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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中国或者亚洲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
他对印度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这曾是大英帝国的版图，而且他在印度事务部做过短期的文官。
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印度的金融问题，尽管他从未想过到印度去访问是写作这本书的必要条件。
但是，他对中国的事情并不是一无所知。
他对中国金融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朋友——汇丰洋行的董事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
了解则通过另一个朋友，曾在中国服务过的英国领事官员阿吉·罗斯。
1912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评一位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就是陈焕章撰写的《孔门理财学》(陈
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泽注)。
凯恩斯在这篇书评中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 (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译注)和“货币
数量说”。
他引用了明初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
他对中国的人口数字大惑不解。
他说，中国众多的人口显然是在近代产生的。
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初的1亿上升到1842年的4．13亿。
他发现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世界的那种经济或自然条件的巨大变化。
因此，中国人口的迅速发展令人无法解释。
他担心“中国的黄金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因为享受这个条件的人口太多”。
凯恩斯是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国的货币问题才让他感兴趣。
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货币改革家。
他设计的第一个货币计划是1910年的中国“金汇兑本位”计划。
他不赞成在中国发行纸币，因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表明，纸币“将无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不稳与最终的
灾难。
而且它将阻挠农村地区从实物贸易到货币贸易的过渡”。
他建议“ 一种以白银为流通的货币，但以黄金为本位货币”。
他认为中国不应当积累黄金，而应当在伦敦保留生息存款，在对外支付时可把这些存款转换为黄金。
他举日本为例，说它把大多数的储备都转换成英国的国债券。
凯恩斯的这个计划一直被锁在一个抽屉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凯恩斯对W．S．杰文斯笔下的亚洲十分着迷。
杰文斯把亚洲称为“贵金属的巨大储藏地和市场”，他还认为“东方产品的低廉价格引起了贵金属向
东方的不断流动”，“从我们手上拿走了成百上千万的金砖。
而这些金砖在西方放在那里毫无用处”。
这种强烈的形象化描述在凯恩斯的脑子里触发了一个经济史的“货币”理论，把长时段的经济兴衰同
黄金和白银的升降联系在一起。
尽管西方的贵金属不断向亚洲流失，但由于亚洲人偏爱囤积贵金属而不使用之，所以他们仍然很贫穷
。
西欧则在16世纪充分利用从南美洲流入的金银，和在18世纪攫取的印度黄金财富开始了商业和工业革
命。
凯恩斯关于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也许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的。
1918年，中国又一次进入凯恩斯的视野。
他反对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援引强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为先例。
1937年，他敦促英国和美国在日本不愿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时，中断与之的全部贸易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对中国发放贷款的讨论。
总体而言，他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不过他对中国知之甚少。
尽管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已被译成中文，我并不知道他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如何。
凯恩斯本人留下来的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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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设为“已知条件”，仅仅寻求保证对该社会的工业产品的足够的有效需求。
因此，凯恩斯主义似乎同经济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做
大规模的改造。
凯恩斯的弟子琼·罗宾逊和罗伊·哈罗德在凯恩斯经济学的结构里加上了长时段的发展视角：我不知
道他们的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有何影响。
凯恩斯理论也许对今日的中国没有多大用处，中国面临的是转型问题— —即摒弃低效率的国有经济，
推进同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融合。
然而，假定政府是称职和诚实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凯恩斯政策能够通过为基础建设项
目提供临时工作来帮助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人们过去所说的“公共工程”。
在20年代的英国，老的出口工业被新型的消费品出口工业所取代，产生了大量的失业。
凯恩斯认为，政府额外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够加快新型工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能够吸收老的出口
工业所丢弃的劳动力。
英国一直没有采纳这个政策，但对一个总需求由于传统工业领域( 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的工业
领域)的失败而长期受压抑的经济来说，这个政策仍然有用。
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把凯恩斯主义彻底埋葬。
但从那以后发生的大量事件某种程度上驳斥了90年代初的那种简单的思路。
我在这里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长期停滞，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崩溃以及2001年的华尔
街股市的崩盘。
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已进入全面的危机”，但它们也显示出在很多领域里，经济潜力得
不到发挥，经济状态十分不稳。
凯恩斯如果还活着，对此一定有话要说。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同今天特别有关系。
第一，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贸易鼓吹者。
他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
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
他写道，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 “强有力的自我节制”是必要的。
在中国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时刻，凯恩斯的这个警告是适宜的。
第二，他相信工商业活动受到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的制约。
生意上的决定取决于长远预期，而对长远预期“不可能找到科学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预测的概率
”。
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是一种特有的流行病。
最后，在汇率问题上经济学界至今似无定论。
凯恩斯本人信任用国际协定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
他经历了20年代和130年代的货币战，亲眼目睹了国家操纵汇率以达到贸易上的竞争优势的手段。
他把英国在1921年的经济衰退归罪于东亚货币的大幅度贬值。
因此，他必定会反对一个国家利用汇率偏低的货币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以达到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的
目的。
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
因此我认为他一定会敦促中国多花少省。
正如我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中所说的， “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然而，一本凯恩斯的传记不可能只描述他的经济思想。
正如他的夫人莉迪娅·卢波科娃用她那种带俄国腔的英语所说的，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
凯恩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哲学。
他在这些领域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这些领域也对他思考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的方法产生了影响。
尽管经济学家都致力于“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伦理学当成一回事。
经济学家们以为，只要能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对他们有好处。
然而凯恩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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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和伦理学应当携手并进。
但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超出一定的标准时，经济学和伦理学就开始分道扬镳。
今日的西方出现了失控的消费主义浪潮，文化和精神价值成了“酷爱金钱”的牺牲品。
凯恩斯对此一定非常不快。
在哲学方面，凯恩斯是一位直觉主义者，相信人们对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对与错的行为有直接的、
先验的认知。
这种直觉是在一个人的经验之外就存在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加信奉的是康德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
他对艾萨克·牛顿的评价是： “他的直觉肌肉最强壮，最有韧性。
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受到上天如此的厚爱。
”这段话对凯恩斯也适用。
他的朋友奥斯瓦尔德·福尔克怀疑他的脑子“是否真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抑或只是徒有虚表”。
凯恩斯认为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只是他的“思想结构的外表，而不是实质”。
这更像艺术家的头脑，而不是科学家的头脑。
从个性上看，凯恩斯具有审美家和管理人才的双重性格。
他的情趣和爱好是唯美的：他的经济学佳作都有一种诗意。
但这些艺术火花是为保卫受到威胁的社会秩序这个任务服务的。
他常常愿意牺牲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以换取他认为可以得到的东西。
他在这方面的直觉十分敏锐。
他意识到：“文明是少数几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建立起来的一种单薄、脆弱的外壳。
人们只能通过巧妙地制定和不择手段地维护规则和习俗来维持文明。
”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正是属于那“少数几个人”之一。
他将自己的一生和思想贡献给了捍卫“单薄、脆弱的”文明外壳的事业。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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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中国或者亚洲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
他对印度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这曾是大英帝国的版图，而且他在印度事务部做过短期的文官。
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印度的金融问题，尽管他从未想过到印度去访问是写作这本书的必要条件。
但是，他对中国的事情并不是一无所知。
他对中国金融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朋友——汇丰洋行的董事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
了解则通过另一个朋友，曾在中国服务过的英国领事官员阿吉·罗斯。
　　1912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评一位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就是陈焕章撰写的《孔门理财学
》(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泽注)。
凯恩斯在这篇书评中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 (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译注)和“货币
数量说”。
他引用了明初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
他对中国的人口数字大惑不解。
他说，中国众多的人口显然是在近代产生的。
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初的1亿上升到1842年的4．13亿。
他发现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世界的那种经济或自然条件的巨大变化。
因此，中国人口的迅速发展令人无法解释。
他担心“中国的黄金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因为享受这个条件的人口太多”。
　　凯恩斯是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国的货币问题才让他感兴
趣。
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货币改革家。
他设计的第一个货币计划是1910年的中国“金汇兑本位”计划。
他不赞成在中国发行纸币，因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表明，纸币“将无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不稳与最终的
灾难。
而且它将阻挠农村地区从实物贸易到货币贸易的过渡”。
他建议“ 一种以白银为流通的货币，但以黄金为本位货币”。
他认为中国不应当积累黄金，而应当在伦敦保留生息存款，在对外支付时可把这些存款转换为黄金。
他举日本为例，说它把大多数的储备都转换成英国的国债券。
凯恩斯的这个计划一直被锁在一个抽屉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凯恩斯对W．S．杰文斯笔下的亚洲十分着迷。
杰文斯把亚洲称为“贵金属的巨大储藏地和市场”，他还认为“东方产品的低廉价格引起了贵金属向
东方的不断流动”，“从我们手上拿走了成百上千万的金砖。
而这些金砖在西方放在那里毫无用处”。
这种强烈的形象化描述在凯恩斯的脑子里触发了一个经济史的“货币”理论，把长时段的经济兴衰同
黄金和白银的升降联系在一起。
尽管西方的贵金属不断向亚洲流失，但由于亚洲人偏爱囤积贵金属而不使用之，所以他们仍然很贫穷
。
西欧则在16世纪充分利用从南美洲流入的金银，和在18世纪攫取的印度黄金财富开始了商业和工业革
命。
凯恩斯关于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也许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的。
1918年，中国又一次进入凯恩斯的视野。
他反对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援引强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为先例。
1937年，他敦促英国和美国在日本不愿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时，中断与之的全部贸易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对中国发放贷款的讨论。
总体而言，他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不过他对中国知之甚少。
　　尽管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已被译成中文，我并不知道他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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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本人留下来的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
他把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设为“已知条件”，仅仅寻求保证对该社会的工业产品的足够的有效需求。
因此，凯恩斯主义似乎同经济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做
大规模的改造。
凯恩斯的弟子琼·罗宾逊和罗伊·哈罗德在凯恩斯经济学的结构里加上了长时段的发展视角：我不知
道他们的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有何影响。
　　凯恩斯理论也许对今日的中国没有多大用处，中国面临的是转型问题— —即摒弃低效率的国有经
济，推进同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融合。
然而， 假定政府是称职和诚实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凯恩斯政策能够通过为基础建设项
目提供临时工作来帮助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人们过去所说的“公共工程”。
在20年代的英国，老的出口工业被新型的消费品出口工业所取代，产生了大量的失业。
凯恩斯认为，政府额外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够加快新型工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能够吸收老的出口
工业所丢弃的劳动力。
英国一直没有采纳这个政策，但对一个总需求由于传统工业领域( 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的工业
领域)的失败而长期受压抑的经济来说，这个政策仍然有用。
　　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把凯恩斯主义彻底埋葬。
但从那以后发生的大量事件某种程度上驳斥了90年代初的那种简单的思路。
我在这里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长期停滞，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崩溃以及2001年的华尔
街股市的崩盘。
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已进入全面的危机”，但它们也显示出在很多领域里，经济潜力得
不到发挥，经济状态十分不稳。
凯恩斯如果还活着，对此一定有话要说。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同今天特别有关系。
　　第一，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贸易鼓吹者。
他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
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
他写道，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 “强有力的自我节制”是必要的。
在中国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时刻，凯恩斯的这个警告是适宜的。
　　第二，他相信工商业活动受到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的制约。
生意上的决定取决于长远预期，而对长远预期“不可能找到科学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预测的概率
”。
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是一种特有的流行病。
　　最后，在汇率问题上经济学界至今似无定论。
凯恩斯本人信任用国际协定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
他经历了20年代和130年代的货币战，亲眼目睹了国家操纵汇率以达到贸易上的竞争优势的手段。
他把英国在1921年的经济衰退归罪于东亚货币的大幅度贬值。
因此，他必定会反对一个国家利用汇率偏低的货币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以达到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的
目的。
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
因此我认为他一定会敦促中国多花少省。
　　正如我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中所说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
然而，一本凯恩斯的传记不可能只描述他的经济思想。
正如他的夫人莉迪娅·卢波科娃用她那种带俄国腔的英语所说的，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
凯恩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哲学。
他在这些领域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这些领域也对他思考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的方法产生了影响。
尽管经济学家都致力于“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伦理学当成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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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以为，只要能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对他们有好处。
然而凯恩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
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和伦理学应当携手并进。
但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超出一定的标准时，经济学和伦理学就开始分道扬镳。
今日的西方出现了失控的消费主义浪潮，文化和精神价值成了“酷爱金钱”的牺牲品。
凯恩斯对此一定非常不快。
　　在哲学方面，凯恩斯是一位直觉主义者，相信人们对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对与错的行为有直接
的、先验的认知。
这种直觉是在一个人的经验之外就存在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加信奉的是康德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
他对艾萨克·牛顿的评价是： “他的直觉肌肉最强壮，最有韧性。
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受到上天如此的厚爱。
”这段话对凯恩斯也适用。
他的朋友奥斯瓦尔德·福尔克怀疑他的脑子“是否真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抑或只是徒有虚表”。
凯恩斯认为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只是他的“思想结构的外表，而不是实 质”。
这更像艺术家的头脑，而不是科学家的头脑。
　　从个性上看，凯恩斯具有审美家和管理人才的双重性格。
他的情趣和爱好是唯美的：他的经济学佳作都有一种诗意。
但这些艺术火花是为保卫受到威胁的社会秩序这个任务服务的。
他常常愿意牺牲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以换取他认为可以得到的东西。
他在这方面的直觉十分敏锐。
他意识到：“文明是少数几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建立起来的一种单薄、脆弱的外壳。
人们只能通过巧妙地制定和不择手段地维护规则和习俗来维持文明。
”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正是属于那“少数几个人”之一。
他将自己的一生和思想贡献给了捍卫“单薄、脆弱的”文明外壳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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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译者：相蓝欣 储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1934年7月19日出生在中国
哈尔滨一个俄籍犹太富商家庭，婴儿时就同父母一起被日本关东军拘押在日本一年。
战后由于无法拿回在哈尔滨的巨大家产，移居英国，六十多年后才重新访问幼时的故园(2005年9月曾
来华讲学).    他的《凯恩斯传》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享誉国际学术界，并被英
国女王封为勋爵。
这本积三十年功力的著作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济学
家首先应该具有文化和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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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序言第一部分  责任与善行第1章  王朝起源第2章  剑桥文化：赛吉维克和马歇尔第3章  在剑桥
长大第4章  伊顿年代第5章  剑桥本科生第6章  我的早期信仰第7章  剑桥与伦敦第8章  利顿、邓肯、梅纳
德第二部分  危机边缘第9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兴趣第10章  私生活第11章  战前小阳春第三部
分  纯真的终结第12章  适应战争环境第13章  凯恩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14章  快节奏生活第15章  千回
万转——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上第16章  文明受到威胁第四部分  战争的经济后果第17章  20年代的凯恩斯
第18章  向和平过渡第19章  概率与善行第20章  俄德事务第21章  货币改革第五部分  金十字架第22章  黄
金与婚姻第23章  凯恩斯的中间道路第24章  同劳合乔治的合作第25章  储蓄之谜第26章  经济大衰退第六
部分  救世的经济学家第27章  一个不寻常经济学家的肖像第28章  现实的预言家第29章  新政第30章  “
向月亮开枪”  第七部分  为战争筹款第31章  治疗慢性虚弱症第32章  战时的中间道路第33章  战争的巨
龙第34章  特使第35章  战争期间的凯恩斯第八部分  这次比上一次要好第36章  凯恩斯的“新秩序”第37
章  怀特奇案、第38章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英国第39章  大妥协第40章  美国的谈判方式第九部分  最后一
搏第41章  诱惑第42章  避免“金融敦刻尔克”第43章  人死灯灭后  记  凯恩斯的遗产译后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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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梅纳德·凯恩斯出生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当中，是这种文化的最重要的产物之一。
他既继承了这种文化的追求和抱负，也继承了由此所产生的紧张因素。
他是在这个文化的伟大人物们的影子下长大的。
这当中最著名的人物有亨利‘赛吉维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二人都是他父亲的老师和同事。
他的思想风格和生活方式都毫无疑问地带有剑桥的烙印。
凯恩斯的第一部传记作者罗伊·哈罗德经常会谈论凯恩斯成长过程中的“哈威路6号先决条件”，其
实，剑桥文明才是更具本质性的先决条件。
因此，不明白剑桥的这一文化遗产，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凯恩斯。
    维多利亚时代的剑桥知识分子们深受宗教信仰危机及其最终所产生的衰退的影响，而19世纪60年代
是剑桥人失去他们宗教信念的十年：爱德华·卡宾特、莱斯利·斯蒂文、亨利·赛吉维克、阿尔弗雷
德·马歇尔和阿瑟·巴尔夫全都属于60年代的“怀疑”学生。
这个十年起自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所造成的轰动影响，而终结于1867年产生的第二议
会改革法案。
上帝的死亡和大众民主的诞生差不多同时出现，把人们的注意力一起奇妙地集中到了个人行为与社会
秩序的问题上。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秩序以福音派教义及社会服从为基础，正是在这块以“既定秩序”为组成成分
所构成的岩石上，英格兰及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建立起了以个人、个人利益及个人选择为基础
的政治、道德及经济的哲学理论体系。
他们从未设想过个人利益及个人选择能在基督教义框架以外得到实现，也从未设想过能在不受现有社
会结构的限制和调和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而当这个保护体制面临土崩瓦解的威胁时，他们唯一所能求助的只剩下个人主义；这样他们立刻就面
临另一个问题：如何保证个人选择的总和能产生出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果?在排除了天堂给予的奖励之后
，如何确保个人幸福能与社会责任相协调?    在所有的机构中，历史悠久的大学受基督教信仰危机的冲
击最为直接。
过去，他们所从事的知识传授活动主要是围绕着神学或神学上的思考来进行的，他们为英国国教提供
所需的神职人员，是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一支不可缺少的支撑力量。
但在此时，神学正失去其对道德的影响控制以及在政治上的功用，学校的学生已不再或至少不那么热
心地寻求供职于教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传统大学如何继续发挥它们的社会功能呢?    这些问
题主导着大学的改革运动，而回应的措施之一就是向不信奉国教者敞开大学的校门。
内维尔·凯恩斯能在剑桥得到一席之地正是这种改革的结果。
采取这项措施的基本动机是保守的——防止出现一个竞争的、或持异见的知识分子阶层。
从这方面来说，这项措施是成功的：除了一小批费边主义者以外，此后60年中对英国思潮稍有些影响
的人无一不是出自牛津或剑桥的教育制度；这与前60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前面60年里，大
多数改革派知识分子都是来自大学以外的世界。
毫无疑问，英国式的绅士概念的相对包容性帮助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整合。
人们只会以先生来称呼内维尔·凯恩斯，尽管他的父亲从11岁就开始当制刷学徒工。
    然而，知识分子阶层的整合统一还只是部分答案，并不能解决宗教衰落的全部问题。
通过这种整合，大多数知识分子精英希望得到或提供一种权威学说——这种权威性具体表现在专家们
拥有被赛吉维克称之为“不受压制的共识”权力。
最初，人们期待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来完成创造这样一种学说的任务，期待道德哲学能为一个世俗
时代提供真正的信仰。
    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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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认识罗伯特(当时还不是勋爵)是在1984年夏天。
作为华盛顿约翰斯·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系二年级的硕士生，我对学校不久前拒绝给我
系这样一位极有才华的英国籍副教授终身教职愤愤不平。
据说，理由是他的著作《莫斯利传》被认为有反犹倾向。
其实他是1934年出生在中国哈尔滨的俄籍犹太人，婴儿时就同父母一起被日本关东军拘押在日本一年
。
战后由于无法拿回在哈尔滨的巨大家产，后移居英国，并再也没有回来。
他的《凯恩斯传》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并被英女王册封为勋爵。
据我的看法，这本积30年功力的书只有一个思想：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
济学家首先要有文化和道德观。
今年，在我的一再催促下，终于决定重返在中国的家园。
我也决定推迟我自己同三联书店的新作《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研究》，全力将他的《凯恩斯传》
译出，以飨国人。
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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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凯恩斯从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使经济理论能为现实经济服务，他参与的论战都是在政策辩论层
面上的。
从这一点来说，凯恩斯更像是18和19世纪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不是20世纪主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
。
凯恩斯的传说很多，而本书从全球化的高度展现凯恩斯这位有着世界性影响的人物的人生轨迹，正是
其高出其他作品的地方。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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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哈罗德所写的传记对凯恩斯的生平作了广泛的描述。
虽然重点是介绍凯恩斯的公共生活，即他对经济学和在公职工作中的贡献，但也以很大篇幅描述了凯
恩斯的个人生活，包括他的家庭生活，朋友同他的关系、他们的共同兴趣、他的抱负和兴趣以及他的
人生哲学。
在哈罗德的平实而又生动的描写下，作为一个典型的英国资产阶 级知识界代表人物的凯恩斯的人格跃
然纸上。
 　　《凯恩斯传》(1883-1946)详细记录了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生。
他在逝去的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页。
在今天，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承认他对西方经济学造成的巨大冲击力和影响力，他的创新
精神和敬业精神，他思想中的某些科学成分将激励后人不断前进。
　　凯恩斯从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使经济理论能为现实经济服务，他参与的论战都是在政策辩论层
面上的。
从这一点来说，凯恩斯更像是18和19世纪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不是20世纪主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
。
凯恩斯的传说很多，而《凯恩斯传》(1883-1946)从全球化的高度展现凯恩斯这位有着世界性影响的人
物的人生轨迹，正是其高出其他作 品的地方。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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