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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思维的们思维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我们所坚信的东西，看到我们信仰的合理性。
了解是为了信仰，信仰是为了可以了解。
有些事情除非我们了解，否则就不能相信；另外一些事情，除非我们相信，否则就不能了解。
&ldquo;我们需要智慧，以了解所信仰的东西；需要信仰，以相信所了解的东
西&rdquo;&mdash;&mdash;奥古斯汀　　没有信仰，我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就没有了基础。
信仰是精神的寄托，是灵魂的归宿，是区分善恶的标准，是行为的准则。
信仰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意义，使我们不再堕入空虚和浮躁。
信仰是一种力量，帮助人们抵御心灵深处的黑暗、寒冷、孤独与绝望。
信仰是一种气质，使我们平静地面对生死离别、面对得失和灾难。
但是，在我们这个除了物质什么都不相信的时代，在这个连灵魂都普遍怀疑的时代，像古希腊人那样
对信仰的理性上的思考和解释已经所剩无几。
在以科学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冲击下，宗教已经逐步演变成了心灵的慰籍品，只剩下一座座雕像和烟
火，有的甚至变成了恐怖犯罪的精神支柱，还又有什么能承担起信仰的重任呢？
　　我们不停地积累财寓、购置房产，似乎忘记了人生只有百年。
过量孕育出新的过量，得到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
过度的消费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而是为了填补精神的空虚。
当财富服务于人的时候称为财富，当财富是为了繁殖更过财富的时候称为资本，在我们为之奋斗
的GDP中，有多少是财富，又有多少是资本呢？
　　我们发明了空调以便过得舒适，但在暖气和冷风的双重保护下，身体却变得弱不禁风；我们拥有
了电话，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但却发现彼此问已无话可说；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普通人都能轻而
易举地登泰山、游长江，可我们已经没有了&ldquo;无边落幕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rdquo;的心境
；我们开车四处旅行，最后却发现旅行的目的只是为了追逐身体在空间中快速移动的感觉。
　　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智慧却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好，烦恼却越来越多：物质越来越丰富，精
神却越来越空虚；环境越来越美，心境却越来越差；寿命越来越长，可支配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与古人相比，我们多了一些急躁、烦恼和不安，少了几分淡定、从容和自如。
　　理性科学揭穿了信仰的神话，同时也破坏了寄居于神话下的道德和伦理。
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和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使冷酷自私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极致。
永恒不复存在，时尚和流行意味着任何在时间之流中驻留过久的东西都会被打上&ldquo;过时&rdquo;
的标签。
生活的意义似乎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体验审美、情感和感受上的变化。
哲学思想也从过去对绝对的善以及永恒真理的追求转向对情感和现象变化关系的研究，后现代主义、
知识考古学、语境学等在对历史文化和习俗的综合和比较中寻找意义的哲学流派纷纷出现。
对于他们来说，道德伦理以及善恶是非的标准并非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而是来自我们那些有权势的
祖先情感冲动的沉淀和积累。
　　与此相应，在现实生活中善恶美丑也发生了错乱。
善良被视为软弱，诚实被视为愚蠢，公平和正义变成了法律条款的游戏。
历史学家变成了挖掘和传播古人隐私的长舌妇；以隐晦的形式表现内心阴暗和扭曲的画家被视为天才
；丑陋愚昧的古老仪式以原生态的形式粉墨登场；满足低级趣味的不男不女的扮相和腔调大行其道。
当艺术失去了道德的根基时也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界线。
　　人不能在自己的身上找到生活的意义，于是总是把生活的意义寄托在他人身上，寄托在集体和国
家的名义上。
但我们回想一下，历史上那些战争、掠夺和屠杀不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进行的吗？
我们把意义寄托子女的身上，认为他们只要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就一定会幸福。
这样的寄托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如今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富足，但却比任何时代都感到空虚。
就像《传道书》上所说：&ldquo;虚空的虚空，人一生的劳碌，究竟有何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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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rdquo;　　过多的欲望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物质上，却忘了探究物质究竟为何物。
我们总是习惯以科学的名义来否定一切通过科学手段所不能验证的东西，台定过去儿千年来一直支撑
着人类文明的道德和信仰。
物质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科学本身并不代表唯物主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对宁宙的宗教情感是科
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
只有那些作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现身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
量，才能做出那种确是远离直接现实的枯燥的工作。
而刃15些主要从实际结果来认识科学的人，对于上述那些人的精神状态容易得出完伞错误的看法。
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
　　或许我们在文化的传承中遗欠了一些东西，遗失了真正的瑰宝。
佛经上说：宇宙万物都是我们心灵的显现，都因为心灵的感知才有体性。
颜色、声音乃至空间并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是我们心灵显现和认知的功能，这些元素与同是心灵的感
受和合构成万物。
但人们一直以来却习惯于把时间、空问以及颜色和声音等看成是外在于心灵的客观实在，习惯于把时
问和空间看成是万物存在的依据。
我们可以把古代圣人的启示说成是意想的神话，可以把哲学家的思想看成是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
但是，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向我们显现时间和空问的相对性，显现微观粒子的不确定性和非实在性时
，我们还有什么借口来坚持唯物主义的信仰？
或许在对待本质、心灵等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打破传统观念和习惯的熏陶所形成的思想枷锁，培养一
种能理解非时间、非空间存在形式的素养，以便在谈论现象背后时也能同时伴随着这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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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像性质、自然、自由、意义、实在、物质和精神等这样的词原本来源于古人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和思考
。
但在日常的生活中，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改变了它们的内涵。
在普通人眼里它们是用来表达自己某种模糊的感受和观点的模糊的概念，在流派纷争的现代哲学界则
演变成抽象的逻辑游戏。
我们常说要过有意义的生活，但却不知道什么才是生活最终的意义；我们总是在争取自由，却分不清
自由和失落的界线；乐观来自于对危机的漠视；地位和名誉的自豪感建立在更多的卑微和苦难之上；
美食享受的背后是残酷的虐待和屠杀。
我们该如何认识生命？
如何认识自我和他人？
    本书以现代科学的思维分析古代哲学和宗教理论，以严格的逻辑论证的形式探讨它们的合理性与不
合理性。
论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规定和澄清，而是为了促使人们对这些概念进行深刻的思索。
善恶、自由、意义等普遍性的问题并不能通过语言充分地表达，也不能通过逻辑得到澄清，因为这些
品质根植于我们内心的深处，先于理性、先于语言而存在。
但通过理性可以使我们坚定对这些品质的信仰。
本书还着重分析了一些佛教的核心思想，以科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隐藏在雕像和烟火背后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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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子孙后代着想　　当宗教信仰破产之后，当人们不再相信有灵魂的彼岸，不再相信任何永恒的
价值，生命的意义就变成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占有和消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
虽然我们生产的粮食已经超出了需求甚至转化成燃料，虽然我们建造的房屋被大量空置、闲置，虽然
我们的精神已经极度的空虚，但全社会仍然把GDP当作最主要的奋斗目标。
经济学家们不断地号召人们扩大消费，鼓动政府扩大内需，他们为消耗不完从地下挖出的煤炭而担忧
，为卖不出那些过剩的房屋而发愁，似乎地球上有用不完的资源。
他们像打算在有生之年花掉自己所有积蓄的富翁，不准备为子孙后代留下任何有价值的遗产。
　　我们不惜代价尽可能多地把煤炭、矿石从地下挖出来建成高楼大厦、公路桥梁和汽车；不是出于
生活的需要，而是把房产当作可积累的财富，把市政工程当作政绩资本；我们只是为了旅行的乐趣，
消耗着需要亿万年才能形成的石油开着汽车和游艇四处奔波。
我们是否想到过子孙后代的利益？
高楼大厦最多只能用上百年，但石油和煤炭却不可再生，钢材建成了房子就很难复原。
那几百年后，当石油和煤炭资源枯竭，当铁矿铜矿难以寻觅时，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用什么呢？
或许他们只能住着勉强能容纳身体的房屋，在历史影片中欣赏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浩大的工
程和奢华的生活，并发出这样的惋惜：&ldquo;如果祖先们能稍微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们也不至于生
活得如此艰难。
&rdquo;　　健康的价值　　&ldquo;健康是最大的财富&rdquo;已经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教育
年轻人如何生活时最常用到的话。
打开电视，近乎每天都能看到关于养生方面的节目，告诉我们应该有规律地生活，不要过于劳累，不
要过多地思考问题，不要有太多的激情和欲望，不要&hellip;&hellip;　　我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种现象
：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成就&mdash;&mdash;莫扎特的音乐、凡&middot;高的绘画以及那些慰藉我们
心灵的思想&mdash;&mdash;不都是用健康乃至生命换取的吗？
如果我们的生活中缺少了这些闪光的成分将会多么平庸和乏味，又有多少人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
安于这平庸之中而不感到厌倦，不因厌倦而损害到健康呢？
毛主席说：&ldquo;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rdquo;几乎每个人在年少时都梦想能成为天才、取得天才那样的成就、过有激情的生活。
很少有人从小就打算过一百年没有任何值得回忆和没有任何感悟的平庸的日子。
只不过到了老年，当所有的理想都没有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时，才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念。
伟大的奉献需要天分，为了活着而活着只是一种无奈。
　　人生更像是一种等待，我们学习知识、提高修养、强健体魄就是为了等待那个属于自己的使命的
到来。
身体则像一根一直燃烧的蜡烛，平时要小心地保存，让它尽可能缓慢地燃烧，但当需要为他人照亮时
就不要吝惜它的光芒。
单纯的长寿没有任何意义，生命的价值既不体现在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也不在于健康长寿，而是属于
心灵的那不可见的部分，并且只能通过奉献来获得。
如圣人所说：&ldquo;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rdquo;这句话是对&ldquo;奉献&rdquo;这个词更深层的基于彼岸的解释。
　　平淡是真？
　　如果不相信有来生或彼岸的世界，&ldquo;平淡是真&rdquo;就是一个谎言。
想一想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看到同样的人、听到同样的话，周而复始，不断重复，没有任何新意。
人真的能忍受这样的生活而不感到厌倦吗？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些为了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而付出十几年汗水和伤痛的运动员呢？
那些攀登喜马拉雅山的人、独自航海的探险者以及花巨资冒着生命危险去太空旅行的富豪都是因为太
富有而变成了傻瓜吗？
一直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人无法理解富有而平庸的生活所产生的厌倦，就像一辈子没有吃过几顿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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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洲难民无法理解什么是厌食症。
人的愿望像没有被驯服的野马，总是向着所处境遇的相反的方向奔跑，一直生活在平淡中的人渴望激
情和刺激，经历过很多灾难的人又向往平淡。
&ldquo;平淡是真&rdquo;这句话或许只适合少数的圣人，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心中那个更丰富多彩、
更真实的彼岸的世界。
　　简单的快乐　　健康专家经常告诫我们要过简单的生活，不要想太多的事情。
因为复杂的头脑总是会为了谋划将来的事情而产生烦恼。
思想简单的确不会产生很多的烦恼，但却会遭受更多的痛苦。
简单的头脑能满足于简单的快乐，就像农民们因为一次丰收所跳的摇头摆尾式的舞蹈所展现的那种快
乐。
不过在来年的一次天灾后，又会迅速陷入哭天喊地式的悲哀。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痛苦和欢乐，喜怒无常与头脑简单是一对孪生姊妹。
　　产生于攀比的幸福感　　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富有，但这更多的财富却没有带来更多的快乐和
幸福感。
虽然一个人变得比从前更富有，但如果那些曾经与他差不多的亲朋好友变得比他更富有，他仍然会感
到更多的来自于物质方面的烦恼和压力。
物质财富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更多的是基于横向的比较，而非纵向的进步。
　　当新年之夜我们在饭店举家团圆时，那些孤身在外的孩子们却笔直地站在周围为我们端茶倒水，
我们的心里是否感觉到一丝的不公；当我们抬起脚让别人弯腰弓背为我们擦鞋时，是否因为我们付了
钱而感到理所应当；当我们悠然自得地坐在开着冷气的办公室中，一边喝茶一边看着窗外烈日下汗流
浃背的民工时，是否感觉到这个社会应该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对此只有冷漠，甚至有因对比而产生的惬意，如果我们还需要从与别人的攀比中获得满足，
那我们的幸福就是建立在别人的卑微和苦难之上，对贫困和痛苦的拯救就无从说起。
因为攀比就一定有攀比的对象，如果我们拯救了最底层的那群人，倒数第二层的人就会陷入痛苦的深
渊。
如此往复，拯救永无止境。
　　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热衷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甚至到了良莠不
分程度。
无论这遗产来自古人的何种精神状态&mdash;&mdash;也许就是愚昧、残暴、迷信、错误的习俗，只要
贴上时间的标签，就会被当作有价值的东西加以保护和推广。
　　也没人能否认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世界上还没有那个民族像中国和希腊那样，一次次被异族用
武力征服，又一次次用文化将征服者同化。
但历史文化的特点总是精华与糟粕混杂在一起，并且绝大多数情况是精华被那些有形的、表面的、易
于言说和流传的糟粕包裹和埋藏。
而精华的部分则总是那些无形的、能让人世代受益却又始终似懂非懂、不能穷尽其义的圣人的言
说&mdash;&mdash;如《道德经》、《黄帝内经》、佛经。
这种混杂的局面是历代的统治阶层筛选的结果，统治者需要为自己的强权和被统治者的顺服找到足够
的理由，他们需要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支持。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我们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强烈的尊卑对比和巨大的贫富差距
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参观古代的宫殿和豪宅时，我们听到最多的讲解就是等级，从屋檐和台阶的层数、门槛的高度
、厅堂和仆道的对比、家具的尺寸以及各种细部的装饰，无不体现使用者的等级差别，即便人文景观
，大都也是权贵们卖弄风雅的道具。
对这些文化遗产全面吸收和借鉴的典型案例，就是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建起了有着很高台阶的犹如衙门
一般的政府办公楼，以便使到访的群众在气喘吁吁地爬上台阶后，能立刻感到政府的威严。
　　考古学家动不动就给从地下挖出的那些器皿冠以&ldquo;伟大，，&ldquo;非凡&rdquo;这样的字眼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度思维>>

古人云：&ldquo;玩物丧志&rdquo;，这些耗费了过去的制造者和拥有者大量精力和时间的玩物直接导
致了一个个王朝的覆灭。
而今除了给我们带来那种曾经辉煌的虚荣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刻的价值呢？
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老子说：&ldquo;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见可欲。
&rdquo;考古学家们动不动就以稀有的名义、以文化的名义给这些玩物贴上天价的标签，使民间的文物
收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而学术造假、赝品、欺诈、内幕交易等黑暗就隐藏在这疯狂之中。
　　历史学家总是过分热衷于讲解那些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历史事迹，以赞美的眼光总结古人争斗
的&ldquo;智慧&rdquo;。
历史学与评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如今已经有人受这些历史事迹的启发，发展出了所谓的厚
黑学，成为一种营销的手段在社会上推广，为贪污腐败推波助澜。
如果官员都向和坤看齐，商人都以胡雪岩为榜样，那无论我们生产多少粮食、建多少房屋、创造多少
财富，仍然只会重复&ldquo;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rdquo;的悲剧。
研究历史应该博古论今，执古之道、驭今之有。
如果只热衷于古人的东长西短，就无异于历史的长舌妇，也扰得地下的古人不得安宁。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还有一项被津津乐道的就是我们特有的酒文化和饮食文化。
诗仙李白的醉言醉语陶醉了几十代人，但现代的酒神们却再也说不出那些浪漫精致的话，他们要么丑
态百出，要么开车狂飙夺人性命。
现代人对酒精是如此的依赖，好像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才敢于说出心里话，才敢在合同上签上名字
。
酒文化很大程度上成了酒精依赖的借口，即便在对艺术审美的贡献上，酒精的作用也只是在浪漫主义
的层面上对情感表现的增强，而没有使艺术上升到对审美情感进行反思的高度。
至于另一种所谓的饮食文化，从最有代表性的北京烤鸭就能看出其残忍的程度，如果把视线延伸到广
东的饮食，除了野蛮之外，还有愚昧。
在饮食方面，人已经退化到了比动物更残忍的程度，因为人已经不是单纯为了生存去杀害其它的生命
，而是用其他动物的痛苦来满足自己一点点味觉上的快感。
饮食文化实际上是文明遮蔽下的苦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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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空间能无限划分，一个人就永远也追不上在他前面缓慢爬行的乌龟，因为每当他到达了乌龟
的位置，乌龟总是又向前爬行了一段距离，无论这距离有多短，它总是存在。
　　&mdash;&mdash;芝诺　　时空不是实在的，不是独立于心灵的客观实在，不是事物本有的性质或
关系。
它们是心灵理解和认知的方式，是感官的形式或形态。
如果世界上没有能够直观或知觉时空的人，这世界就不再就有空间和时间的性质。
　　&mdash;&mdash;康德　　存对某个量子物体实行一次测量之前，就把一组完全的属性委归于它，
是没有意义的。
　　&mdash;&mdash;玻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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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颜色、声音、味道、温度是我们心灵主观的显现，形状、大小、美丑则是主观意识的分别，这些
元素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在我们所能感知和了解的事物中，最接近客观的东西是储存在脑神经网络中的复杂的信息。
除非我们能获得超越脑神经系统的觉知能力，否则永远也不能知道是否存在一个与我们的感知完全相
同的客观实在的物理世界。
《深度思维》以现代科学的思维分析古代哲学和宗教理论，以严格的逻辑论证的形式探讨它们的合理
性与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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