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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早在1914年秋即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经写完，而计划撰写的序言则写于这一年的8、9月间。
 　　我早就想对最新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进行系统批判。
为此，我在侥幸逃脱流放后就移居维也纳，并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受教于已故的庞巴维克。
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我被迫主要来仔细钻研奥地利理论家们的著作。
然而我未能完成在维也纳的写作，因为奥地利政府在战争开始前将我监禁于要塞，而且手稿也被看守
人员认真地检查过。
在我被放逐的瑞士，洛桑大学图书馆给了我在那里研究“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和老牌经济学家的机
会，并探究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根源。
同时在那里我也开始研究英美经济学家。
然后，政治活动又使我移居到瑞典，这里的斯德哥尔摩“国王图书馆”以及高等商业学校的专业经济
图书馆允许我继续研究最新资产阶级经济学。
我被捕后被驱逐到挪威，使我转换到克立斯坦尼亚(奥斯陆的旧称。
——译者)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而后，即我到美国后，仍然是在当地的纽约“公共图书馆”比较详细地
阅读了美国的经济学文献。
 　　在克立斯坦尼亚，我的手稿很长时间不知遗失何方。
只是承蒙我的朋友——挪威共产党人阿尔维德·汉森(Arvid G.Hansen)的极力寻找才失而复得。
并于1919年2月带到苏维埃俄国。
现在我仅把主要涉及英美学派和近些年整个出版情况的某些见解和注释写进该手稿。
 　　这就是本书的外部“往事”。
 　　至于事情的实质，可以归结如下: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最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
批判主要归结为两种形式：或者仅仅是社会学批判，或者是纯粹方法论上的批判。
例如，确定该理论体系与某一阶级心理相似，就仅此而已。
或者指出，一些方法论基础和对问题的态度不正确，因而认为没有必要对体系的“内部”方面进行详
细批判。
 　　诚然，如果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才可能是客观正确的。
那么，单单对该理论的资产阶级性加以揭露这一点，严格说来就足以摒弃这种理论。
实际上事情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希望获得普遍意义，正是因为它是最进步阶级的理论体系，而该理论在认识上的“图谋”
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保守的因而是有局限性的思想更加来势凶猛。
然而十分清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例如对与我们敌对的体系的逻辑批判就恰恰应当揭示这个真理。
因此，这些体系的社会学特征也绝不能便我们放弃在纯逻辑批判方面进行斗争的责任。
 　　还需要说一说有关对方法的批判。
当然，弄清基本方法论基础的错误会推翻整个理论体系。
但意识形态斗争力求使方法的错误反映在体系的部分结论的错误中，也就是说，或是反映在该体系内
部互相矛盾中。
或是反映在该体系的缺陷和“本质上”不能包罗该学科许多重要现象的情况中。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有责任对最新理论全面展开评论，这既包括社会学方面的评论，
也包括方法评论和对整个体系及其所有分支体系的评论。
连马克思本人也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提出问题(请比较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如果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仅局限于对“奥地利”理论进行社会学和方法论的评论，那么，该理论的
资产阶级反对派就会主要从部分结论不正确的角度来批评这一理论。
只有R．施托尔茨曼几乎是独自一人试图对庞巴维克全面展开评论。
正因为他的某些基本论点与马克思主义有理论共性，所以在评论“奥地利人”方面不难发现相似之处
。
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种吻合甚至会在我了解施托尔茨曼的著作之前就便我像他一样也得出了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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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尽管施托尔茨曼有那些优点，但他依据的是对社会完全不正确的看法，正如对“专项教育”(
“Zweckgebilde”)的看法一样。
难怪奥地利理论的一位非常敏锐的拥护者R．利夫曼，这位大大深化该理论并着重强调这一理论全部
特点的人，会戒备施托尔茨曼，并恰恰去抨击他的目的论。
这种目的论的观点连同明显表现出来的辩护腔调，使得施托尔茨曼不能在应有的理论范围内对奥地利
人进行分析批评。
这项工作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而刊印的概要就是这项工作的尝试。
 　　选择批评对象本身并不需要做长篇说明。
众所周知，奥地利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强大的敌人。
 　　在欧洲内战正酣之际我决定出版这本著作，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
但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甚至在最残酷的阶级搏斗中，只要体力允许，就一定不会停止理论工作。
如果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理论的主体和客体在共产主义革命烈焰中马上灭亡，分析研究这种理论是荒唐
的，这种反对意见更加不可轻视。
这样推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了解资本主义体系对于了解目前的局势极为重要。
正因为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为这种了解铺平道路，所以资产阶级理论的认识价值依然存在着。
 　　关于叙述方法我再说几句。
我力图尽可能写得简短些，这样也许叙述起来比较困难。
另一方面，我援引了既有奥地利人自己的也有数学家和英美人士等的许多引文。
在我们的马克恩主义者圈子里对于这种方法抱有很大成见，正如对故作特别“学识渊博”抱有成见一
样。
然而我认为，这里需要借助一些历史文献来解释，这种解释能顺便使读者熟悉这一科目的书籍，并能
哪怕是大致了解这些文献也好。
而认识自己的敌人完全无可指责，更何况，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少得可怜。
此外注释中(in nuce)还包括对资产阶级理论思想的其他理论分支同时进行的系统批判。
 　　我这里必须向我的朋友尤里·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表示感谢，我与他曾不止一次地一起讨
论涉及理论经济学的各类问题。
他的宝贵指点总能引起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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