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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当我们为战胜强劲对手而欣喜若狂的时候，当我们品嚼山珍海味而怡然自

得的时候，当我们沉迷嬉戏而陶醉不已的时候，当我们享受现代科技成果而沾

沾自喜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愈来愈被一种危险的情绪与惯性——狭隘的自由竞

争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所左右、所俘虏。在这种危险思潮作用下，拜金主

义与享乐主义不断膨胀，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急剧升温，人们的心灵在扭

曲、性格在裂变，自然资源锐减、生态系统失衡，核武威胁、恐怖活动、文明

冲突、贫富分化、心灵对峙……足以导致人类乃至地球毁灭的因素日渐增多——

生存环境愈来愈险恶，而我们仍然麻木着！

在物质文明更加发达的同时，我们的精神似乎变得愈发的堕落。如果不能

真切反省并收敛自己，不能彻底改造和提升自己，那么，人类的前途命运将不

是自由的天堂而是苦难的地狱，新千年也将不是人类迈向大同理想的时代，而

是人类走向毁灭的末日。

究竟能不能真正迈入大同社会？如何才能实现大同并以怎样的形式大

同？人类怎样才能避免各种厄运发生？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未来问题实则是一

些严肃而重大的实现问题——人类生存环境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危险，前途命运

之所以愈来愈捉摸不定，就是因为我们关注未来发展太少，关注生态系统太少,

深刻审视自己太少——我们太鼠目寸光和狭隘自私了——有太多的民族、国家

和个人过于自私自利与急功近利了，并把之看作人不可更改之本性而放纵。

人类一直在探寻一条通往自由与光明的道路，避免灾难性事件发生。在这

种探寻中，我们已经付出了艰苦努力和沉重代价，现在依然面临诸多困惑与难

题。尽管由于政治文化理念的不同，人们对于人及社会的理解与认识存在着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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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异甚至对立，但实现大同一直是人类的最美好理想，只是在能否实现大同

以及以怎样的形式大同上众说纷纭。从东方的“大同思想”到西方的“乌托邦

幻想”，从西方的“伊甸园”到东方的“世外桃源”，人类一直在幻想、憧憬

大同之圣境；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到

“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实脚步，人们一直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之实践，寻找大

同实现之路径。

审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智慧与愚昧连接而成的

链条。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是因为一直传承着科技和道德这两把智

慧之火。科技智慧让我们逐步地认识世界，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道德智慧让

我们不断地警醒自己，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显然，人类要迈进自由和谐大同

时代，必须积极推进科技革命与思维革命，获得对客观世界的完全真知；必须

积极推进生产方式革命与思想文化革命，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必须积极推进

国家形态演变与社会形态革命，致力于理想生态建设；必须彻底摒弃恶性竞争

与文化愚昧，避免灾难性事件发生。只有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人类才能进入

和谐大同之圣境，才能获得真自由。

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科学技术将把人类带向何方？我们能否完

全解读这个世界？是什么缚住了我们文明的脚步？这是我们走向大同必须首先

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显然，没有科技的积极作用，我们无法获得真知识和真自由。科学与技术

是我们准确接近未知对象的唯一正途，是改造人类命运的根本力量。科技革命

在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条件——不仅是物质的变化，还有精神

的变化；不仅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还有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变化。

因此，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能够改造人类自身——意识形态、

逻辑思维、情感方式和行为效率，以及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态度，进而

改变我们的生命态度与生存方式。它已经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与福利，还将带

给我们无穷的乐趣与活力。我们只能依靠科技进步才能正确解读客观世界，最

终彻底解放自己而有机融入自然体系。

科学与技术日益紧密地结合，研究成果转化应用速率不断提高，所有科学

学科联合的努力以及国际化的科学合作，将是未来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特征和努

力方向。不过，现在的科技创新活动并不总是具有完全健康的价值意义，许多

科技创新活动及其附属产品正在威胁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态。比如核武、毒品

的研制与扩展，工业生产与现代工具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等等。还有许多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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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发明、科学实验与实践活动对于人类及至整个宇宙是福是祸，现在还很难

断而言之，比如粒子实验、机器人研制、DNA 研究、转基因工程、新材料开发

应用等等。它们让我们充满期待，同时也不得不谨慎而行。

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人认识的局限与观念的狭

隘。可是，我们无法将人的科技创新活动与人的思想观念截然割裂开来。而且，

科学技术在解答一个个未知数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出一串串新的未知数——大

自然充满了谜团。我们现实的认知能力，无法清晰准确地透视客观现实的本质

联系及其所有系统及至一切个体的本质特性及其联系而完全正确地解读这个世

界。

毫无疑问，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它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最好工具，

同时也是人类最具毁灭性的自杀武器；它既是我们迈入天堂必须依赖的坚实阶

梯，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进它美丽的陷阱。

“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不理性而行，我们将毁于自己的“聪明”——

相对于认知对象，我们的“聪明”永远微不足道。可是我们又不可能因噎废食，

停止科学脚步——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尽管科技革命对于人类观念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力，尽管每一次重大的科

学发现或者发明，都对人类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贪婪与自私作

为人之自然物的本性，科技至今都似乎显得无能为力。由此可见，人类命运不

是决定于科技而是决定于观念。如果不能彻底改变自己现实的生存观与价值观，

科技革命如果不能建立在人类理性提升的基础之上，那么，科技只会是“助纣

为虐”，变成人类的自杀利器。自由王国并非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天地，而是

因为我们的真知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亲密和融洽起来，我们的心灵变得自

由而轻松起来。因此，人类的新生与毁灭都将决定于我们以怎样的价值观念和

生命态度来对待自然与社会，对待创新与生活。

现在，一个令人担忧甚至悲哀的现实是：随着科技发展带给我们诸多优越

生存发展条件的同时，一些人也在变得更加的急功近利和穷奢极欲，更加的精

神颓废与心灵堕落起来——以占有物质财富而非知识财富为满足，以极尽享受

而非创造文明为快乐，以奴役弱者而非扶贫济困为荣耀，以政治风光而非造福

社会为追求。这，显然不是科技发展的负作用，而是人自身的观念羁绊——当

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着正确的宇宙生命观与社会价值观，执着于真理追

求，执着于生命捍卫。其实，一个真正懂得生命的人，并非贪图安逸而是创造

价值，在创造生命价值中享受生命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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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积极地改变视角，世界就会

呈现给我们精彩各异的景色。只有积极地改变观念，世界才会呈现给我们更加

自由高阔的天空——生命的萎缩缘于心灵的自私狭隘，生命的勃发源于心灵的

大爱无边。只是现实中不少人既向往做一名天使，又摆脱不了魔鬼纠缠而痛苦

地扭曲着。

与科技创新和观念变革密切相关的是思维革命。现代科技正在揭示：世间

万事万物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彼此多么紧密联系地存在着。人类要完全读懂这个

世界，必须进行全新的思维革命。思维革命将向着以人为主体、以实践为链接、

以关系为对象的理性方向发展——“以人为中心”，对世间万事万物彼此之间

的关系进行小心谨慎的求证与解释，将是我们努力的重点。

美国霸权主义到底还能支撑多久？ 21 世纪的世界格局将怎样演绎？国家

形态会如何演变？新千年的人类面临哪些难题？现代战争威胁和“新文明冲

突”能否被彻底消除？这些也是我们正确前进必须认真正视与解答的重大现实

问题。

20世纪至 22世纪的 30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犹如万里长江上的三峡。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以及相对论、量子论、信息论、

基因论等重大科学成就，激起重重惊涛骇浪，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深刻的影

响。21 世纪，人类仍将在动荡与波折中艰难前行。我们不可能指望在接下来

的 300 年里，消灭贫穷与战争、狭隘与愚昧——可以预料，贫富冲突和民族冲

突将取代国家冲突，成为 21 世纪和接下来的世纪人类社会冲突的焦点问题。

总之，这是一个转折点式的 300 年。在这 300 年里，人类如果不能积极地改造

和正确地把握自己，就有可能自毁前程。

21 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纪。尽管科技革命将

带给我们应接不暇的惊喜，消灭“新文明冲突”、阻止生态环境恶化和消除核

武威胁是我们最头疼最紧迫的任务——如果不能积极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人类命运将会就此终结。但我们仍然认为，因为全球化与区域化所带来的世界

格局演绎与国家形态演变将是 21 ～ 22 世纪最重大和最耀眼的事件。

就传统民族国家而言，至少在 21 世纪前半叶，美国综合实力仍将“鹤立

鸡群”。任何一个传统式的民族国家都很难对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形成强有力的

制约，而“联合力量”的形成则需要时间。因此，美国新霸权主义在未来的几

十年内仍将继续滑行。

不过，在全球化与新霸权主义的双重作用下，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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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内的“区域一体化”将加速发展。在接下来的一、二百年里，区域一体化

将在欧洲、美洲、东亚、非洲、中东等多个地区全面展开——区域一体化的发

展正在孕育制约新霸权主义的新生力量，这也是寻求全球新战略平衡的现实选

择。这种区域化趋势将同时开启国家由传统的民族民主形态向新型的区域化民

主形态演变。这也必将成为 21 世纪和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最重大的事情。

欧洲将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先驱”。随着中国及印度的崛起，东亚（包括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将成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亚洲也将真正成为世界格

局中最重要的一极。非洲的觉醒将使非洲朝着独立与统一的目标迅速迈进。区

域化国家形态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未来的世界格局

将朝着欧、亚、美“三足鼎立”之势方向发展。新霸权主义的梦想也将因此而

破灭。

显然，已经开始的这个千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个千年，尤其是

开头的这 100 ～ 300 年——或继续生存，或就此毁灭。人类必须在这几百年里

完成痛苦的理念革命与心灵整合。尽管在新千年里，我们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

做，但是消除核武战争这颗人类社会的毒瘤，消灭贫富差别这一“新的两极对

峙”，全力修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有效克服市场主义的负面影响，积极推

进和引导全球化与信息化，成为人类最紧迫的历史使命。人类也将在践行这样

的历史使命中完成“凤凰涅槃”——全新的思想理念革命与思维方式革命。如

果我们在这个千年里或者更确切一点地说在 21 世纪以及接下来的 1 ～ 2 个世

纪里，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重大问题而任由现在这样的危险局面混乱下去，人类

将同整个地球一道毁灭——新千年的人类必须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尽快作出明确

的抉择。

人类冲突的焦点是什么？人类内部的冲突能否彻底化解？哪种文化理念

能够成为世界的主导精神？社会主义能否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是我们迈向自

由王国需要弄清和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冲突的原因在于利益之争，冲突的焦点在于理

念对立，而冲突的本质在于文化愚昧。因此，构建共同的科学文化理念，并以

这种理念为支撑实现人类文化大融合，从而建设一种全新的世界性的“先进文

化”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前提条件。很显然，这种全新的世界文化实际上是民族

文化大整合的必然产物，它不可能是某种自认为优秀并一直自我推销的传统强

势文化，而是所有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有机融合。在这场世界文化革命当中，

欧洲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美洲文化、非洲文化都将尽显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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