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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德国著名学者格尔哈德帕普克主编的一部关于哈耶克思想的论文集。本论文集是为纪念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哈耶克诞辰百年而作。共收录了西方许多知名学者所撰写的论文十多篇。内容涉及哈耶克思想的方方面面，从其经济学、法学、

哲学到他的宏观社会政治学理论等 

《知识自由与秩序》涉及的领域很广，不仅包括哈耶克的生平和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亦包括自发秩序、自由、竞争、社会
正义等几个中心命题，以及他对当今欧洲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作用和影响等方面。他们的观点和信念对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

起到有利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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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自由与秩序》：

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投缘关系，那么我们也会把哈耶克的政治哲学看做是一种批判性地检验（和推翻）对知识提出的有着重要政
治关联的（错误的）要求的工具。不过，哈耶克在此强调了另一点：在他那里，并非个人作为对知识提出的要求的批判者之潜在
角色处于前沿，而是他作为对实践有直接关联的知识之载体的角色。后一种知识并非由统治者（尤其是一个中心的集体决策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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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而且出于系统性的原因也不可能由其支配。换句话说：波普尔由于个人改进理论的潜在角色而看重个人，而哈耶克更是
由于个人改善实践的潜在角色而看重个人。如果认识器官的文化部分，正如上面阐述的那样，形成于个体与其环境和同时代人的
论争和交锋之中，那么每一个个体就会支配有关其所在环境的不可替代的、或者难以替代的知识。人们不必一定要想到“信息时

代”或者“知识社会”之类的关键字眼，以认识到个体的知识对于现代社会的构型和运作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也许可以列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家庭主妇也许最了解，在哪些前提条件下，人们可以把颜色各异的纺织品放在一起洗涤，而
且她最了解她所在住区里的产品供应和特价供应情况；农场主最了解他的土地的性状以及他所蓄养的牲畜的特点和需要；一位特
定的计算机技术员了解某些特定的、在有关的专业书籍里找不着的系统设置诀窍；一位警察积累了非常多的有关他负责区段内与
安全问题有关的特点的知识，这些知识只是为他所支配，充其量部分为其同事所支配。知识的这种分散化甚至还由于社会的分工

组织而得到程度急剧的强化：没有一个人能够支配比如需要用来生产一个面包的（全部！）知识。 

这种分散配置知识的格局是怎样产生的？我们首先通过行动获取知识——也就是说通过探讨在一个具体的环境或者同时代人当中

的一个具体问题，以及通过重复尝试解决该问题和更好地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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