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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5月，一则书评与我的目光不期而遇，它将我深深地吸引到约瑟夫.熊彼特的传奇人生上。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过《知识与国家财富》一书。
克鲁格曼在评论中盛赞此书的作者戴维.沃什，说他像在描绘一部波澜壮阔的国民经济史剧，为读者解
开了一个个经济理论的谜团。
但评论中真正感染我的是：“沃什的书同时也为我们讲述了经济学家的故事，特別是约瑟夫。
熊彼特的一生⋯⋯在熊彼特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伴随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
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
’的盛名与其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瞒跚。
”这段关于熊彼特“悲情人生”的评论令我久久难以释怀。
长期以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科学家和学者们的生平，近几年也一直在为那些堪称时代骄子的科学巨人
们撰写传记。
这些杰出的学术权威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其各自的专业领域？
是什么让他们想要在这一领域内展开探索和孜孜不倦的研究？
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与其所选择的研究领域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对其各自的私人生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试着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努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看了这篇评论后，我心中又响起一个声音——在“创造性毁灭”和其创造者熊彼特的背后，究竟隐藏
着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我开始了探索与解读熊彼特的“悲情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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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熊彼特传》的主人公是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
）欧洲最出色的骑手（X）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约瑟夫·熊彼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他凭借“创造性毁灭”的理论.阐释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创新。
管理大师德鲁克称他具有“永垂不朽的大智慧”。
然而，他的一生都游走在极端和矛盾之中，耀目的成功和惨痛的失败交错纵横：他是奥地利最年轻的
财政部长，却在上任很短时间内就引咎辞职；他所管理的私营银行享誉维也纳，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狂风暴雨下破产；他年纪轻轻就享有盛名，然而终其一生，他都没有逃出凯恩斯的阴影；他仪表非
凡.风流倜傥，自诩“维也纳最好的情人”.却在几个月内经历了丧母、丧妻、丧子的痛苦，自此一直
忍受着抑郁的煎熬。
他强烈的爱与深刻的痛，天才的智慧和敏感多疑的性格，成就了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
他是一个用生命书写经济历史的男人，他的人生是不断和自我怀疑决绝斗争的悲歌。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位矛盾的伟人？
《熊彼特转》作者舍尔佛博士用饱富感情的笔触，讲述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传奇人生。
作者简介安奈特·舍尔佛（Annette Schafer）先后在德国和英国攻读经济学和心理学学位。
此后她作为一名记者，曾为《德国金融时报》、《经济周刊》、《今日心理学》和《大脑与精神》等
多家著名报纸杂志撰稿。
其现常住地址分别为美国芝加哥和德国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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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安奈特·舍尔佛 译者：刘斌 黄莎莉安奈特·舍尔佛(Annette Schafer)，先后在德国和英国
攻读经济学和心理学学位。
此后她作为一名记者，曾为《德国金融时报》、《经济周刊》、《今日心理学》和《大脑与精神》等
多家著名报纸杂志撰稿。
其现常住地址分别为美国芝加哥和德国科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熊彼特传>>

书籍目录

前言 第1章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 第2章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 第3章　年轻的
梦想家第4章　闯荡政界和银行界——折戟沉沙 第5章　纵横情场的浪荡子 第6章　遭遇凯恩斯——既
生瑜，何生亮 第7章　孤立绝望的守望者 第8章　姗姗来迟的荣耀 熊彼特生平简介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熊彼特传>>

章节摘录

第1章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  1932年6月8日，《哈佛大学学报》以仅仅不到10行字的篇幅刊登
了一则标题为《前奥地利财政部长将任我校教授》的新闻。
新闻中称：“约瑟夫·熊彼特，原奥地利（战后）财政部长，目前在波恩大学拥有教授席位，将于9
月来我校担任经济学教授一职。
”在此之前，熊彼特曾先后在格拉茨大学、维也纳大学以及伦敦经济学院执教，也曾是哈佛的客座教
授。
新闻结尾处简练地写到：“其著作有190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理论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和1912年出版
的《经济学原理和方法》。
”这则新闻是如此简短，也许只有那些细心的读者才会注意到它。
 然而，两天后另一则新闻成为学术圈谈论的焦点，这则新闻在位于剑桥市的哈佛大学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
新闻中特别强调，熊彼特教授再次访问哈佛的消息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重大喜讯，凼为他是整个欧洲目
前还健在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该新闻的作者称：“熊彼特在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中享有盛名，但由于他最杰出的作品皆为纯学术著
作，所以普通读者是很难读懂的。
”但是熊彼特杰出的才华和出色的学术对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来说，无论怎样称赞也绝不过分。
新闻对此次熊彼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将为整个学院增光添彩，并且还坚定不移地相信
，熊彼特的才华和他无可取代的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无疑将会给全校师生带来巨大震撼。
最后，新闻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们衷心期望，这位即将到来的伟大的德国籍教授能在这里停留得
久一些，或者说越久越好”。
哈佛大学之所以如此热切地期盼这位“伟大的德国籍教授”的到来，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
作为一所享誉世界的顶级学府，长久以来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科却一直处于无圭臬可奉的尴尬境地。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哈佛经济学院曾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商学院，但随后它的影响力逐渐衰退，
如今已是大不如前。
这主要是因为，曾经使哈佛经济学院名声大噪的那些经济学家们——弗兰克·陶西格、托马斯·卡特
、埃德温·盖伊、查尔斯·布洛克、威廉·里普利，还有奥利弗·斯普拉格，他们更多地埋头于办公
室的琐事中，早就已经过了各自学术研究的黄金年代。
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在斯德哥尔摩、在维也纳的经济学术圈，或者在英国的剑桥大学⋯
⋯几乎每一天都有崭新的经济学理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诞生。
而这些曾被奉为学界标尺的老经济学家们，如今安身于哈佛，逐渐蜕去了光环，失去了自己在学界的
声音。
哈佛大学当然不会甘于现状。
过去几年里经济学院也聘请了许多年轻学者，他们当中也不乏很有天赋的新一代杰出代表，然而老经
济学家们固守多年的学术氛围和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著名产业组织结构主义大师爱德华·梅森就是当时那些年轻学者中的一员。
他曾在哈佛大学的众多学院担任过院长一职，而他的学术事业也是从这里起步的，他后来回忆起当年
的哈佛经济学院时，也曾对那里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感叹不已。
还有同样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约瑟夫·戴维斯，他也曾在哈佛大学教过几年书，但后来去了斯坦
福大学。
在他眼里，哈佛的学术氛围毫无激励性可言。
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一些同事中间滋生了一种思想上的惰性，还有一种无法容纳他人的态度，而这种
度是极易滋生偏见的。
他们专注于此，甚至忽视了自己做学问的真正目的。
因此，毫无疑问，哈佛经济学院必须为学术研究注人新的活力，再没有人能比熊彼特更适合于此了。
生于奥地利、拥有德国国籍的熊彼特恰好在他的专业领域中是普遍公认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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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地位如此之高，所以即使他的脾气十分古怪，还有些傲慢，也没有对此造成什么影响，人们依旧
能透过那些表面，看到他身上真正闪光的智慧。
熊彼特曾在维也纳大学求学，在那里他一直跟随奥地利学派最权威的经济学大师们学习。
然而在那些真正帮助他建立起“世界著名经济理论学家”盛名的经典著作中，他却不落窠臼，一直坚
持着自己的道路。
他从不把自己仅仅局限在经济学领域里，而是将目光投射到历史、政治和社会学这些更远的范畴。
26岁那年，熊彼特一跃成为整个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时隔两年，他就将一部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公之于众。
在这部著作中，熊彼特阐释了企业家如何运用创新思维促使经济迸发出强劲的发展动力。
这部著作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那些来自英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经济学家们都对他竞相追
捧。
当然，这并不是熊彼特生活的全部，他的成就绝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
除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这个身份之外，他同时也是开罗国际法庭的一名律师、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
财政部长，还是维也纳一家著名银行的行长。
2  在美国，熊彼特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名人了。
早在1913年他就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术圈第一人到纽约进行一个学期的学术交
流。
在那里，他针对美国经济学研究成果所作的演讲以及发表的论文，给校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此，哥伦比亚大学特别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而那年熊彼特只有30岁。
随后他又陆续到其他许多大学进行巡回演讲，行迹遍布整个美国。
每到一处，听众们无不为他的机智、魅力和口才所折服。
在这期间他还结识了几位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曾在耶鲁大学教过书的世界著名数理经济学
家欧文·费雪就曾邀请他，一同前往其位于纽黑文的家里欢庆感恩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弗
兰克·菲特曾与他一同出席过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
他还结识了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
回国之前，熊彼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此次美国之行我一共走访了17所大学，做了许多
演讲和报告，那里的师生对我都十分亲切友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现在我却不得不离开这里，这真让人感到难过。
我总觉得自己原本可以为这些美国同仁带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我现在所能做到的要多得多，也好
得多。
”在美国的这次为期6个月的学术交流中，熊彼特与美国经济学术界建立了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这也
促成了他之后在1927～1928年、1930～1931年又先后两次以客座教授身份访问哈佛大学。
对于他本人和哈佛大学来说，这种学术访问无疑是“双赢”的——美国最具声望的顶尖大学和欧洲经
济学界的领军人物，这一组合堪称完美。
熊彼特在一封家书中提到，在剑桥的这段日子他过得很好。
他十分喜欢这里的校园，一看便让人想起英国式的学校。
他也喜欢绿树成荫的街道，教授们就住在街道两旁的公寓里面。
在市中心，各种各样的餐馆、咖啡馆、商店鳞次栉比，供应的商品种类丰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对学术研究来说，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
而另一方面，如果将美国视为一个整体，熊彼特对它的热情其实相当有限。
他曾在1930年10月寄往维也纳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国家别扭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剑桥倒确实是个相当文明开放的地方。
” 在旅居美国期间，熊彼特寄住在弗兰克·陶西格家里，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惬意的时光。
当他即将结束第二次客座教授访问行程的时候，曾向一位友人提到：“我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我
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家人！
不过你可别想歪了，他可不是个年轻优雅的小犹太，而是一位已经72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
他在哈佛教了50年书，要是没有他，哈佛的经济院系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科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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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为人积极、仁慈、睿智，看似坚强但是实际十分温和敦厚。
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宠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过去3个月的相处中，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就是这一切的最好证明。
”当然，熊彼特最为看重的，一是哈佛大学优越的工作环境；（提请注意：在维也纳有3位教授和4名
其他讲师在教授经济学，而这里有8位教授和32名其他的讲师在做同样的事。
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他在学院里、教室里遇见的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教授和学生。
这些年轻人之前只能在书里研究欧洲经济学家的理论。
他们十分渴望能有这样一个人出现，使他们真正认识里昂·瓦尔拉斯、欧根·冯·庞巴维克、阿尔弗
雷德·马歇尔以及弗朗西斯·埃奇沃思这些传奇的名字，能生动形象地介绍他们的学说和理论。
熊彼特在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每天拿出一小时讲读，听众们聚精会神，如饥似渴，简直像是要把我
吃了——不过这也带给我许多乐趣⋯⋯（我）特别乐意和青年学者们在一起，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年
轻人，我们常常举行‘学术讨论夜’，聚在一起谈所有感兴趣的问题。
”3个月后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学生们和同事们的研究热情十分高涨，不论是课上课下，到处
有人找我讨论问题。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这一切使熊彼特深受鼓舞。
他逐渐感到，只有在哈佛，他才能同时既作为一位老师也作为一名学者施展自己的才华。
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由衷地称赞：“我很喜欢哈佛，至少在我的专业研究上，世界上再没有哪所大
学比哈佛更让人喜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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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与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
明机智、锋芒毕露的博学家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
的对话。
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天才、更聪明、更光彩夺目。
与之相比，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大智慧。
小聪明蒙混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
　　——彼得·德鲁克 管理大师在熊彼特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伴随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来的始终是
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
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
　　——保罗·克鲁格曼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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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熊彼特传》的主人公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经济财富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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