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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

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化、

简单化、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历史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

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

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

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

起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

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

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

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

统？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我们的国学，

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

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我们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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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物理现象叫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声速时产生巨大而尖厉

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声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

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

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

澜。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

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

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

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

酿，但距离突破史障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

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

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

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门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地方志

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起，

几乎达到了每一天都有史可考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

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

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

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

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

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

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最重大事

件与最重要人物）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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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

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

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也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突破史障的第一步：确认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五千余年。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特殊的。

说极其特殊，因为我们的古典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大

文明系统。无论相比于欧洲，还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是相比于亚

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都是一个由庞大系统构成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体

系。对如此一个拥有漫长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绵延相续至今且庞大

无比的文明系统，世界说不清其中诸多的要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中国人同样说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问题，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们拥有最庞大的文明体系。

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体系。

这就是我们文明话语权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史障。

突破这一困境，突破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说清我们的文明

根基。

我们的文明，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鉴于缺乏文字记载

的可靠性，我们可以将神话时代大体先搁置一旁，而只在思维方式的意

义上研究中国神话的特殊文明价值。但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文

明脚步已经是清楚的，是越来越清楚的。之后，我们历经了近千年族群

大联盟文明的发展，在大禹治水的后期，我们进入了国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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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历经夏（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成熟邦联制国家）、西周

（经典联邦制国家）、春秋（突破联邦制时代）、战国（大分治时

代）、秦帝国（大统一时代）六个时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六大时代，分作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

段，夏、商、西周，是我们的国家文明由邦联制向联邦制不断跨越的历

史阶段；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是我们的文明以不断走向分治的历史

形式，酝酿新的文明突破的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是秦帝国统一中国，进

而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

自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

没有变化。

这就是说，历经近两千年的六次历史大锤炼，我们终于实现了文明

大爆发与文明大飞跃，形成了全人类古典社会最为发达、最为成熟、最

为稳定的统一文明。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历经六次大翻新、大锤炼、大

创造而最终成型的稳定文明，只有我们。

我们的文明体系总根基，是六大时代。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是秦

帝国时代。

我们的统一文明在流变中趋于僵化腐朽

自西汉汉武帝时期起，我们的统一文明开始了变形。

基于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于偏狭的“安定”意识，汉武帝时期的国

家政权，自觉地尊奉一种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

态，以利于对社会灌输服从意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明

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文明史意义，是第二代中国统一政权背弃了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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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多元化传统，仅仅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抬上了国家意识形态

的宝座，而对无比丰厚的中国原生文明思想价值大体系，采取了自觉遏

制的政策。

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

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遏制之下的萎缩过

程。

由此，我们文明的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

的修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

力，从此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

染指。

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

自公元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

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

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

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由

此，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作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

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的科举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

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式治

学风习。

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

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

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

途径。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的庞大的

神学院体系。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

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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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进取精神

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另有外部

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卖国条约、割地求和、镇压抵抗

力量等种种恶行，滋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

陋奇观。

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

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

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

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

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

实现精神对接。

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

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

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

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

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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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整体困境

从距今三千余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开始，人类各民族相继进入了国家

时代。

以国家为单元的人类文明的竞争演进，迄今已经有五千余年的历

史。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灾难与收获的交互激荡中拓展伸

延，已经由缓慢发展的古典文明社会，进境为发展速度骤然提升的工业

文明时代了。但是，文明的进境与发展速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

性，也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

题。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古典社会曾

经反复论争的种种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创新而消弭。甚

或相反，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开拓，信息的密集，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更

加狭小，生存资源更显贫乏，各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全

面。

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人类世界，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困境。

这个整体困境就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

的巨大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科学发现，都在日新月异地发

展；我们对宇宙空间的普遍探索，已经拉开了绚烂的序幕；我们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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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微观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对复

制生命的探索就会成为现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较为普遍的

空前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与享受方式，已经进展到令任何古

典贵族都瞠目结舌的地步；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方面，我们已经拥有

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跨越国家政权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我们几乎

已经迈入了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门槛。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发展却停滞不前，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急

剧下滑。

腐败与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另一极；

巨大的浪费与极度的匮乏并存，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两极差别；对遍

布世界的贫困、饥饿与天灾人祸，发达国家有着普遍性的淡漠，共同救

援组织的所谓作为，始终停留在杯水车薪与虚应故事的层面上；人类的

文明教育，对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无能为力，致使主要

以这些地区为社会土壤所滋生的邪教组织以及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

并与各个国家的分裂势力相融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沙尘

暴；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则日益沦为少数强势国家操纵下的某种机

器，其主持正义与伸张公理的能力已经微乎其微；掌握最先进战争手段

的强国，依然醉心于价值观的输出，醉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峙，忙碌于对

世界资源的巧取豪夺，忙碌于富裕集团对全球利益无休止的分割；结构

与目的同样混乱的各种军事同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都在像堂吉

诃德一样地盲目寻求与风车作战；曾经百余年领先世界，并曾以炮舰强

权主导世界文明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已经在一场首先爆发于其心

脏地带的经济大危机中，褪尽了“活力无限”的光环，显示出空前的国家

疲惫与制度弊端；对“世界警察”的普遍不满正在不断地弥漫增长，在某

些地区已经淤积为深刻的仇恨，并且以丧失理性的恐怖主义方式不断爆

发出来。

面对种种灾难与整体性困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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