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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摇 摇 录

·天人合一·

摇 摇 让人类更好地生存，走向更高的文明境界。

人文、科学沟通共进；人类、自然和谐共处，以人

为本，天人合一。

员郾 科学人文未来 王摇 蒙⋯⋯⋯⋯⋯⋯⋯

圆郾 大自然还是不对称为好 唐云江⋯⋯⋯

猿郾 美人与草木 刘华杰⋯⋯⋯⋯⋯⋯⋯⋯

源郾 世无不美之花 许石林⋯⋯⋯⋯⋯⋯⋯

缘郾 数字与爱情 陈祖芬⋯⋯⋯⋯⋯⋯⋯⋯

远郾 话说欧洲“汽车文明” 王露露⋯⋯⋯

苑郾 人的天性从哪里来 ⋯⋯⋯⋯⋯⋯⋯⋯⋯⋯

〔美〕彼得·月·纽鲍尔 亚历山大·纽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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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摇 摇 录

·自然之光·

摇 摇 黄土高坡，大漠边关，九寨天堂，春游天台，

秋有雁荡，冬雪无垠，鸟语空山，真是目不暇接，

美不胜收。徜徉流连于如画江山，独好风光之

时，你是否顿悟：一切景语皆情语。

愿郾 高原，我的中国色 乔摇 良⋯⋯⋯⋯⋯

怨郾 不是天堂，胜似天堂 刘济民⋯⋯⋯⋯

员园郾 家在天台雁荡间 刘长春⋯⋯⋯⋯⋯

员员郾 行走阳关 古摇 臻⋯⋯⋯⋯⋯⋯⋯⋯

员圆郾 雪 祝摇 勇⋯⋯⋯⋯⋯⋯⋯⋯⋯⋯⋯

员猿郾 空山鸟语 王充闾⋯⋯⋯⋯⋯⋯⋯⋯

·说文解字·

摇 摇 源远流长，魅力非凡，得天独厚的超稳定

性。民族得以凝聚统一，文明得以传承发展。

美丽中文，我们永恒的文化图腾，我们永远的精

神家园。

员源郾 汉字与中国文化 王摇 蒙⋯⋯⋯⋯⋯

员缘郾 说“三” 沈致远⋯⋯⋯⋯⋯⋯⋯⋯⋯

员远郾 指尖上的汉语 郜元宝⋯⋯⋯⋯⋯⋯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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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苑郾 也谈 员援 怨 亿条短信中的语言玄机

夏德元⋯⋯⋯⋯⋯⋯⋯⋯⋯⋯⋯

员愿郾 石影水声访汉字 詹克明⋯⋯⋯⋯⋯

员怨郾 熊秉明诗作：美丽中文 龚摇 静⋯⋯

·世纪风云·

摇 摇 新的世纪，风云四起：海啸、非典、疯牛病、

禽流感⋯⋯大自然不仅有母性的一面，还有父

性的一面。母性呈现为慈眉善目，包容温柔，无

私施与；父性则表现为威严，金刚怒目，乃至对

生灵的毁灭性打击⋯⋯人类总是想征服大自

然，也不断地挑战着自我。

圆园郾 海殇 杨文丰⋯⋯⋯⋯⋯⋯⋯⋯⋯⋯

圆员郾 假如我得了“非典” 毕淑敏⋯⋯⋯

圆圆郾 自然界绝地大反扑 周闻编译⋯⋯⋯

圆猿郾 奥林匹克启示 张承志⋯⋯⋯⋯⋯⋯

圆源郾 雅典的开放性结尾 沈乔生⋯⋯⋯⋯

·拜谒大师·

摇 摇 大师可以仰视，也可以平视，但不可以俯视

的。他们有梦，有醒，一样有爱恨情仇，有寂寞

痛苦，有着崇高，甚而有着卑微⋯⋯而他们的人

格永远是震撼！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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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缘郾 谒太史祠 石摇 湾⋯⋯⋯⋯⋯⋯⋯⋯

圆远郾 在西域读李白 夏立君⋯⋯⋯⋯⋯⋯

圆苑郾 狷者朱自清 叶兆言⋯⋯⋯⋯⋯⋯⋯

圆愿郾 沉入历史的湖 马摇 风⋯⋯⋯⋯⋯⋯

圆怨郾 巴老和一个世纪 余秋雨⋯⋯⋯⋯⋯

猿园郾 徐悲鸿的画格与人格 陈摇 旭⋯⋯⋯

猿员郾 名人也“啬皮” 张摇 敏⋯⋯⋯⋯⋯

·异域风貌·

摇 摇 国门已经打开，与世界接轨是迟早的事情。

用我们的心去看，看了以后，中国人大可不必用

我们的诸子百家、秦俑汉简与异域来一较短长，

而因此十分得意或分外自卑。

猿圆郾 国人的柔与西人的刚 许博渊⋯⋯⋯

猿猿郾 我看中美面子 王安妮⋯⋯⋯⋯⋯⋯

猿源郾 心痛韩国 齐摇 心⋯⋯⋯⋯⋯⋯⋯⋯

猿缘郾 在犹太人的脑袋里 〔日〕司马舜⋯

猿远郾 美国人的内心世界

〔俄〕阿达·巴斯基娜⋯⋯⋯⋯

猿苑郾 伟大的德国精神 宇摇 路⋯⋯⋯⋯⋯

猿愿郾 希腊是一个奇迹 陈嘉映⋯⋯⋯⋯⋯

猿怨郾 在金字塔下 杨牧之⋯⋯⋯⋯⋯⋯⋯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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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人生·

摇 摇 不管你闲居陋巷还是身陷缧绁，只要你的

心灵是自由的，只要你有放飞心灵的那一片蓝

天，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汲汲于富贵，不醉

心于功名，那么你就能超越物质化的生活，摆脱

尘世的羁绊，从而获得诗意的人生。

源园郾 昨晚，你看月亮了吗 叶摇 鹏⋯⋯⋯

源员郾 你的第一责任是幸福 毕淑敏⋯⋯⋯

源圆郾 竹的记忆 程乃珊⋯⋯⋯⋯⋯⋯⋯⋯

源猿郾 走进小巷 刘长春⋯⋯⋯⋯⋯⋯⋯⋯

源源郾 叫卖之声渐远 李国涛⋯⋯⋯⋯⋯⋯

源缘郾 伤怀之美 迟子建⋯⋯⋯⋯⋯⋯⋯⋯

·铸炼自我·

摇 摇 面对金钱美女，你是否抱有淡然的心态？

面对荣辱成败，你是否坚信心中的理想？面对

寂寞孤独，你是否愿意磨练你的心性？人生的

长途上，你要善于驾驭欲望，学会自强，理解输

的哲学。

源远郾 论寂寞 梁晓声⋯⋯⋯⋯⋯⋯⋯⋯⋯

源苑郾 驾驭欲望 王开林⋯⋯⋯⋯⋯⋯⋯⋯

源愿郾 二我图 裴毅然⋯⋯⋯⋯⋯⋯⋯⋯⋯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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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怨郾 屋顶上的山羊 朱铁志⋯⋯⋯⋯⋯⋯

缘园郾 时间 蒋子龙⋯⋯⋯⋯⋯⋯⋯⋯⋯⋯

·哲理万象·

摇 摇 哲理是什么？哲理是洞察世态的睿智，哲

理是参透人生的澄明，哲理是历经磨难的清醒，

哲理是面对功名的淡然。哲理是柳暗花明的喜

悦，哲理是苦尽甘来的轻松，哲理是峰回路转的

兴奋，哲理是云开日出的豁朗。哲理是梦中人

的警钟，哲理是醉酒者的解药，哲理是日月星辰

江海山岳，哲理是柴米油盐甜酸苦辣，哲理啊，

就是生活！

缘员郾 精神呼吸 俞天白⋯⋯⋯⋯⋯⋯⋯⋯

缘圆郾 无之美妙 钱定平⋯⋯⋯⋯⋯⋯⋯⋯

缘猿郾 恋旧莫如创新 许博渊⋯⋯⋯⋯⋯⋯

缘源郾 一切皆被代替 张摇 炜⋯⋯⋯⋯⋯⋯

缘缘郾 粗鄙化的过程 黄摇 波⋯⋯⋯⋯⋯⋯

缘远郾 师与帅 沈致远⋯⋯⋯⋯⋯⋯⋯⋯⋯

缘苑郾 天国方舟 卞毓方⋯⋯⋯⋯⋯⋯⋯⋯⋯

远



天人合一

 王  蒙

 唐云江

 刘华杰

 许石林

 陈祖芬

 王露露

〔美〕彼得·B·纽鲍尔

亚历山大·纽鲍尔

1. 科学人文未来

2 .大自然还是不对称为好

3. 美人与草木

4. 世无不美之花

5. 数字与爱情

6. 话说欧洲“汽车文明”

7. 人的天性从哪里来

    让人类更好地生存，走向更高

的文明境界。人文、科学沟通共进；

人类、自然和谐共处，以人为本，天

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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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文未来

王摇 蒙

我常常怀念那些精通文学、文艺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

达·芬奇，罗蒙诺索夫，莱布尼茨等等。

中国古代有著名文人兼通医道与军事的，但少有对自然科

学的研究。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也是不成功的。

鲁迅与郭沫若都学过医，郭老还长期担任科学院院长与文

联主席，但他们的主要治学与活动领域还是在文史方面。

有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表现了对于文艺的浓厚兴趣。如李

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我以为，这与他们对于国家民族、世道

人心、国民素质与国人精神面貌的关切有关。但除王小波外，少

有当代中国文学家受过自然科学、数学与逻辑学的良好教育，甚

至，我以为，大多数作家和我差不多，基本上是科盲。这是中国

文人常常激愤、失落、大言与现实脱节的原因之一，哪怕是最不

重要的原因之一。

还有的作家干脆鼓吹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在什么特异功

能、气功、命相学、人体科学、易学国学禅宗的幌子下把伪科学的

东西宣扬了一个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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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摇 学摇 人摇 文摇 未摇 来

我想这与中国的重文主义传统有关。中国人对于道与器、

义与利的辨识，对于修齐治平的推崇，对于辅佐明君的理想，使

人们倾向于认为齐家治国之道才是大道，而科学（技术）制造出

来的不过是西洋小把戏（梁漱溟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极大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但是相当一

段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缺少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缺少一套实证

的方法，又缺少严整的逻辑规则，乃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中医

理论的妙解，老子的极高明的超凡脱俗的命题，《大学》上关于

从正心诚意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著名推论，都不符合

形式逻辑的起码规则，更谈不上实验的或者统计上的证据，而更

多地接近于文学作品。它们富有灵气，充满想像，整体把握，文

气酣畅，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有时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时候

则是更富有审美价值，就是不怎么科学，不怎么经得住实验、计

量、辩驳，有点强词夺理和想当然。

至于在我国民间，长期以来愚昧迷信十分严重。有一种比

较偏激的见解，认为近代以降，中外关系摆脱不了八国联军对义

和团的模式。目前，我们则可以看到八国联军支持今天的义和

团的奇观。

当然，事物也有另一面，新中国以来，在对于工业化现代化

的热烈追求中，优秀的青年都趋向于学理工，哲学、社会科学、人

文科学的治学与教学受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频仍、动荡不已的

影响，长期以来，也积累了许多“瓶颈”式的难题。如果说新中

国以来的历史当中，存在着某种实际上的重理（工）主义的倾

向，大概也是事实。而在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主义得到了相当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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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克制之后，商业上的急功近利，恶性与违规炒作，再加上

“八国联军”的运作，又大大地威胁着正常的人文学术的发展与

面貌。

即使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仍然担忧我们把西方发达

国家后现代时期的批评科学主义的理论搬到中国来是否合适。

对于中国来说，更加迫切的难道不是批判蒙昧主义和反科学主

义吗？中国至今到底有多少科学？更不要说一味科学的“主

义”了。解放后的许多流行一时、带有党八股或者洋八股气味

的说法，究竟有多少经历了科学的分析检验？

所以我非常欣赏任继愈教授的一个提法，即中国的历史性

的任务是要脱贫，同时还要脱愚。贫而愚，会落后挨打，倒行逆

施；富而愚，也许其危险性不低于贫而愚。

文学的方式与科学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文学重直觉，重

联想，重想象，重神思，重虚构，重情感，重整体，重根本，而往往

忽视了实验、逻辑论证、计算、分科分类、定量定性。科学有一个

“罪过”就是摧毁了许多信仰主义、浪漫主义、一厢情愿的幻梦。

例如登月的结果远不如中外神话中诸多与月亮有关的故事动

人，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于爱情至上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科学使得人们一会儿说是“上帝死了”，一会儿说是“人也死

了”，科学当真该死。

但是文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又有很大的一致性：珍惜精

神能量，热爱知识热爱生活，对世界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点点滴

滴敏锐捕捉，追求创意，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力图对国家民族

人类作出新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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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为例，我属于爱科学而不怎么懂科学的那种人。我曾

经从 猿猿圆圆 的几率游戏中悟到了或然性大致趋向平衡的道理，并

以此做了许多发挥。西安电大原校长、数学家梁昌洪教授对于

我感兴趣的问题则做了精细计算、电脑测试和活人的实验。三

者一致地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的说法的不准确处。如他指出，

猿猿圆圆 的几率与 源猿圆员 的几率大致相近，而 缘缘园园 的几率大大高于

飞机事故的发生概率。

我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科学方法和他得出的结论，它帮助我

认识到命运———几率的另一面，即它的不平衡性，多样性，变易

性。当然，我也仍然有我的思考；即使是 源猿圆员，其中的 猿 与 圆 仍

然占了一半，这是一。其次还有一些 缘猿圆园、缘猿员员、猿猿猿员、源猿猿园、
缘圆圆员、源圆圆圆⋯⋯的组合，说明用从四种颜色的球中摸出十个的组

合中，猿 与 圆 仍然占最大比重。我希望梁教授帮助我计算出这

个公式来，猿 与 圆 这两个最趋向于平衡的数字，在摸球的过程中

出现的比例。多样的平衡，平衡的多样，这是数学给我们的教

训，这也是命运之神给我们的教训。这样的数学公式是充满了

文学———人学魅力的数学公式。

我希望文学界的同行们同样能以极大的热情学习科学，普

及科学，领会科学的庄严、丰富、阔大、缜密：领会用科学的眼光

看待，将得到一个怎样美丽、神妙和精微的世界，领会科学已经

怎样使人变成了巨人，科学将为人类创造怎样崭新的未来。同

时，用科学的实证、理性、计算来取代偏见和唯意志论，取代文学

的自恋与自我膨胀，取代那些想当然的咄咄逼人与大言欺世，更

不要以文学的手段传播愚昧和迷信。同时我希望全民的人文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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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会有所提高，珍视公认的价值体认，而这与科学知识的普及，

科学方法的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认同，不应该是矛盾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只能双赢，不能零和。为了发展中国

的人文教育，为了科教兴国，为了国人与全人类的福祉，为了最

终地去除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迷信与愚昧，让科学家与文学家携

起手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有知识有

教养的中国吧。

阅读视角

解读文章标题，似乎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两层不同的含

意。一是“科学的人文的未来”；二是“科学与人文的未来”。根

据文意，你能否作番具体的诠释？

另外，标题的中心词是“未来”，而作者却用相当的篇幅谈

“过去”与“现状”，这是否偏离了题意，你是怎样理解的？

文中提及一连串的中外名人，如达·芬奇、罗蒙诺索夫、莱

布尼茨、王阳明、鲁迅、郭沫若、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王小波、

老子、任继愈等等，以上哪几位你还不太了解，建议查点资料熟

悉一下。作者提及这些名人大家，目的各是什么，也请想想。

品读鉴赏

作者在阐明“文学的方式与科学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时，

连用了八个“重”；倒数第二段，又连用了两个“希望”，三个“领

会”，三个“取代”，思考一下这些词语在表情达意上起到怎样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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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人

合

獉
獉
獉
一

科摇 学摇 人摇 文摇 未摇 来

读写链接

爱好“文”，爱好“理”的同学，读了此文会有不同的感受。

你赞同王蒙的见解吗？你有哪些话想接着说，能以“也谈科学

人文的未来”为题谈点自己的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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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还是不对称为好 天

人

合

獉
獉
獉
一

大自然还是不对称为好

唐云江

人们习惯上喜欢追求完美，偏爱平衡和对称。完美是一种

简单，也意味着秩序，而自然界看上去似乎也是完美的，也常常

能如人所愿。但当人们为发现自然界中某些对称而得意之时，

自然却又会露出点瑕疵，它似乎并不总是那么听话。很有可能

自然本身就不那么对称、完美，是人们把对称的外衣加到自然身

上去的，使自然看上去完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露点瑕疵也就

很正常了。不过，人们要找出自然的规律，不借助对称也很难。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自然才一次次地打破人们先前找到的对称。

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中的表现很明显，大概因为物理学是个

最重视规律的科学吧。且不说完美的牛顿力学如何不能完好地

解释自然，让我们看看粒子物理学中三个起支撑作用的对称：一

个是正反粒子变换对称（简称 悦 对称），一个是空间（镜像）反射

变换对称（简称 孕 对称），另一个是时间反演变换（把时间颠倒，

将 贼 变成 原 贼）对称（简称 栽 对称）。对称就是不变性，也叫守恒，

这些守恒是粒子物理学的支柱。举个形象的例子，比如我们的

两只手，把一只手放在镜子上，镜子里边的手就与我们另外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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