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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模糊了“西方文明”这个参照，那么我们如何扬弃自身的文化传统？
这或许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问题是，当一部分人边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心理愉悦，边以“厚
人薄己”的心态试图把源于本民族自身所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打扮得愈加具有“国际标准”时，“自
我”这个概念却在这个认证体系中遭到沉重乃至致命的打击——西方人总会问这样一个我们想要融入
“世界”就必须回答的问题：远在东方大陆，你们是如何走过漫长的历史并且确定“自我终极价值”
的？
另一个问题：当文明开始一个新纪元后，我们是要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国际化的竞技，还是要置
身于外继续观摩？
这个问题如果仅仅由政治家来回答，那身为民族一分子的我们，又何必在各种场合迫不及待地表态，
自己是和“先进”比肩而立？
事实上，“先进”这个概念的属性是“外向”的，你必须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才有可能相对客观
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使自身的发展尽可能地靠近“正轨”，这条正轨如果称为“理性”，那回
溯一个民族在漫长时期里走过的文化历程，就是保持这个民族精神、物质发展“同一性”的有力工具
。
要注意的是，这个文化历程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两个结论，其一，“文明一元论”，即西方文明是
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唯一意识形态；其二，“文明多元论”，即没有东方文明的促进，西方文明不可
能逐渐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无论得出哪个结论，其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设定在一个立场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异常
简单的结果：“一元论者”声称，精英模式最终主宰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多元论者”则不可
避免地认为，整个人类社会不过是一次力量逐渐衰减的物理运动。
此起而彼伏，文明不过是各种力量消长之间所发生的不可定性的生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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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西游：丝绸》通过追溯中国丝绸流入西方的过程，全景式的呈现出近千年的时间里，中国
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融合的诸多真实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和“中国丝绸西进”有着密切联系，读者
由此可以看到，古“丝绸之路”不仅仅显示出中国人坚忍不拔和开拓进取精神，它蕴藏着更广泛的历
史、文化价值，从而激发读者对东方文明在历史中的兴衰进行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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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874年，一个叫陈启源的人在广东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但我们的西太后并没有像日
本人那样积极支持这个产业，只是一心想把自己的花园修建得更加漂亮，因此，中国丝绸行业“规模
化生产”始终不过赴先进商人的一场春梦。
就在这时，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日本已逐渐逼近我们的东海岸，而面对迫在眉睫的竞争，失去政府支
持的中国丝绸业，基本没有走上台决斗的机会。
我们毫不怀疑中国丝绸从业者的爱国热情和传统手艺的精湛，但技术再精湛，也比不过日本已经“产
业化”的丝绸生产，而仅托积极性，显然无法与改良自法国纺织机的“若瓜德”纺织机的效率相抗衡
。
如果说，在军事的竞争中，中国士兵是拿着竹竿(上面缠着一部分铁)与日本的大炮对抗，那在“丝绸
”的竞争中，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无论怎么提高爱国觉悟和积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抗争，遭遇失败
也是必然的结果。
直到满清帝国的崩盘，“皇帝”跌落尘埃，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发展民族工业是保护自身、对抗强敌
的唯一出路。
依次，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工业进入历史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 %。
虽然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中国已经是“民气大开”，“实业救国”的思想更是发展
为当时的主流思潮。
1920年，受“欧战”影响，外国在华投资锐减，增长率仅4.5 %；而民族产业投资的增长仍保持在10.5
%左右。
1927～1937是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但，这个“黄金十年”也是日本对中国的“产业侵
略”全面展开的10年，民族工业家们之所以不太察觉，是因为日本的“技术入侵”都包装上了西洋商
标。
事实上，带动中国产业发展的所谓。
西方科技”，是日本人经过本土化改造后的西洋技术，它的真实名称应该是“东洋技术”，在中国大
规模出现的现代化设备，事实上是日本人生产的。
日本生产的纺织机开始时还叫“若瓜德”这样洋气十足的名字，后来，它们干脆就被“丰田纺织机”
替代，而与之相配套的纹纸，也完全是日本生产的。
“东洋技术”更适合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原料，促使中国传统的手工工场和小型机制工厂大量更换设备
，这背后的意味就是，“东洋技术”使中国传统的“家庭产业”大规模破产。
而日本是靠“自力”实现技术进步的，虽然存在一样的破产过程，但催生了新的产业，大量的人可以
转行从事这些新技术行业。
中国就不一样，没有新产业可以被转移，破产后，壮丁虽然可以像日本人一样“吃粮当兵”，但由于
他们参加的是不断高涨的“内战”，各方根本无法通过战争实现经济扩张，只能是仗越打，国越弱，
而民就越穷。
这么说，“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实际促进的不是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而是更清晰地呈现出中
国近代落后的本质。
这时的日本已经进入“国际化”发展轨道，他们的纺织工业先用日本棉花，本土棉花减产后，他们就
从中国进口，再后来，日本绵纺干脆搬到中国生产，称为“在华纺”。
在日本“在华纺”带动下，中国的“民族纺”才开始发展。
虽然与“在华纺”竞争，民族纺织业依靠的仍然是“在华纺”的技术，这不过是加速了中国大量农田
为日本种棉花的过程，也加速了中国农村的整体破产。
可以说，由于填补了“西洋技术”与中国传统技术之间的空白，“东洋技术”就有力封杀了中国走向
现代化的道路。
那些随这个过程增长起来的民族资本，没有加大投资力度发展本土技术，把挣到的利润大都用于消费
，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单纯由这种消费带动，也就有了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
奢侈消费品需要中国拿更多的物质交换，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更加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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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为要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满足消费，中国民族工业就需要购买日本的“东洋技术”，这就在民族产
业不能完成技术革命的同时，间接促进了日本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的丝绸产业虽然也消耗了大量日本资源，但他们的产业交换回的不是奢侈的消费品，而是实实在
在提升自己技术的经济财富，他们再利用这些财富继续发展技术，其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2%，远低于
中国10%以上的增长率，但中国却更加无法与日本对抗了。
因此说，近代日本的表象是“军事优越”，其实质却是丝绸产业的先进。
这么说，支撑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事实上是丝绸产业。
当时，日本向美国大量出口丝绸，换取外汇后，他们再向欧洲购买设备和材料，提升强化自己的多种
工业。
1929年，全球出现经济危机，日本对美日的丝绸出口也大幅度减少。
“贸易链”的断裂，使日本不得不把军队开进中国东北，然后再进入中国本土，日本人认为，只要建
立起一个“自给自足”(用中国的生丝加工丝绸满足对外贸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么，日本就有
可能趁世界列强经济衰退的时候，成为世界秩序中一个最有发言权的“领袖级国家”。
这个念头足够疯狂，直接促使日本人放弃了对中国的“商业心态”，他们开始直接抢了，他们认为，
抢劫比交易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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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西游:丝绸》：文化西游。
当罗马帝国的旗帜在西方世界高高飘扬，东方的汉帝国也舒展开它宠大的身躯。
当西方认为，中国人离开了竹子就无法休养生息，他们似乎完全忽视了这样一点，那就是，中国式的
生活，从来就没有缺少丝绸的陪衬，孔子在讲到了保留周代古礼仪时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这
句的意思是说，本来戴麻质帽子是传统礼法，但当时的人们却戴丝绸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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