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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

振汁以手根，其見瀾而索源 。

一一(南朝宋)刻認: <文心雕克﹒序志》

(一)當下

“對下"00是文化反思的起息。而我們置身的主留下，這值多屋

級斐革相互疊加。

美似革者述祥年齡的中圍人，是史上班得的以短暫一生奈助

“我耕文明"一“工~文明"一“信息文明"(2)三小朋史盼設交錯過避

的人群一一

@ “~下"本是佛教用淆，民間沒用，略指現在述一刻。 佛經之“對下"

是最小的肘間草位， 1 分幸中 60 秒 ， 1 秒 60 剎那，一剎那 60 ~下， 1 秒有 3600

小道下。把吋|可切到被小草位，對下即完永恆。

@ 司文耕文明:句前現代、工~文明均現代、信息文明方后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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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吋浸潤于求耕文明尾育，其才人力勞作方式、自給自足的

宗法式多村生活頗不陌生:

中青年信}Á“知棋就是力量"、“革命改造世界"理念，參

勻工並化建波;

社年和老古今又相鐘在園外、圍內迎受初具的信息吋代末

l咕，漸悟可持按皮展之道......

有趣的是，我們但是上述斐迂的帶有工具，也b人沿裴數千年之

久的毛主在CD，銓由引人百年的輛生產@，特換方近二十年普及卉來的

屯脂鍵盎@，而撰每本唱昕用的“沒王宰"兼具鋼直在勻屯胸健盎

特性，似方“工~文明"勻“信息文明"混合的戶品。

吾幸有緣于大半小世紀|耳目睹一連串文明形志的交錯勻更替，

常度“目不暇接"之哎，部也于慷洶一瞥之諒，直蝕文化生成的多

重奧秘一-1>人“現代"反規前現代、 b人“后現代"反規前現代勻現代，

每每則有金心，誠如先哲所吉:

人体解剖汁于猴体解剖是一把胡匙。 低等功物身上表露的

高等功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劫物本身已被古人現之后才能

理解。@

@ 俗稍t兩千多年前的業代名特蒙恬(?一前 210) 是毛壇的友明者。而

考古友班，先秦早已使用毛毫(輯:“幸") ，毛~~皆有三千年回史。

@ 鋼毫又稍:自來7.1<毫， 1809 年美固竿脫l寸金龜尸正式生1"-鋼堪。 20 世

紀初，美固竿脫n、派克等品牌金生產待人中固。 1928 年土海弄始生1"-惘唔，

派克毫風靡一肘。 20 世紀 60 年代前后，園1"-英雄鋼毫流行 ， 有“英雄超派

克"之視。

@ 1965 年意大利Olivetti 公司卉皮一台能放在亦公桌上供普通人使用的

小人屯胞。屯胞(PC) 打字 20 世紀 90 年代以降在中固運漸普及。

@耳克思: <政治經濟掌批判》辱吉， <耳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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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一切真民史都是對代史"CD 故道下是窺探肪史長河

的窗口 。

(二)悸~

人們注意到文化史“長江后浪推前浪"現象，但不可忽略目史

演化包蘊著悴洽@一一前現代有可能拘成現代阻力，現代則埋伏著

后現代遊路上的陷阱，而后現代在超克現代之掠，往往須借助封前

現代的創造性愛阻。 全完草說直注視元法解釋肪史的愛朵性。

匈牙利思想家芥治 ﹒ 耳力支庫塞

( 1898-1970)指出，現代性的目史和逆輯

辱致了文化悸洽，而恰恰是文化悸洽包含

的矛盾性使批判和反思成均可能，因此

“文化悸洽也是滑多祥性的一科保存，此

而打破封現代性的同一性，克服現代性危

机"@。 中外哲人做迂透視悸洽友現中園文

化底奧的努力 。

20 世紀中后肘，長期此事中固科技史

研究的英固掌者李約瑟在 7 卷 34 珊巨著 李約瑟

《中固科掌技朮史》第 1 卷(專洽)提出一小(10呻h Terence Montgomery 

尖銳問題 Needham 1900一1995)

如果我的中固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祥，那 Jg 什么像

@意大利因史竿家民內德托 ﹒ 克里P 芥 (Bendetto Croce , 1866一1952 ) 

《朋史竿的理i金和安隊) (中文本，中固社金科 生拉出版社 2005 年版)中有“一切

其目史都是對代史" (第 2 頁) -}'吾(英文 Every true historγis contemporary 

hi storγ) ，意消新的生活喚醒迂去的目史。

@ 悸沱( paradox)來自希脂i吾“ para+dokein" ，意方“多想一想" 。 悸洽指

在逆緝上可以推尋出互相矛盾的結洽 ， 但表面上又能自圓其說。 解決悸洽需

要創造性思考，悸ìt的解決又可以給人帶來全新的現念。

@ 特引自第鴻一廷、杜紅燕: << *歐新司克恩主文勻后蒙理性} ， < 中固

社金科字掘}20 1 3 年 5 月 29 日 。



4 中固文化生成史

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迫祥的佈大人物都是歐洲

人，而不是中固人或印度人呢?方什么近代科羊和科掌革命只

戶生在歐洲呢? ...... 7J 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固逆比歐洲先道，后

未郁金址歐洲人若了先鞭呢?怎么全戶生迫祥的特斐呢 ?CD

“先道"的中古中固何以在近代“落伍"?遠便是著名的“李約瑟

悴洽" 。

近代中固人于困知勉行@間，也有美似思考一一一

梁后超(1873-1929)

“吉i企界3芥子"梁店起在清末友出一小

店史性拷問:方何明初出現世界最卓越的

航海家郊和，但郊和之后部克第二郊和?@

遠是以海洋事l&的盛衰特換，先期提出勻

“李約瑟悴洽"相近的問題。

民主人士黃炎培 1945 年 7 月坊向延安

吋詢問毛澤京 : 目史上很多政杖“其共也

勃焉“其亡也忽焉

快共起，又匆匆忙忙地夫亡，原因是 “政

怠宜成"、“人亡政息"、“求架取辱"等，

有元“跳出遠周期律的支配"的刃、法?@

美園的中固掌家本杰明 ﹒ 史半慈所撰

@ 該有英文版于 1954 年以來自釗拼大字出版社陪錢出版，中文版自科

掌出版社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陪鑽出版。 引文提及的伽利略、牛頓，耳熟能

i羊，此不贅述。 托旦拆利(1608一1647) ，意大利物理掌家、數字家，友明水

線在1庄汁。 斯蒂文( 1548一1620) ，比利吋一荷主物理字家，代表作《平衡木》

(1586 年) ，提出扛杆理洽、斜面定律，被你之阿基米德到伽利略之間最何大

的力掌家。

CID ~ 午Lì己﹒中庸} : “或生而知之，或竿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J一也。 "

@ 梁扇超 : ~祖因航海大家郊和伶} ， ~仗冰室合集﹒ 寺集之九} ，中學

布局 1989 年版，第 11 頁 。 此題祥說，見本布第四章第三令。

@ 見黃炎培: ~延安阻來} ，因i孔 -1'5店 1945 年版。



《中固政治思想的深雇主吉拘》指出 :

在中囡肪史中，有一思想特廣似

乎貫穿它的友展，我們或 t午可以林之

Jg “典范我并不是指它是儒家所特

有的，而且法況是先秦 t午多思想家

(像墨家、法家、道家等)所共有的特

盾 。 方什么我舍汁此感失趣呢?因均

有一小怕人的問題忌是不斷出現 : Jg

題氾 5

什么中固肪史上始終不曾出現社一小中固近代取~教育創始人

勻此深雇主吉拘相弄的替代品 黃炎培 ( 1878一1965 ) 

( alternative) ?CD 

史竿慈所說的“深居結拘是指中固目史上至高元上的皇杖。

史半慈主人方，在中園思想史上，以沒有人

投汁另一套替代品 。@而至高元上的皇杖

既是中固古代文明荻得里績的原因，又如

同西方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杖体制一祥，帶

來巨大負面效庄，成方近古和近代避步的

障磚。 遠便是“史半慈向題也可以林之

“史竿慈悸洽" 。

“李的瑟之間"、“梁店超之間"、“黃

炎培之間"、“史半慈之間其側重面有

則，去口都是以對下出友，武囡求解J3j史偉

洽 : 共盛之后方何常常地以衰敗?中固曾

本杰明 ﹒ 史學慈

(Benjami n 1. Schwarlz 

凹的一1999)

CD <<史竿慈i它中匡l ﹒ 中固政治思想的深居站拘> ，新星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 25 頁 。

@草者以方，在中固思想史上，近古的那牧、 黃宗義、傅山、唐甄等

人世i十垃圾端皇紋的替代晶一一“新民本"方案，不迂未入主流，以“待i方"

“潛咕"之笑形恣陷于草野。 (見冉天瑜、謝責安: <<解拘啥?制一一明末清初

“新民本"思想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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