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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圆满的缺陷　　全息观在当代的凸现，这一现象值得研究。
全息观最通行最简单的解释是——部分包含整体的信息。
　　然而，如何进一步解释“部分包含整体的信息”，却颇多歧义。
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歧义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性，因为它好像可以容纳和引出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真
是“全息”到家了。
可是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算平常，因为在研究过程中，不发生歧义的问题几乎没有，而且从问题中
产生歧义的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
　　在这一点上，全息问题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反过来似乎又启示着问题的全息性。
“问题的全息”意味着一个问题跟所有的问题有关，或者说，任一问题跟所有的问题有关。
长期主张逻辑原子主义、主张问题可以一个一个加以解决的罗素，在他晚年所著的《人类的知识》一
书序言中，就已经走到或回到了这种“问题全息”的看法。
他认识到，“不可能先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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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全若缺：全息观纵览与沉思》从中外思想史和现代科技的角度分析全息观的形成和演变，揭
示了全息观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
作者以博古通今的丰厚学识，以文采飞扬、晓畅易懂的语言，梳理了柏拉图·布鲁诺、莱布尼茨、黑
格尔直到全息照相术和玻姆的物理全息观，分析了《周易》、《黄帝内经》，印度的《大林问奥义书
》和《楞严经》等经典，讨论了现代物理学、计算机，生物学，逻辑学中的全息观。
　　经过当代广云数学的推广，无穷集合的基本性质可以重新表述为：无穷集合的任一部分都是无穷
集合。
根据这种因陀罗网数学精神，作者展望了“从因特网走向因陀罗网”的科技前景，勾勒出一幅“从知
识经济走向善知识经济”的经典时代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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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克苏，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中国煤炭经济学院管理系教授，因陀罗网研究所
所长，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中心策划。
　　主要专著著《佛教史话》，《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善知识经济——因陀罗网经济学初
步》，《康德文集》（合译）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组织策划“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并已策划出版：　　儿童中国文化经典导读教材，磁带，《论
语》，《老子·庄子选》，《大学·中庸·笠翁对韵》，《孟子》。
《易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诗经·礼记·黄帝内经选》，《史记·吕氏春秋
·墨子选》。
　　儿童英文经典导读教材一套六本，配磁带与CD。
　　国乐启蒙：中国经典音乐欣赏，一套十二张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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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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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谈到所有、一切、全部，这是有风险的。
这似乎意味着把自己摆到上帝的位置上去了，因为好像只有上帝才有能力谈到一切。
于是，谦虚地把自己摆在有限的会死的人的位置上，便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明智。
现代集合论已经不愿意谈一切，不愿意谈“所有集合的集合’’了，康德则在他的二律背反面前遇到
了“无限的”麻烦，因为讲世界是无限的或不是无限的，都讲不通。
然而康德到底假定了上帝，现代集合论则拥有自己的无穷公理。
　　由上可见，全息论首先涉及下列关键词——整体、部分、信息、包含。
　　对这些概念的解释，又将引出绝对、相对、有限、无限、全息、缺息、不包含等概念。
其实，上文中已经出现七百来字和许多概念，除去重复者，其数目也已经很可观。
假定可以从中引出无穷的概念，可能并不算冒失或轻率。
当然，反过来做可能也对，因此也可以说只需引出有穷的概念。
有穷的极限或趋势是零，或者是无穷小。
这样，在有穷这个概念中，我们直接发现了无穷：无穷小。
　　乍一看来，我们在这里对有穷和无穷有所混淆，因为我们开头讲“引出有穷的概念”，其中的有
穷是指有穷大或有穷多，是指从全息论中引出有穷多概念，而不是指引出有穷小或有穷少概念。
司是这么一解释，反倒看出有穷多和有穷少说的意思差不多，只是看问题的方向相反罢了。
既然我们明白有穷的极限或趋势是零或无穷小，也就可见有穷与无穷有干系，不然我们怎么从有穷里
面引出无穷来了呢？
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出，而错误的引出就不该叫做引出。
于是，对于什么叫做引出，又得加以解释。
　　可是什么叫解释呢？
这又得对解释加以解释。
那么就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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