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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走向未來的驅動力
——紀念《走向未來》叢書出版四十周年

●朱嘉明

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中國 

科學院主持，並得到安徽省委大力支

持，在安徽省合肥市舉行了「全國科

學學、人才學、未來學聯合學術討論

會」，同時舉行了「中國未來研究會

首屆全國學術討論會」，與會者達到

五百多位。這次會議推動了與會者 

對於未來研究的關注和認知。也是

1980年，世界未來學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出版。1983年1月，托夫勒夫

婦訪問中國；同年3月，北京三聯書

店出版《第三次浪潮》中譯本，當年年 

底加印十萬冊，此後數年發行數百萬

冊之多。該書提出由科學技術進步引

發社會各方面變化的思想，在中國各

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響，中國

大地燃起「托夫勒熱」。10月，鄧小平 

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

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

向未來，不僅開始成為知識份子的共

識，而且成為全民共識和國家共識。

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開的

「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

論會」（即「莫干山會議」），加劇了這

樣的共識在全國中青年知識份子中間

自1984年開始，持續六年，《走

向未來》叢書目標出版一百本，實際

一共出版了七十四本，每本發行幾萬

乃至幾十萬冊，曾經產生過難以想像

的影響力，形成了極為獨特的《走向

未來》叢書現象，至今餘波還在。在

過去十餘年間，有學者開始以該叢書

作為研究主題，至少在「中國知網」

上能夠找出相關文章四十篇以上。值

《走向未來》叢書出版四十周年之際，

本文以一個參與者時隔四十年之後的

歷史視角，對該叢書的歷史價值予以

審視和評論。

一　為甚麼是1984年

1978年12月中國開啟的「思想解

放」運動，包含了兩個基本方面：其

一是突破傳統和僵化的思想束縛； 

其二是接受新的思想、觀念和理論。

1980年代，不僅是中國改革與開放

的至關緊要十年，而且是中國民眾接

受「思想解放」洗禮的關鍵十年。

在這樣的背景下，1980年11月

30日至12月7日，由國家科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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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播。這個時候，思想解放的局面

已經蔚為大觀。

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

國不僅處於短缺經濟狀態，而且並存

着現代知識及其產品的短缺狀態。一

方面，被思想解放喚起的民眾形成了

前所未有的閱讀渴望，群體性閱讀需

求成為一種時尚，甚至匯聚成一種嶄

新的社會能量；另一方面，儘管文革

期間被封禁的大量書籍得到解禁，仍

然沒有可能滿足全社會對於各類學科

知識書籍的需求，加之出版界的書籍

產出在質量和數量的嚴重滯後，形成

全國性「書荒」。

《走向未來》叢書醞釀和籌措於

1983年，其後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推出第一批共十二本書籍。因為內

容豐富和形式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滿

足了以中青年知識份子為主體的知 

識與精神需求。撰寫於1983年6月的

《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的〈編者獻

辭〉對叢書的宗旨做了如下描述：「展

現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日新月 

異的面貌；反映人類認知和追求真 

理的曲折道路；記錄這一代人對祖 

國命運和人類未來的思考。」這篇〈編

者獻辭〉引用了馬克思在《黑格爾法

哲學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導言中一段著名的

話，「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 

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 

就會解放成為人」，以增強文字的莊

嚴感。此外，還通過引用英國哲學 

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話，將「人

類的福祉和尊嚴」作為叢書的根本性

目標。

《走向未來》叢書，將知識和那

個年代的理想、精神和激情結合在一

起，應運而生，自然產生了超過預期

的社會反響。

二　為甚麼是他們

發起、組織和編纂一套叢書，絕

非是一個人或少數人所能完成的。

《走向未來》叢書從一開始就有一個

強烈的團隊意識，成立了一個具有共

同理念和包括主要學科的編委會。 

編委會主體成員年齡約三十至三十五

歲，且彼此之間相互熟悉。

第一屆編委共二十一人。在這一

批編委中，屬於經濟領域的佔很大比

重：王小強（1952- ）、王小魯（1951- ）、 

尹藍天（1960- ）、朱嘉明（1950- ）、何

維凌（1944-1992）、張鋼（1948- ）、

翁永曦（1948- ）、黃江南（1950- ），

佔比38%，可見那時的經濟學是「顯

學」；屬科學哲學領域的有：劉青峰

（1947- ）、樂秀成（1946-1992）、朱熹 

豪（1947- ）、樊洪業（1942-2020）、賈 

新民（?-2001）、阮芳賦（1935- ）；還

有政治科學領域的嚴家其（1942- ），

出版界的董秀玉（1941- ）和陳子伶

（1942- ），美術界的戴士和（1948- ）。 

1986年3月，在第一屆編委基礎上增

加三人，形成第二屆編委會。

《走向未來》叢書設有主編和 

副主編：第一屆主編包遵信（1937-

2007），副主編金觀濤（1947- ）和唐

若昕（1955- ）。第二屆主編金觀濤，

副主編陳越光（1953- ）1、賈新民、

唐若昕。金觀濤因其博學並出版了代

表作《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

定結構》（與劉青峰合著），而為當時

中青年知識份子所尊重。金觀濤始終

是叢書的核心人物，為叢書傾注了大

量心血。

《走向未來》叢書最初設置了七

名顧問，他們當時都是德高望重的 

長輩。其中，代表科學界的是嚴濟慈

（1901-1996）和錢三強（1913-1992）；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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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是陳翰伯（1914-

1988）和侯外廬（1903-1987）；代表中

國經濟改革的是杜潤生（1913-2015）； 

代表青年工作的是張黎群（1918-2003） 

和鍾沛璋（1924-2021）。嚴濟慈是中

國現代物理學創始人之一，錢三強是

中國原子和物理專家，陳翰伯是中國

出版家，侯外廬是歷史學大家，杜潤

生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張黎群是

《中國青年報》的奠基人，鍾沛璋是青

年問題和新聞領域專家。

在那個歷史時期，這樣的老中青

跨界組合，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互補，

無疑是天衣無縫的。

三　如何看待如此豐富 
的選題　　　

叢書是指一系列具有某些共同特

徵的書籍，而《走向未來》叢書共出

版七十四本，選題堅持多元化、跨學

科、前沿與歷史結合等原則。大體分

為經濟學、科學哲學、語言學、信息

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

學、法學等類別，包含原創、翻譯及

編譯三類作品形態。可以說，該叢書

是那個時代的一項思想工程。

在經濟學類別中，既包含介紹古

典經濟思想，如《看不見的手——微

觀經濟學》、《凱恩斯革命——宏觀經 

濟學》；也有面向現實經濟方面的著

作，如《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

關於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沒有極

限的增長》和《增長、短缺與效率》；

還有探討中國現實經濟重大問題的著

作，如《現實與選擇——當代中國工

業的結構與體制》、《富饒的貧困—— 

中國落後地區的經濟考察》、《探尋新

的模式——蘇聯和東歐經濟改革的理

論與實踐》、《發展的主題——中國國

民經濟結構的變革》，以及引入新分析 

方法的《經濟控制論》和《擇優分配原

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以

《增長的極限》和《沒有極限的增長》兩 

本書為例：前者是西方著名未來學研

究團體「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

的第一份研究報告，提出在人類科 

學技術、生產力的增長、自然資源、

生態環境和其他一些要素條件不變 

的情況下，增長是有極限的，這在 

當時曾對許多西方國家的未來預測 

及長期戰略的制訂產生重大影響； 

後者是對《最後的資源》（The Ultimate 

Resource）一書的編譯，而原書對於

增長持有樂觀態度，與前書主旨大異

其趣2。

在科學哲學類別中，包括《整體

的哲學——組織的起源、生長和演

化》、《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

批評的理論與方法》、《讓科學的光芒

照亮自己——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

在中國產生》、《理性主義》、《維特根

斯坦哲學導論》、《十七世紀英國的科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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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術與社會》、《激動人心的年

代——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的歷史

考察和哲學探討》、《新的綜合——

社會生物學》、《第三次數學危機》、

《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等。

其中《維特根斯坦哲學導論》（Ludwig 

Wittgenstein: An Introduction to His 

Philosophy），以語言與實在的關係為

主線，以思想發展過程為序，串聯起

邏輯與實在、邏輯與語言、可言說 

的和不可言說的一系列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學內容，很

可能是在1980年代較早介紹維特根

斯坦的中文專著。又如《現代物理學

與東方神秘主義》（The Tao of Phys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 

分析了現代物理學理論，並介紹了諸

如印度教、佛教、道家、禪宗等東方

哲學，讓讀者從現代物理學和東方文

化傳統中汲取綜合養分。

在信息學、語言學、心理學類 

別中，包括《GEB——一條永恆的金

帶》、《語言學與現代科學》、《信息 

革命的技術源流》、《弗洛伊德著作

選》。其中《GEB》一書是對美國作家、 

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主侯世達

（Douglas R. Hofstadter）《哥德爾、埃舍 

爾、巴赫：一條永恆的金帶》（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的編譯，精煉地反映了原著關於哥德

爾（Kurt F. Gödel）的理論、埃舍爾

（M. C. Escher）的美術作品和巴赫（J. S.  

Bach）的音樂之間的關係，以及人工

智能、生命自我修復和人類思維的 

奧秘。

在社會學類別中，有《定量社會

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馬克斯．韋伯》、《發展社會學》等譯

著。以《定量社會學》為例，此書為 

《定量社會學的概念與模型》（Concepts 

and Models of a Quantitative Sociology: 

The Dynamics of Interacting Populations） 

的編譯本，是中國第一部介紹定量 

社會學的著作，簡要論述了協同學

（synergetics）和定量社會學的基本概

念和模型，用計量方式討論社會輿 

論的形成、人口動力學、社會經濟 

的發展，以及戰爭與和平等社會學 

問題。

在歷史學類別中，包括《悲壯的

衰落——古埃及社會的興亡》、《探

險與世界》、《搖籃與墓地——嚴復

的思想和道路》、《信念的活史：文身

世界》、《在歷史的表象背後——對

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

《計量歷史學》等。以《悲壯的衰落》

為例，此書運用現代系統論和組織理

論，對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古埃及社會

結構進行了系統分析，提出了四種人

類社會演化的典型模式，即靜態停滯

型、超穩定系統、滅絕型和取代型。

在政治學類別中，包括《西方文

官系統》、《在國際舞台上——西方現 

代國際關係學淺說》、《以權力制約權

力——西方分權論和分權制評述》、

《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從古羅馬

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大變動時代

的建設者——張元濟傳》、《走向現

代國家之路》等。以《在國際舞台上》

為例，此書簡明介紹了西方現代國際

關係學的產生、形成和發展，各種學

派的理論觀點和分析方法，並評估這

些理論的得失與缺陷。

法學類別的代表作是《昨天　今

天　明天——新技術革命與國際私

法》。該書簡明介紹了在新技術革命

中應該採取的國際私法對策，涉及對

於國際貿易狀況的分析。《走向未來》 

叢書還有藝術和美學領域的著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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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觀察．隨筆 括《藝術魅力的探尋》、《畫布上的創

造》、《西方的醜學——感性的多元

取向》等。以《藝術魅力的探尋》為例， 

通過探究藝術魅力的本質，加以靜態

分析、動態考察、群體分析、方法論

研究以及例證分析，對藝術魅力這一

主題做系統性研究。

《走向未來》叢書特別關注「人」的 

主體中心地位，包括《人的發現——

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人心中的

歷史——當代西方歷史理論述評》、

《人的哲學——論「科學與理性」的基

礎》、《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 

態度．行為》、《人的創世紀——文

化人類學的源流》五本著作。以《人

的現代化》為例，它是《走向現代化》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一書的編

譯本，探討了現代與現代人、現代化

與社會、家庭生活中的現代主義、促

成人現代化的因素與環境、農業與人

的現代化、個人現代化的行為表現、

個人現代化的過程和個人現代化的未

來等問題，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

學的角度回答「如何才能成為與現代

社會相適應的現代人」。

《走向未來》叢書沒有忽視對中國

歷史的反思，包括《梁啟超與中國近

代思想》、《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國

近代士大夫與西方挑戰》。以《儒家文

化的困境》為例，分析近代中國正統

士大夫文化心理、認識心理與社會心

理三個層次，認為近代儒家文化因為

缺乏在西方挑戰面前進行自我更新的

內部機制，所以近代正統士大夫始終

禁錮於傳統文化心理的意識網絡之

中，對現代知識喪失學習能力，最終

淪為阻礙歷史進步的保守力量。影響

中國二十世紀歷史進程的「庚子事變」

就是一個例證。

四　為甚麼產生如此衝擊力

在1980年代，《走向未來》叢書

並非唯一出版的叢書。據統計，那個

時期各類叢書總計數十種之多3。其

中，1987年甘陽主編《文化：中國與

世界》叢書問世，至1995年為止，由

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八十四種，具有相

當的影響力。

但是，《走向未來》叢書所產生的

當時和歷史影響無疑是最為顯著的，

主要基於以下因素：一、叢書的作者

集合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份

子，代表當時中國思想解放的最前沿

思考；叢書的社會效應推動了不斷擴

大、積極和進取的作者群。二、選題

豐富，填補當時中青年讀者群的多樣

化知識需求的大量空白；叢書之間存

在深刻的邏輯關聯性。三、內容前沿

和創新，倡導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方

法。四、本土學者為主，譯著為輔。

叢書中的譯著二十四種，本土著作

五十種，後者是前者的兩倍。五、篇

幅適當，控制在十至十五萬字之間，

極大縮短閱讀時間，有助於讀者提高

閱讀效率和理解程度。六、開本適

度，封面與插圖新穎。叢書採用一種

狹長的小32開本，讀者攜帶和閱讀

方便；整套叢書的封面和插圖在中國

美術學院研究生主導下，以黑白抽象

畫風吸引了廣大讀者群。七、叢書的

出版發行規模不斷擴大，產生正反饋

效應。八、叢書一度成為中青年知識

份子交流的「符號」，他們因為叢書

構成了相互交流的共同話題，彼此可

以拉近思想距離，形成一種近乎罕見

的「場域」。

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更為重要的

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和作者

都是具有歷史責任感的知識份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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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叢書，展現了全新的世界觀和知識

體系，為中國在1980年代面臨的關

鍵問題——「中國將走向何處」——

直接和間接地提出了一種應答和解 

決方案，形成叢書、叢書作者和讀者

群持續互動，激發了一代中青年知識

份子的思想解放，並留下豐富的歷史

遺產。

五　《走向未來》叢書的世界
比較　　　　　　

我們將《走向未來》叢書和牛津

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識讀本》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企鵝出版

社（Penguin Books）的《偉大的思想》

（Great Ideas）加以比較，有助於從國

際視角認知《走向未來》叢書的歷史

地位。

《牛津通識讀本》是從1995年開始 

出版的系列叢書。這些書是對特定主

題的簡明介紹，面向普通讀者，但由

專家撰寫，大多數都不到200頁。雖

然作者可能會提出個人觀點，但這些

書旨在「平衡和完整」以及發人深省。

《偉大的思想》是從2004至2020年出

版的一系列非小說類書籍。該系列中

包含的標題被認為具有改變世界、有

影響力和鼓舞人心的意義，涵蓋的主

題包括哲學、政治、科學和戰爭。該

叢書分為六個系列，每組二十本書，

每本書約120頁，大多數都包含一篇

著名作品，通常由一位非常知名的作

家撰寫，其中一些略微刪節。從三種

叢書的比較可見：

第一，目標對象差異。《牛津通

識讀本》和《偉大的思想》兩套叢書的

主要目標是向大眾普及知識、傳遞思

想經典，提升公眾的文化素養和思維

能力。其中，《牛津通識讀本》着重

於各個學科的基礎知識普及，幫助讀

者在廣泛領域獲得「通識教育」；《偉

大的思想》則將西方哲學、文學和思

想的經典著作簡化成易讀的形式，旨

在啟發讀者進行哲學和人文思想的 

反思。相比之下，《走向未來》叢書不

僅僅滿足於讓讀者了解最新的科學知

識和技術趨勢，以幫助整個社會理解

科技進步與國家發展之間的關係，而

且以探索中國如何在全球現代化進程

中尋找定位為目標。或者說，它不僅

關注科技的未來，更力求為中國未來

探路，被看作是一劑關乎中國前途的

「藥方」。

第二，方法差異。《牛津通識讀

本》和《偉大的思想》面對個人的哲學

思考或知識探索需求，側重個人的思

想啟發與知識擴充，幫助讀者在日常

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找到智慧和力量，

是知識的啟蒙工具。《走向未來》叢

書則通過全新的知識體系，讓讀者在

理解中國現代化戰略性選擇的同時，

勇於實踐，推動中國融入全球現代化

進程。

第三，歷史作用差異。《牛津通

識讀本》和《偉大的思想》主要的作用

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大眾的思維深

度和知識水平，幫助人們理解複雜的

思想體系、哲學問題和科學概念。讀

者主要通過閱讀獲得個人知識增長與

思想啟發。《走向未來》叢書對於讀

者的影響具有長期性，甚至可以延續

終生。它的影響突破了知識學習的範

疇，能夠直接改變讀者的世界觀，是

中國第二次啟蒙運動的重要標誌。

第四，框架差異。不同於《牛津

通識讀本》和《偉大的思想》的固定結

構，《走向未來》叢書的框架具開放

性，允許更多思想和理論進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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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觀察．隨筆 該叢書並不是一個終結，而是一個引

領人們思考的起點，它激勵了大量後

續的學術和科普出版，進一步推動了

思想解放和社會進步。

總體而言，《牛津通識讀本》和

《偉大的思想》叢書面向的是全球讀

者的知識啟蒙與思維擴展，而《走向

未來》叢書作為特定歷史時期對中國

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書籍，體現着強

烈的時代使命感，不僅僅是一套科普

書籍，更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為國家

尋找未來發展路徑的一次集體努力。

這種結合了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宏大

視野，使得《走向未來》叢書在中國

現代化進程中佔據了獨特而重要的 

地位。

六　一個未竟的事業

1986年，《走向未來》叢書在繼續 

出版的同時，創刊《走向未來》雜誌，

由叢書編委會主辦，金觀濤擔任主

編，王小強和陳越光任副主編。《走

向未來》雜誌的核心內容是科學和文

化，不僅豐富了叢書體系的擴展，也

為中國思想界提供了更多交流與討論

的平台。三十八年之後的今天，翻開

這本雜誌的任何一期，其上每篇文章

依然有着強烈的現實意義，實在是令

人震撼4。

近乎在同一個時期，《走向未來》

叢書還從不同側面呈現了令人矚 

目的生命力、想像力和張力。例如

1988年底成立了基於未來學本土化

的「二十一世紀研究院」；1989年春，

與中國文化書院、二十一世紀研究

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香港大學中文系共同發起，在北京 

香山舉辦了「五四與知識份子國際學

術研討會」，二百多位學者參加；並

開始籌備「走向未來藝術節」。叢書

一度成為了一個歷史符號。但是，至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未來》 

叢書悄然落幕，沒能實現原來出版

一百本的宏大目標。與此同時，《走

向未來》雜誌和其他正在籌劃和實施

的計劃，也都從歷史舞台上消失。這

之後雖然仍有其他不同的科普出版

物，但是像《走向未來》那樣反映全

球科技、思想和社會進程的系列性叢

書已經不復存在。

導致這一結局的根本原因是國內

外大環境發生急速轉型，社會與思想

環境的變遷，特別反映了當時中國社

會、思想和文化環境的複雜性。在中

國國內，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時

期，意識形態與政治氛圍發生根本性

改變，思想相對自由和寬鬆的時代完

結，市場經濟和資本力量全方位崛起， 

社會各階層的關注重心從精神轉向物

質，從知識追求轉向為商業利益追逐。 

在國際範圍，全球化進入黃金階段，

互聯網進入中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WTO），中國與世界的信息和

知識交流模式愈趨多元化。由此，

《走向未來》作為具有宏大框架、前瞻

性思考、關注人類和國家未來走向等

特徵的思想性叢書，在媚俗化、娛樂

化、消費化潮流衝擊下，不可避免地

被邊緣化，生存空間逐漸縮小，難以

為繼。

今天回望《走向未來》叢書和雜

誌的歷史全過程，那是一個未竟的事

業，是一種歷史的遺憾。第一，叢書

所代表的面向中國社會的深刻思想啟

蒙工程暫停。第二，叢書試圖引入全

球最新的科技、經濟、社會理論，幫

助中國知識份子和大眾理解現代化進

程中的複雜問題的目標，以及所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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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知識傳播與思想碰撞的長效機

制，戛然而止。第三，叢書的終止意

味着一個重要思想平台的消失，知識

界缺少了一個深度反思中國現代化路

徑的公共空間，多元的思想交流平台

失去持續性，知識份子缺少了一個重

要的交流工具。第四，叢書原本肩負

着引領思想潮流、啟發大眾思維的責

任，其終結標誌着其特有的大眾性知

識與思維進階模式中斷。第五，叢書

強調國際視野，意圖幫助中國融入全

球現代化進程，並借鑒國際經驗。隨

着叢書的謝幕，這種廣泛引入國際科

技和思想成果的嘗試戛然而止，導致

中國知識界擴闊國際視野和豐富本土

文化的啟蒙工作受到影響。換一種表

達方式，如果《走向未來》叢書得以存

活和發展，將有助於避免思想創新的

滯後性，有助於中國知識階層在全球

視野下認識中國、堅持文化自信與反

思、歷史遺產的繼承與改造，以及嚴

謹治學精神的發揚。

紀念《走向未來》叢書出版四十周

年，還應看到其歷史局限性和從內容

到形式的眾多不足。最大的歷史局限

性是當時中國和國外的科技與人文科

學的交流剛剛起步，作者群體和當時

全球科技前沿和人文科學現實存在嚴

重的信息差距，科學知識和人文學術

的積累有限，加之彼此之間缺乏深刻

的交流，尚不能提出叢書的長遠規

劃。此外，由於叢書各個主題的選擇

和確定以當時中國思想環境和現實 

問題為導向，因而當這樣的時代逝去

後，叢書的影響力必然消散。儘管如

此，我們依然要肯定叢書的歷史貢

獻，它為中國知識份子和社會提供了

寶貴的思維框架和國際視野。

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加速

發展的今天，我們應該探討如何反思

和借鑒這段歷史經驗，以求更好地理

解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挑戰，

繼續推動與時俱進的思想啟蒙和學習

革命。因此，1980年代的《走向未來》 

叢書不應成為歷史的絕響。四十年之

前，中國打開國門，實現了與世界的

全方位融合；四十年之後，中國在經

濟崛起下，將對未來世界和人類作出

其獨特的貢獻。

註釋
1	 陳越光，1981年畢業於杭州師

範大學中文系。1986年3月任《走

向未來》叢書常務副主編，之後兼

任《走向未來》雜誌副主編，並主

持了叢書和雜誌的善後工作。現任

中國文化書院院長、中國慈善聯合

會副會長、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會

理事長、西湖大學校董。其代表作

是《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北

京：三聯書店，2018）。

2	 為行文方便，不在正文中列出

全部外文原著標題，詳見本文附錄。

3	 參見Shallyce：〈八十年代出	

版的叢書系列〉（2011年4月4日），	

豆瓣網，www.douban.com/note/	

143636731/。

4	 以 1988年 2月出版的《走向

未來》雜誌（總第5期）為例，首篇

文章是金觀濤的〈科學：以人為中

心——論鑒別理論與經驗可靠性之

標準〉，還有顧昕的〈論科學的自主

性〉、王德祿的〈奧本海默案件：美

國的科學與政治〉，以及討論相對主	

義、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方以智哲學思想的文章。

朱嘉明　經濟學博士、教授，曾任職

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

先後任教於維也納大學、台灣大學等

大學，現任橫琴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

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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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走向未來》叢書一覽表

出版年份 書名 作者／譯者 外文原著 類別

1983-1984《人的發現——馬丁．路德與宗
教改革》

李平曄著 人的主體性

《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

於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

李寶恆譯 Donnella H. Meadows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經濟學

《激動人心的年代——世紀之交

物理學革命的歷史考察和哲學

探討》

李醒民著 科學哲學

《GEB——一條永恆的金帶》 樂秀成編譯 Douglas R. Hofstadter, 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信息學

《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 灌耕編譯 Fritjof Capra, The Tao of Phys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

科學哲學

《現實與選擇——當代中國工業

的結構與體制》

朱嘉明、呂

政著

經濟學

《經濟控制論》 何維凌、鄧

英淘編

經濟學

《探險與世界》 于有彬編著 歷史學

《看不見的手——微觀經濟學》 楊君昌編著 經濟學

《語言學與現代科學》 陳明遠編著 語言學

《在歷史的表象背後——對中國

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

金觀濤著 歷史學

《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近

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產生》

劉青峰著 科學哲學

1985 《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

態度．行為》

殷陸君編譯 Alex Inkeles and David H. Smit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人的主體性

《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

濟傳》

汪家熔編著 政治學

《沒有極限的增長》 朱嘉明、黃

江南編譯

Julian L.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經濟學

《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從古

羅馬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

金觀濤、唐

若昕著

政治學

《在國際舞台上——西方現代國

際關係學淺說》

陳漢文編著 政治學

《昨天　今天　明天——新技術

革命與國際私法》

鄧正來編著 法學

《搖籃與墓地——嚴復的思想和

道路》

陳越光、陳

小雅著

歷史學

《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

的數理基礎》

茅于軾著 經濟學

c206-202410013.indd   110c206-202410013.indd   110 4/12/2024   下午4:424/12/2024   下午4:42



《第三次數學危機》 胡作玄著 科學哲學

《凱恩斯革命——宏觀經濟學》 楊君昌編著 經濟學

《藝術魅力的探尋》 林興宅著 藝術與美學

《西方文官系統》 楊伯揆、陳

子明、陳兆

剛、李盛平、 

繆曉非著

政治學

《動態經濟系統的調節與演化》 鄧英淘、何

維凌編著

經濟學

《新的綜合——社會生物學》 李昆峰編譯 Edward O. Wilso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科學哲學

1986 《富饒的貧困——中國落後地區

的經濟考察》

王小強、白

南風著

經濟學

《定量社會學》 郭治安、姜

璐、沈小峰

編譯

Wolfgang Weidlich and Günter Haag, 

Concepts and Models of a Quantitative 

Sociology: The Dynamics of Interacting 

Populations

社會學

《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國近代

士大夫與西方挑戰》

蕭功秦著 中國歷史

《系統思想》 楊志信、葛

明浩譯

Ralph F. Miles, ed., Systems Concepts: 

Lectures o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Systems

科學哲學

《日本為什麼「成功」——西方的

技術和日本的民族精神》

胡國成譯 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社會學

《悲壯的衰落——古埃及社會的

興亡》

金觀濤、王

軍銜著

歷史學

《弗洛伊德著作選》 賀明明譯 John Rickman, ed., A General Selection 

from the Works of Sigmund Freud

心理學

《西方的醜學——感性的多元取

向》

劉東著 藝術與美學

《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

社會》

范岱年、吳

忠、蔣效東

譯

Robert K. Merton,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科學哲學

《畫布上的創造》 戴士和著 藝術與美學

《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 劉偉、劉麗、 

姜鐵軍譯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中國歷史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黃曉京、彭

強譯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社會學

《信息革命的技術源流》 宋德生著 信息學

《增長、短缺與效率——社會主

義經濟的一個宏觀動態模型》

崔之元、錢

銘今譯

János Kornai, Growth, Shortage and 

Efficiency: A Macrodynamic Model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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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走向現代國家之路》 錢乘旦、陳

意新著

政治學

《競爭中的合作——西方國際經

濟學導論》

陳漢文編著 經濟學

《計量歷史學》 聞一、肖吟

編譯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методы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歷史學

《哲學的還原——哲學與語言分

析》

曉春譯 Maxwell J. Charlesworth,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 Analysis

科學哲學

《凱恩斯理論與中國經濟》 林一知著 經濟學

《人的創世紀——文化人類學的

源流》

張猛、顧

昕、張繼祖

編著

人的主體性

《社會研究方法》 李銀河編譯 Earl R.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社會學

《發展社會學》 白樺、丁一

凡編譯

Ankie M. M. Hoogvelt,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社會學

《上帝怎樣擲骰子——因果性、

概率與歸納》

陳克艱著 科學哲學

《空寂的神殿——中國文化之源》謝選駿著 藝術與美學

《震撼心靈的古旋律——西方神

話學引論》

鄭凡著 藝術與美學

《以權力制約權力——西方分權

論和分權制評述》

朱光磊著 政治學

《整體的哲學——組織的起源、

生長和演化》

金觀濤著 科學哲學

《人體文化——古典舞世界裏的

中國與西方》

謝長、葛岩

著

藝術與美學

《人心中的歷史——當代西方歷

史理論述評》

劉昶著 人的主體性

《探尋新的模式——蘇聯和東歐

經濟改革的理論與實踐》

羅首初、萬

解秋著

經濟學

《發展的主題——中國國民經濟

結構的變革》

周其仁、杜

鷹、邱繼成

著

經濟學

《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 陳志武、崔

之元譯

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經濟學

《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查．

帕．斯諾演講集》

陳恆六、劉

兵譯

Charles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社會學

《馬克斯．韋伯》 劉東、謝維

和譯

Frank Parkin, Max Weber 社會學

1988 《波蘭危機》 王逸舟、蘇

紹智著

歷史學

《人的哲學——論「科學與理性」

的基礎》

金觀濤著 人的主體性

c206-202410013.indd   112c206-202410013.indd   112 4/12/2024   下午4:424/12/2024   下午4:42



《四朝政治風雲》 懷效鋒著 中國歷史

《現代化的動力》 段小光譯 Cyril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歷史學

《信念的活史：文身世界》 徐一青、張

鶴仙著

歷史學

《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 趙佳苓譯 Joseph Ben-David,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社會學

《平等與效率——重大的權衡》 王忠民、黃

清譯

Arthur M. Oku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政治學

《倫理思想的突破》 韋政通著 社會學

《維特根斯坦哲學導論》 劉東、謝維

和譯

C. A. van Peursen, Ludwig Wittgenstein: 

An Introduction to His Philosophy

科學哲學

《人口：中國的懸劍》 何清漣著 經濟學

《理性主義》 陳宣良著 科學哲學

《賣桔者言》 張五常著 經濟學

《第一個工業化社會》 錢乘旦著 社會學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

評的理論與方法》

葉舒憲著 科學哲學

《走向未來》叢書第一批共十二本書籍（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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