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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次出入书店，面对浩瀚如海的书籍总是又喜又悲：喜是我爱书的天性使然，悲的是书籍如此之
多，即使昼夜阅读，又能读几本呢？
于是，庄子之说就在我脑海里翻腾：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而自己也不自量力，不断地给这无涯的书海注水。
本书作为我第一本个人撰写的专著，就是这种注水的开始，屈指算来，到写这个前言之时已出版了十
几本著作，有两本很快也要问世。
这比起我们那些慎言的中国先贤，如孔子的述而不作，老子点到为止的五千言，已是废话连篇。
因此，书店里、图书馆里浩瀚的书籍，总在提醒我，注入书海的一定不要是毫无价值的废水⋯⋯　　
我感到庆幸的是，虽然本书生不逢时，但是读者却一直没有将它遗忘。
在它初版后的15个年头左右，有一天朋友告诉我说，网上在推荐《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
我上网一看，发现果然有很多网站在推荐本书。
从2004年到2007年，大约有40家网站在他们的荐书名单中推荐过本书。
而且我还发现，这些荐书名单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一个版本是“给文史哲爱好者的推荐书目50种”，在推荐孔子、孟子、孙子、司马迁、徐霞客、毛泽
东、钱学森、范文澜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梅林、丹纳、房龙、托夫勒、卡耐基、弗兰
克等人的著作时，将本书向全国文史哲爱好者推荐。
而且在推荐时还对本书做了简要的介绍：“本书从‘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这两个形象鲜明而又
内蕴深刻的象征性概念人手，对中西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多维度的考察，在纵横
比较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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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这两个象征性概念入手，对中西文化的一个精神侧面进行了提纲
挈领而又深刻系统的多维度考察，在纵横比较研究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理论观点。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从塑造中国国民性格最重要的儒学、老学、庄学、道教、理学以及被中国主流
文化抛弃的墨学与西方文化专题比较的角度展开，下编则从理论概括的角度层层递进地深化了比较的
主题。
本书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涌现出来的有分量的中西文化比较专著，初版后被评方“深刻而系统地
阐述了中西文化和文学的巨大差异，是国内外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并被有关研究机构和学
人推荐为“文史哲爱好者推荐书目50种”、“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推荐阅读书目50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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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根本差异 　　2．整体的生命哲学系统：儒家和乐盈盈的大家庭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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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命与知识；肉体与灵魂 　　3．弱者的文化与强者的文化：老子与尼采 　　4．老子的“身”
在儒家大家庭中的“利命”法术：中西个人主义的差异 　四、庄子的生命哲学对老学的深化——庄子
与西方浪漫派及其他 　　1．苟全性命于乱世：庄子与西方浪漫派的比较 　　2．以天人合一对生命痛
苦的解脱：庄学与佛教、基督教的差异 　　3．对自然的不同理解所导致的截然对立的艺术精神：庄
子与尼采 　五、“杨朱”的生命哲学对庄学的反动——“杨朱”与狄俄尼索斯 　　1．“杨朱”对庄
学的反动：从无情无欲到纵欲享乐 　　2．“杨朱”的滥醉与狄俄尼索斯及中国传统 　六、生命之树
上的奇葩：道教——兼与基督教比较 　　1．从道家到道教：灵府中的玄想在地上生根 　　2．“中国
根柢全在道教”：道教与基督教的比较 　　3．天人合一：道教的养生术和长生术及其内在矛盾与基
督教 　七、理学是非生命的吗?——从中西比较中见其乃生命之树上的花朵 　　1．三教合一的硕果：
理学与道教的比较 　　2．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理学与西方文化 　　3．乐极生悲：理学对中国的
民族性格的转换 　八、佛教在中国生命之树上的变形——从寂灭到乐生 　　1．佛教、儒、道与基督
教 　　2．佛教在中国民间的变形 　　3．佛教在中国上层的变形 　九、知识的蓓蕾在生命之树上的
零落：墨家——兼与中国儒道文化和西方文化比较 　　1．墨家、儒道、西方文化三者的比较 　　2．
墨学的失传和武侠的堕落 下 宏观比较 　十、存而不论与寻根究底——中国执著于生命与西方执著于
知识的一大异途 　十一、注重”质料”与注重“形式”——中国执著于生命与西方执著于知识的二大
异途 　十二、中和与分化——中国执著于生命与西方执著于知识的三大异途 　十三、静与动——中
国执著于生命与西方执著于知识的四大异途 　十四、似信非信与执著信仰——中国执著于生命与西方
执著于知识的五大异途 　　1．中西信仰的根本差异：为生命而似信非信与为真理而献身殉道 　　2．
中国的道士与西方的先知 　　3．中西理论的不同作用：粉饰贴金与指导实践 　　4．闭门安乐与执著
信仰：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 　　5．现代中国的生命适应：中西文化第二次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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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希腊人在宗教上也是偏于纯粹理性的。
伯奈特在《早期希腊哲学》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
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力
逃避。
”①但他接着说：“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
正的哲学家，才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
”这种观点与柏拉图的也相近：哲学家因为是与理念、理式打交道的人，所以是所有人中最接近永恒
理念的不朽的人。
柏拉图说：“除了有智慧的人而外，别的任何人的快乐都不是真实的纯净的，而只是快乐的一种影像
呀！
”也就是说，“看到事物实在（即理念）这种快乐，除了哲学家而外别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得到的”②
。
　　比起希腊的宗教和哲学来，基督教对死亡的超越亦即让个人值得活下去的法术，要有力和神秘得
多。
在基督教看来，人和万物都是神创造的。
但是，由于人的“原罪”，就被赶出了乐园而到尘世上来了。
因此，尘世是浮嚣的、不真实的、不幸的，充满了罪恶和痛苦；尘世的今生也不值得人留恋。
只有相信耶和华和耶稣基督以赎其罪，才可能有来世永生的幸福。
因此，较之希腊宗教和哲学，基督教更有力地否定了现世的生命。
个体根本不值得为现世生命的死亡而哀号恸哭，相反，现世生命的死亡倒是进入来世天堂必经的台阶
。
人有不灭灵魂，它可以寻求与神（God）亦即绝对实体的沟通。
因此，在希腊思想的冲刷之下，所谓绝对全能、无始无终的耶和华，也就成了类似柏拉图的理念、黑
格尔的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
正是在这核心的一点上，基督教与希腊思想联结了起来，使希腊哲学变成了基督教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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