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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观”是《新周刊》2007年开的栏目。
起初想找一大帮写手轮番上阵，就事论事。
做了几期就做不动了。
    是编辑朱慧憬救了这个栏目。
她接手后把这个栏目变成了各路高人的人生口述。
好看！
    因为好看，就想，那就像“年度语录”一样每年结集出本书吧。
相信它会成为《新周刊》在图书上的又一延伸品牌。
    “世界观”是大词儿，但每个人的“世界观”都很具体。
这里是大词小用了，还是虚词实用了？
看了便知。
    忽然想起在北京机场高速路上曾看见一楼盘好像也用“世界观”命名。
想想看，楼盘在五环上，看得见国门首都机场，还真有点儿“世界观”的意思呢。
    有趣！
顺便表扬。
　　《新周刊》执行总编　封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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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鲁湘：好的世界观—定是开放的　　王鲁湘：著名学者、自由撰稿人，电视布道者。
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2001年起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
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兼主持人。
可以说在我一生当中，没有特别过不去的坎。
上大学之前，我的人生跟同龄人一样，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在这个社会大熔炉里，这批人是什么命运，你就是什么命运。
“文革”的时候没有选择：没有书读；下乡也没有选择，下乡的时候能不能够招工回城，你没有选择
；当兵是有一些个人选择的，有一些人有家庭背景可以利用，但是对我来说也是没有选择。
上大学本来也没有个人的选择，但邓小平改变了这一点，因此，1977年深秋的那一场高考，是我人生
中第一次关乎命运的个人选择。
当时确实也有人想阻止我，但没有用，我扼住了命运的喉咙。
从那一刻起，后来大的事情我基本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主。
　　对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进入中国电视工业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不见得是一个好选择。
但是我只能从积极方面多想一下，去平衡这个选择，否则日子会很难过。
虽然说这个选择是无奈的，但还是有很多客观主观因素让我走到这一步，最后毕竟还是通过我自己的
选择来实现的。
所以我不能抱怨。
我自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谁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这个事情。
这样我就必须从更积极的方面去评价我的选择，毕竟我做得还差强人意。
这当中，有我自己的努力，有团队的努力，还有这个社会你不可能影响、估计到的参数综合的作用。
你个人无非是纵浪大化，相与沉浮罢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在一篇文章里见到“比患意识”这个词，心中一凛，好像意识深处有
什么东西被狠狠拨了一下。
“忧患意识”是这么一种说法——那个写《周易》的人一定是忧患的：他既有对大自然的忧患；也有
对社会这个大空间、对历史这个大时间很多不可预计素的忧患；还有对一些个人行为的忧患，比如某
一个选择不慎、某一个判断的失误，某一个不可预计因素的突然出现，都可能使你的一切计划泡汤，
或者走向计划的反面。
种种忧患，生就戒惕恐惧之心。
而恰恰是这种忧惠，使得历史上能成大事的人，成就了大事。
因为他时时刻刻充满忧患，才可能每一步都转危为安。
所以忧患后来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
中国很多大思想家，不管是老子、庄子，还是孟子、苟子，或是孙子、韩非子，他们所有的思想和智
慧可以说都是来源于大忧患。
中国士大夫心忧天下，进亦忧，退亦忧，就是大忧患。
　　后来我发现，那些宗教的创始人，其宗教的创始也是始于大忧患。
这种大忧患的解脱模式有两种，哲学和宗教。
哲学会停留在智慧的层面，通过对事物规律性的把握和认识，避免大损害，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把握
它的本质。
哲学这样的东西是智者把握。
但它不能达到解脱，不仅不能解脱，有时反而比愚者和庸众更痛苦，更孤独，更不能自拔。
宗教更重要的是强调解脱。
通过什么东西解脱，这就是宗教和哲学的争议。
前面的步骤都一样，我用智慧来洞见事物的本质，有了洞见，要不要寻找一种大解脱，大解脱之后能
不能得到一种大自在、大欢喜，这是宗教要进一步探求的。
　　忧患，可以成就一个大事业，但是不可避免会带来生活的痛苦，这要看人的造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观2009>>

人生始于忧患，但是通过人的造化、价值观的影响，人生的发展最后会出现不同的境界。
有一些人一辈子都背着十字架，总觉得全人类的压力都压在他身上，他要承担，比如耶稣。
还有一种承担，似乎宗教性不是很强，比如说孔子和孟子，有使命感，一天到晚为了推行自己的王道
和社会理性，惶惶然若丧家之犬。
这也是一种选择。
　　还有另一种人没有选择承担，走着走着就解脱了。
比如像庄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对这个世界、生命、人性的洞察是入木三分的，有这样的洞察他们会
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绝望的人，但是你发现他们在著作中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就是选
择了一种游戏人生的积极的悲观主义。
积极的悲观主义同消极的悲观主义是不一样的。
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对文明是不信任的，对人世是绝望的，但他不会弃绝生命，他会用最高的智慧来游
戏人生，并从中找到自由，回归自然，达到自在。
中国道家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后来中国文化会在佛教中创造一个布袋和尚来代替印度佛教的弥勒佛，这是深堪玩味的。
弥勒佛是一个未来的佛，中国人很现实，需要把它变成现世的化身，结果就出现了一个胖和尚，成天
背着一个布袋子，傻呵呵的，毫无心机，没心没肺，把什么事情都看破了。
他的布袋是一个比喻，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承担。
你承担了什么？
你什么都承担了，别以为你只承担了神圣的事情，其实你也承担了世俗的事情；别以为你承担的都是
有价值的事情，其实可能你也在承担许多人生的垃圾。
人们对布袋和尚的解读没有解读透，他的布袋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他就像拾荒者。
拾荒者还有选择，有的东西换不了钱就不拣，拾荒者比常人境界高一点，他能把常人看做废物的东西
当成宝物，变成钱。
而布袋和尚比拾荒者看得还明白，在他眼里没有有用的和没有用的，没有什么垃圾和不是垃圾，他一
切的一切都往布袋里面装，他的这个布袋代表人生的一切。
　　其实一切正面的、负面的，积极的、消极的，进步的、反动的，革命的、保守的东西，你的人生
都要承担。
你肩上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里面什么都有，没有办法说清楚，你能坐下来在布袋里面挑拣吗？
不能！
怎么办？
放下布袋何等自在，这是一种很好的理想状态，但事实上你如果可以做到那就是弥勒佛了，怎么可能
做到？
做不到不要紧，毕竟是凡人。
凡人只要认识到布袋里什么都得装，装进去了就得承担，行也布袋，坐也布袋——这也算是一种积极
的悲观主义吧。
　　有几年我活得很绝望，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生跌入谷底，遭逢大变局，身体状况很糟糕。
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疾病，让我非常难受。
当时朋友送了我一本《易学精华》，清朝时候编的。
我突然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我琢磨之后发现太极不应该是平面的，而应该是球状的。
我终于把这个太极球画出来了，最有意思的时候，我按照45度角进行几个方位的转动，居然转出了六
十四象，它可以转出64个平面。
我猜想这与六十四卦一定有什么关联，甚至想把它数字化，但很难，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好处是它让我突然有了一种智慧上的顿悟，能够把眼下的很多焦虑释放出来。
许多放不下的东西一下子就放下了。
所以是《周易》这本书帮了我。
　　《周易》讲的就是变化的不可测，人是无能为力的，有无助感。
这让我把自己过于强烈的主动性、主观性作了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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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顿悟，其实是对当下的一个主观立场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之所以对你有效，是因为调整你的人，或者调整你的这门学问，又或者是调整你的这本书
，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了一种权威和智慧。
　　这个调整并不是让人从一个主动、积极的立场完全转向消极的立场。
它是把一个过于钻牛角尖、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的人，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调整到一个更客观
一点的立场。
就是我们古人经常讲的回蓑。
一个物件卞在一个东西里面要转动，一定不可以卡得太死，卞死了就不能转动，要能动一定需要一定
的空隙，这就是回襄。
　　我有一次采访曾侯乙编钟，从编钟木架上的铭文里才知道原来“斡旋”这个词出自编钟。
一个插销加一个钩挂在木质的横梁上，吊起来，编钟可以摆动。
斡是悬挂钟体的环，旋是用来衔斡的，只有用了这两个部件，才能让声音达到最佳的共鸣状态。
没有斡旋就没有编钟悠长深远的乐音。
换句话说，没有斡旋就没有和谐。
古人就用编钟这两个零部件的名字组成了“斡旋”这个词，后来这个词在表述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
运用非常广，因为只要有这两个主体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有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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