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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孔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科学则主要属于来自外国的现代文化，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时代的潮流把它们联在一起，而且结下了不解之缘。
孔子学说将使专属于物质规律性、效益、力量与财富的现代科学，转变为关注世界和谐共荣，从而进
一步提高发展速度的新型科学。
　　孔子的学说就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与平衡为目的，作出了许多极其简明，极其深刻的
陈述，所以同科学、政治、经济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西方科学家的有识之士不但在半个世纪前就已注意到环境危机，而且更注意到要走出危机个阴影
，必需从现代技术发展的浪潮中注意到人与自然和谐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孔子学说正切中这些问
题的要害。
　　因此，孔子的学说就成为现代科学转型的一个有力思想指导，在这本书里，作者把自己所见所闻
以及结合毕生科学生涯的反思，对这一发展趋势作个介绍。
但水平所限，难免错误与不足。
自古以来，错误都是正确的开始，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引起读者的批评指正，也是一种成功和作者
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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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子的学说就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与平衡为目的，作出了许多极其简明，极其深刻的
陈述，所以同科学、政治、经济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孔子与科学：谈21世纪科学新模式》作者把自己所见所闻以及结合毕生科学生涯的反思，对这
一发展趋势作个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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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几千年脉络的追溯　　1 神话中的基因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有一个历史过程，文化的许多特点像
基因似地代代相传和不断变异，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神话传说里。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古代科学思想确实达到了一个顶峰。
但高峰不是突然拔地而起的，有其来龙去脉。
虽然在此之前，文字记载的材料的确太少，很难做出较具体的论述，但我国上古时代的文明却绝不是
凭空想象，而是有许多踪迹可寻。
例如，我国有大量独具风格的神话故事流传至今。
这些神话故事既富幻想，又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有的甚至还是一些可供研究的历史线索，不同于纯粹
的鬼怪故事。
　　神话是古代人类对自然现象与人类起源的原始认识，它以想象中的神仙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
各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
比较各个民族神话的特点，有可能找到这个民族文化及其意识的最早萌芽，是探索它的文化传统的原
始材料。
中国古代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能否在古代神话中找到来龙去脉呢？
这也许是一个大胆设想，但中国神话的确有一些特点值得深思。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充满战胜困难，从而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想象与愿望。
这个特点在人与水和人与火的关系上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
　　应该说，水与火是人类无法离开的两种自然现象。
因此，关于水与火的神话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先从水谈起。
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都有洪水的故事，但治水的故事只出现在中国的神话里。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先看看《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故事。
由于《圣经》在古代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于洪水的记载又十分具体，故用以作为西方洪
水传说的代表，应当是没有异议的。
　　在《圣经&middot;旧约&middot;创世纪》中记载了古代曾有过40天连降大雨，持续 150天大洪水的
记述。
洪水的起因是上帝想要毁灭充满罪恶的人类。
但诺亚心地善良，得到上帝的怜悯，便事先通知他制造一个巨大的方舟，把他的全家与地上各种生物
雌雄一对，放在方舟里，以度过洪水灾难。
　　在这个故事里，人类度过洪水劫难主要靠的是上帝的怜悯。
但在中国古代洪水的故事里，战胜洪水不是靠上帝，而是靠人类自己的力量。
　　相传中国古代&ldquo;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
&rdquo;（《孟子&middot;滕文公上》）。
为了制服洪水，当时的君主尧命令鲧治水。
鲧采用筑堤防水的办法，治水九年失败，被舜杀于羽山。
舜又命鲧的儿子禹治水。
禹接受父亲失败的教训，把鲧以堵截为主的治水方针变为疏导为主的治水方针。
这为治水成功作了正确的战略决策。
《孟子&middot;滕文公上》中写道：&ldquo;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rdquo;这里道出了禹治水的主要工程是加速洪水的排泄与他治水时公而忘私的精神。
　　大禹治水不完全是神话故事，而是尚未考证清楚的历史事实。
这里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大禹其人其事，而在于这个故事描述了我们的祖先不畏严重的洪水灾害的精神
，奋起与之斗争的英雄气概与其依靠科学取得成功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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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看看火是怎样得到的。
各国神话对人类发现和使用火的源起都有不同的解释。
在最著名的希腊神话中，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给人类的，他盗火是出自对人类的同情与怜悯
。
这同上帝怜悯诺亚而告诉他建造方舟的情况十分相近。
在中国神话中，火是一个叫燧人氏的首领，根据木中有火、以金克木必有火出的原理，教人民寻金钻
木，终得火种。
　　从上面在水与火两个故事的比较中，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并不是逆来顺受
的，而是创造科学方法来克服困难的，其中许多符合现代科学原理，这种精神也反映在其他神话故事
中。
　　还有世界起源问题。
在《圣经&middot;旧约&middot;创世纪》中，上帝是无生无死，永远支配世界的天神。
世界是上帝用七天时间创造出来的。
中国则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相传最初天地不分，混沌一片。
盘古孕育其中，以日增一丈的速度与天地同长，至一万八千年，天地被他撑至分开。
盘古垂死化身，呼吸化成风云，声音变成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血液化成江河，筋脉化为山岳
，汗水化为雨泽，身上诸虫化为百姓&hellip;&hellip;在这里，盘古为天地所孕育，与自然界在物质上是
相通相联的，这就是中国人所设想的世界的起源。
在盘古的身上可以看到人的若干特点，如他有生、长、死亡等人类共有的生理现象与眼、血、筋脉等
人类器官。
这里也隐喻人类产生于自然界的孕育之中，体现&ldquo;天人合一&rdquo;的精神，这比人由上帝制造
的神话，显然更接近实际情况。
　　中国还有许多神话故事，说明人类依靠自己的勇气与毅力是可以战胜自然的，其中就有中国文化
最早的基因。
如愚公移山。
相传太行、王屋二山高万尺，方圆七百里。
北山愚公年将九十，面山而居，为山所阻，决心搬山开路。
家中男丁三人锄土挖土，运至渤海之滨，一冬一春才能一个来回。
河曲智叟笑而制止，愚公说：&lsquo;&lsquo;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
，而山又不增高，总有挖平的一天。
&rdquo;山神听了，赶快向天帝报告，天帝深受感动，便派了两员天神把山搬走了。
又如精卫填海。
相传精卫是炎帝的女儿，因游东海溺死，灵魂化为精卫鸟，不断地衔来石子投入海中，想把大海填平
。
　　更加大胆的想象出现在共工氏头触不周山与女娲补天的故事中。
传说炎帝被黄帝打败后，他的后人共工氏不服，向黄帝的后人颛顼进攻，仍然遭遇失败。
共工氏一怒之下撞倒撑天柱不周山，使得天向西北倾斜，破裂了一个大口子，东南大地下陷，形成巨
大的海洋。
为了修复倾斜的苍天，女娲炼五色石进行修补。
她又断鳌足以立天的四极，积芦灰以止洪水。
这个神话纯属想象，但是，古人竟敢于设想把天弄歪弄破，又能修补，这有十分了不起的勇气，在世
界其他在各民族神话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巾似乎已经有了现代环境危机与人类为解决这一危机合力奋
斗的预示。
　　在著名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里有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详细描写，在中国的《封神演义》里有关
于周武王伐殷战争的完整的传说。
这两次战争发生的年代相近，但战争的目的与手段却相差迥异。
　　特洛伊战争约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起因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美丽的王后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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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持续达十年之久，最后希腊联军使用木马计，才攻破特洛伊城。
武王伐殷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起因是殷纣王荒淫无道，周武王吊民伐罪。
最后代表新兴力量的周朝推翻了纣王的统治。
在军事力量的较量上，特洛伊战争是一场众神参加的战争，很少显现人的力量。
但商周战争则是人类英雄的战争。
《封神演义》中虽然也描写了众神参战，但这些神都是由人多年修炼而成；决定胜负的主要是他们修
炼而成的各种&ldquo;法宝&rdquo;的较量，同现代新武器的较量颇有相似之处。
特洛伊战争是一场争夺女人的战争，带有十分原始的抢夺婚姻的色彩，而周武王伐殷则已明显是争夺
权力的战争，并把正义作为战争的旗帜。
　　从以上神话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上古时代重视人的力量，敢于征服自然。
中国上古时代重视正义与理性，已经在神话故事中有明确的流露。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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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孔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科学则主要属于来自外国的现代文化，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时代的潮流把它们联在一起，而且结下了不解之缘。
孔子学说将使专属于物质规律性、效益、力量与财富的现代科学，转变为关注世界和谐共荣，从而进
一步提高发展速度的新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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