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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的第三年，也就是我78岁的那一年，2003年，我意外地收到家乡南京江浦寄来的一封邀请
信，要我参加江浦实验小学成立百周年庆典。
该校是我6岁起启蒙的地方。
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我从江浦到上海读中学、大学，1949年解放。
此后的54年中我只回过家乡四次，基本上只是做几天的逗留，没再长往，母校也没再回去过。
现在欣逢它建校百周年，真是机会难得。
所以，2003年10月25日，我和老伴成幼殊(她是湖南人，比我还大一岁)都去江浦参加了26日举行的庆祝
大会。
    我的兴奋，原不过是为母校的健在高兴。
到了之后，才知道把我到为当过新中围驻外大使的所谓“名校友”之一。
看了学校简介，更使我惊喜的是，原来母校的最初创办人，是我的祖父谢则陈(即陈殿弼)，我作为他
唯一的孙儿过去竞不知道，只知他是晚清末年封建科举制度最后一期乡试中举的“举人”(清光绪三十
一年即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比前的最后一次乡试)。
    据《江浦县续志》记载，从1903年按照朝廷的诏告设立了县立小学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
我祖父曾是县立小学的副校长、校长；宣统二年(1910年)是江浦第一届教育会副会长；民国五年(1916
年)当了江浦第二届教育会的会长；民国七年(1918年)又当了江浦相当于教育局局长的劝学所所长，此
后即退下来。
作为“老古董”，不但上升为货真价实的地主，而且成为抽大烟的乡绅。
从辛亥革命后形势的发展看，他不仅是落伍了，而且沦为不合时代需要的保守派。
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他当然属于应被革除的一群。
所以，江浦小学虽尊重历史但仍按实记录他的业绩，却没有作什么渲染。
    2010年，我已85岁，粗略一算，从1953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已近60年。
外交离不开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的内涵，对于我们搞社会主义围家的人来说，自然离不开马克思、
恩格斯。
所以，到江浦参加我上过的小学的100周年校庆，就不免要回溯我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因而也就不
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我的教养。
这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它使我乘机思索一下我这一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究竟是跟上了时代，还
是落后于时代。
我特别以时代为核心来回顾我的生平，就是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时代观是问题的要害，如果脱离马
克思主义学说的时代观看自己60年的经历，那就是自以为属进步之列，也是自欺欺人了。
在本书开始时，我特地交代一下我的意图，主要是借以向读者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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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鲁直，江苏江浦人。
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历任广州《南方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驻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新闻司处
长，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联合国秘书处D级
职员，驻丹麦大使兼驻冰岛大使。

《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以时代为核心，回顾了这位外交工作者的生平，并试图说明一个问
题，即时代观是问题的要害。

 《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的意图，主要是借以向读者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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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鲁直：生于1925年。
读大学时就参加新闻工作。
解放前在香港《文汇报》当过编辑，解放后在广州《南方日报》工作了三年，1952年底走上外交岗位
。
其后，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11年，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做过七年的国际公务员，当过一任大使。
1988年起搞了十年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做过一任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顾问、一任全国政协委员，在
几个大学、学院做过兼职教授、顾问，等等。
这本书是近二十年来作者写的文章的选编。
因为大多是即兴之作，不成系统，但记录了作者对于一些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思想过程，还是可以理出
一点头绪的，故题为《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加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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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思想变革的发端
二、爱国与抗日
三、阶级与亲情
四、革命与改造
五、苏联其名及其实
六、联合国国际关系
七、西欧和东欧
八、太平洋能否太平
九、资本与全球化
十、适应必然性为上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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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亨特说：“恩格斯出生在普鲁士一个兴旺发达的棉纺厂主家
庭，并且把一生花在棉纺厂的运作上，家庭出身并没有赋予他革命的因素。
可是，他的家庭并没有分裂，父亲依然健在，兄弟姐妹和谐，一般来说，这种家庭是不会出现另寻新
路的子弟、避免成为‘丑小鸭’的命运的，但是他却成了英国绅士式的革命家即真正的‘天鹅’。
”这个“天鹅”化为马克思的终生密友，这究竟应该用什么阶级观点来分析呢？
说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没有，说他变革了自己的家庭？
也没有。
这就证明我们惯用的那一套阶级观点是有一定片面性的。
否则，连恩格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
这还涉及另一个深层次的观念上的差别，即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的根本差别。
马克思是重视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者，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则是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者
，与马克思要建立的社会所有制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观点相脱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即便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会成为祸
害，为了把这个祸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就必须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可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却忽视了国家会带来的弊端和祸害，忽视了有必要防范国家对人民利益的侵
犯，忽视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限度，形成了全面国有化的社会经济生活，与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
联合体相距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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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酝酿着写一篇这样的东西已经有些时日了，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深感余生有辛以外，又常常觉得有
所愧疚，就是生在伟大的时代，却总是搞不清楚它的伟大之所在。
我已经度过了20世纪的3/4，又度过了21世纪的1/10，也就是85年矣。
我没有想到我能活这么长，更没有想到85年的时间逐没有耗尽我的思虑。
    语曰：人是能用语言思考的高级动物。
人要不能思考，就不如死去。
但思考就既是享受又是磨难。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因此，值得回味。
无奈我的笔不能生花。
这是“天不佑我”，只能怪自己了。
    从一线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陆陆续续逐是写了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承蒙友人和同事的鼓励，在《世界知识》《群言》《国际贸易论坛》
等期刊，在《国际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等学术刊物，在《国际商报》《青岛日报》等报纸上，
长长短短发表过200多篇文章。
主要内容大概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印度、巴基斯坦特别是丹麦、冰岛工作的一些逸事；二是根据
在联合国7年工作所接触到的，介绍一些情况；三是作为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秘书长，介绍太
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PCC)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KC)等国际组织的情况，以及对国家之间关系的
一些分析和看法；四是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一些名著和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及友人给自己的启示。
    进入21世纪，受于光远先生为主任的“中园学人体闲研究丛书编委会”之遣，撰写了15万字的《民
闲论》一书，这是我第一本著作，用一年多的时间，系统地学习整理了马克思关于“劳”与“闲”关
系的论述，2005年终出版，本人深感受益。
    之后，又在于老的彩响下，围绕时代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研读了马克思
、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和一些学者的有关文章，作了一些思考，写了一些东西。
把其中的几篇，与前20来年发表和来发表的20几篇文章一起，编辑为《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一书
，于2007年出版发行。
又将另外的一些文字编撰成了《马克思晚年论东西方道路》一书，也于2007年由知识产杈出版社付印
。
2009年把新的和过去的研究思考重做梳理，撰写了《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一书，包括如何看资本主
义的演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马克思晚年观察世界的新视角等三部分内容，于当年8周
出版发行。
    2009年下半年以来，再次研读恩格斯1894年和1895年写的《跋》和《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
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及马克思晚年的相关著作，又写了一些东西，谈了对这些巨著的理解，对
暴力革命与社会改造、东西方的对立与相互联系和彩响、金球化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
思考。
但是总觉得，应该向于老学习，要努力把深奥的理论写得浅显易懂，让更多的人读后能够评骘、赐教
。
于是就想以自己不吐不快的愧疚之意、幡然醒悟之感为线索，把自己的一些理性思考与反省结合起来
写，遂成此编。
它有点像是我的生平概述，不过为了求真务实，以示自我探索的劳绩而已。
    读者不难看出，我在思想认识上受惠于于光远老先生很多。
在动笔前后，反复研读了他所著的《我亲自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金会的台前幕后》，又
比较系统地读了他关于时代问题的几篇文章，有2001年的《论时代问题》，1998年的《要最充分地适
应我们的时代》，1996年的《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刭“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论”》，1993年的《历史上和当前中国的私有和公有》，1988年的《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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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概念》，1983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等。
于老思考研究问题的深刻，表述理论问题的深入浅出，确实令人折服。
    他老人家以“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在今日之中国，能以此自豪者能有几人？
现在他已接近百岁，我从心底祝他老人家健康万福。
祝福他，同时也是希望中国能增加几个像他那样真正懂得马克思学说的哲人。
100多年来，马、恩的著作发表了的和未发表过的，西方已经集中了大量学术力量，加以整理并陆续出
版，其数量之浩瀚，实在是无出其右者。
我辈后学，以任何借口漠视它都是自暴自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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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是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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