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哲学史讲义》

从这本书开启哲学史的阅读!周国平“西方哲学之
旅”开讲之作。本书主要讲述西方哲学的产生与转
变。从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出现，到一百
多年前尼采预见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时间跨度两千五
百余年。

《红楼十二层》

《红楼十二层》从《红楼》文化、《红楼》本旨、《红楼》女
儿、《红楼》灵秀、《红楼》审美、《红楼》自况、《红楼》脂砚、
《红楼》探佚、《红楼》真本、《红楼》索隐、《红楼》解疑、《红
楼》答问等全方位探寻了《红楼梦》的种种悬案。

《中国历史的地理密码》

以可靠的史料和科学的研究为基础，以生动的叙事，把
最受众人关注的中国历史问题，如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家的
分裂与统一、民族生存空间的拓展变化、政治经济重心的转
移、战略通道与军事要塞的形成与演变。

沙陀往事

本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追溯和
解读了沙陀人的历史，梳理了沙陀的族源、迁徙、发展至衰
亡的全部历程，是一部有关沙陀史的专书，兼具学术严谨性
与叙事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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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老子留下的《道德经》，我们曾
经论证过老子“道”的“过程说”（见俞明
三著《和谐哲源新说》），论证证明“过程
说”要比“物质说”、“精神说”、“规律说”
及“混合说”更接近老子“道”的本意。

但就“过程”而言，却可分析出几个
不同种类，简单地说有：

平直变化过程、弯曲变化过程、圆
周振荡式过程及螺旋振荡式过程，等
等。

那么，老子“道”指的“过程”，是属
于那一类呢？

一、老子“道”所指“过程”的分析

我们还是从老子留下的《道德经》
这个唯一可以确信的、可以证明的论述
中去追问。

《道德经》中直接阐述“道”概念的
第 14章说，道“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
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
无象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
随之不见其后。”

这是说，道的上面不显得光明，下
面也不阴暗，无头无绪，绵延不绝却又
无形无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老子
这样阐述的“道”，我们从其生动形象的
阐述可知，“道”不仅指的是过程，而且
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过程，应该指
的是“道”具有无始无终、无限长的过程
特征。

但老子《道德经》25章又说：“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译成
现代文，就是：“有一个东西混然而成，
它出现在天地万物之前。它无声无形，
独自以永恒的形式存在，周期运动而不
停息。可以以之为天地的出处。”

这里的“周期运动而不停息。”是强
调了过程的周期振荡性，说明“道”虽然
指的是“过程”，但不是简单的平直变化
过程，而是周期振荡着的起码是圆周运
动式的过程。

《道德经》第 40章又说“反者道之
动”，这也是强调了“道”周期振荡的重
要性质，即“道”的“动”不是一般的直线
单向的动，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动。这只
能是再次肯定是圆周运动过程的特
征。因为是圆圈式趋势，才是时刻在向
相反的终极方向运动着，因而“反者是
道的动”。只要动，就必然是在向相反
的终极方向进行着。

但在《道德经》第 42章却说，“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
说，道可派生出“一、二、三、万物”，因而
也强调了“道”的发展性。这告诉我们，

“道”指的“过程”既不是简单的平直运
动过程，又不是“单个圆周运动的重复”
过程，而是能产生多种运动形式，具有

“螺旋延展性”一样的过程，这就形象地

指出了“道”是如同弹簧一样的“螺旋振
荡过程”。

细看老子《道德经》81章的阐述，都
是围绕着“螺旋式振荡过程”的“道”的
性质而展开。可以说，《道德经》阐说的

“动态示弱”思想贯穿通篇，这是在清楚
地告诉我们，“示弱”就是安居在“螺旋
振荡曲线”的底部，这正是振荡曲线中
的底部稳定态，无论向前或向后，都必
然是走向相反方向的不稳定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老
子所说的“道”，不仅指的是过程，而且
是具体地指出了“道”是“螺旋状振荡形
式”的复杂过程。螺旋状的复杂过程较
全面地概括了道的各种主要特征和应
用。这既是进一步有力支持“道”的“过
程说”，而且又能启发我们发散思维，对
各种事物的变化过程进行更广范围的
研究！

二 、“道”“螺旋式振荡过程”的数
学化表达

老子用“道”的螺旋振荡过程原
理，在《道德经》中以极其简略的语言
阐述了“道”的基本概念及其特性的
应用，《道德经》从古至今自然地指导
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甚至传遍了
全世界。今天我们揭示和分析老子

“道”的“螺旋振荡过程”原理，目的应
该是在当代环境下挖掘更多数学化
的新应用。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也曾说：“人的
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
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
圈、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使人惊叹
的是，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事物
变化过程的螺旋振荡性特征，竟然与现
代革命导师的认识有如此惊人的对应
之处！

我们研究的《函学》，其两本专著都
曾获得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函学》专著从恩格斯关于“世界是过程
的集合体”的论断出发，结合老子“道”
的“过程说”，分析事物“螺旋式振荡”变
化的过程指出，对于螺旋振荡过程中的
每一圈来说，是一种“正弦曲线”式变
化。它可对事物螺旋式变化过程的某
一个循环节进行具体的研究。从而看
到了每一事物的变化，都对应于一个螺
旋节内“波峰、波谷、波腹”之间的变化。

事物都是由正反因素融和而成的
第三点规定其根本特征（俞明三俞晓鹏
著《三点论》），在正反因素的能量对比
中不停地进行着螺旋式振荡变化过程，
变化出现“兴衰存亡”的“关节点”。这
些关节点，显示出正反因素对比形成的

“能基、能殊、能梯、能近、能洽”这样的
五态“螺旋节”状态。

当事物处于“能基态”时,是混沌发

生状态。
当事物处于“能殊态”时，是趋于强

烈的变化状态，即发展状态。
当事物处于“能梯态”时，正反因素

能量分层次梯状分布，是旺盛稳定时
期，即鼎盛阶段。

当事物处于“能近态”时，事物正反
因素能量相互接近,进入僵持阶段，即衰
退状态。

当事物处于“能洽态”时，事物正反
因素失去亲和力而相离，与环境中其他
因素亲和结合起来，事物本身分崩离析
而灭亡，于是新事物又在萌发之中。

三、《函学》揭示五态振荡过程的众
多事实

从螺旋式振荡的五态演化过程我
们发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宇宙本
身都是由正反因素规定的一个个五态
振荡环节的循环发展过程。

1 宇宙本身进化
科学研究证明，宇宙中非生物的演

化程序是：
【弥漫系、对称系、周期系、平衡系、

分散系】、【（场）、（基本粒子）、（原子、分
子）、（单质、化合物）、（混和物）】

“宇宙大爆炸说”实质上是这种正
弦曲线态螺旋节式变化的简化说法。

2 地球生物进化
任何生物都有生成、成长、成熟、衰

退、死亡的规律。在这五个阶段中，推
动生物变化的是关于生命力的正反因
素的斗争消长。

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个生命发展
规律的通式来：

【生物产生、生物成长、生物鼎盛生
物衰退生物死亡】

3 人类文明的进化
依据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事实可看

出，具有“发生、发展、鼎盛、衰退、灭亡”
这样五个延时长短不一定相同的阶段：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
主社会、大同社会】、【（蒙昧相洽态）（野
蛮对立态）（专制梯形态）（民主争执态）
（大同和谐态）】

人们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的简单特征，实质是振荡曲线式的五态
递变的简化说法。

4 人类思维的进化
人类有史以来的事实记载，不仅

显现了宇宙、生物、人类文明发展的螺
旋节现象而且还显现了人类思维发展
的对应，如：

中国式的传统思维：
太极、阴 阳、八 卦、五行、万物
世界科学的老三论：
全息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

模糊论
世界科学的新三论：

分形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
混沌论

以上这些都显现了惊人相似的“振
荡曲线式五态规律”：

【能基态、能殊态、能梯态、能近态、
能洽态】

（上一节的能洽态）
（下一节的能基态）
抽象成振荡曲线形式就是：
【起始波峰、下降波腹、波谷、上升

波腹、终结波峰】
于是我们可以总结出下面这张表：

四、《函学》“五态螺旋振荡过程”观
展示的哲学新视角

用《函学》“五态变化观”对世界进
行哲学分析，可得到一些新视角推论：

1 人类到了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社
会），不是终极社会，而只是一个螺旋节
的结束阶段，标志着下一个螺旋节的开
始。下一个螺旋节有相同的正弦曲线
态规律，但却有高低层次的不同。

2“宇宙大爆炸说”只反映了宇宙
部分变化中的一个螺旋节，远远不是全
部。这种大爆炸的生成和灭亡过程，在
宇宙中各处时刻发生着，永不停息。

3 人类的思维绝不能凭空臆想，理
应对应着自然、社会的变化事实。自
然、社会的变化永远在螺旋式地无限进
行着，以世界的终极为研究对象的哲学
永远不会终结真理，永远是对无限世界
的无限追求，永远只能在无限的追求
中。说“哲学死了！”的认识，只是以“有
限终极”面对“无限世界”的一种错觉！

4 始于老子的“螺旋振荡过程观”
指出过：追究世界终极的哲学，决不能
以两极中的任一极端为出发点（即所谓
的“大一”与“小一”），世界无限的事实
注定了各向同性两极的无限性。任何
想以无限遥远的两极作为有限的出发
点（本体论）来演绎世界的企图，是违背

“直线无端点”原理的，是不现实的。只
有以主体“当下”为中心，各向同性地由
现象的察觉到本质的抽象；由粗疏的认
识到慎密的思辩；由近及远；由浅入深；
由粗到细；由个别到一般的分析、抽象、
思辩，才能得出越来越接近于世界真实
的本质，才能越来越接近最一般规律的
结论。这是哲学的真正要求和任务，也
是“函学”新视角认识世界的新意义。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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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态

恭贺潘金环先生主编的《如东践
行 成语哲理智慧》一书问世。当新书
呈现于笔者案头,由表及里，品味封面装
祯设计、目录提示、简介要义……从而
了解新书概览。

该著作的目录结构非常清晰，共八
辑 100个成语雅集,议题紧扣如东从远
古到当今自然、社会、家庭、人生所及的
道德、情感、正气、谋略、贤能、求实、创
新与奋斗等汉语成语故事的解读，也重
点描述了每个成语故事与正在实践创
造中，验证的如东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
的伟大成就的哲理感知。通读体会该
著作明显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表现形式严谨多样。

汉语成语源自古代经典著作，它
结构紧密，一般不能任意变动词序，具
有结构的凝固性，并且结构严整，形式
简洁，含义深刻，表现力强，不论讲话
或写作，准确恰当地使用一些成语，会
使话语或文章更加的风趣生动、活泼
有力。全书精选 100 个成语，图文并
茂，体现著作者深厚的人文背景，丰厚
的史学积定,宽博的认知观，严密的洞
察力。

二是认知世界复杂抽解。

认知世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虽先
贤已有部分科学的体系,哲人慧语论述,那
只是一时一地的“真理”、“真知”。随着后

科学技术的不断被发现利用，人类社会文
明实践的丰富，原有成语赋予的真理、真
知就不断被完善，翻新，更新。本著作25
万字，以具体的思想与生动实践丰富了普
通哲人的“长与短”,回应了“怀疑一切”的
马克思所论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应对
了“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哲学家
黑格尔所讲的“逻辑学,自然科学，精神哲
学”之阶段。充分体现了在伟大的新时
代，如东社会实践的丰富性，哲学思考的
广泛性，前行动力的同源性。

三是深切感知如东精神。

笔者未及已有的如东人文精神的

表述。但从著名汉语语言研究专家莫
彭龄三次到如东所讲的“三种精神”，即

“掘港精神”“创新精神”“金环精神”，本
人作一哲理解读：千年掘港的存在，正
是如东人民具有勤劳的智慧与大海般
的胸怀的孕育；创新精神的积淀，源于
不断挑战常规思维的勇气与决心；金环
精神的形成，不仅是一个人、一个群体
的力量，而是一代代同行者精神目标的
永久追求。

因此,这是一篇富有创新的著作,智
者的记录，实践中的感知,体现了新时代
如东哲学同仁登上更高、更大哲学天地
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因全国活动在
南通举办，不能成行如东当场祝贺，特
在下班前匆忙写下几笔，以表心意。

挖掘成语蕴藏哲理,创新如东人文智慧
—— 评潘金环主编《成语哲理智慧》一书

□ 朱志强

潘金环先生主编的《如东践行成语
哲理智慧》（以下简称《智慧》）一书已由
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书名独特而有魅力——《如东
践行成语哲理智慧》，一是“如东践行”，
标示地域是如东，践行为目标；二是“成
语哲理智慧”，这是践行对象。作为原
本是人们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
或短句，成语本身就是人们智慧的结
晶，而关于宇宙、关于人生原理的哲理，
则更是爱智慧的直接产物。由成语智
慧叠加哲理智慧，形成成语哲理智慧，
这种成语+的构词方式（其实是思维方
式）产生了奇妙的叠加效应。而更具魅
力的是如东践行，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

那样，“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第 500-501页）在一个地域，由人民
群众来践行这一成语哲理智慧，从某种
意义上说，是用他们的践行来书写当代
史，书写地方史。而这种书写因得益于
践行而最具创造力，极富创新性。践行
让我们通向迷人的远方。

因为，有了践行，我们就有了丰富
多彩的生动实践；因为，有了践行，我们
就有了多姿多彩的成语新解；因为，有
了践行，我们就有了五彩斑斓的哲理思
考。而成语+把这些融合为一，源于成
语，源于哲理，又超越成语，超越哲理。

全书100则成语就这样生动地展现了如
东人的鲜活实践与无穷智慧，让我们窥
见在如东当下所发生的烙有如东印记
的令人难忘的由个人而集体，由片断而
全景的地方创业史、奋斗史、发展史。

由来自如东各行各业的作者撰稿，
这种草根化的编撰方式，成为《智慧》一
书的又一魅力所在。我手写我为，我手
写我思，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悟。定
位于成语哲理智慧，使得该书既接地
气，又攀新高。既有“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宇宙论
的意义，又有“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的
人生论意义，彰显了“凡道，必周必密，

必宽必舒，必坚必固”（《管子·内业》）
的道的性质。这些，只要细读深思，就
会品味到草根化编撰给该书带来的泥
土芬芳。

成语+让该书从成语 1.0提升到成
语 2.0再加上如东践行跃升到成语 3.0。
这里的提升与跃升给人们深刻的启迪：
创新做加法，决不是简单的 1+1=2，而
是结构化的叠加，化合式的叠加。立足
于当地，立足于当下，立足于群众，立足
于实践，最终立足于智慧。用适时、适
地、适人、适度来叠加智慧，催生智慧，
创新智慧，这样的智慧，才是讲好中国
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智慧》一书的智
慧在于此，魅力也在于此。

“成语+”的创新魅力
□ 子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