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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学者的活力在哪里？
在无穷的追问里，在不停的探索中。
如果停滞了追问和探索，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也就基本结束了。
　　这里有两个无穷追问和不断探索的例子：一个是李约瑟难题；一个是刘明武难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这是李约瑟难题。
这一难题是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出现的。
　　“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有问题，怎么会有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
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没问题，怎么会出现东也敢打西也敢打而且谁都能打败的悲剧？
”简而言之，就是“没文化，中华文明从何而来？
有文化，为什么会落后挨打？
”这是刘明武难题。
这一难题是在《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清源浊流》一书中出现的。
　　李约瑟，英国科学院院士，一生都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产生的理论基础
。
“原来有，如今为何没有？
”李约瑟提出了这道难题，但没有回答这道难题。
　　刘明武，中国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在追溯几个“为什么”。
“有！
为什么有？
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怎么产生的，背后的思维方式是什么，背后的行为方式是什么？
”“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背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什么？
”“领先于世界与落后挨打，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会是同一个文化孕育出来的吗？
”“此果有此因，彼果有彼因”，刘明武提出了这道难题，也回答了这道难题。
　　当然，李约瑟的“难题”和刘明武的“难题”，也不仅仅只有李约瑟和刘明武两人所想到、所提
出，深信近代以来不少知识者心里也会有这样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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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刘明武先生告诉您：    中华文明之所以曾领先于世界文明，是因为我们有优秀而独特的中华
元文化。
中华元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是中华先贤以天文历法为基础创建的。
    利用天文历法，刘明武先生通俗而合理地为您解释图书八卦。
    利用天文历法，刘明武先生通俗而合理地为您解释阴阳五行。
    利用天文历法，刘明武先生通俗而精彩地为您解释天道（阴阳五行）的量化。
    利用天文历法，刘明武先生通俗而精彩地为您解释各个学科的起源。
    利用天文历法，刘明武先生通俗而精彩地为您解释“以一论万” “以道论尽”的方法。
    利用天文历法，刘明武先生通俗而精彩地为您解答西方文化无法解答的难题。
譬如，各种天灾、地震的成因与预报；工业烟囱的控制与沙漠化的治理；糖尿病、白血病、癌症等诸
多疑难病症的预防和医治思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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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云南王正坤先生（白族）在其两部大作《彝医揽要》《彝族验方》中告诉世人，彝族文化里也有
八卦。
彝族中的八卦，表达的是空间中的四面八方，是时间中的四时八节。
彝族八卦，是彝医的理论基础。
　　贵州王子国先生（彝族）保存并翻译了一部彝族经典《土鲁窦吉》（汉语意思为“宇宙生化”）
。
这部彝族经典由几十篇诗一样的彝族古文所组成，其中有《八卦定八名》《论宇宙四面变八方》《立
九宫定八卦》。
这些诗篇告诉世人，八卦表达的是四面八方，表达的是四时八节。
　　其五，在藏族同胞琼那·诺布旺典所著的《唐卡中的天文历算》一书中，八卦也是表达历法的。
　　中华大地上的历法始于八卦，在第三篇中还要详细讨论。
此处要说的一句话是：中华大地上的人文，是从天文历法这里开始。
　　（四）先天八卦所解答的基本问题　　先天八卦出现之后的中华先贤，以八卦为蓝本解答了一系
列基本问题，例如天体问题、人体问题、家庭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记载在《周易》一书之中
。
分述如下：　　1.解答了天体模型问题。
先天八卦可以在平面摆成一个环状圆，圆即是天体的基本形状。
环状圆上有序地分布着八个卦，八个卦象征的是天地、风雷、山泽、水火。
这八种成分就是天体的基本成分。
八个卦有无限的象征性，首先象征的是天体。
为什么？
只要把可以与《周易》相媲美的两部重要经典《圣经》《奥义书》结合起来看，疑问一下子明白了。
　　《圣经》中的神，在造物之后就指定了各自的位置——地在哪儿？
水在哪儿？
光明在哪儿？
黑暗在哪儿？
天体的雏形形成于神的指令之下。
　　《奥义书》中的“大梵”在创造出世界之后，随即就指定了天、地、海洋各自的位置。
天体的雏形，形成于大梵的指令之下。
　　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日月）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天体的雏形自然形成。
　　《周易·说卦》指出，“天地定位”在天体中是首要问题。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周易·系辞上》指出，在天体模型中，天在上，地在下。
自然形成的天体，人画出来的八卦；八卦首先表达的天体，天体中天在上，地在下。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尊卑”的真实含义。
《周易》讲尊卑，讲的是空间位置上的高低。
“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
”行远路从近处开始，登高从低处开始，做人应该这样，做事应该这样。
诠释君子之道，高卑对应，高卑即高低，《礼记·中庸》将“卑”解释为空间中的低处——山脚。
　　后来，列子由“天尊地卑”引申出“男尊女卑”，这里的“尊卑”，意义在价值判断范围内。
空间中的高低变成了价值判断上的尊贵卑贱。
一个词的变质，变丢了女同胞的社会地位，所以有必要在此解释空间中“尊卑”的本义。
　　2.解答了人体模型问题。
同一个八卦，一解释了天体，二解释了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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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龙有龙文化，虫有虫文化。
龙文化孕育出了文明先进，虫文化孕育出了落后挨打。
龙文化可称之为“黄帝文化”，虫文化可称之为“皇帝文化”。
中华民族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应该用这两种原因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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