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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全国唯物辩证法研讨会上，我有幸接触过在我国研究波普尔很早的
舒炜光先生。
他对波普尔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当时我即下决心要集中一段时间把波普尔的思想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一下。
为此，我甚至仿效他的学术路子花了不少时间认真钻研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但这种想法由于诸多原因终未能完全兑现，而我也始终未放弃。
后来，我在先后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主编《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和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思
想的冒险家们》（丛书）审读波普尔的书稿过程中又强化了这一思想。
不过，至今我也没有抽出时间把波普尔的全部著作认真读一遍。
人生真是有许多事身不由己啊！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杜汝楫、邱仁宗翻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请我作序。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不具备为剖析世界著名思想家波普尔的重要著作写序的资格的。
但杜汝楫、邱仁宗都是我尊敬的老师，而且杜老师刚过世，邱仁宗老师又对文本仔细作了修订，我是
推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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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逻辑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预测是社会
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行了介绍
和批驳。
作者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是不
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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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生于维也纳，1928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移民至新西兰，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
1946年受邀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76年当选英国皇家科学
院院士，1982年获得荣誉侍从勋章。
1994年逝世于伦敦。

　　作为当代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波普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
除了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之外，他以对政治理论、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重要贡献而闻
名于世。
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学发现的逻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猜想与反
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客观的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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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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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注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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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学说
1.概括
2.实验
3.新颖性
4.复杂性
5.预测的不精确性
6.客观性和评价
7.整体主义
8.直觉悟性
9.数量方法
10.本质主义与唯名主义
第二章　亲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学说
11.与天文学的比较——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
12.观察的根据
13.社会动力学
14.历史规律
15.历史预言与社会工程的对比
16.历史发展的理论
17.社会变革的解释与设计
18.分析的结论
第三章　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19.批评的实际意义
20.社会学的技术方法
21.渐进工程与乌托邦工程的对立
22.与乌托邦主义结成的非神圣同盟
23.对整体主义的批评
24.整体主义关于社会实验的理论
25.实验条件的可变性
26.概括局限于时期吗
第四章　对亲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27.有进化规律吗？
规律和趋势
28.还原法，因果解释，预测和预言
29.方法的统一性
30.理论科学和历史科学
31.历史学中的境况逻辑，历史解释
32.关于进步的社会建构学说
33.结论：历史决定论的感情吸引力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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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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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学说　　历史决定论强烈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方法论自然主义
（methodologad naturalism），而声称物理学特有的某些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与物理
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
它告诉我们说，自然法则（physical laws）或“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
；因为物质世界受着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之内不变的物质统一体的支配。
然而，社会学规律或社会生活规律则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
虽然历史决定论承认，有许多典型的社会条件，并且可以观察到这些条件有规律地一再发生，但它否
认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规律性具有物质世界规律性那种不变的性质。
因为它们取决于历史，取决于文化上的差异。
它们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
例如，人们谈到经济规律时不应不加限定，而应该说封建时期的经济规律或早期工业时期的经济规律
等等；总要提到所说的规律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时期。
　　历史决定论断言，由于社会规律具有历史相对性，因而大多数的物理学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
这种观点所根据的典型的历史决定论论点涉及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精确预测的困难以及
方法论本质主义的意义。
我将逐一讨论这些论点。
　　1.概括　　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自然科学中，概括及其成功的可能性在于普遍的自然齐一
性（uniformity of nature），在于观察到（也许不如说在于认定）在类似的条件下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这个原理被看作是在整个空间和时间内有效，据说它是物理学方法的基础。
　　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这个原理在社会学中必然是无用的。
类似的条件只发生在单个历史时期内。
它们决不会在时过境迁时还继续发生。
因而社会中没有可以作为长期性概括的根据的那种恒久的齐一性——其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没
有注意那些平凡的规律性，例如下述的真命题：人类总是生活在集体之中，或某些东西的供应是有限
的，而另一些东西如空气的供应是无限的，只有前者才能有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
　　在历史决定论者看来，忽视这种限制并试图概括社会齐一性的方法，无形中假定这些规律性是永
恒的；因此一种在方法论上很幼稚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能够采取物理学的概括方法——将造成一
种错误的和可能误人子弟的社会学理论。
这种理论会否认社会发展，或者否认社会总是发生重要的变化，或者否认社会发展（如果有的话）可
以影响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
　　历史决定论者常常强调，在这些错误的理论后面通常有一种辩解的意图；而事实上，社会规律不
变的假定可能很容易被滥用于这些目的。
首先，它似乎认为，由于不愉快或不合意的事情是由不变的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必须加以接受。
例如，人们引用了经济学的“不可抗拒的规律”（inexorable laws）来证明，用法律干预工资交易是无
效的。
滥用持久性假设的另一种辩解，助长了一种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从而使人容易安静而不加抗议地
忍受不可避免的不幸。
现在的一切将会永远存在，试图影响事件的进程甚或对它作出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
人们并不对自然规律提出异议，而企图推翻它们那就只能导致灾难。
　　历史决定论者说，这是保守的和为现实辩解的，甚至是宿命论的论点，是主张社会学应该采用自
然主义方法的必然结论。
　　历史决定论者反对这些议论，认为社会的齐—与自然科学齐—迥然不同。
社会的齐一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变的，而人的活动正是改变它们的力量。
因为社会的齐一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人为的；而且虽然可以说它们依赖人类的本性，它们之所以如此
，乃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有力量改变它们，而且也许能控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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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类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好些或更糟些；积极的改革不一定无效。
　　历史决定论的这些倾向吸引着感到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尤其是感到应该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承认
现有事态不可避免的那些人。
趋向于有所作为并反对任何暗自满足的倾向，可以称之为“能动主义”（actiwism）。
我将在第17节和第18节更多地谈论历史决定论与能动主义的关系；但我在这里援引一位著名的历史决
定论者马克思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劝诫，这句劝诫突出表达了“能动主义者”（activist）的见解：“哲
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2.实验　　物理学运用实验方法，即它采用人工控制、人工隔离，以此来保证再现类似的条件
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效应。
这种方法的基础显然是，在条件类似的地方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历史决定论者声称，这种方法对社会学是不适用的。
他争辩说，即使它是能够适用的，也不是有用的。
因为当类似的条件仅仅发生在某个时期内，任何实验结果只有十分有限的意义。
而且人工隔离正好排除了社会学中极其重要的因素。
有的经济问题正是由于个人和集体在经济上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而鲁宾逊·克鲁索及其与世隔绝的
个体经济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经济的有价值模式。
　　历史决定论者进一步论证说，真正有价值的实验是不存在的。
大规模的社会学实验决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实验。
它们不是为了促进知识本身的发展，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这种实验不是在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实验室中进行的；相反，这种实验改变了社会的条件。
由于进行第一次实验就改变了条件，这种实验决不会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
　　3.新颖性　　上述论点值得推敲。
我已说过，历史决定论否认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能性，因为第二次进行实验
的条件必定受到以前进行的实验的影响，这种议论依赖于这样的观念：社会犹如有机体，它具有一种
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记忆力。
　　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过去事件的制约。
如果这种事件重复发生，它们对于有经验的有机体，就失去了新颖性，而带有习惯的色彩。
然而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为什么重复的经验是新的。
所以，被观察事件的重复可能相当于观察者产生了新的经验。
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惯，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
所以，我们对同一个有机体重复某一实验的全部条件——内部的和外部的——不可能十分相似而使我
们能够谈论真正的重复。
即使是环境条件的完全重复，也是与有机体中的新条件相结合的，因为有机体从经验中学习了。
在历史决定论看来，这也适用于社会，因为社会也有经验；它也有它的历史。
社会只能缓慢地从它的历史（部分）重复中学习，但无可怀疑，从它部分地以它的过去为条件来说，
它的确学习了。
否则，传统和对传统的忠诚和怨恨、信任和不信任，就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所以，在社会历史中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对出现性质全新的东西有思想准备
。
历史是会重复的——但决不是在同样的水平上；如果所说的事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如果这些事件对社
会有着持久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在物理学所描述的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真正全新的东西。
人们可以发明一部新发动机，但我们总可以把它作为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加以分析。
物理学中的新只是排列或组合的新。
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社会的新则完全相反，如同生物学的新一样，是一种内在的新（intrinsic
newness）。
它是真正的新，不能归结为排列的新（novelty of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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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样的旧因素在新的排列中决非真正是同样的旧因素。
在社会生活中，一切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而必然出现真正的新事物。
历史决定论认为，这一点对于考虑历史新阶段或新时期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阶段或时期内在地
不同于任何其他阶段或时期。
　　历史决定论声称，没有比出现真正的新时期更为伟大的时刻。
我们对物理学新情况的解释是把它们视为原有因素的重新排列，但对于社会生活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却不能按照我们在物理学中这个习惯的路子来加以研究，即使普通的物理学方法可以适用于社会，
但决不会适用于最重要的特点：社会划分为各个时期并出现新情况。
一旦我们理解社会新事物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即把通常的物理学方法应用于社会
学问题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问题。
　　社会的新还有另一个方面。
我们已看到，每一特定的社会事件，社会生活中每一件事，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新的。
它可以和其他事件归人一类；它可能在某些方面类似那些事件；但它在某一个十分明显的方面总是独
特的。
就社会学解释而言，这导致了显然不同于物理学的情况。
可以设想，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
什么发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它的原因和结果——使它发生的那些力量和它对其他事件的影响。
然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提出普遍规律，不能用普通名词来描述这种因果联系。
因为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而我们所发现的特殊力量则能对这种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这些力量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也许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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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最重要著作有三到四本，本书即为其中之一。
　　——《新政治家》　　真正深入到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内部，对它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以正
视听，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观，帮助人们重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
义的信念，这成了每个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信仰、研究唯物主义观的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
责。
　　——易杰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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