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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元五世纪，法显去西天取经之前，他的印度老师鸠摩罗什就告诉他，不要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寻求宗
教知识上，而应该详细地研究印度人民的生活习惯，这样才能够了解整个的印度人民和他们的国家。
鸠摩罗什的意思是，一国文化，尽在一国人民的生活习惯中。
    但本书不在于探讨各种群间的生活习惯，或者说生活方式，因为这种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探讨的是，自人类有电以来，文化是如何在不同种群间相互浸染的。
    在文化浸染的过程中，人类历史上的二十余种文明，有的现在已经绝迹，而有的至今依然兴盛，并
形成独有的文化帝国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
本书选取了人类历史上六个文化帝国予以解读，目的在于找出这样一个答案：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
为什么是这样走而不是那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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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得胜，山东人，现居云南，专事杂文、随笔、散文的写作，其作品多见于《随笔》、《书屋》、《
南方周末》、《湘声报》等报刊杂志。
2002年被《杂文选刊》读者评为“我最喜欢的5位杂文作家”之一。
2003年，成为《读者》首批签约作家。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其文化散文《历史的点与线》，荣登当年散文类图书的畅销榜。
近期图书著作有《另类人生》、《历史深处话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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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希腊风　风到哪里，我到哪里　浮云一别，流水十年　一把石子，几多国王　断鸿声里，雕栏犹立　
千秋落指，独步乾坤　梭伦迈进，中庸之道　世人不赏，归卧山秋　一己之福，托于自由　毒酒一杯
，壮行千年罗马风　希腊走了，罗马来了　我很野蛮，但不无知　保民的官，自由民选　我来我见，
我必征服　罗马帝国，各奔东西　谁将皇帝，吊上屋顶　看尽落花，醉了由他欧洲风　异端突起，基
督救世　叩门声声，皇帝开门　丧钟乱鸣，春之悄临　人一思考，上帝就笑　世纪行动，海上长征　
上衣兜里，装着真理　宁要自由，不要年金　断头台上，只争朝夕　国王败诉，磨坊留世　小小岛国
，大大气魄　帝国之主，无权问案　上帝之下，人民为大　文化帝国，裙摆摇曳　彼得木匠，彼得大
帝　牙齿没了，舌头还在　不必牺牲，你们走吧　英国使臣，单腿下跪美国风　五月花号，契约立本
　一旦自由，首弃刀剑　弗农山庄，等你归来　古道西风，风鸣两岸　白屋淘尽，风流人物　哪有自
由，哪是祖国　双塔倒地，谁来获益　总统宝座，形如箭垛　一片阳光，一片阴影　海洋巨人，江户
敲门　板门一叹，牛仔裤啊　爬上树丫，临风习舞　玉门二度，再接西风　留待青春，嫁于总统　养
虎为患，心甘情愿　要我能走，我也要走　美国后院，枫叶飘飘　我爱军演，我爱美元　关人之美，
美美与共中国风　儒家文化，干花一枝　裙褶效汉，船炮仿西　漫天纸屑，黑雪纷纷印度风　佛心若
水，凡心若尘　菩提树下，尘埃一把　念佛拈豆，和尚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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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希腊风风到哪里，我到哪里先讲个和禅有关的故事。
有两派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个小和尚，他俩每天早晨总能碰面，而且常常暗中叫劲，互试机锋。
一天，甲问乙：“你到哪里去？
”乙说：“脚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甲语塞，回去请教师傅，师傅教他说：“如果没脚，你到哪里去？
”次日，甲又问乙：“你到哪里去？
”乙说：“风到哪里，我到哪里。
”文化的本质，亦如小和尚所言，也是随风而至的。
惟其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才成全了几个文化帝国。
文化而称帝国，你会不会感到很新鲜呢？
不过是观点之一种罢了。
实际上，在我们提出“文化帝国”这一概念前，它已经实际存在了两千多年。
纵览世界古老文明，就会发现，文化确会随风飘送。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古埃及人在地中海南岸撑船捕鱼，没留神，一阵儿东南风，兴许就能把他们
的船吹到地中海北侧的克里特岛上去（当年的葡萄牙舰队，就是被大西洋的风暴刮到南非口岸的，白
人文化也随之登陆南非）。
大家都知道，古代的航海技术十分落后，被风送到异地他乡的人，通常就回不来了。
怎么办呢？
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既来之，则安之，于是就留在那儿了。
这就是最初的殖民，是被动产生的。
东方文化，也由此传人西方。
留下来的人，给异乡带去了他们的宗教和生活习惯。
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生活习惯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假如外来移民和当地土著能够和平共处，就避免不了交流，一交流，埃及人会发现，咦——好玩好玩
，克里特人用带坑的石头当碗。
克里特人也有所发现，噫——古怪古怪，埃及人用瓢吃饭。
假如双方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发生战争，于是就有了武器交锋。
武器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这种文化交流虽然很被动，也很残酷，但双方仍有所发现：咦——克里特
人用鸡毛当令箭；噫——埃及人用古怪的文字下达战令。
历史当然不是我假设的这个样子，但就文化的相互传播、相互影响而言，是大致不错的。
起初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不是人为的，差不多都是东南风惹的祸——偶发使然。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阵儿东南风把埃及人送上克里特岛的时候，同时也把东方文化送上了这个西方
小岛。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常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上面所说，乃自然风对文化传播的作用力。
而更多的情况，文化是靠人为因素来传播的。
说起来很美，也很动听，文化传播嘛，好事呀，但这些人为因素形成的风，在古代来讲，多是夹裹在
血腥风雨的战争风暴中进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两次文化大转移，第一次是神话时代的东风西进，第二
次是人文时代的西风东进。
宙斯为东方美女欧罗巴（出自今黎巴嫩）所迷倒，他变成一头公牛，把欧罗巴劫到克里特岛，二人在
那里结合，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国王米诺斯。
这段富有诗意的神话传说，表达了一种文化演变，即从东向西的文明转移。
这一时期，中东文明及文字已非常发达，而希腊仍处在荒蛮和粗野之中。
公元前八世纪，当欧罗巴的神奇传说通过克里特岛来到希腊后，文化上的东风西进也就开始了。
李约瑟著：《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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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deRivarol这句话的后半句，用在伽利略与罗马宗教裁判所之间的冲突，同样合适。
详见一节。
行传播的。
我们看到，二十世纪初之前长达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播，靠的几乎就是战争和殖民。
斧刃上的文化风，凶残而不可理喻。
同是文化，有的被一阵风刮到某个地方，去了就生根发芽，与土著文化碰撞出新文化；有的则随风飘
散，没了。
蒙古人就属于后者，十三世纪，他们打打杀杀，差不多半个地球都是它的了，临了一灭，什么文化也
没留下。
这里所要探讨的，重点锁定在沉淀下来的那一部分，不然，也就没有文化帝国一说了。
总体来说，文化风有两种，一是自然而和风细雨的，一是战争而至为酷烈的。
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人将南北美洲上的土著民族或消灭，或撵走，然后把各自的文化整个地迁移到
美洲大陆，这就是酷烈的。
当代美国以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为登陆形式，影响全球文化，这就是和风细雨的。
比较下来，当然是和风细雨的文化传播，胜于战车带动下的文化传播了。
举个古老的例子吧，在野蛮的条顿人入侵罗马，使该帝国无招架之力时，坚强不屈的基督教传教士勇
敢地站了出来，他们前往条顿人的营地，去传播基督教的和平福音。
令东方人无法想像的是，条顿人竟然深深地被基督教义打动了，纷纷放下了武器。
这大概就如AntoinedeRivarol所说的，“每逢宗教与野蛮混淆时，总是宗教占优势；而每逢野蛮与哲学
思想混淆之际，总是野蛮占上风”。
历史的评价是，说那时的六七个传教士，比得上一个军团的战斗力。
这一切所显示的，就是文化的力量。
而文化作为帝国所传播的．就是一种信念和理念。
为了这个信念和理念，现代东西方国家，不知打了多少口水仗。
然而，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风中的文化帝国的入侵。
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还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幸免这种文化入侵的。
我所力图探讨的，正是这一背景下的文化帝国，它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随风飘散、传播并以此主
导世界的。
那些答案，想来有助于人类的自我认知和发展。
倘要打开问题的缺口，就必须回到文化风的源头，去看看，风起何处。
世界的文化之风，有几个值得探讨的源头，有独立存在的，也有上下承继的。
文化的独立存在具有东方特点，如中国的儒教与印度的佛教；文化的上下承继具有西方特点，如希腊
→罗马→英国→美国的基督教。
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看似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因为独立存在而势必进入一个严重的老龄阶段
，以致根枯叶凋；看似质朴浅易的西方文化，因为上下承继而不断新生，也就根壮叶茂。
六个文化风势图（参见本书）中的文化帝国，也充分显现了我的这一判断。
尽管东方的埃及文明接近尾声的时候，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才刚刚从神话时代醒来，但这并不妨碍我将
古希腊选为人类文化的第一源头，毕竟“历史也是一种讨论”嘛。
这里把古希腊文化当作本书的切人点，仅仅是〔文化帝国风势图说明〕：（一）本书中的六幅文化风
势图，东西方各占三幅。
图中各地区（国）的位置，只能作为文化风势方面的参考，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图。
这里仅以突出文化风向为要，只要读者一看就明白——哦，这文化帝国之风刮到这些地方去了，那么
我也就达到目的了。
（二）通过文化风势图之间的对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有六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帝国出现在我们面
前，分别是西方的希腊、英国、美国，东方的埃及、中国、印度。
各图中的箭头，即代表文化的风向。
但不是所有的图都可以细指，比如美国，只有它的文化是指向全球的，也就是当代学界的那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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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在这种情况下，由美国而发出的文化风向箭标，只能笼统地标注个中亚、东亚、南亚之类；再比如它
影响下的欧洲，也只能列举几个主要的国家。
凡此种种，倘若细化；就黑压压一片，读者也就逮不住要点了。
反过来说，比如埃及或印度，其影响有限，那么也就尽量在图中细化，以求制图效果。
（三）从六个文化风势图中，已明白无误地看出各文化帝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这只是数千年世界文化的一个演变图，当然也是一己之见，这里提出来，仅供读者参考。
美国著名学者列奥?施特劳斯就认为，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传统的始源，应该从雅典和耶路撒冷两个城
市中去寻找。
西方文明就是在这两个历史中心长期以来相互交汇、摩擦、碰撞和沟通的过程中架构起来的。
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并不代表它就是唯一。
只是觉得，从古希腊开始，有助于梳理人类文化的走向，也就这么做了，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同时也不否认，写作的过程，我遵循了爱默生“历史的用处就是要对当前有所帮助”的实用理论。
既然世界文化之风一开始就把我们刮到了古希腊，自然，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
好了，闲言少叙，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第一个风中的文化帝国古希腊，去看看，在那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或者说，古希腊的文化，给今天的世界格局，给今天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方面的深远影响。
浮云一别，流水十年当下进入一个美女文化时代，走在大街上，或到商场购物，不时听到“美女”的
直呼声。
顺着叫声看去，却发现不少被叫做“美女”的人，非但不美，甚至有几分的简陋。
但呼者自然，被呼者也不以为讥，正说明美女文化的日隆。
偏巧，这里开篇也要讲到一位美女，将就着搭个顺风船，引三千多年前的美女海伦到笔下，让她帮我
们推开古希腊那扇嘎吱吱作响的大门，也不枉我趋奉时尚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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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风中的文化帝国》，用通俗的文字传播西方现代观念，让人们在历史的黑暗的索道中找到启明的光
芒，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林贤治（著名学者、作家）每见他的文章，必读，他较我激进，时有新见。
我不一定同意他每个具体论断，但我相信，因他博览，多思，又直言无隐，好文章必然会从这样的笔
下写出来。
    ——邵燕祥（著名杂文家、诗人）魏得胜的作品书卷气浓厚，在历史与现实间涉流穿隧，见解精到
，如有神会。
    ——刘洪波（著名杂文家）对魏得胜这个名字，我是从2000年初开始注意的，此前，他已经发表过
一些相当不错的杂文，他的杂文给人的印象十分有见地，且有深度。
这位作家很有潜力。
    ——刘成信（《杂文选刊》主编）我都喜欢魏得胜的文字，无论杂文还是随笔，我都喜欢。
立意新颖，视角独特，语言明快，思想尖锐，是其最大特点，而这没有思想、勇气和才情是不行的，
想做也做不到。
    ——周实（原《书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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