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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v　　自序　　著名科学家贝尔纳说：“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
”寥寥数语，提示出科学与艺术的联系和区别。
艺术之伟大，不在于找到共同点，而在于形成独特性；科学之崇高，不在于寻找个性，而在于反映普
遍性。
但追求科学的过程，却深深打着个性的印记：每位探索者的经历都不相同，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
的脸庞一样。
如果把追求科学的足迹与展示个性的文艺结合起来，孕育出兼有科学和艺术双重特征的新作品，这将
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尝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李醒民教授敏锐地抓住这一新颖题材，决定以丛书方式出版科艺交融、视角独
特、格调高雅的该题材的系列著作，意义深远。
　　和大多数在一定学科专业内研究的专家不同，笔者从事的是跨学科研究。
由于长期以来科研和教育的建制都是以传统的学科分类为基础，没有为学科交叉研究留出空间，因此
超前的跨学科探索成了充满孤独的艰辛之旅。
所以，对走过的探索道路进行品味，笔者常常是忧虑大于快乐，苦涩大于甜美，而这些都不知不觉地
反映在探索的文字中。
笔者深信后人会充分理解其思想，但对现今则难以抱奢望：浮躁短视的心态，急功近利的追求，使很
多新观点淹没在一片混沌之中。
　　谈到交叉科学，这一领域有一个颇为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在《易经》中，“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交”有“通气”“结合”的意思，代表吉兆、泰卦；“不交”代表凶兆、否卦。
在泰卦一方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之说，强调：“天地交，泰。
”王弼注：“泰者，物大通之时也。
”天地之交是最大的“交”，是万物大通之时。
自然、社会中有各式各样的“交”，虽不如天地之交大，但也属于“交”“泰”的范围。
而交叉科学之“交”，即是诸“交”在科学领域中的体现，是天地自然、社会人文相交相通的反映。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交”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文理分裂，专业过细，视野狭窄，是无法进行
真正创新的。
　　本书以随笔的方式记录了笔者的跨学科研究之旅，由“跨学科与交叉科学”“审美与创造”“中
国文化与人生”三个题材组成，主题是：跨出学科视野，体会创造人生，建设中华新文化。
这三个层面聚焦到一点，就是对“创造之道”的大彻大悟。
　　心临此境，犹如孔子所言：知天命。
天命的内涵是什么？
《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意思是说，大自然赋予人一种本性，遵循这种本性就叫“道”，用这种道修己化人就叫“教”：人
的本性是什么？
笔者体会，人的最高本性凝聚为一个“创”字。
但这个“创”，不是琳琅的产品，不是鸿篇大论，更不是喊在嘴里的口号，而是在实践中刻骨铭心的
体会，准确地说，是人生的亲证。
这是一个豁然开朗的澄明境界，是一种亲临高峰大海的至美体验。
此时此景，用“创”一字表达已显得苍白，而应是对“创”再否定后获得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比“
创”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将儒家、道家、释家、易家以至创家会通为一，这就是中华文化最高的
追求——道。
由此出发，不难将古今文化、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合为一体。
21世纪中华文化新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必将在这一高度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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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谈到交叉科学，这一领域有一个颇为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在《易经》中，“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交”有“通气”“结合”的意思，代表吉兆、泰卦；“不交”代表凶兆、否卦。
在泰卦一方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之说，强调：“天地交，泰。
”王弼注：“泰者，物大通之时也。
”天地之交是最大的“交”，是万物大通之时。
自然、社会中有各式各样的“交”，虽不如天地之交大，但也属于“交”“泰”的范围。
而交叉科学之“交”，即是诸“交”在科学领域中的体现，是天地自然、社会人文相交相通的反映。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交”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文理分裂，专业过细，视野狭窄，是无法进行
真正创新的。

　　本书以随笔的方式记录了笔者的跨学科研究之旅，由“跨学科与交叉科学”“审美与创造”“中
国文化与人生”三个题材组成，主题是：跨出学科视野，体会创造人生，建设中华新文化。
这三个层面聚焦到一点，就是对“创造之道”的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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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现代科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在高度分化、广泛渗透的基础上的整体综合化与全面社会化趋
势。
一方面，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结合，
不断涌现与传统学科分类迥然不同的新学科，这就是“跨”学科。
这里的“跨”字表示跨介于传统学科之间或跨出传统学科之外。
　　“跨”学科主要包含以下四种类型：①边缘学科。
主要指两个或三个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在边缘地带形成的学科。
如：物理化学、教育经济学、历史自然学等。
②横断学科。
横断学科是以各种物质结构、层次、物质运动形式等的某个共同点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协同学等。
③综合学科。
综合学科以特定的具体问题或任务目标为研究对象，把已有的多个学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新的学科。
如：环境科学、空间科学、生态学等。
④其他新兴学科。
由于科学深入综合发展而诞生的以上三种形式外的新跨学科领域。
例如：未来学、科学学、潜科学、创造学等。
　　从20本世纪60年代以来，跨学科现象作为一个普遍趋势，从整体上受到重视，人们不再满足于孤
立地建立某个个别跨学科性学科或仅仅解决某个特定的跨学科性问题，而是通过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
和其他跨学科研究机构，通过整体性的、系统性的跨学科教育改革尝试，使跨学科进入了全面的、自
觉的发展阶段。
同时，研究跨学科的整体运动、普遍规律的“跨学科科学”(简称跨学科学)应运而生。
　　“跨学科学”是关于跨学科普遍规律、理论和方法的科学。
它把全部跨学科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因此比个别跨学科领域有更高一级的层次，对跨学科发展
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目前，“跨学科学”主要探讨三大类问题：①跨学科学基础问题。
基础研究包括跨学科的概念和跨学科的基本原理、跨学科分类、跨学科历史、跨学科方法、跨学科在
科学中的地位及其与传统学科的关系、跨学科学的结构、体系等。
②跨学科科研问题。
主要探讨跨学科性科学研究中提出的普遍问题。
③跨学科教育问题。
整体性、系统性跨学科教育改革研究，已成为现代教育重要课题之一。
跨学科学立足当代整个跨学科趋势，对我国科技发展、对现代化的实现，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文汇报》，1985年1月4日)　　记得在1980年，笔者发表了首篇谈交叉科学的文章：《应积极开
展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至今已过去16年了。
在这16年中，全身心在跨学科道路上探索，搞过科学史、科技哲学、科技美学、思维科学、创造学、
教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与文化、跨学科学等，每一门无不是从学科交叉的角度着眼。
例如探讨教育学，出版的是《跨学科教育论》；探讨佛教禅宗，发表的是《禅宗跨学科论》，等等。
值得欣慰的是，笔者在国内首先进行了下列探索：跨学科学会(1983)、“跨学科学”论文(1985)、《交
叉科学》(杂志，试刊，1986)、全国高校交叉科学联络中心(1987)、“跨学科学”专著(1990)、“跨学
科教育”专著(1991)、交叉科学研究所(1993)等。
设在英国的国际《交叉科学评论》杂志两次推荐和评论上述有关成果。
　　但对走过的道路仔细品味，却是忧虑大于快乐，苦涩胜于甜美。
　　笔者个人的境况，正折射出我国交叉科学发展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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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交叉科学研究，自开始之日起至今，已过去了十多个年头。
在这期间，某些具体的交叉学科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有的甚至很热门。
然而，对交叉学科理论和应用的研究，不但没有日益兴旺，反而日渐衰落。
受传统专业设制的限制，交叉科学研究至今在现有学科设置中找不到位置，致使学术组织涣散，科研
经费来源匮乏，成果得不到重视，科研人员的待遇(如职称、学位申请等)不能受到公正对待。
我国的交叉科学研究仍处于自发和业余的阶段。
　　是社会和时代不需要跨学科和交叉科学研究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交叉科学时代交叉科学研究本身反而无立锥之地的反常景象呢?　　美国著名通信
专家皮尔斯曾回顾了他三十多年的经历，讲了一句很平常但十分深刻的话：“我发现，在我研究老真
空管中的新问题和新的真空管时，我经常不得不考虑其他学科和技术分支中有关的类似问题。
”这就是说，在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时刻，最需要跨学科和交叉科学。
换言之，创新是交叉科学的永恒源泉。
反过来说，当一个社会或某一领域，以引进或模仿为宗旨时，对跨学科和交叉科学的需求将降至最低
点。
因为走旧路或跟着别人脚步走，不需要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冒险。
　　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笔者理解，这里所说的创新，不是单指技术创新，而是包含各个领
域、各个行业的创新，其崇高目标，是建设一个创新社会、创新民族。
随着改革和开放的发展，我们社会上新东西很多，但只要深入观察和了解就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引进和模仿的结果，真正的创新并不多。
包括近年兴起的形形色色交叉性新学科，也大多处在引进和模仿阶段。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社会从传统观念到创新观念的转换是困难的、曲折的，这一滞后，是导致跨学科
和交叉科学研究处于尴尬和孤独境地的重要原因。
　　跨学科和交叉科学研究是一个超大领域，大到从常规学科角度，很难看清它的作用和价值，以致
人们总要怀疑，了解跨学科学和交叉科学究竟有什么用。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科一事专用，正是它的大用。
古人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礼记·学记》)，跨学科学和交叉科学属“大德”“大道”范畴，
它不受一职之限，一科之束，显示出强大的“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思想和视野的解放力量，是
任何具有大家气度的学问家和创业者的必然追求目标。
老子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四十一章》)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大知无界，大学跨科。
”　　禅宗有这样一个典故：有僧人问重元禅师：“什么是禅?”重元禅师回答：“入笼人槛。
”僧人拍掌表示赞同。
禅师又说：“跳得出是好手。
”僧人一时不解，正待议论，禅师说：“了结啦。
”(《五灯会元》卷十六)以此典故类比，我们也可以追问，什么是现代科学研究?回答也有两点：①“
人笼人槛”。
即潜心自己的学科专业，把学问做深做透，不畏艰辛枯燥；②“跳得出是好手”。
即有跨学科和交叉科学的宽阔视野，勇于打破学科边界，探索综合创新的新路。
前者是“人其内”，后者是“出其外”，二者有机结合，缺一不可。
著名学者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人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人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人间词话》)现代科学研究何尝不是如此!　　啰啰唆唆，说了不少，只想表一个心愿。
但愿庄子的慨叹不致成为今日的现实：“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
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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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下》)　　自由，源出自拉丁语Libenas，原意是从被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认识论上，人们常把自由和必然作为一对范畴来讨论。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中说：“必然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自由是指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并用来改造
客观世界。
”这是一种在已经认识的规律指导下的自由，固然是自由的一种形式，但尚未认识或正探索认识过程
中的自由含义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怎样理解创造性思维中的自由呢?　　总的来讲，认识的自由有两
大类——想像力主导下的自由和理解力主导下的自由。
　　1．理解力主导下的自由　　这种自由本身联系着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它包含两种形式：　　①
被动的自由。
这样的自由完全受已有理论条条框框束缚，教条式理解，机械式搬用，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例如：教师填鸭式教学，学生死记硬背。
　　②能动的自由。
它的特点是以理解力为主导，同时辅以想像力，二者有机结合，形成一种高级的自由形式。
它不仅接受理论，而且主动地分析、完善、发展已有理论，能动地改造世界。
上述《词典》中所指的自由，即此种自由。
　　2．想像力主导下的自由　　它更强烈地联系着一种解放力量，这种自由也包含两种形式：　　
①任意的自由。
不受任何局限，海阔天空，杂乱无章，任其发展。
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不阻碍进步的唯一原理是：怎么都行。
”这一自由是符合费耶阿本德原理的。
　　任意自由固然有很大的解放性，并确实在人的思维中存在，但光凭这种自由想像还不是创造，杂
乱无章的东西必须经过筛选处理，才能吸取有价值的成分。
　　②和谐的自由。
这种自由不是想像力唱独角戏，而是有理解力配合。
以想像力为主导，通过审美判断，在多种想像产物中择优择美，从而使想像力和理解力结合，形成又
一种高级的自由形式。
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的：“审美判断力在评定‘美’时把想像力在它自由的活动中联系着理解力
，以便和它理解力的一般概念(不规定这些概念)相一致⋯⋯”　　以上我们讨论了四种自由形式，并
指出能动自由和和谐自由是自由的高级形式。
这两种自由体现着人类的理解力和想像力的有机统一。
能动自由反映了人类“按照客观规律探索”的精神，和谐自由反映了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探索”的精
神。
对于和谐自由，我国理论界研究甚少，超级美学对此格外关注。
　　宋代欧阳修在《画眉鸟》一诗中写道：“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诗人借鸟喻人，表现了对自由的向往。
愿你打开传统思维的樊笼，振起想像的翅膀，飞入创造的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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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著名科学家贝尔纳说：“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
”寥寥数语，提示出科学与艺术的联系和区别。
艺术之伟大，不在于找到共同点，而在于形成独特性；科学之崇高，不在于寻找个性，而在于反映普
遍性。
但追求科学的过程，却深深打着个性的印记：每位探索者的经历都不相同，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
的脸庞一样。
如果把追求科学的足迹与展示个性的文艺结合起来，孕育出兼有科学和艺术双重特征的新作品，这将
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尝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李醒民教授敏锐地抓住这一新颖题材，决定以丛书方式出版科艺交融、视角独
特、格调高雅的该题材的系列著作，意义深远。
　　和大多数在一定学科专业内研究的专家不同，笔者从事的是跨学科研究。
由于长期以来科研和教育的建制都是以传统的学科分类为基础，没有为学科交叉研究留出空间，因此
超前的跨学科探索成了充满孤独的艰辛之旅。
所以，对走过的探索道路进行品味，笔者常常是忧虑大于快乐，苦涩大于甜美，而这些都不知不觉地
反映在探索的文字中。
笔者深信后人会充分理解其思想，但对现今则难以抱奢望：浮躁短视的心态，急功近利的追求，使很
多新观点淹没在一片混沌之中。
　　谈到交叉科学，这一领域有一个颇为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在《易经》中，“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交”有“通气”“结合”的意思，代表吉兆、泰卦；“不交”代表凶兆、否卦。
在泰卦一方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之说，强调：“天地交，泰。
”王弼注：“泰者，物大通之时也。
”天地之交是最大的“交”，是万物大通之时。
自然、社会中有各式各样的“交”，虽不如天地之交大，但也属于“交”“泰”的范围。
而交叉科学之“交”，即是诸“交”在科学领域中的体现，是天地自然、社会人文相交相通的反映。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交”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文理分裂，专业过细，视野狭窄，是无法进行
真正创新的。
　　本书以随笔的方式记录了笔者的跨学科研究之旅，由“跨学科与交叉科学”“审美与创造”“中
国文化与人生”三个题材组成，主题是：跨出学科视野，体会创造人生，建设中华新文化。
这三个层面聚焦到一点，就是对“创造之道”的大彻大悟。
　　心临此境，犹如孔子所言：知天命。
天命的内涵是什么?《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意思是说，大自然赋予人一种本性，遵循这种本性就叫“道”，用这种道修己化人就叫“教”：人
的本性是什么?笔者体会，人的最高本性凝聚为一个“创”字。
但这个“创”，不是琳琅的产品，不是鸿篇大论，更不是喊在嘴里的口号，而是在实践中刻骨铭心的
体会，准确地说，是人生的亲证。
这是一个豁然开朗的澄明境界，是一种亲临高峰大海的至美体验。
此时此景，用“创”一字表达已显得苍白，而应是对“创”再否定后获得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比“
创”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将儒家、道家、释家、易家以至创家会通为一，这就是中华文化最高的
追求——道。
由此出发，不难将古今文化、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合为一体。
21世纪中华文化新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必将在这一高度上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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