产品。
虽然有用好用坏之嫌，机枪、飞机、坦克和汽车都还是被作为了步兵作战这种传统模式的辅助手段。
就基本的社会单位而言，1914年的战争仍然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步兵团中没有职能和技能
的分工，它们几乎原样照搬封建社会的结构特征，治安官带领佃户和农    的确，在那场战争的最后阶
段，战争就已经开始演变为一种工业战争。
1917年和1918年的诸多重大战役，都已是工业战役。
但最后的和平并非是工业的和平。
大战期间，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未曾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它甚至未曾尝试找寻这种解决方案。
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差距，导致了凡尔赛体系的崩溃垮塌。
凡尔赛时期及此后的若干年——直到1929年，很多国家甚至直到1939年——断然延迟和逃避解决这个
工业体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尽管这样做往往并无意识。
此时，有一种试图恢复前工业社会(1913年)基本状态的强大愿望。
基本上，在战争间隔之间的人们(其时间间隔非常接近，然而其思想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同类都完全难以
理解)非常清楚差距所在。
这点表现为他们坚持认为持久和平是维系凡尔赛体系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
    认为自由社会经受不住再次战争的考验，这种想法(在1928年或者1934年很少有人会怀疑这点)就等于
是说我们已知的自由社会不能够寻找到适合工业体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
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话，这实际上是宣判了自由社会的死刑，惟一可能的最大奇迹也就是祈望
缓刑。
指望永久的和平属于幻想中的太平盛世，而不是任何人间社会所能为的。
事实上，死刑在即，随时可被执行。
。
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并非是由于自由国家中缓和姑息之类情绪有什么回归返潮，这
种情感根源于认为工业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我们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只
是因为希特勒自己的根本错误。
    在下一次的和平会议上，我们可能再次致力于构建永久和平——尽管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开始怀疑这
种尝试是否明智。
但是，我们无疑不能也不会推卸寻找解决工业体系基本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责任。
而工业战争的现实，且不提战后的现实，更将使得它不可能去推卸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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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战争的工业机器是自发形成的，其他一切都以此为中心来构建。
步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次要的战斗力。
轰炸机的领航员与机组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者坦克指挥与部下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如
同生产线上的领班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样。
它建立在技能和职能层级基础之上，同样也建立在指挥层级基础之上。
今天，每一支军队的社会性困境，如旧军律、旧的升迁制度和论资排辈(个人技能水平无足轻重)等都
无以维系甚至于难以为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军队陈旧的前工业社会状态已经无法组织和
驾驭新工业社会的现实。
在今天的每一支军队中，陈旧的社会形态都让位于新的社会形态——这点在纳粹军团中表现得最为剧
烈，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在未来社会里，前工业时代的旧社会形态将必须让位于新工业社会形态。
    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由于法国军队需要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组织军队，这就迫使拿破仑战争
期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接受法国革命的基本社会准则。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看到，正是出于要在工业体系基础上组织战斗的需要，促使我们这代人努力构建一
个工业社会。
确定我们这个社会要建构于什么基础之上，是我们这代人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
    这与参战本身的善恶问题完全无关。
我也不会断言战争就是有意义的，它造就了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了任何问题。
相反，我确信，战争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
我要说的就是战争已是一个现实——一个至关重要、无法否认但又仅仅只是现实的现实。
现实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
它们只是存在于那里。
它们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意义；它们是创造还是毁灭；它们是否解决问题以及如何解
决问题——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
     无疑正确的是，战争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设法克敌制胜。
然而，同样正确的是，我们希望赢得胜利难道不是为了赋予这次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以某种意义
吗。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这些就是本书惟一关注
的问题。
因此，全书的惟一主题就是：如何才能将一个工业社会建构为一个自由社会?    人微言轻，对于诸如战
后蓝图规划、疆域划分、国际同盟、国家联盟或者金本位制之类问题，我显然很少能说什么，甚至根
本就无法置喙，无话可说。
当然我不是认为那些国内国际组织的现实问题就不够重要。
实际上这种片面的想法就像我们某些蓝图制作者一样愚蠢，他们认为自己在寻找惟一可行的社会机制
。
总是不让两全——要么选择社会机制而没有政治原则，要么相反——这比无用更糟糕，而且非常有害
。
有时，具体现实的结果恰恰滋生于观点和原则的讨论当中。
有时，一个政治上的堵漏人员，丝毫不曾考虑到一般的规则而只是单纯凭借现场随机应变一拍脑袋得
出的一些贸然发现，就缔造了一门新的哲学。
在政治领域，只能要么是个二元论者要么什么也不是，因此，“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都排
除了单纯的政治效果论。
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试图就某些具体的情况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而仅仅只是因为作为研究者
很难了解未来变化的具体情况。
按照笔者的观点，今天解决战后具体问题的惟一正确方法，应该是收集拟定多种在不同可能情况和偶
然情况下的应对之道，以作为今后的方案选择备选——这就类似于参谋本部那样，总是要拟制很多作
战方案，以便从中选择最适宜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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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完全达成这一任务不仅超出了压缩进一本书的范围所限，而且即便是穷一个人毕生精力也不可
能完成。
何况，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办法能够将战时自身的问题隔离开来，而单独只讨论战后的问题。
在我看来，将来的某一天，和平得以在历史的旅程中实现只能是通过改车换骑，而不是结束我们的旅
程或者重新开始我们的旅程。
    简而言之，本书的任务是深人思考一些基本性问题，详解阐明一些基本性论题，基于我们现有的自
由社会，未雨绸缪勾画准备一个全新的方案。
在此笔者无意妄称自己未卜先知，能够洞察未来工业社会的图景，而只是希望能够指明如何平稳到达
这一未来彼岸。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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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全世界的管理者都应该感谢这个人，因为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
和组织机构的角色，我认为彼得·德鲁克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
                          ——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 杰克·韦尔奇    在所有的管理学书籍中，德鲁克的著作对我
影响最深。
                                        ——微软总裁 比尔·盖茨    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
他的著作和思想非常清晰，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人群中独树一帜。
                                    ——英特尔主席 安迪·格鲁夫    如果说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管理的话，那么彼得
·德鲁克无疑是伟大的发明家。
                                               ——美国管理协会    这本书被许多朋友和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我所有书中最棒的
一本。
确实，我自己也认为本书是我最得力的作品。
                                                ——彼得·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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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业人的未来》整体规划完美，行文清晰透彻，读来琅琅上口，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散发着不断
的学习、长期思考的果实芬芳，因此，值得研究、思考和逐字逐句地仔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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