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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陆飞鱼（专栏作家） 

    《思想的力量》有一个很通俗，俗得像成功学、励志学一样的书名，但是内容不是老少咸宜，稍微不太好啃，466页，88元，这个数字已经挡住很多读者。粗粗翻了一下这本书，第一印象就是，经济学就是另一种哲学，务实的、入世的哲学，“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没有选择的绝望境地，人们也不能逃避作出决策的责任”、“欺骗的元素通常由两方构成：骗子和允许自己被骗的人”。这样的金句够格言吧？但是阅读过程并不轻松，没翻越雅诺什·科尔奈人生经历中的山脉，你进不到他的语境里。 

    当然，大师估计不会介意这本书在中国畅不畅销，他本来就是为少数“有心人”写的，不是一类人，不读一本书。何况他在中国有吴敬琏、许成钢这样的门徒，为他鼓与呼，会看的人其实还是会很多。所谓“经济学是另一种哲学”，在于雅诺什·科尔奈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从《资本论》里汲取营养，然后再进行细胞分裂，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而在东欧巨变中，随着匈牙利改弦易辙，也完成了自己学术上另一种飞升与嬗变。 

    他说“我被《资本论》的逻辑性透彻性深深打动，不过我尊敬和热爱它的另一个理由，则是作者创作这本书时，倾注了满腔热情，而不是超脱地置身事外”。而《思想的力量》幸好不是一本艰涩论著，而只是作者的随笔性传记，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学者走过的心路和思考。 

    翻一下履历，其实他和中国渊源很深，也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其《短缺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曾获邀参加1985年9月中国经济改革派的重要会议“巴山轮会议”。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界，很多东西还是他在《短缺经济学》里撒下的种子开的花结的果。但是时风易移，名家与杂牌遍地分流，几年前他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出版时，反响已远不如前，这不是因为作者落伍，而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理论已经形成自己的学养，师傅因而被冷落。 很多关注雅诺什·科尔奈的人估计和我一样，在没了解他的学术脉络之前，也是出于对他身份、经历的好奇，但是当我发现他作为经济学家背后隐性的哲学家身份时，一种惊喜突然出现，就像一个银行家还是诗人一样。简言之，经济学教人如何生活，而哲学则解决人为什么活着？这个大问题，在《思想的力量》里显然也回答了，作为门外汉也可跑进去看看，半懂不懂也有收获。最后再引用大师一段金句结尾：“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痼疾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的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