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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以很短的篇幅概述需用长篇文字能讨论的论题。
全书完成于1918年4月，不久之后，我便开始了一段囚徒生活。
那个时候，谁也不敢妄断战争会在新年来到之前结束。
和平实现了，重建问题随之来临。
本书试图简要地考察一下那些战争以前提出的旨在实现彻底经济变革的各派学说的兴起和壮大过程。
我首先历史地探讨了这些学说，继而对它们进行了批判的分析，并认为尽管其中没有哪一派算得上尽
善尽美，可它们对我们希望建立的未来社会的蓝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本书涉及史实的部分是在我朋友希尔德里克·科仁斯的大力帮助下完成的，他为我提供了许多我本
人无暇仔细查找的有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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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爱，先后执教于剑桥
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在哲学、数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突出成就
使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的思想在师，并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罗素一生著述极多，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有《哲学问题》、《哲学原理》、《西方哲学史》、《西方
的智慧》、《心的教育》等。
作为一个哲学家，罗素的著作博大精深，充满了睿智与温馨。
爱因斯坦曾说过：“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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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社会中的自由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
实现自由的可能性有多大?人们对自由的期望有多高?这些，是我想讨论的主要问题。
    我们最好是先给“自由”下一个定义。
“自由”这一术语具有多种含义，在展开我们有益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确定选取其中的一种。
“社会”这一概念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但就目前来看，在给它下定义的尝试中，完全没有毛病的并不
多。
    我认为使用一些极为抽象的、模糊的词意来解释事物是毫无意义的。
例如，汉格尔和他的追随者们认为“真正”的自由就在于对警察——他们被看作是“道德律”的化身
——的服从。
当然警察们又必须服从于他们职权上的上司。
但是，这个定义并没告诉我们政府自身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事实上，按照这个定义的逻辑。
政府的形象是近乎于完美的。
我认为这种观念对于实行民主政体和政党组阁的国家来说是极不适合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几乎
有一半的人是不认同政府的行为的。
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用这所谓的“真正”的自由来充任自由的概念。
    按其最抽象的意义来定义，  “自由”就是不对人们实现欲望的过程设置任何外部的障碍。
照此理解，通过提高人们追求目标标的能力。
或者降低其期望水平，都可以达到增加自由的目的。
按照这个定义，那些存活了不多日，便随着寒日的到来而死去的昆虫。
可能算是领受了最充分的自由了。
因为不断降低的气温不断调整着它的欲望，使它不会产生那种无法实现的愿望。
对于人类来说，也可以通过类似的途径来实现自由。
一位已经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成为一名红军政委的年轻的俄罗斯贵族曾经向我解释说，英国人不像
俄国人，用不着穿上一件真正的“拘束衣”，因为实际上他们在心理上已经有了这么一件，他们一个
个总是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好像灵魂已经为一件无形的“拘束衣”套住了一样。
也许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当然不能等同于真正的俄国人。
但是无论如何，只有俄国人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形象。
书中的人都怀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暴力倾向的欲望，而这些欲望一般的英国人是没有的——至少在清
醒的状态下是如此。
如果一个社群中的人个个怀着谋杀的欲望，那么其中的自由，肯定不如那些成员的欲望都比较平和的
社群。
因此，调整人的欲望对于自由的增益作用，丝毫不亚于增强人们的行动能力的方式。
    以上这些考虑说明尚存在着一种通过政治思考还不能圆满解释的必要因素。
我说的这种必要因素可以称之为“心理动力学”。
人们还远远未达成一种共识，即把人性作为一个参数考虑，放到政治中去。
外部环境为适应人性会进行调整，当然，事实上外部环境也改变着人性，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最后
形成一种和谐。
一个人突然闯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可能觉得一点自由都没有，新环境只为那些能够适应它的人提供自
由。
因此，在我们探讨自由问题的时候。
决不能忽视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即变化的环境会引起变化的欲望，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使获得自由
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一种新的环境，在满足了人们旧的欲望的同时，可能又使人们产生了它所无法满足的新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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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进步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影响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不断地使人们产生新的需求：刚开始一个人
可能因为买不起一部汽车而感到不满意，可是要不了多久，他可能又在为没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而耿耿
于怀了。
人们感到不满很可能是因为一些尚未意识到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例如，美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获得休息。
而他们却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我相信，这是目前席卷美国的犯罪浪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人们的需求各有不同。
但是某些基本的需求可能是人类所共有的，这主要包括对食物、饮料、衣物、住宅、性以及父母的关
怀的需求(衣物和住宅在炎热气候下并非绝对必需。
但是除了一些热带地区外，应当把它们包括其中)。
不管自由具体还包括哪些其他东西，只要以上名次中有一项得不到满足。
人们就不可能获得的自由。
这些东西，已经是构成自由最起码的要素了。
    这就带出了另一个概念—一“社会”。
我认为要使上文所述的那种最低限度的自由得到保障，在—个社会里做到这一点肯定会比在罗宾逊·
克鲁索呆的那个荒岛上容易得多。
实际上，性和父母的关JI不在本质上就是社会陛的需求。
人们可以把社会定义为“为着共同的目标进行合作的一群人”。
对于人类来说，最原始的社会单元就是家庭。
经济社会群体起源得较早，在战争中进行合作的群体显然没有这么古老。
在现代世界，经济和战争是社会之所以凝聚起来的主要动机。
要不是有超出家庭和部落的较大的社会单元的存在，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完满地使
自身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有助于增加人们的自由。
有人还认为，—个有秩序的国家的存在，可以保护我们较少地遭受敌人伤害，但我认为这种主张值得
怀疑。
    如果我们不再考虑心理动力的因素，就可以把欲望作为一个恒定的参数。
这样的话，很显然对实现自由的阻挠来自两个方面：物质的和社会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一个人若是吃不饱肚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没有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
另一方面还可能是别人阻挠他获得必需的粮食。
社会的存在减少了实现自由的物质障碍。
但同时又生产出了社会的障碍。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极可能犯的错误就是忽视衬会对人的欲望的影响。
有人可能会举出蚂蚁或蜜蜂的例子，这些小动物尽管是生活在井然有序的社会当中，但看起来好像完
全是出于自发地按照自己的社会分工干着活。
在其他一些较高级的群居动物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
而且据里弗斯的考察来看，在美拉尼西亚人当中也有这种现象。
这似乎是一种强大的暗示力量在起作用，是一种或多或少与催眠术类似的因素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默
契。
十分令人惊异的是，尽管那些文明人有着比那些野蛮人复杂严整得多的社会体系，然而在他们的本性
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似乎还不如那些未开化的人，因为他们更多地是通过外部压力来接受社会影响
的，而那些未开化的人却是本能地参与社会合作。
这可能就是那些文明人总是对自由问题讨论不休的原因吧。
    当然，即使在最文明的社会中，我也不否认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天然本性的基础。
人们都希望能够喜欢上他们的邻居，也希望自己能为邻居所喜欢，他们相互模仿，通过种种暗示捕捉
着社会发展的潮流。
但是即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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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本性中存在的这种因素的强度，似乎也正随着文明的进步而被不断地削弱着。
它在少儿身上要比在成人身上体现得强，而且从整体来看，在那些智力最为低下的人身上，它的力量
反而最强。
社会合作的进行，越来越依赖于人们对它所带来的好处的理性认识，而不是依赖于那种可以被粗略称
为“群众本性”的内在动力。
在未开化的人当中不存在个人解放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未感觉到有此需求，而在文明人当中，这个
问题随着文明的进步变得越来越紧迫。
随着人们越来越发现政府可以帮助他们从追求自由的物质羁縻中解脱出来．政府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
作用也越来越大。
因此，社会中的自由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紧迫．除非人类文明停止进步。
    当然，靠单纯地压缩政府的作用是不能增大自由的，人们之间的欲望多数情况下是不相容的，因此
，无政府主义对于强者来说意味着奴役。
如果没有政府的控制，现在的全球人口可能是目前数字的十倍，尽管人口增长受到饥荒和婴儿高死亡
率的限制。
这种无政府状态给人们造成的物质奴役。
可能比正常情况下形成的最严重的社会奴役还要可怕得多。
因此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在无政府的情况下该怎样做，而是思考在保证政府的优点的情况下，如何
将它对自由的干预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这就是要在物质和社会自由之间谋求一种平衡。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和更好的健康状况，我们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政府压力。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时时考虑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需要的究竟是食品和健康，还
是其他什么东西。
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比如在1919年英国——看起来愿意承受任何强度的政府强制力，因为很显然这
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
但是如果一些人愿意接受政府的强制力，而另一些人只需要获得食品，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了，这涉及
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极力鼓吹神圣的自由原则，其实这一原则的实质在一句格言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幸
运儿就应该对那些倒霉蛋毫不留情!P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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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爱因斯坦曾说过：“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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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作为罗素期待人类走向自由和幸福的拳拳之心的见证，同时这对于当今正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
人们也是不无裨益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罗素的文著分析细密、论证清晰、文笔优美、引人入胜，为此他曾获1950年诺贝
尔文学奖。
读罗素之书，既可获深刻、睿智的见解，又极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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