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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的苍茫天宇中，有一颗
新星正冉冉升起，它慧光四射，璀灿亮
丽，令众人瞩目！

这颗星就是俞明三先生和他创立
的函家哲学。

哲学家俞明三，江苏人，英俊帅
气，儒雅谦和，学识渊博，是当今哲学
界不可多得的将才，他数十年呕心沥
血创立的函家哲学，论理明晰，逻辑严
谨，论述详尽而完整，自成一家之言。

何谓函家哲学？即以数学中之
“函数”为核心概念进而引伸为哲学理
念并以此立说自成体系，对应一切的
学问。

俞先生命题极好，立意甚妙，这个
函学确实可以阐释很多，说明很多，函
盖很多，是应对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
的一把金钥匙！

面对明三先生的鸿篇巨制，愚诚敬
之余，谈点不成熟的建议，仅供参考：

一、数学的函数在什么条件下，如
何转换、升华、跃迁、定格、定义为哲学
的函学，这是函家哲学立论的关键，应
有更精确的论述。

二、愚以为“一切都是时间函数”
的命题，一定要把界定内的疆域廓清、
理顺，使之既来之于“函”，又用之于

世，才能真建不朽之功！
三、慎谈“终极”很好，因为一切都

在“过程”之中，没有终极世界和绝对
的终极真理。但书末所言无所不包、
统摄一切之“太极”有待商榷。愚以
为，太极是一个传统、陈旧的思维模
式，虽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它绝不
是至善至美，无懈可击，君临万物的太
阳。书中能以“太极眼”、“s线”、“中态
和”的形式创新立意，拿出了超越性
的，属于自己时代和前瞻未来时代的
全新的哲学图腾，显得高妙，但尚需进
一步推敲和明确。

总 之 ，从
“马哲过程论”
出发的函家哲
学是个整体创
新的哲学，和历
史上的许多新
哲学一样，往往
一时难以被人
们 接 受 和 应
用。但我们也
不要过分的迷
信和崇拜所谓
的名人、权威，
只要你的果树

结出了鲜亮的果子，你就是权威，甚至
这与别人承认与否无关。是金子总是
发光的！函家哲学思想与历史上怀德
海的“机体哲学”思想相似，但又有弥
补其不足的相异之处。有远见的哲学
家都指出，怀德海的机体哲学是世界
哲学前沿的生长点。如果说，怀德海
哲学尚是“未蜕皮的蝉”的话，那我们
真诚希望先生的函家哲学能成为“出
壳上树、攀枝云天，高唱智慧之音的知
了”！

我对先生在哲学上的奋斗和建
树，深以为荣，深以为敬！先生对

哲学事业的庄重感、神圣感、使命
感、迫切感是一个哲学家最为可贵
的品格。

在浮躁、浮夸和急功近利的时
下，明三先生是一个能静下心真做学
问的人，是一个真正崇尚哲学，追求
智慧和真理的人，这是一般学者所做
不到的，这也正是我由衷敬佩他的理
由。大著问世，利国利民，他的博学、
智慧、意志、能力和执著，功不可没。
我坚信在哲学的神圣殿堂里，他不仅
能够点亮自己的灯，而且在照亮自己
的同时也照亮世界！

2012年 8月 28日于西安·骊山
绣岭

注：马建勋 （1952——2019） 著
名哲学家、作家。东方哲学创新学院
院长，陕西省哲学会理事，陕西省文联
常务委员，陕西省作协常务理事。

多次出国讲学，入选中、英、美《世
界名人录》。

著有《圆点哲学》、《心灵哲学》、
《禅味哲学》、《一句话哲学》等“马建勋
哲学精品系列”丛书，另外还著有《国
魂》、《国殇》、《无冕之王》、《天马吟》、

《人生如歌》、《八千里云月》、《九万里
风鹏》等二十多部著作。

作为受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代
旧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拥有世界眼
光？张謇从书本上学，向来华外国人
学，更重要的还有自己日日夜夜的思
考和求索。已届中年的他，并没有机
会去留学，但也想到美国、日本去亲眼
看一看，1903年终成日本七十天行。

对于日本邻国，张謇可谓是又爱
又恨、悲欣交集。通过阅读和与友人

接触，他比较了解日本，中日甲午战争
后他更加深切了解日本，亲自考察日
本后，有了耳濡目染，更加深了自己的
识见。

带了随员，做了详细的考察计划，
1903年 5月 22日张謇一行赴大阪参加
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抵日后
除了观摩博览会外，按照教育优先、实
业其次的原则，而教育以幼稚园、小学

优先，逐一考察。除了动眼、动脚，还
动嘴、动手，除了接触上层，也注意到
与底层接触；听取介绍，还问询、展开
讨论，咨询工人的收入、工间餐食标
准。既有定性的理解，也有定量的把
握，在幼儿园还亲自丈量课桌椅的长
宽高以求精确。每天的考察都有详尽
的记录，回国后成册《癸卯日记》，批量
印出送恩师和友人们分享。

癸卯日本行旅两个多月，是张謇
一生在国外实地学习考察的经历，对
张謇全面掌握日本现代化业绩是有极
大帮助的，对日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和现代化经验、借鉴日本东方资本主
义和现代化做法，结合南通实际和现
状，试行现代化理念，探索工业化、城
镇化道路大有裨益。

（未完待续）

“酒”是愁的解；“泪”是爱的痕。
—— 题记

时光轮回，没有风骨，终将万劫不
复，终成过眼烟云。

荒烟蔓草，总有些人驻足历史，烙
下印记，用某种符号将生命的意义与价
值放大。诸如，范仲淹的词，或豪放或悲
壮或婉约，融多种味道于一体，于逝者如

斯中亮如明灯，将历史的一瞬点亮！
最喜爱范仲淹的词，凄美又不失

热情。
翻遍《宋词》，范仲淹留下的词并

不多，但每一首都被我们所熟知。重
温范词，却惊奇的发现“酒”和“泪”的
身影频频可见。是偶然，还是刻意？

“浊酒一杯家万里，……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这句词出自范仲淹
的《渔家傲?秋思》。因着这首词，词人
被欧阳修称为“穷塞主”。是的，词人
是当之无愧的塞主，然而他并不穷。
1040年西夏与北宋对峙，战争一触即
发，词人被朝廷任命为陕西经略副使
（相当于现在的某军区副司令），领兵
镇守西北边疆。

词人来到边关后饱尝了战争的无
情和残酷，边关的寂寥和苦寒。他独
自站在城楼上，放眼望去远山已无半
点绿意，城下还有未来得及掩埋的尸
骨，耳边却又回响起悠悠的羌笛。他
第一次触碰到这冰冷的现实，此情此
景，不禁勾起了思乡之情。他再也无
法压抑内心的情感，举杯遥祝，或许是
故乡的亲朋，或许是庙堂上的君王，也
或许是天下的黎民。他留下了眼泪，
为了他所热爱的一切。

他为了这一切，付出了行动。分析
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力排众议积极主张

“以守为攻”，逐渐弥补了北宋骑兵不敌
西夏骑兵的弱势。大力培养和提拔有
才干的将领，因此涌现出了一批狄青、
种世衡等民族英雄。更可爱的是，他还
主持修了十二座城，由南向北一直修到
了西夏人的家门口，热切的邀请流亡的
百姓和羌族人回到故土。他做的这些
事虽无益封侯拜相，却保国安民，与“一
将功成万骨枯”高下立分。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句词
出自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后来王
实甫的《西厢记?长亭送别》化用了这首
词的开头“碧云天，黄叶地”，把离愁别

绪渲染到了极致。
词人来到边关已经三年多了，战

事稍稍好转，而他的心情却并未因此
轻松。这天晚上词人独上高楼，望着
夜空的那轮明月，再次举起了酒杯。
这次他并没有遥祝，而是一饮而尽，两
行热泪却又再次滚烫了脸颊。他喝下
去的不仅是思乡之苦，更是无奈之
情。三年多的军旅生涯，让他意识到
什么选拔人才，什么屯田之法都是治
标不治本。体制不改变，大宋依然还
是挡不住西夏强悍的铁骑。

终于等到了“庆历和议”，西夏李
元昊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向大宋“称
臣”。词人被召回了京城，再次回到了
歌舞升平的汴梁城，再次回到了暮气
沉沉的朝廷。去时陌上花如锦，归来
秋叶带蝉声。

仁宗急切的召见范仲淹商量改革
大计。这一次范仲淹犹豫了，因为他
深知改革的阻力很大很大。然而，当
他回想起戍边时流亡的百姓，战死的
将士，他再次鼓起了勇气，提笔写下了
《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上疏中主要的
思想就是改革吏治，富国强兵，就此也
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难筹蹈海
亦英雄”，不管结果如何，他努力了，他
奋斗了，为了他所热爱的一切。

“酒”和“泪”是相伴相生，因为它
让人对现实刻骨铭心；“酒”和“泪”孪
生而至，因为它让人对世界仍葆有一
颗爱心。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历史
的车轮滚滚向前，需要平凡而勇敢的
心去推动。

张 謇 的 故 事
—— 还原一个你所不尽然了解的状元实业家

□ 黄正平

张謇在南通所办企业和学校，在国
内而言算是早的，堪称敢为人先、独领风
骚。其实，从他个人来说，起步并不算
早，特别是荣获状元、喜得贵子，加上兴
办工厂，都是在四十岁以后，不惑之年。

1894 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岁，特
增设恩科，张謇幸中一甲第一名，谓之
殿试状元，其时虚岁已四十二岁，比起
他恩师翁同龢而言，算是迟的，1830年
出身的翁同龢1856年荣登榜首时不足

三十岁。同样，得子也迟。张謇的徐
夫人，并未给他生子添丁，到吴夫人才
在 1898 年生下独子张怡祖（即张孝
若），张謇此时已是四十六虚岁。

中年得子，张謇高兴之余，倾心力
予以养育。张謇在《致孝若》中写道：

“儿须自爱自重。自爱自重无他，在勤
学立品。何以立品？不说谎，不骄，不
惰，不自放纵任性自己。”张孝若后来
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也讲到：

“我有好几回离开我父，出外游学游历
有事，少则三二月，多则一两年，我父
总有家信给我：问我求学、身体情形；
告诉我国事家事怎样；教我要注重农
事；诫我勿热中好名。”张謇在不同时
期给张孝若写了多少家书已无法考证
确切，但留存下来的也有不少，《父爱
如山》一书中三卷各有 48封、30封和
47封信。

张孝若 8岁起就学于南通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又先后就读于国内大学，
至 20岁时赴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即受
委任实业专使又考察欧美日九国，回
国后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1920年淮海实业银行组建时，年仅 22
岁的张孝若出任总经理，1925年，又任
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会长等职，1926年
父亲去世后主持南通各项事业，并撰
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只可惜英
年早逝，事业无继。

中年得子

三兄张詧

张謇在南通所办规模巨大的事业
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其兄张詧。张
詧在家排行老三，张謇是老四，张詧是
张謇的三哥，于是，张謇、张詧常常被
亲切地称为“张四”“张四先生”、“张
三”“张三先生”。

张詧大张謇两岁，捐官在江西任
职。临时借调在京，曾与父亲力劝张
謇参加1894年恩科考试。张謇回通办

厂第二年，大生纱厂兴旺，正开始筹办
一系列废灶兴垦事业，1904年在张謇

“力劝引退”下回到南通的张詧襄助四
弟施展抱负，践行棉铁主义及以后的
村落主义。

张謇任第一家通海垦牧公司经
理，张詧相继任第二家大有晋垦牧公
司、第三家大豫垦牧公司经理；张謇创
办学校后，张詧也跟随四弟兴办多所

学校。张謇主持地方建设事务，三兄
张詧也是全身心投入其中，可谓张謇
的得力助手，是大生资本集团的主要
骨干。应当说，其时南通的一系列事
业当然离不开主导者张謇，也离不开
极其重要帮手的家里人张詧。1936
年，张孝若英年早逝，自然而然是张詧
担负起大生资本集团掌舵人的角色。
张謇去世13年后的1939年，张詧去世，

大生事业才由张詧儿子张敬礼为主执
掌。

张詧、张謇兄弟相长，彼此珍视，
两人一内一外、有所分工，配合默契，
合作甚笃，有矛盾时也是以大局、事业
为重。如此精诚谐配的兄弟档，或许
也正是张謇能干出如此大事伟业的缘
由之一，也是张謇能抽身投入不断演
进的政治活动的条件之一。

日本行

函家哲学 横空出世
□ 马建勋

范仲淹的风骨
□ 张庆梓

《正红旗下》是老舍的自传体小说，从他的出生开始写起，
呈现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宏观图景。义和团兴
起，洋人涌入北京，清王朝走向没落，八旗子弟们在穷途末路
上挣扎……老舍以生动笔触和深刻力度描绘了晚清没落市井
小人物的清明上河图。可惜的是因为文革迫害，老舍含冤沉
湖自尽，此部小说没有写完，成了老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
“带泪的笑”的幽默讽刺风格艺术臻于完美的一部著作。

《时光雕刻者》是一部反映新时代精神的采访实录，书中
以独特的视角，涵盖了与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党益民、
陈彦、白描、丁晓平、六小龄童等艺术家的深度对话，故事温馨
励志、朴实珍贵。他们不忘初心，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文艺
梦想，用责任和担当，在时光的追逐中雕刻最好的自己。这些
正能量的故事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感动、启示还有磅礴的力量。

本书是面向广大职工群众的普及性知识读本，以图文并
茂的简要问答形式，从基础知识、工作场所、家庭生活和公共
场所等四个方面对相关防疫问题做了通俗解答。 全书编制
了40道职工防疫问答选择题，可供各级工会组织开展知识竞
赛时使用，广大职工亦可进行自测，轻松掌握科学防疫知识。

本书介绍了孙权的一生，内容包括临危受命的江东新
主、重振江东集团、最危险的时刻突然降临、三分天下战曹
刘、新老富二代的较量、坐断东南的吴大帝等内容。

《正红旗下》

《新型冠状病毒职工防护知识50问》

《时光雕刻者》

《天下英雄谁敌手：孙权》

钱德明钱德明 摄摄

溢溢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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