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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
西病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
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
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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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1905-1983），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
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导论》、《连锁战争》、《工业社会十八讲》、《知识分子的鸦片》、《政
治研究》、《阶级斗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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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编　政治的神话第一章　左派的神话怀旧的神话价值观念的分离政治体制的辩证法思想与现
实第二章　革命的神话革命的含义革命的威望反叛与革命法国的形势是革命的吗？
第三章　无产阶级的神话无产阶级的界定理想的解放与真实的解放理想的解放的诱惑真实的解放的单
调乏味论政治乐观主义第二编　历史的偶像崇拜第四章　圣职人员与信徒党的永远正确革命的理想主
义审讯与招供论一种所谓的革命正义第五章　历史的意义意义的多样性历史的单元论历史的目的历史
与狂热第六章　必然性的幻觉偶然的决定论理论性的预测论历史的控制第三编　知识分子的异化第七
章　知识分子及其祖国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政治知识分子的天堂知识分子的地狱第八章　知识分子
及其意识形态重要事实国家的争论⋯⋯结论　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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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推荐序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
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
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
变幻。
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
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
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
烈的反响。
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
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
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
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
。
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
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
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
”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
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
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
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
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
》(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
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
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
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
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
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
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
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
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
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
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
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
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
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
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
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
，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
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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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
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
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
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
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
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
”。
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
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
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
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
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
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
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
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
大弊病。
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
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
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
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
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
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
“右翼”人士不乏其人。
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
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
大相径庭。
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
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
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
有关系。
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
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
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
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
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
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
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
。
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
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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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
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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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
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
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
变幻。
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
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
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
烈的反响。
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
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
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
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
。
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
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
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
”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
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
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
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
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
》(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
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
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
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
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
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
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
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
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
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
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
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
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
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
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
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
，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
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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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
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
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
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
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
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
”。
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
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
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
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
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
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
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
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
大弊病。
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
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
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
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
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
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
“右翼”人士不乏其人。
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
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
大相径庭。
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
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
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
有关系。
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
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
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
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
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
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
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
。
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
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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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
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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