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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奢侈的读物。
说它奢侈，乃是由于它跟当前流行的快餐文化全然不同，它既不会给你带来临时的快感，也无法为你
提供实用的效益，它倒可能给你造成某种深在的悲哀，然后还徒然地消耗了你的若许脑力。
因此，本书仅供精神贵族享用，所谓“精神贵族”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对文化的渴求不限于取乐或
谋生等低层需要，而是有兴趣追究超然于现实生存或支配着现实生存的高层疑问，其情形俨如衣食无
忧的富翁断不肯再为获取一口粗食奔忙，而是更有雅兴去赏玩翡翠钻石的璀璨一样。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人们都只为求得温饱而劳瘁，就像动物那般决不追求额外的奢侈，那么，我在
本书中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和忧患大约也就不存在了。
问题恰恰出于我们人类永无餍足的天性，也就是出于我们不断追求上进的冲动，严格说来，这也不能
全怪人类过于贪婪，因为似乎有某种内外交加的神秘力量逼迫着我们不得不如此。
既然大家都身不由己地要把人世一总抛入奢华的境地，则稍微多花费一点精力，以便探询一下此类天
性的渊源和归宿，似乎也就不该将它算作是一种过分奢侈的文化取向了。
为了不至于过度烦扰读者的思绪，本书只收集了一些轻松散漫的随笔闲谈。
虽属散漫闲谈，毕竟关涉到一个深在的思想系统，故此建议读者最好按照目录次序逐一浏览，免得骤
然跌入幽暗的迷宫找不着来路。
当然，它尚不足以为你揭示全部问题的答案，但若能让人胸中升起一朵朵疑云，也未尝不会酿成晚霞
斑斓的别一番景致，万一它居然给你带来了一场精神世界的苦雨，那就索性借机洗刷一下原来存放在
那儿的“真理”上的尘埃吧。
或许，雨过云收，神驰的天地才更清朗。
作者 200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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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鱼之乐》是一本哲理随笔，汇集了作者数十年的思想精髓。
在阅读这本哲理随笔之前，请读者诸君做好迎接一场思想地震的心理准备。
自然存在、精神存在、社会存在，这是三个截然不同、无法贯通的领域吗？

　　答案是否定的，《知鱼之乐》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想方法，原来这三者统一于
一个更基源的自然律——递弱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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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子非鱼（王东岳），自由学者，西北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东方文化客座
教授，作品有哲学专著《物演通论》和文集《人类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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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性之根：贪、烦、畏 在这世上，我们都是囚徒，而且被囚禁在现世的肉体之内。
 ——爱比克泰德 烦是生存结构的整体。
 ——海德格尔 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
 ——海德格尔 “人是什么”以及“人自身固有的东西”永远都是我们所要考虑的主要事情。
 ——叔本华 人降生于世，很有些像马戏团里空中飞人的坠落入网，甚至比那还要不及，因为那只是
一张身外的护网，既不至让你跌损，又不会死缠住你不放。
但人生却无有不陷入身内的心性之网者，且此网既要伤人，还要叫你永世不得脱身，这就是由贪、烦
、畏编织而成的三个连环罗网：无“贪”则不足以激发进取；进取则必然导致“烦忙”与“烦神”；
烦而无功、贪而不得则“畏”立刻油然而生，由以逼迫你卷入更紧张的贪欲之中。
海德格尔因此将人生面世称作“沉沦”，并就“烦”与“畏”说了许多诘屈聱牙的思辨话语，然终究
未能讲清造成如此尴尬结局的人性根源。
 “人性”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人性”是“物性”的集成和发扬。
 那么，“物性”又是什么呢？
这就必须从头说起了。
世上原本没有“物”，在宇宙发生以前，“物”可能只是某种能量分布状态，爱因斯坦的质能互换方
程E＝mc2（E代表能量，m代表质量，c代表光速）大约就是对它的写照。
譬如，所谓“原子能”，就是指由千分之七的原子核质量转化释放的能量。
由于处在这个阶段上的“非物质”或“前物质”极度稳定，它不需要有任何属性，因此一切物理的或
数学的探测方法到它那里都一概失效，是谓“奇点”。
宇宙大爆炸其实就是能量转化为质量的过程，同时它也启动了分化衍续的自然进程。
 最原始的物质形态是基本粒子，它成为宇宙中所有物质的基本“质料”。
也就是说，此后一切演化而来的东西都不过是基本粒子的暂时表现“形式”或临时寄居“空壳”。
譬如原子是粒子的寄居壳；分子是原子的寄居壳；细胞是分子的某种编码形式；有机体又是细胞的寄
居体；最后，社会是有机体的寄存形态；如此等等。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从质料到形式”的哲学猜想，也就是二十世纪科学发展打破物类界限的所谓“万
物一系”的道理。
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些“形式”或“空壳”具有越来越多的属性、能耐或智慧，而且，属性越丰、能
耐越强或智慧越高的物态或物种，其存在效价或生存力度反而越衰微。
换一个表述方式的话，也可以这样说：自然物态的进化演动，倾向于将后衍的高级物种抛入日益加深
的生存危机和生存焦虑之中。
 其他方面的问题姑且不谈，我们现在先来考察一下有关“生存焦虑”趋于深化的原因。
 自宇宙勃发以来，世事始终是分化演进的。
从粒子、原子、分子到生物，物态种类变得越来越丰富。
这个以几何级数或指数递增的方式暴涨起来的物类，成为一切后来者难以处置的巨大麻烦。
因为分化无异于致残，而残者必求互补，属性就被这互补的要求所激发。
譬如，粒子一旦分化，电磁感应属性等物理作用力随之发生，作为残体的各个粒子便要借助此类属性
，将自身聚合为原子乃至分子。
再譬如，细胞一旦分化，作为残体的各个细胞便会生出某种类似于免疫识别能力的辨认属性，从而又
将各分化者收拢为一，是乃“多细胞有机体”。
也就是说，分化者具有某种永恒的回归为一的倾向。
“分化”造就了“条件”，“条件”造就了“依存”，此一分化者必成彼一分化者的条件，任一分化
者在失去作为自身条件的其他分化者时都难以独存。
分化进程使条件递繁，条件递繁使属性递增，属性递增又使依存的要求愈发强烈，条件化的自然演历
就这样令层层进化的物种步步坠入“有条件存在”的无底深渊——从而使一切后衍者变得越来越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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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贪婪！
 贪婪因此成为人类不可缓和的心境，因为这心境原本就建立在不可化解的自然处境上。
一句话，人性（人的属性）是物性（物的属性）的传承和发扬，人性中贪欲的深化程度与自然物演的
条件化程度成正比。
如果你是一个质子，则你的贪欲只限于获得一个电子就足以令你稳定在氢原子的存境上（氢原子由一
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
如果你进化为氦核（由两个质子与两个中子构成），则你的贪欲必将上升到获取两个电子才行（氦原
子的K壳层电子数为2）。
如果你还不甘寂寞，又让自己进化成碳核，那么，你的贪欲就有些不好遏制了。
首先你得竭尽全力地为捕获6个电子而奋斗，非此不能成全自身的元素“物格”（相对于“人格”而
言）；然后，由于你的外壳层电子数仅此尚未达到满足（L壳层电子数的满足值为8，碳原子为4），
你还得再去拚抢其他元素的外壳层电子，由此形成有机化合物；到了这一步，你想清高也清高不成了
，因为有机分子是很难稳定的，它逼迫着你必须贪得无厌地追拉其他各种元素甚至同类碳元素，结果
终于演成生物大分子乃至原始低等生物。
从此，你的贪欲一下子跃迁到生物代谢的高度，并随着生物的进化而越来越贪心万丈。
直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人，贪欲也达到极致——作为人，你贪无餍足是因为烘托你生存的条件太多，
你只有借助强烈的贪欲才能在支撑自身生存的条件海涛里沉浮，假若你超然物外，不求进取，你就会
失去做人的资格——“贪”由此而被奠定为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基层规定。
 人处在物演进化序列的最后端，亦即飘浮在条件分化量最纷纭的至高处，因此他的属性也就最丰满。
这属性早已从理化状态的“感应”、经由低等生物的“感性”、高等动物的“知性”而发展到人类独
有的“理性”阶段。
然而即便是这个“理性属性”，它也和当初无机物态的“感应属性”一样只是为了获取自存的条件，
此外别无任何其他的意义。
而且麻烦之处在于，感应属性足以让理化物质占尽自身所需的全部条件，就像作为氦原子核的质子满
足于占有两个电子那样。
可是到了人，他即使用尽自己理性属性的浑身解数，也仍然无法达成满足，因为这世界上的所有分化
物全都是他的依存对象，而他又不可能同时占据如此之多的对象全体，这不免使他随时陷于如下两种
窘境：条件太过杂多而致“烦忙”无休；条件占之不足而致“烦神”不已；于是——“烦”也就被弄
成了人性中无可消解的心理状态。
 出于同一机制，宇宙的条件化演进，必使越后衍的物种其存在度越弱，这种情形是典型的累卵之危。
每一个条件就象是一枚鸡卵，你需要的生存条件越多，相当于把众多鸡卵垒得越高，你置身于那高高
叠起的累卵之上，心里岂能不疑惧忐忑！
倘或其中的某一个必需条件突然崩溃，就像那叠罗汉似的某一鸡卵骤然碎裂，你的整个生存基础不免
立刻轰然坍塌。
更何况，世事纷纭，变幻无常，所变者，无非是生存条件的消长不定。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假设在日常生活里，各种内外条件发生变化的概率是万分之一，那么，
如果你的存在方式简单得像分子物质一样，譬如说所需的各种依存条件总共只有十项，则每一千天才
可能发生一次冲击；如果你的生存方式复杂得像一只动物，譬如说所需的各种依存条件共有一百项，
则每一百天就会发生一次让你不得不对生活有所调整的变故；进一步讲，如果我们文明人的生存条件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增长到一万项以上，那么你将每天都得面对一桩令你心惊肉跳的变局，此
情此景，怎能叫人泰然处之？
——“畏”就这样逐渐沉淀为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情愫之一。
 对于衍存条件必趋繁化的自然演历，人们通常非但不能理解其间潜藏的可怕涵义，反倒为之大唱赞歌
，这真是一幕上天戏弄人类的绝佳表演。
所以，当你看到身为东方亚圣的孟子赞叹“万物皆备于我”时，你不要以为那只是孟子一人的浅薄，
他其实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盲目无知。
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干脆说得更加狂妄：“人是万物的尺度”，仿佛万物的存在或不存在都要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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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摆布和衡量似的。
殊不知，这话反过来说可能会显得更恰当一些：万物演化的齐备状态正是人类生存危机的天然尺度！
 上述三者——即“贪”、“烦”、“畏”——其实就是人类生存效价式微的内质虚弱指标，或者说，
是物性动摇的人格化体现。
它们相辅相成地建构起人类“生存焦虑”的基本框架，并把这种导源于“物性”演化流程上的阴影彻
底烙在了“人性”的最深处。
有鉴于此，你对改善或疗救人类贪婪的本质、烦躁的心性以及懦怯的痼疾还能抱有什么指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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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东方人讲哲学，原本是诗律渲染的，或者是寓言调侃的。
前者如老聃、屈原（《老子》书是离骚体的先河，屈子《天问》是宇宙观之探索），后者如庄周、列
御寇（《庄子》书可谓意趣飞扬，《列子》文章则显生动而沉郁）。
不像西方人，正襟危坐，板着脸细细数落，虽然条分缕析得格外透彻，读起来却不免令人昏昏欲睡。
    有鉴于此，我在写罢现代版哲学专著《物演通论》之后，便想换一个口吻，说一些轻松幽默的闲话
，固然内容照旧免不了叫人扫兴，但愿文辞之间能流露出洒脱之风。
不料事与愿违，初版后读者回音，多数似仍嫌它科学之谈枯燥，哲理之论突兀，俨然一具血肉瘠薄、
形销骨立的畸种。
一时间竟将我原先拟定的另外近百篇相类腹稿，统统窒闷成了见不得天日的死胎。
随后检讨一番，得出如下结论：除了我这个人刻板有余、才情不足而外，恐怕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
，那就是，近现代科技知识的熏陶，早已将人内心深处的童趣和想象力泯灭殆尽，想当年，李白“举
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还可生出桂木玉兔、嫦娥伴舞的幻象，现如今，你明知月亮不过是一个死
气沉沉的土球，倘若再要发什么仿古之幽情，则注定会弄出老脸唱嫩曲儿的尴尬，念及此，纵然刚曾
冒出了那么点赝品般的诗情画意，也由不得你立刻会把它掐灭在萌芽期里。
    有了如此一番自省，我虽不能鼓起勇气将胎死腹中的拙文继续写下去，却不妨将已经问世的畸怪品
种再端出来献丑，暗想另过千年，像“科学”这样的时髦玩意儿，大抵也逃不掉被后人弃之若敝屣的
宿命，那时回头看，兴许这丑孩儿倒变成了别样的可爱货色也说不定。
    于是就有了该册小书的第二个版本。
    在此，有必要重申，本书只是一个聊天的集子，所有话题大致都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上泛泛而谈，而
且它只涉及哲学系统问题的极小部分，应该说，它给你留下的更多是疑窦，而并非题解。
譬如，自然物演的“递弱代偿法则”究竟依循着怎样的路径在衍动？
其间“属性”与“结构”的代偿关系是什么？
宇宙物态演化过程为何会被框定在一个非时空的“有限衍存区间”内运行？
等等，这是就“自然”而言。
若问“精神”，问题更多，譬如，作为一种自然产物，“精神”或“理性”的渊源何在？
它的基本规定性奠基于何处？
它的演运机制如何展开？
为什么“本质”问题会像罗素所说的那样成为哲学史上永恒的难题？
既然我们无可“真知”，认识上的“正确”为什么一定要表达为“逻辑三洽”？
⋯⋯至于“社会”，恐怕我们连最基本的名词概念都得重新修正，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文现象或人为产物，反倒是一切人文现象不外乎都属于某种自然进程的直接继续，所以，既往那种“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势必很快就会被消除。
    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不是可以在闲聊中获得解答的。
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我在前面提到的《物演通论》一书，它的修订本也己再版。
需要事先声明一下，那才真是一架连个零星皮肉都挂不住的有魂骷髅，望之虽令人落魄，对谈则别有
洞天。
当然，你若不愿继续忍受它的折磨，我深表理解。
    不过，人类的文化处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凡置身度外者，自将沦落后尘。
一位学生听了我的课，大约有些天地倒悬的感觉，于是问我，他以后还如何与别人沟通，我回答说，
不是你能否与别人沟通的问题，而是别人能否与你沟通的问题。
这又是那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别扭境况，即认知位相的不对称性使然。
问题在于，你是想做“鱼之乐”呢？
还是想受“人之苦”？
    ——人生识字忧患始。
要是让我选择，我倒宁肯安享“鱼之乐”，可惜我毕竟不是一条鱼（“子非鱼”），于是只好承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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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煎熬。
    试问，你又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
    作者  2009年11月25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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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鱼之乐》编辑推荐：《物演通论》作者王东岳经典哲理随笔！
读后，必将发生一场思想地震，其强度将由你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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