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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智慧》丛书总序

1993年 2 月 22 日凌晨 3 点, 我困坐在几十年有限的时间

里用有限的钱币购买的图书中间 , 即使书籍有限,小小居室也一

片笔纸狼籍, 杂乱无章。生存空间被学问和知识所挤迫 ,已经到

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更何况在一个经济经济经济的时代。生命

被这些故纸堆充填, 能自诩是充实吗? 头脑为这些玄妙的字词

句所主宰, 能自负为聪明吗? 夜半惊醒, 想到苦读半辈子, 堆砌

身边的这些古今中外的人类精神成果 , 却仍是面熟陌生,一知半

解。许多书不要说是细读 , 就是翻阅一遍, 也拖延日久, 至今尚

未做到。急功近利的世事又如此紧迫 , 如此诱人, 这一份书债,

何时了得? 冷静下来一算, 像我这样曾沾沾自喜地写过《阅读

的战略》的人, 每天又是以读书为业, 就算日读 10 万字, 一年也

不过读 100 本中等厚薄的书, 有书不多, 姑以万册计, 就要读上

100 年。想到此, 你说如何使人不憔悴?

一结未解, 一结又缠将过来。时代如此快速地把我们抛入

世界的大空间, 各国的图书、音像制品乃至软盘读物以如此繁复

的语言, 让前所未闻和瞬息万变的信息跨过拥围身边的旧书 ,涌

到了我们鼻子底下。旧债未了 , 新债又起,为了追赶这世界文化

的变迁, 你说旧书一本不看,只看当天中英文的报纸、杂志 ,一天

24 小时够使了么?

·1·



那就不但要失眠, 而且要“失读”了。多少人在这一“现代

阅读悖论”的左右下, 有意无意地走了短路———干脆不买书不

读书, 用中国民间的人生验方, 叫做“眼睛一闭, 眼不见为净”。

放下书本, 立地成商, 交际宴饮, 潇洒人生。莫道下海都为了金

钱, 我所坦白的这种现代读书困境 , 其实都在暗中起作用, 只不

过有志者试图在实际经营和生活的过程中 , 使学问升华;而无志

者则试图用“钱的增加”这一更世俗更可见的尺度 , 使自己的心

理平衡, 从此可以安然不读书罢了。

只是今日要赚钱, 非得要读书不可。美国一位叫做德鲁克

的未来学家, 最近写了一本书, 叫做《后资本主义社会》。他预

测往后的发达国家由两大阶层构成:一是知识阶层,另一是服务

阶层。换成我们熟悉的话 , 也就是说,今后社会一部分人是有本

事出点子和用干部的, 另一部分则是根据别人的新思想新主意

去做成产品或进行实际买卖的。就如今日的服装店,“服装知

识分子”想出别出心裁的款式、色彩、质感等等。裁缝师傅根据

这种构想把衣领做得譬如左高右低, 或者左有袖子右光膀子。

做的人也许还会惊诧这种不伦不类的劳什子怎么可以进入精品

屋, 卖出料子十倍百倍的价钱 , 但行家已有新行话:叫做这是现

代人买一个“概念”。精品高价, 几乎都高在这个看不见、摸不

着的“概念”上。一切物质产品的知识附加值和文化附加值 , 已

到了何等的地步, 你只要到你我不敢踏进门的天文数标价的时

装屋和食府中去看看就行。就这么一个“想法”加到一件区区

的“东西”之上, 价格便像孙大圣式的跟斗翻上去, 使你我苦写

数月的稿酬变得幽默可爱 , 滑稽可笑。穷尽毕生在生产知识的

人, 看着穷尽毕生在生产金钱的人玩知识玩得如此得心应手 ,真

的应该好好地失眠一番了。

问题是, 这种“玩知识”和“玩文化”, 并非投机倒把买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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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也不是巧立名目欺世惑众。“文化”和“知识”作为一种既区

别于物质, 又区别于思维的实体,曾被波普称为“世界 3”加以哲

学的思考。近年来, 文化理论和社会生活进展, 更深刻地把“文

化”之可传可存可买卖可消受的客观性显现在世人面前, 只要

回忆一下过节、过生日派对时的体验 ,就会觉得这种例子真不要

太多了!

“文化”成为“物”, 却比一般的“物”别有一种特性。这就

是我们的文化在自己这里司空见惯不希奇 , 到了你们或他们那

里, 却身价百倍其味无穷。文化的买卖做得好 ,那才称得上一本

万利呢。精品屋里卖的“精品”, 除了做功上较讲究外, 不过是

以最快速最巧妙的方式贩卖了异地异族的文化而已。美国名牌

的童装价格高出中国本地童装 10 倍有余。卖的是什么“东

西”? 令世人垂涎欲滴的美国文化是也。因为这些精品童装其

实都是中国一些乡办企业用经济手段 , 买了个“牌子”( 文化! )

之后生产的。所以说今日地球村里最好的买卖 , 用商人的行话

来说是“做”世界文化。门槛精的大酒店, 三日两头推出“蒙古

美食节”、“印度美食节”、“越南美食节”( 早晚有一天会推出

“爱斯基摩美食节”和“吉普赛美食节”) , 做的就是世界文化的

买卖。况且人不但要吃 , 还要穿还要用还要玩, 方方面面“做做

世界文化”, 可以变出多少戏法出来? 各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

是可以上市的股票, 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非文人来炒 ,那么研究和

生产“世界文化”知识产品的专家岂不可当然地充当证券公司

的角色来坐享渔翁之利了吗!

不过, 实业家要说话了,说是文化作为物和产品在现代经济

中升值, 只说对了事情的一半,另一半虽说与广义的文化———科

技有关, 但毕竟是实实在在的工农业和外经贸实业。此话甚是 ,

但何为入关, 即参加世界关贸总协定? 就是真正进入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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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格局中;就是与国际接轨。实业无论实到什么地步 ,都非

得在一定的法规、制度、风俗民情中实行 , 文化文化文化,搞经济

的人可以轻视半点的么?

何况世人高说入关时, 还是有所忽视的, 入关也罢, 与国际

接轨也罢, 今日世界不要说东西南北各大文化对峙依旧 ,就是在

今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 魁北克的法语文化还要闹独立;昔

日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 小小车臣的文化尚要在政治上出人

头地。北美贸易区、欧共体、东南亚、阿拉伯以及中亚、拉美等

等, 眼下已有目共睹的经济区域化的内因 ,恰恰在于作为经济活

动背景和基础的“文化”, 日益跑到了台前。与国际接轨的总课

题, 变成了认认真真了解和熟悉这些地区和民族之文化的问题。

入乡问俗, 做不到这一点,谈什么走向国际?

可以说, 20 世纪走向 21世纪的世界文化趋势之一是, 以日

益国际化和世界主义文化弥散为一端 , 以日益族类化和地区主

义文化独立为另一端的矛盾格局的深化 , 新闻媒介天天在报道

的协同和竞争, 和平和战争, 友好亲善和暴力凶杀, 都不过是这

一格局辗转而行的表征罢了。

于是, 了解世界文化, 获得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知识,

成了一切成功人士的必修课 , 也可望成为 90 年代下半期的社会

热点。

兜了一个圈子, 咱们又回到了这些有关世界文化和各国文

化形形色色方面的图书堆之中。要了解世界文化当然就得读这

些故纸玄文。但是, 别提到更周全的图书馆的“书城”中去看一

眼了, 读书人面对自己家里的这点书都要发呆 ,浸沉其中已经变

得傻乎乎了, 这又如何能以身作则使每天要算钱、每晚要应酬的

“成功人士”安得下心来啃书本? 就是普通老百姓, 事实上不少

人也因第一职业的生计或第二职业的扒分 , 早已挤掉了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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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连同公家发给的书报费。文化人怎么好意思用花言巧语

再来招徕已经活得很累的人们像自己一样开夜车 , 背希腊罗马

法兰西英吉利呢?

所以, 我们这些还身在世界文化研究岗位上的同志 ,心想得

凭着一点责任心, 为这发展着的社会和进步着的人们尽一点文

化人的责任。于是, 如何寻得一种切入点, 以简驭繁, 在不大的

篇幅中把世界主要民族和地区文化 , 以可读性很强又不失学术

水平的方式, 供应给亿万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 ,成为浙江人

民出版社及周向潮先生与我们编作者反复商谈密切合作要解决

的课题。

用“智慧”来概括各种文化的内核 , 是我们做了几年的学术

方略, 1991 - 1992 年《中国的智慧》丛书 20 种也由浙江人民出

版社出版。我们的思路在那套书及其总序中已有所体现。这套

《世界的智慧》丛书则在更广阔的视野作进一步的求索。

《世界的智慧》的立意和写作的总原则是:

1 .《世界的智慧》丛书成功之关键 , 在于编者和作者能否用

智慧的眼光( 得益于各种科学和艺术的敏锐眼光) , 通过独到而

翔实的材料( 故事、趣闻、史实、语录、道理 ) , 把所述文化的独具

一格的思维能力和行事技巧 , 以机智生动可读的文字陈述出来。

2 .因此, 与“智慧”无关的一般文化史材料万万不可轻易堆

积起来;与“智慧”无关的一般哲学、宗教和思想史的论点 , 不必

全盘罗列;与“智慧”无关的一般寓言教诲故事不可简单陈述。

简言之,《世界的智慧》丛书有别于以“智慧”为名的思想史、哲

学史、文化成果史、故事趣闻集等等。

3 .因此, 要特别注意本丛书对“智慧”的定位:

( 1 )“智慧”之于“文化”, 犹如语法之于语言。这种内在的

思维和行事方式和结构, 是一个民族 /文化的内核性东西,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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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形和无形的各个方面。要注意在

器物、起居、活动、文艺、象征符号等一切方面概括出这种内在统

一的民族文化智慧。( 2 ) 民族“智慧”的根本在于:每个民族都

在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处境和问题时 , 形成自己的独特思路和行

动方式。这种“智慧”是每个民族独特的环境和历史遭际的产

物。因此, 要结合若干史例,来展现这种智慧, 使“智慧”更显出

所在文化的具体性。( 3) 这种“智慧”的跨民族和跨时间意义在

于:“智慧”是人类面对生存和发展的最本真最原始的问题的产

物。人类每一部分在每一时期面临的这种本原性问题是一样

的。《世界的智慧》丛书紧抓住这文化的最本原性问题 ,从而获

得删繁求简的方法论依据 , 从而使丛书在内涵和基本切入点上

有一种根本的统一性。( 4 )智慧既以抽象的思辨材料的形式出

现, 又广泛弥散于市井生活的世俗层面。本丛书要自觉把这两

个层面融合起来。哲理的框架是书稿深层的灵魂;而家常的、具

体的、实用的表层则构成书稿机智可读的文本。

4 .由于各书稿所述文化在大小、古今、历史遭遇、文化材料

及可利用的文献和我国研究的程度都不一样。因此 , 丛书要求

各书稿以最清晰勾勒出该文化的智慧为原则 , 而容纳不同视角

和格局, 容纳作者独到的观察和叙述结构。

在整个编者与作者互相合作 , 相互切磋的过程中,我们共同

创造着适合于自己书稿所述文化的新格局和新型式。由于选题

所列的各种文化大小不一 , 情况各异, 因此, 我们具体商量分别

对待。例如对于吉普赛的智慧和英吉利的智慧 , 我们采用完全

不同的处理方式, 民族理论化和学术化的成果对于像英吉利这

样的文化来说, 正是其民族智慧升华和独特之处。如果采用描

述吉普赛智慧的那种方式 , 显然是杀牛用鸡刀了。所以 ,整部丛

书之格局与所述对象———“智慧”也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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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全, 但求突出独特的视角,因此, 各部书稿之选择角度、处理材

料以及叙述方式各不相同;做得好,每一种书都以独特视野和本

地材料呈现出智慧的某一侧面 , 而丛书汇为大观, 则相得盖彰,

相映成趣。每种书的“不全”以丛书显示的“智慧大全”来代偿

和衬托。当然, 我们尽管可以自我解嘲地说“智达而已矣”, 但

几乎每位作者完稿之后 , 都不无遗憾地感到智慧真如一种幽灵 ,

经过 15 - 20 万字辛苦追寻, 仿佛抓在手里了, 但更闪光的都又

像在更远处。我想, 这种过程是正常的,明白此, 才能觉悟到:智

慧是不可能抓在手中的 , 它若即若离,永远闪烁在我们之追寻及

其成果的前方!

于是,“智慧”成了一种方法论, 一种思维和人生的利器, 把

学问和人生定位在“智慧之寻求”上 , 也许能使我们超越物界、

书界乃至知识界, 接近于人类文化历程和进程的本真 ,接近于学

名为“智人”的人类生存之本真。

至少,“智慧”就成了“榨干”眼前堆积如山的故纸堆的知识

加工器。作为文化人的编作者 , 以自己的智慧,消解语言和文化

的壁障, 把印在那已经发黄的劣质纸上的铅字转化为可供现代

人消受和享用的“世界的智慧”。不敢夸口 , 但希望一册十六七

万字的书勾勒出所述文化的内在轮廓 , 一箭双雕,既提供与该文

化打交道时必须知道的知识 , 又供应可为我们使用的文化眼光、

路子和点子。一言以蔽之, 杂处世界之中, 各民族和地区的智

慧, 乃是我们本身智慧的源泉。以同乡人般的心态和身态, 周

旋、沟通和交易于世界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化之间 ,岂不正是今日

国际化世界的最大生存智慧么!

千句并一句, 在与国际接轨的今天,上述智慧的接合是现代

人百忙与读书的困境和读书与经营的两难之方便法门。哪怕一

天看五千字, 一年半载也能把这 20 余本的《世界的智慧》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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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既可掌握今日世界文化必需的知识 , 又可有多余的时

间打工, 还可两者结合, 有大发展或大发财的机会, 设计到这个

地步, 也算我们用心良苦了吧。

不过, 我们也并非一味利他;学问和读书正要借这种略有创

新的形式来获得你的支持 , 更新自己升华自己, 并且不怕见笑,

文人们靠新的方式卖文 , 稍稍多赚些钱,添些书柜什么的减轻一

点藏书的压迫感, 担心的是,文心不改, 手头略有宽松,更加放肆

买书, 这时恐怕书柜买得起,但只好卫生间里放书橱了。最后还

是得从“智慧”中再动脑子, 看看有没有办法进入“无书有智”的

更高境界, 届时方可活得稍舒展些 ,具体来说, 房间像房间,饭桌

像饭桌, 人生顺理成章。书本对文人生存环境的侵蚀和污染可

得到遏制, 一介书生可望成为智慧大师或点子大王。无论如何 ,

先把《世界的智慧》写起来, 编起来, 读起来再说, 大家齐心协力

一起干吧!
顾晓鸣  于离斋     

改定于 1993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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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书的民族 学习的智慧

智者之书《塔木德》

《塔木德》, 智慧的基因库

拉比的逻辑 , 智慧的逻辑

滚动的犹太智慧

为学习而学习

确有保障的义务教育

拉比的权威 , 教师的权威

学校在 , 犹太民族在

知识是夺不走的财富

通天塔工地上的翻译

语言的复活与民族的复活

第四章 律法的民族 守法的智慧

世界奠基在约定上

守法就是守形式

钻漏洞也是尊重法律

局部守法

倒用法律

诉诸更高的法律

不可以说 , 尽可以做

第五章 钱的民族 生财的智慧

现钞的好处

生意无禁区

利润来自于时间差

钓鱼须防夺饵

每次都是初交

在合同中做手脚

不让违约者得利

重要的在于追回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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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 人格的镜子

第六章 慈善的民族 施舍的智慧

上帝立下的规矩

悄悄的施舍方为善

助人自立乃最高之善

普世主义的胸怀

以共同体的名义

施舍的利润 , 慈善的利润

第七章 流散的民族 凝聚的智慧

时间的国度

“古史今历”的节日

时间国度的首都

十人即为共同体

会堂 , 流动的圣殿

家庭 , 民族的缩影

孩子是希望的所在

凝聚力来自于集体与个体的同在

第八章 强项的民族 自救的智慧

独特的自救方式

发言权最重要

不失时机地展示强项

时刻准备着

行动的巨人

古埃及的智慧

前 言

第一章 至高智慧, 智慧至高

 古埃及的智慧 , 太阳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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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强大在于智慧

 农夫胜诉的秘诀

 文字的神性

 文字远胜于枪

 “拉之眼”与“大洪水”

 圣母与圣子的原型

 救赎与审判

 十字架与生命

 冲破蛇的黑暗

 善恶总有报

第二章 独特的事物, 独特的理路

 能同化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埃及

 逆流的河

 实用是关键

 哈辟神的自白

 拿破仑的震惊

 光头与假发

 万事家中知

 哀莫大于心死

 一醉方休

 饭后儆示

 追逐命运

第三章 超越生死和人神的平等

 自我二元 , 亦生亦死

 天堂在现世中

 乐趣在生活中

 生死循环 , 天人合一

 生与死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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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进入来世

 “失而复得”的仪式

 木乃伊的启示

 享度来世 , 人人平等

 同等地面对审判者

 圣湖前的审判

 “公平秤”的审判

 贫者不“贫”, 富者不“富”

 唤神神就在

 人神之间

 6 年变为 12 年

 神在自然中

第四章 经营谋生, 生财理财

 虹吸现象的发现

 高地变良田

 对付泛滥的办法

 把猪赶到地里

 采石运石技巧

 一石二鸟的工程

 劳工注册制度

 专控权

 测资源以定税收

 聚财与经济平衡

 杀身取利

 走出大一统的圈子

 盗墓盗庙的隐性功能

 “内在陈旧性机制”

 官方经商意识

 法老墓里的中国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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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对外的窗口

 可战可商的要塞

 外国商人特区的建立

第五章 神人互渗, 治国选才

 以神命而定王权

 历史由自己书写

 造雨王

 师古鉴古

 正义为准绳

 统权与分权

 一国两制

 保守中求发展

 从阶下囚到重臣

 “书吏学校”与“生活之家”

 小小书记官

 祭司因何荣耀

 父业子承 , 各安其位

第六章 军事方略, 用兵谋术

 善事与利器

 一手执枪 , 一肩荷锄

 攻必齐 , 守必固

 居安思危

 宽待俘虏

 拉一派打一派

 地形专家彼安基

 巧用“篮子计”

 兵贵神速

第七章 艺术人生, 人生艺术

 永不泯灭的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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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韵在模式中

 让时间的脚步停留

 柱式中的情感

 待客以礼

 舞出节奏

 寓教于“乐”

 沙龙文化

 游戏还是体育?

阿拉伯的智慧

前言

第一章 立身处世的智慧

 信赖真主 , 同时拴住你的骆驼

 滚动的塔基亚原则

 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美的形态

第二章 崇知图强的智慧

 真主加赐奋斗的人

 在我创造的万物中 , 我只喜欢智力

 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

第三章 群体生存的智慧

 我同你们一样 , 是个凡人

 朋友和兄弟同等重要

 不窥探他人隐私就是仁慈

第四章 巧创文明的智慧

 一座清真寺 , 一座学校

 用与书本等重的黄金作稿酬

 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

第五章 乐善好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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