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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先秦的历史中，诸子百家的思想犹如璀璨的明珠，千载之后也依然辉煌灿烂。
他们对所有的事物都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并且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
　　而这结论是如此的深刻，哪怕是现代，也只能做到不断地去发现其中的精髓，而无法超越。
　　一本《论语》，聚集了多少灵光；　　一本《道德经》，又是否揭示了宇宙的本源？
　　以法治国，法家思想被世界所接纳；　　辩证对立，阴阳的哲学展现了事物的矛盾。
　　这些值得全人类永恒记忆的东西，却逐渐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今天我们只能通过故纸堆中的只言片语，去幻想当时的传奇。
　　那是怎样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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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彻底颠覆以往所有历史书的模式、口吻、角度，提供给我们充满无限遐想的历史画面，打开了历
史的另一个世界——原来历史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重重玄机。

　　对历史进行大胆的重构，假设当时的繁荣一直延续，中国历史将会被改写成哪一般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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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骁黎，图书出版人，历史作家。
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中文系，研读历史多年，思维天马行空，文笔轻松幽默。
出版有《一口气读懂明清史》《改革者》等多部畅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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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给了我们机会　　当人们捧着牛顿的微积分学，热烈地庆祝人类光荣的开创了近代物理学的
时候，躺了两千多年的阿基米德“气急败坏”地从古希腊遗稿中蹦到了人们的视线里，原来，公元
前200年左右，他就已经对微积分的理论做出了精辟的阐述，并且发明出了一种用与微积分计算的特殊
工具。
美国科学家感慨，如果这本遗稿早牛顿100年发现，那么人类说不定早就登上火星了。
是啊，历史给了我们早一百年登上火星的机会，可是这机会却在坟墓里沉睡了。
　　文艺复兴之前，上帝和佛祖打了个赌，比谁在海上跑的快，于是就有了哥伦布和麦哲伦以及政和
下西洋的历史。
历史曾把东亚与西欧摆在同一条起跑线。
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力量更为明显。
　　当时的欧洲资源不算丰富，人口更无法同印度和中国相比；地缘政治上，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被
冰山和海水包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部构成强大威胁；政治制度上，欧洲支离破碎，自罗
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法、英、西班牙等国之间争斗不休；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
上，当时的欧洲只能算是亚洲文明的学生。
可以说，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都处在相同的水平上。
15世纪时的欧洲最多也只能说是像今天一样，是几个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大航海时代却成了历史的转折点。
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
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
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
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参考历史不难发现，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明朝时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
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
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
可以说，在这次东西方的比赛中，一开始中国具有更好的潜力。
但中国没有能力把这些潜力转化成现实力量。
西方的大航海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
构”。
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这种动力推动大航海运动百折不挠地进行着，同时促发了
西方为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必须进行的技术革新与军事改造。
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还能以冷兵器加炮船击败荷兰人的火器，但当西欧人卷土重来时，船坚炮利的情
况已非昔比。
　　而中国的航海，则出于向世界显示中国皇帝的权威和富有，所到之处赐与当地人大量的财物，以
换取当地人对中国皇帝的“臣服”。
缺乏利益生长的航海，无法触动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统治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绝好
时机，因而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终。
在全球历史展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内部，把无穷无尽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者。
　　而不久之后的文艺复兴唤醒了欧洲“人”的觉醒，人文主义使得社会力量空前增强。
而同时代的我国，却成了炮灰。
历史给过我们征服的机会，我们却摆着阔太太公款旅游的姿态给人以“温柔的施舍”，而把自己甩在
了竞争对手的后面，还娇滴滴地大喊：“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咯”。
　　社会的动荡让整个时代的人都很受伤，最受伤的就是那些有思想的人。
诸子百家思想的迸发是身经战火纷扰后人类的感性折射。
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朝代内部单纯的领导班子变换，也不是新朝代代替旧朝代的天下“
易姓”，而是一个从朝代不断更迭，到政治方针时有变动，再到掌权者频繁变换，横向与纵向，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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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部翻天覆地相互交叉进行的时代大变局。
而在中国发展史上，这样的时代大变局并不多见，在此之间，仅有的一次就是从皇帝到夏启，社会结
构由“小国寡民”向以天子为大家长的“家天下”的过度时期。
不难发现，这样的大变局尘埃落定之后，各个方面的进步是必然的。
　　我们都知道，在黄帝之前，天下是部落散居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这也是老子所宣扬的“小国寡
民”时代，即后来文学中经常称道的“伏羲氏”、“葛天氏”时代。
黄帝至大禹期间，技术上进入了青铜时代，农耕文明基本确立，工商业开始萌芽，经济基础完全是农
耕；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有人为人的奴隶，有私有制出现，有贡赋的形成，部
落要向部落联盟进贡，诸侯向共主进贡；组织上有天下共主与诸侯自治相结合，有了行政的大体分划
，形成了“国家”的雏形，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诸侯（部落首领）手中；思想上形成了华夏民族、
敬天宗教、人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以及设官治理的政治思想。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天下尊奉一家一姓为天子，天子则将天下分而治之，制度、军事行动，则统
一于王室，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夏商周三代，虽然有所变化，不过是天子易姓、王权易人而已，制度上并无大的变化，经济上仍然是
农耕，科技上处于青铜时代。
而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依然崇尚集体思维，人的独立性至此还没有体现出来，没有人宣扬自己的
个性，所以说，这个时代的大变局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尾巴。
它告诉我们，中国还需要继续变革。
　　两千年过去了，社会发展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历史把这样的机会摆在了中国面前。
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技术上铁器时代来临，农耕工具与兵器在技术上飞速进步，开疆辟土成为易事；人口数量的增长，又
推动了开疆辟土；产业分工开始出现，农耕文明完全成熟，工商业地位初步确立。
于是乎，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使得王室衰落；王权旁落，又使得旧制度逐步崩溃。
新旧制度的交替、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学术的繁荣，使得意识形态转向多元化，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
　　当世界其他角落还不知文明为何物的时候，我国已经在思想上爆发出了惊人的智慧，以致我们的
泱泱大国得以实现统一，其文化的新潮及先进令海外望尘莫及。
这就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
社会体制的大变动让曾经严密的社会结构出现裂缝，为了弥补这个裂缝，就出现了一大批想办法的人
，那就是诸子百家，他们有的倾向于研究天上，有的侧重于研究人间，但不管“天上人家”有啥差别
，他们都悟出了一些道理，成为解释人与天关系的纽带，并延伸至人类世界。
比如说，老子的“道”，“天人合一”等等。
有人打了个比喻，说当时那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乱世是不是能够医好，怎么去医，是一个大
命题。
而诸子百家就是为了这个命题求解。
　　于是，为了寻求不同的“治国方略”，不少有思想的人学者们开始从感性到理性的思考。
首先有老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孔孟倡导的“仁政”，墨子的“兼爱，非攻
”，到商鞅韩非的“法治”，再有稍有侧重的“兵家”提出用兵之道，“农家”研究农业生产问题，
“名家”着重于理性思考，研究逻辑学及哲学，小说家开创民声平台，最后就是集各家思想之优势为
一体的“杂家”。
这些不同立场、不同认识、不同见解、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答案，并且而有争议的派别却背负
着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摆脱乱世的现状。
他们做到了。
　　互相抨击交流，四处游说，著书立传，他们的付出不仅让统治阶级，同时也让天下人们的目光聚
集到个人的身上，人们开始重视人自身的价值与体现。
有人说，这得归功于一个人，那就是鲁国一位名叫叔孙豹的大贵族。
他在春秋时期的半个世纪谈到人生的意义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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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三不朽”。
　　意思就是说：人世间只有三样伟大的事业，可以使人生不朽，分别是：“立德”，“立功”，“
立言”。
　　何谓“立德”？
就是根据天地间的根本法则、自然之理，设计出人间的理想秩序、人类的行为规范。
按道家的说法，黄帝就是“立德”之人，因为黄帝设计的治理秩序，完全是顺天之道；按儒家的说法
，周公就是“立德”之人，因为周公建立了理想的礼乐制度；按墨家的说法，大禹就是“立德”之人
，因为大禹治水，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人类的根本大道；按法家的说法，则他们自己就是
“立德”之人，因为他们当政所实施的新法，就是顺从天道、应时代而建立的人间的理想秩序、人类
的行为规范。
　　何谓“立功”？
就是顺天道、因人事、按照那些“德”的要求，在人间建功立业。
按道家的说法，无为就是立功；按儒家的说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立功；按墨家的说法
，为他人谋利益，就是立功；按法家的说法，为国家富强而尽力就是立功。
　　何谓“立言”，就是既没有立德、也没有立功，但说了一些话，影响了天下人去立德、立功。
道家认为，什么也不说，就是立言；儒、墨、法三家认为，教授弟子、著书立说，就是立言。
　　不管是不是这个思想的引导，总之，我们曾经握有这么一大笔思想财富。
我们至此都该感到骄傲和自豪。
如果能够把他们的思想加以传承，那么，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杂家发展到今天，大多数
就得改名为哲学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农学家，数学家等等。
那么，那个开启一代物理学纪年的苹果或许会先长成于我国的土地上，那个绕过除数为零的尴尬引入
极限概念并创立微积分学说的或许出自公孙家或者张家李家⋯⋯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
可是，我们不禁想到一个故事。
　　古代有个笑话，说一家大人要出门，给自己的孩子烙了一张大饼挂在脖子上，估计孩子绝不会饿
着，然后就出门了。
而当这家大人返回家中的时候，这个孩子却被活活饿死了。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就是那个孩子，至今脖子上都挂着先人们给烙的“饼”。
可是，我们不是没有转动那个饼，而是已经无数次的转动，并且已经啃的差不多了，饿的哇哇直叫。
　　自春秋战国之后，除了一部部对于诸子百家的编纂雷同作品，能够超越诸子百家的几乎没有。
而对于那些蒙尘灰暗的思想，我们更是绕进了古人的圈子里，甚至难以解释和猜测那些“古语”的深
意和所指。
当我们发现脖子上的“饼”已经不够吃或者不好吃的时候，“比萨”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他们光鲜的外表和谄媚的姿势让我们垂涎欲滴，于是，我们开始吃那些源源不断的“比萨”。
吃着吃着却忽然发现，咦，这造型，这味道跟我们的“饼”是多么相似啊，除了“馅”露在外面，花
样比我们丰富之外，其本质就是一个“饼”嘛。
　　于是，一代代的人开始翻老祖宗的“百宝箱”研究与这“饼”相关的渊源，从发明史到工艺改进
翻来覆去地研究，一手拿着“比萨”，一手拿着“饼”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地把相异之处列了个甲乙
丙丁的单子，而且还公开宣布，我们的祖宗做“饼”的时代先与你们“比萨”，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
：那你们干脆不要吃“比萨”，吃“饼”去啊。
可是，“比萨”依旧大行其道。
　　我们能够红遍全球，让自己登上世界第一的机会就在两千多年前，我们能够唤醒人们沉睡的思想
的机会就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可以在科学技术造诣上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机会也在两千多年前，可是
，我们“饼”还是一股土味，既没有新的造型，也没有新的口味，很多人宁愿啃“比萨”。
这是我们国人的悲哀，也是古人的悲哀，追根究底，更是思想智慧的“星星”之光没有发展成“燎原
”之势的悲哀⋯⋯此刻，历史或许已经把我们正在感慨的这一页翻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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