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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2月初，蒙翟玉忠先生寄赠此部书的书稿，读后大为惊异。
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读者，大概会感到时光倒流，似在重温“评法批儒”。
当然，书中的资料和观点远较“评法批儒”丰富，还附上了批评当代西学的立场，时代感非常强，与
流行思潮明显针锋相对，大约属于“否定之否定”一类。
欣逢中华百家争鸣的盛世，玉忠成就了一家之言。
他梳理“中华原生文明”，发掘和弘扬法家的治国理念和方略，如重耕战，社会功勋制，全民监督，
常平仓，依法行政，简令谨诛，赏罚当符而重其轻者，独特的外交观，还有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世界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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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书是个享受。
玉忠不仅观点鲜明，立论极富挑战性，而且行文流畅、通俗。
这部书会引发我国大众读者的关注，也应引起我国思想界的关注。
    读此书，笔者能理解玉忠对儒家的严厉批评和对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学主流思想成就的贬抑。
玉忠的论点虽有极端之嫌，却属于思想变迁中的“矫枉过正”，也是青年思想者的必然。
他书中反映的情绪，是对一种强势思潮的反弹。
这种反弹在我们的时代背景中不难谅解。
相反的思想，在大学课堂、新闻报刊、杂志书籍、乃至电视和互联网上，也绝不是含蓄中庸的。
笔者本想吁请玉忠在书里增加对下述两个问题的论述：一、为什么儒学能在中华思想界居主导地位两
千年？
二、倘无最近百年的西学东渐，中国可能有今天的崛起？
提这样的问题，无非是指望玉忠能“全面”些，“中庸”些。
但转念再想，这要求不仅苛刻，而且是庙堂中已近暮年之人方有的苛刻，或日“成熟”。
正如在西方的通例，中国不仅需要严谨、学富五车、研究领域细致入微的庙堂学者，而且需要不拘一
格的思想者，需要思想战线上的斗士。
在西方社会里对社会思潮影响最大的书，往往不是居庙堂之高的教授们所著，而是出于无名草莽之手
。
另外，一种新思潮起初多以比较极端的面目出现。
非如此，难有战斗力。
缺少战斗力，也就缺少生命力。
    此书资料丰富，线索清晰，立论鲜明，质量并不亚于许多高居庙堂的教授专家的著述。
而且，玉忠殷殷可见的赤子之心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笔者曾邀北大比较政治专业的博士生们阅读此书手稿，学生们读过之后众口称奇，皆日颇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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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
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http：／／www
xinfajia.net）总编辑；与房宁、王炳权合著《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北京出版社，2003年6月
）。
策划《世界不平坦——来自上海的教训》（And rewRoss。
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Email：zggjzyz200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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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2.西方学术走向东方之路　3.痛定思变：二十世纪西化改革的失败第一部分　再回中华文明的黄金
时代　第一章　伏羲啊，伏羲　　1.黄土高原上的道／法文明之光    2.道／法原文明的发展期    参考阅
读：中国的蒙娜丽莎——大地湾女神　第二章　大黄金时代    1.什么力量将中国推进了大黄金时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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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    2.“非法婚配”造就思想怪胎    3.法家反对儒家人治    4.儒家执政理念何时了    参考阅读：汉代
公正的法治社会　第五章　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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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两千年来中国人是如何被洗脑的    2.儒家给中华文明究竟带来了什么    参考阅读：中国曾是一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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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参考阅读：遂公盈与大禹治水　　⋯⋯第三部分　中华文明的复兴　第七章　中国古典哲学
基础　第八章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基础　第九章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基础　第十章　论全球大争时代
附录一　中华原文明谱系附录二　中华文明发展路线图附录三　中华原文明的“四经五书”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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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采集食物到新石器时代生产食物，这种
转变带来的远远不仅是生产力方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文明形态上的发展与定型。
与其他地区的文明形态不同，中华文明从来没有间断过，哪怕曾经有过儒化和西化的巨大影响，这个
文明的认知方式、思维方法、医学，乃至古典政治经济学仍存在于华夏族群的血脉中。
我们的先人生产粮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一万多年以前，至今发现最早的农业遗存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
遗址，碳14测定其距今年代是1.4万年。
一万年以内的新石器遗址密布中华大地，从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华夏文明已经飞速发展。
早期先人的聚落较小，也没有明显的社会系统阶层分化。
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出现大约是在五千年前——华夏文明的太阳渐渐从东方升起。
通过对长江和黄河流域古文明的研究，历史学家许倬云将五千年前出现的复杂社会形态归纳为以下几
个方面，体现了古代社会礼法不分的特点。
这种社会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制作礼仪性的贵重物品。
同时具备有礼仪性建筑物的礼仪中心，礼仪中心也可能有层级的差异；一些人拥有较别人更多的财富
与权威，社群之内遂有层级的分化；社会复杂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为了执行管理功能，即会出现权力
的层级化，也就是从社会体走向政治体，终于形成国家的组织；聚落之间的层级化，会出现中心聚落
，城市也可能有防卫设施，例如城墙、壕沟；为了礼仪与管理功能，会有专业人员担任这些工作，他
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可能发展了文字或其他类似的符号。
为了说明上述文明形态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内涵以及它在中华原文明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我们以甘
肃秦安大地湾大型居住遗址为例。
柏杨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将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代：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信
史时代。
他认为神话时代显然是虚构的，传说时代含有事实成份，但这种成份很少。
到了半信史时代，事实成份就大大增多了，而且这些事实能得到考古发掘物的支持——如果不是渭河
上游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中国神话体系中居三皇之首的伏羲或许永远会被认为是几乎没有任何“事实
成份”的神话，然而考古学家唤回了中华民族的深层记忆。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
1958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该遗址，1978至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遗址进行
了为期7年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3800平方米，出土陶、石、骨、角、玉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清
理出房址241座，灶址104座，灰坑和窑穴321个，墓葬79座，窑35个，防护和排水用的壕沟9条，大地
湾遗址分为五个文明期，从距今约八千年一直持续到四千八百年前：第一期距今8000～7350年，这一
时期的大地湾先民制造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同时种植生产了中国第一种粮食——黍；第二期距今6500
～5900年，这时发掘出了较完整的原始氏族村落，村落以广场为中心，房址呈扇形分布，周围以壕沟
环绕。
这一时期出土了一批绚丽夺目的彩陶，如鱼纹盆等；第三期距今5900～5600年，彩陶艺术达到鼎盛；
第四期距今5500～4900年，此时的村落由于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迅速扩大到整个遗址，山坡中
轴线上有数座大型会堂式建筑，似乎为“行政中心”，周围为密集的部落或氏族。
复杂社会结构在这一阶段形成。
第五期距今4900～4800年，此时大地湾的聚落面积更大，达到275万平方米左右。
三皇之首伏羲的名字最早出现于《易经》、《管子》、《庄子》等先秦典籍中。
传说他始画八卦，造书契代替结绳记事，教会人们种田捕鱼，驯养家畜。
最早记载伏羲生平的是《易·系辞》，上面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
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
”后来唐代史学家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时更详尽地记述了伏羲的生平：“太嗥庖牺氏风姓，
代燧人氏继天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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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日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
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日宓牺氏。
养牺牲以庖厨，故日庖牺。
”谁能想到，上述记述有相当一部分竞为大地湾考古所证实！
首先是伏羲的出生地。
据《水经注》、《开山图注》、《续汉书·君国志》等史料载，伏羲生成纪。
大地湾遗址所在的秦安从西汉时期就称成纪，今天，天水城西有明代兴建供奉“人文始祖”的伏羲庙
，秦安县距大地湾7公里处的陇城筑有女娲祠，而且大地湾周围至今还保留着与伏羲“风”姓有关的
几个地名——风茔、风谷、风台。
其次是伏羲氏的贡献之一——“以田以渔”。
以前国际农史界通常认为中国黍源于外国。
大地湾一期遗址出土的碳化黍标本在时间上与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土的同类标
本时代相近，表明早在七千多年前，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就是我国粮食与油料作物的种植
地；另外大地湾出土的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和大量鱼纹陶器也说明捕鱼是我们先民的重要生产活动
。
然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有直线也有曲线，形状有竖道、箭头形、类x形
和植物关纹样。
有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就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
郭沫若生前看到这些符号后就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标记，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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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现居美国旧金山的陆寿筠(SherwinLu)先生通读笔者的诸多重要文章及本书原稿后所写。
陆先生数十年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使他比许多人更能直接感受中华政治经济制度的伟大！
此文原为英文，由甘肃农林大学的张小白先生译成中文，并由陆先生本人校译过。
原题为：《当代全球危机呼唤东方智慧——“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探讨》。
全文发表在香港《领导者》杂志2008年第一期(总第20期)。
现经陆先生同意，收入本书以为跋。
现代人类面对着两大威胁：人们对大自然不负责任的摆布引起的生态危机，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人类生
活的霸权引起的社会危机。
前者表现在全球气候的剧变和越来越多物种的消失。
后者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恐怖暴力和不断加剧的全球核战争风险。
为了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方法，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用来最有效地分析所有自然和社会历史
现象的总括一切的世界观。
可喜的是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以概括为“动态平衡多维整体”的世界观，或者简称为动态整体观。
在各种文化中，无论西方或东方，都能找到这一世界观的体现，而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表现得尤为集中
，也最为典型。
动态整体观包含如下三个侧面：1.“整体性”，意即所有事物，从囊括一切的整个存在到我们可以观
察到的最微小的存在物，从整个人类社会到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再到个体的人，从可感知的具体存在
物到想象中的抽象事物，每件事物都是由若干部分或方面组成的整体。
这个整体不是静止的、或是机械的拼凑；而是——2.其各部分总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正如中国古代经典《道德经》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42章)万事万物通过各自内部阴阳两面的对立互动，永远处于从不平衡到平衡、再由
新的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变动之中。
某一特定时刻的阴阳互动状况决定了这个“整体”在当下的性质。
就社会事物而言，这个“整体”则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且有其自我意志的社会实体，它又反过来
成为某个或某些更大“整体”中与其它部分互动着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既作为相对独立的实体、同时又是一些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的两重性是所有存在物的特性。
这种特性决定了所有事物结构的多层次形式，也为这个世界观的下述第三个侧面提供了基础——3.所
有存在物都是一个多维的整体。
至于人类社会，“多维”指的是对于社会内部互动模式的观察方式的多样性，它包括在各个层次上相
互平行的社会主体(个人及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不同层次上的所有那些主体之间多方向上的互动。
⋯⋯尽管上面说了那么多负面的问题，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并非一切都是负
面的。
例如，共和主义，联邦主义和政府分权制衡机制，合作主义和劳资共治等形式的政治经济民主，都起
源于欧洲。
这些都是人们在某些领域内为求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而自觉努力的很好例子，虽然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
上个世纪理沦物理学的诸多新发现，例如光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相对论、测不准原理、混沌理论等，
已经为西方与东方在更高层次上的交接开辟了新的平台(见Fritjofcapra所著《物理学之道》)。
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许多考古新发现，让尘封数千年的中国古典经济政治思想重见天日，
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智慧复兴再造的新时代。
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亦即世界各地所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人类智慧在世界范围内的整合推广，将带领人
类走出面前的困境，并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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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
本书丰富了人们对中华原文明的认识， 而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吸取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现代社会
的各种挑战，也可以帮助我们早日实现民族复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寻根探幽发掘文明要义，正本清源弘扬国粹精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副所长  房宁玉忠的这本书，用力甚深，见解独特，堪称杰作，有助
于读者从中得到关于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尊严。
 　　——《人民日报》评论部评论员       林治波大作试图揭示道法两家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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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法中国》突破了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将中华文化等同于儒家文明的思维框架，为我们勾勒出了“以
道家为内术，以法家为外术”的中华原生文明画卷。
作者怀着一颗“为往圣继绝学”的赤子之心，重建了中国古典哲学以及建立在中国古典哲学基础上的
政治经济体系——让我们一览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复兴的崭新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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