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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完全可以用一场“剧变”来形容。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华尔街突然发生了金融大危机，原本热火朝天的世界经济像是兜头遭到倾盆大雨
，顿时烟消火灭，骤然冷却下来。
并且可以肯定的是，自此，全球的经济活动将进入一个漫漫的寒夜。
不是暂时停滞，而是一场大倒退，过程将是混乱而残酷的。
人类在暗夜中将重新摸索自己未来的出路。
事发太过突然，一棒子砸在头上，至今还有许多人仍然在昏头昏脑的懵懂中，没有完全品出其中的苦
味儿，以为不过又是一场虚惊，噩梦醒来仍然是阳光明媚的早晨。
人们还在事不关己的心境中看热闹，乐呵呵地看着美国和欧洲的领袖们以飞蛾扑火般的勇气和顾此失
彼的动作奋勇营救行将崩塌的市场，当他们闹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时，还招来一阵笑骂声。
在危机突然发生时，中国政府的表态和举措相当谨慎，但学界和民间舆论的表演却是大起大落、精彩
纷呈。
先是幸灾乐祸地哗然出声；接着就是大无畏，放豪言要铁肩担道义，出手救援；然后又闹腾着要玩儿
乘人之危式的“抄底”，以为是千载难逢的大国勃兴崛起之机来临；直到最后才算猛醒过来，不能自
保，何以救人？
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理性一统天下，一统人们的头脑，非理勿听、非理勿动。
但是人类总是要前进的，解放思想、打破沉闷、开辟新路，当为必然。
天以震雷鼓群动，佛以鸿钟惊大梦(唐·李白《化成寺大钟铭》)。
经过400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科学理性终于把人类从黑暗中引领了出来，它许诺还要把人类引入更光
明的明天。
对此，我们不敢轻信。
光明是与人类的思想自由相联系的，当全人类的头脑都固化为同一种思维模式时，难道还有光明吗？
无论如何，科学理性已经成为了一尊新上帝，在天上隆隆地打雷放电，把成体系的公理、规律、定论
和制度如集束炸弹般投向人间，震慑人心、俘获头脑。
雷鸣大地万叶枯，风也凄凉，水也拘束。
我们都是凡人，注定成不了佛，但也不想做被驱赶的驯服的羊群。
你尽可以在天上打雷，我在地上轻轻地敲一声钟，也不想惊醒梦中人，只是自己听，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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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五年前，王山先生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中国时，全球化热潮正在世界兴起，在世界不同角落
分散发展起来的人群开始加速汇聚，整个世界处于亢奋的开放期；而今天。
世界已经成为一体，人类终于走完了融合成一个大人群的历史。
但是，当“人群之外再无人群”时。
人类社会也就触碰到了这一波发展的极点。
　　从开放走向封闭，从秩序回归无序，由明澈转而混沌，当人类社会冲撞进一个巨大的黑箱时。
这个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上演什么故事？
　　在本书中，王山先生以睿智的思想、天高地远的气魄和阅读感极强的文字。
为我们开启了审视过去、今天和未来世界的“第三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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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山，著名学者、作家。
1952年8月出生于浙江金华，1967年初中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
此后在山西雁北务农、大同煤矿井下采煤及军中服役。
1977年后在北京多个文化事业单位任职员、科长、处长、副院长，20世纪90年代后专职从事文字写作
及外文编译。

　　王山的主要作品：“血色青春”系列之《天伤》、《天祭》、《天爵》，小说《大玩主之地殇》
，哲理小说《地魂》，哲学笔记《真理的出生地——生命》，社会评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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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声钟鸣 四句提问1. 全球化运动，把动物本能记忆作为旗帜2. 当知识成为权力，市场出错就是
必然3. 狗食盆子，国际阶级斗争的由来4. 房顶塌落下来，砸了美国的头，伤了中国的腰5. 两则谜语：
盲人瞎马与光着屁股比正义6. 使用右手的代价是失去左手；追求进步，却失去幸福7. 关于陈世美停妻
另娶的理论阐述8. 科学理性，这爱伙的脚已经伸出了边界9. 人类社会应该是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10. 历
史是一片水，而不是一条河流11. 人的本性，是天人合一12. 当强盗遭遇流氓13. 坚决不当老大，是个智
慧14. 中国的田野里有一棵树15. 一条大河，既有左岸，也有右岸16. 最痛苦的是，梦醒之后却无路可
走17. 与人拼刺，手中应有剑，而不是一根棍子18. 全球化运动，何日君再来19. 三原色，未来世界版图
的颜色 20. 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尘埃，都投入大海21. 收集再多的狗毛，你也不算是养犬人22. 不管这条汉
子是不是已经死了，我们现在就要做尸检23. 尸检报告：这家伙还少24. 通往天堂之路25. 智障人士设了
一个局，全世界都栽了进去！
26. 当小保姆突然成了一家之主27. 正义不是一道数学题28. 最年轻的小伙伴现在当了地球村的首领29. 
市场经济理论：在花瓶中播种小麦30. 人心比天大，那么，我们需要多粗的管道才能输送人心？
31. 把花瓶里的那棵野树秧子，重新栽回大地32. 隔着一张纸墙，市场的隔壁就是战场后记：行走于黑
暗中，我们凭借什么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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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全球化运动，把动物本能记忆作为旗帜郑重地写下了这个题目后，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几分
沉重，几分迷惘，甚至还有些沮丧和愤怒。
“全球化运动”这个词语是个涵盖很广的概念，比如中国盛唐时期的丝绸之旅，大明朝郑和七下西洋
，都有全球化的意义。
这里指的全球化运动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定义，指的就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发生的一股市场原理主义潮
流。
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以金融为杠杆的经济贸易活动呈现出向全世界无限度扩展的趋势。
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集团认为，发展经济、消灭贫困、增强国力，
这三大目标对任何国家的统治集团来说，既是压力又是诱惑，压力大于诱惑。
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保持其合法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被迫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社会经济政
策。
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取消贸易壁垒和金融的限制，实现全球统一市场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旦统一市场得以建立，就会进一步削弱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并逐步消灭
各国内部统治阶层的政治、经济特权，从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与繁荣。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两句名言曾经给全球化运动倡导者以巨大鼓舞，似乎验证了
这场运动的设计思想不仅符合逻辑，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必然性。
这两句话是：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是硬道理。
消灭贫困，实现共同繁荣，这是全球化运动的目标和公开扛出来的旗帜。
我不认为这里有着预谋性欺骗，不是发达国家集团为了扩张势力、扩大对全世界掠夺而设计的陷阱；
相反，其动机纯良、目标高尚、手段和平，因而堂皇正大、光彩夺目。
这场运动一经发动，立即就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极大的声势。
全世界蕴蓄已久一直被压抑的发展欲望在瞬间被释放了出来，干柴、烈火、强风，烈焰腾空，轰轰然
已成燎原大火。
并且正如发动者所料，这场革命解放的不仅是生产力，还要解放人民。
各国在开放国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权形式也在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这期间，东南亚各国爆发民主运动、苏东政治军事集团解体、东欧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
中国的民众也频频发出政治改革的呼声，并在其后进入了有控制的、然而是确定的政治改革历程。
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在全世界一片欢欣鼓舞的热烈气氛中度过的，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有些可笑、然而
却是深入人心的词语——地球村。
全球同此凉热、融融一家亲的局面正以不可阻遏的步伐坚定地向前推进。
人们满怀豪情和憧憬地期待着新世纪的到来。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正在熊熊燃烧的全球化运动之火就像突遭一场迎头冷雨
，火苗子瞬间就矮了下去。
喧嚣声浪渐渐消退，越到后来越归于寂灭。
此后的8年，就是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终于等来了2008年年中的美国金融危机大爆发。
全球化运动是不是就此宣告失败，现在仍不能下这个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过程结束了，全
球化运动自此将进入一个漫长的退潮期。
也许以后会重燃烈火，也许不会，但是地球村这个曾经在青年一代中非常时尚的词汇，将作为天真幻
想的标记，永远被人们忘记。
据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一致推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流行于世界青年中的时尚词汇将与
爱国主义激情有关。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全球化运动，这个许诺要给世界带来共同繁荣的壮举，究竟出了什么偏差？
面对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大衰退，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奋力抵抗，自救和互救，最终能否勉强支撑
住由全球化所堆砌起来的这座巍巍大厦，结果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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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分析家偏向于悲观，少数人的看法则近乎绝望，个别人对世界可见未来的经济形势作出的预测更
极端，就像是黑色咒语，使用的全是灾难、地狱等凶险词汇。
表示乐观的，寥寥不过数位，大都不是正宗经济学派的门徒，因而声音微弱如过耳之风。
也没有人认真倾听他们的见解，因为在那些具有正宗血统的人眼中，他们不过是些旁门左道，仅凭想
当然说几句激情话，没有什么价值。
无论如何，现在列车是冲出了轨道，七扭八歪地瘫痪在路基上，满目皆是受伤的人群，呼救、叫骂之
声沸反盈天，惨不忍睹。
惊魂未定，有人慌不迭地立即开始出手救援，有人还在慎重，称尚未见到真正的底部，仓促出手不过
是徒耗银两而已。
救或不救，各随己愿；不能遂某些人心愿的是寻找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
一旦找到了那个出轨点，就是戳中了一些人的要害。
于是，在一片废墟中，人们捡起了那面写着“共同繁荣”几个大字的旗帜，开始认真审视。
很久以来，人们都说共同富裕或共同繁荣是人类未来的必然，因而也就是人类的伟大理想。
尽管这个理想暂时还不能实现，还要经过有人先繁荣起来、有人咬牙先受些痛苦这种曲折坎坷过程，
但是有理想的事业就是正义的事业，就是一条堂堂的正路。
这些话义正词严、正气凛然，彰明如天上那个太阳，你无力反驳，也不敢反驳。
而到了今天，更出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无论信仰如何，也无论实行的是什么社会制度，全
人类几乎不分差别地都把“共同繁荣”当做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
查看一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的公开演讲，他在竭力推进全球化运动时，共同繁荣这类词语是经常
挂在嘴头上的。
这就让人产生了一个错觉，美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吗？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不同人群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信仰，因而所选发展道路各异，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相互冲突、对
立，然而如此分裂的人类，却非常奇怪地存在着一个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这不是很蹊跷吗？
殊途同归，还是把理想做成了一个大蛋糕，人人得而食之？
这里有一个对理想的天大误解。
相依为命、共同繁荣，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和生存方式，因而也是人类对自己动物性的一种根深蒂固的
记忆。
从蜂群、蚁群到一群猴子、一群大象，内部虽然有等级差别，但共体却是个体存在的依据，共体大于
个体。
狼怕失群、人怕落单。
一旦脱离了群体，单独的一只猴子即使再强壮，在树上也蹦跳不了几天。
人是从动物演进而来，脱身而成为人的历史并不长，充其量也不过200万年，拖泥带水的并没有走出很
远。
因而人也对共体有着一种出白天性的向往和对离群的恐惧。
这是无须教育就有的一种动物性自觉。
但是人类对共体的维护已经有了一些理性色彩。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苟子说，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他的这句话很有意思。
他是说人的生而有之的本能与利益算计有关。
对于某一个人来说，共同繁荣未必是他的最大幸福，他完全可能依靠个人奋斗或机会而成为超越大多
数人的更幸运者；但如果没有了群体的安全和繁荣，绝大多数人则肯定会坠入不幸。
最准确的计算就是对概率的本能把握。
那么，一个人成为大多数人之一的可能性大呢，还是侥幸成为少数幸运者的可能性大呢？
很显然，前者的概率要大得多。
为了个体的最大利益和最安全的生存，你会选择共同繁荣呢，还是选择个人奋斗？
毫无疑问，你的本能选择就是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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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共同繁荣不是什么崇高理想，而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性计算，也可以说是一种聪明的或理智
的选择。
人这个物种能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规模，已经完全独霸了整个地球，与人的本能的然而却是理智的选
择密切相关。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然而却是很大的问题。
共同繁荣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同时，人类又把它作为自己前进的理想和旗帜，这是激励人的进化呢，
还是在向往和鼓励退化？
人类在自己的进化过程中，是逐步摆脱并远离动物性呢，还是摆脱文明而重新回归动物性？
难道人类的进化道路就是走一个首尾衔接的圆圈，从一种理想主义走向另外一种理想主义，从动物出
发再走回动物？
这个路径是谁给划出来的，上帝还是我们人类自己？
是的，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人类目前正处于进化的过程中，可以肯定的是，它的进化方向是逐步远离动物而去，拖带着野蛮、然
后挣脱野蛮走向开明。
在这个行进的路途上，人类时时要抬起头来向远方眺望，不仅是希望看到自己未来的风景，更重要的
是向那个可以作为前进方向指引的地标嘹望一眼，不使自己迷途。
但是，那个地标并不存在。
人类除了对自己原始动物性的记忆外，对未来的自己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甚至也无从想象，就如同一群非洲原始角鹿，它们能预见到自己的未来会进化成长脖子长腿的长颈鹿
吗？
不能。
没有路标和指引，这条路还怎么走？
人类能依靠什么保证自己不会走错方向呢？
除了本能记忆和直觉判断之外，人类还有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但是想象力再丰富也是本能的延伸，如同线上的风筝，失去根基，它就什么都不是。
至于抽象思维，比如运用归纳、综合、比较和逻辑等方法找寻规律，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机械式运动，
人类的发展特别是进化要生动复杂得多，不是按照蓝图施工的。
于是，人类只能把原始本能记忆当做前方的目标，这就是共同繁荣理想的由来。
必须提醒一句，人类的本能记忆是非常驳杂的，不仅是对共体依赖这一种，还包括其他非常丑陋的东
西。
比如杀戮、多妻、领地观念、群体之间的差别和天然仇恨等，这些东西是以打包方式整体存在的。
当人类把其中的一种本能当做理想时，也不可能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彻底剥离，它们仍然要起作用
。
如果按照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对人类本能作出划分，有的光明，有的黑暗，那么人类就只能痛苦地在光
明与黑暗中挣扎。
你只能一锅端走，根本容不得挑肥拣瘦。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人的天性是一个球，一半渴求欢乐，一半向往牺牲。
本能是一个整体，这个现象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提示：作为物种生存和进化的依托，本能这东西既对
个体起作用，也对物种本身起作用。
同种间的杀戮、排斥、霸占、淘汰，这些非常污秽的本能，是物种进化的基本手段，离开这些污秽，
物种就无法存续。
共同繁荣作为人类的远大理想，符合现在生存着的人们的利益，就是说符合物种个体的利益，但是，
它符合人类这个物种自身的进化利益吗？
未必。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一个物种只有实现最充分的分化和个体奇异化，才能抓住基因突变的机遇，适应
环境，从而保存物种本身。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南方的养兰之风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绝，就是因为兰花品种繁多，不断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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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异株、争奇斗艳。
中国北方曾经兴起过君子兰热潮，起因是某伟人生前颇喜此花的高洁，但这股热闹很快就冷寂了下来
。
现在市场上的君子兰也只能算是个低档花草，铺地板的价格。
受冷落的原因也很清楚，品种少、无异端，因而形象单调，无非就是叶片肥厚长短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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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一直追着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当然，主要是看热闹。
看得久了，就从嘈杂热闹中隐约领悟到这场长程政治剧中有一些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
越是到后来的高潮阶段，这种感觉就越发清晰、强烈。
最后决战的那个上午(北京时间)，我和几个朋友在一位学者家里一边品茶一边漫不经心地等着结果出
来。
尽管此前的民调一再显示民主党的奥巴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领先优势，但是我们这些人还是很疑惑，
不敢相信一个黑人真的能当选美国总统。
就算美国人常常能做出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出人意料之举，但是面临金融大危机和史上最严峻的经济衰
退，面临着美国这个国家可能发生命运剧变的这个关键时刻，美国选民真的能够放心地把美国托付给
一个经验和履历都很稚嫩的年轻黑人吗？
从个人观感上，我不大喜欢奥巴马这个人。
也没有什么靠得住的根据，纯粹是经验性感受。
这个年轻人太能说了。
每逢讲演，先以轻盈的球场步跳跃上讲坛，以展示健康和活力；然后以深沉状地静默很长时间，目光
炯炯地扫视全场，以示这个人和这个人将要讲的话之重要，之关乎美国及所有美国人命运。
声未出而先夺势，训练性和技巧性都太过明显了。
而他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激情鼓动，通篇讲演充斥着祈祷句和感叹句，还有幅度很大的身段语言和意味
深长的停顿。
我尤其受不了他的那个标志性手势，握拳，拳心向下，手臂猛然前伸，食指和拇指扣成半环状，坚定
地直指听众的眼睛！
常在电视上看到亚洲这边的娱乐明星用这手势，效果是震慑和炫酷。
没想到也被用在了美国的政坛上，而且效果极佳，手指所向，必是满堂喝彩和激情四射的尖叫呼应。
以中国人的经验，能唱的鸟大都不实在，嗓门大的汉子难承重任。
到了青年奥巴马取得雪崩式狂胜的那一刻，跟我一起看热闹的几位中国学者都有些懵了头。
大家无语，各自细细品味这个结果。
那天大家散去时，一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说了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这个人，太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人物了。
⋯⋯智慧的积累，是人类自我更新的惟一途径。
而智慧的取得，则需要人类解放自己，获取思维的自由。
在本书的最后，我引用我几年前写的小说《地魂》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这段话是那位美丽的女主人公张曼娅说的，她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了培根在《新工具》中关于人类认识
道路的论述。
40年前，我在北方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夜读《新工具》，受到极其巨大的震撼。
张曼娅说，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不断把感性上升到理性，循环往复，最终建立起一座理论的高塔。
但是，这座高塔是人类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它通不上天，也与天无关；第二条道路，坚决排
除一切已知的干扰，然后，注目并思考客观世界。
张曼娅说，第一条认识道路是通过逻辑推理对自然进行揣测，它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并有了科学的名义
，是因为三个原因：一，公众的理解力过于孱弱；二，逻辑力量的实在强大；三，它集合了人类以往
的科学发现并把它们连接了起来，以作为自己宝座的基础。
第二条认识道路无法立足的原因也是这三条。
根本不能迎合公众的理解力；在论辩中无法抵抗逻辑力量的摧残，因而一再被击败；完全没有公理体
系的支持。
张曼娅说，第二条认识道路离开我们还很遥远，而陈旧的思维体系正在折磨着我们。
它就如同戴着镣铐的舞蹈，不仅舞者步履维艰，而且成为天才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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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是以一大批各个工作领域的天才的出现为发端的。
这句话不是张曼娅说的，而是我说的。
在《地魂》中，这个美丽智慧的女性早早地就死了。
她死的时候，中国的崛起还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一个祈愿和梦想；而在今天，全世界都真切地听到了中
国崛起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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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三只眼看世界》为继《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后，作者又一震撼力作。
深度剖析世界状况，重塑人类发展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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