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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古就有一句俗语，叫&ldquo;老来得子&rdquo;。
确实，老来得子是一种喜悦，是一种得意，同时也是一种寄托和期盼。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就是我的&ldquo;小儿子&rdquo;，年届五十才有了这么一个&ldquo;孩子&rdquo;，
还不是老来得子吗？
对于这本书，第一，我希望他是亲生的，希望他有着我的血统。
虽然对于真正的养孩子，我是比较开通的，经常宣扬只要孩子好就行，谁生的并不重要，养的要比生
的亲。
但对于写书这样的事，我思想倒是比较保守，我希望他是我的&ldquo;亲骨肉&rdquo;，就像电影《非
诚勿扰》上说的，绝对不能干&ldquo;宝马车头插一奔驰标&rdquo;那种事。
第二，就是我对我的孩子充满了期待。
我希望他精干利索，不能叱咤风云，但起码也要做到身手不凡，影响深远。
这样才能不辜负我的期望。
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才生下这么一个&ldquo;宝贝疙瘩&rdquo;，如果窝窝囊囊
，木然呆滞，那又图了个啥！
　　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对历史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得那是讲古埃及史的时候，老师说上、下古埃及的统一和尼罗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有着关系。
但是，这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谁也说不清。
我本能觉得人类历史的面貌和发展与其特殊自然环境有着根本的联系。
但是，受到知识积累和理论水平的限制，想不清，说不清，有的只是一种懵懵懂懂的感觉和判断。
为此，我积极学习哲学，希望用哲学理论来说明我的想法，但是，用&ldquo;事物是变化的，变化是有
规律的&rdquo;、用什么&ldquo;上层建筑&rdquo;、&ldquo;经济基础&rdquo;这些宽泛而模棱两可的东
西还是不能说清问题。
于是我又开始学习经济学。
当时，所学习的经济学是我们那个名牌大学的重点系的看家课&mdash;&mdash;《资本论》。
其结果只能是愈陷愈深。
这期间，我写的论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方面的文章大概改了6次。
每次都是用新学的理论概念来诠释我的想法。
但是，我的文章还是被&ldquo;枪毙&rdquo;了。
在我们学校，大学三年级时要交一篇&ldquo;学年论文&rdquo;，文章的重要性仅次于毕业论文。
我的指导老师说：&ldquo;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盖棺定论的东西，你怎么还能这样说呢？
&rdquo;于是，就完了。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本来我是要考研究生的，但却激流勇退，放弃了考试。
因为，我发现，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
因而权威就显得有点霸道。
如果你的意见和导师的意见相左，这时能救你的就是你放弃自己的意见，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
在大学期间，有两件事深深的刺伤了我，一个是学年论文不能通过，另一件事就是《资本论》第一卷
的考试失手。
我算彻底的服了。
大学毕业到社科院工作后，再也不需要考试，也不需要别人的裁判，于是我开始自己大量看书。
我的知识体系在这时比较完善起来了。
前不久，历史所搬家，正好我们的孙院长也在场，大家从那些多年的&ldquo;古董&rdquo;里发现了我
的一个笔记本。
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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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发现后非常感兴趣，孙院长说话了：&ldquo;让李著鹏花两千块钱买回去！
&rdquo;后来，我请大家吃了饭、唱了歌，大家才把这个笔记本还了我。
我打开一看，果然是自己年轻时的笔记。
笔记非常认真，字写得像印下的一样。
笔记内容除涉及大量的论文外，还有马歇尔的经济学、荣格心理学、普通心理学、普通遗传学、维纳
的控制论以及哈肯的《控制论与社会》，等等。
还有一些英文的笔记。
20多年后的今天，我看到我的这本笔记也感到很欣慰。
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发表了一篇经济学论文（1988年），明确提出要实行市场经济。
这篇文章写得很系统，从工资到人员流动，从人员流动到社会劳动力的合理分配，从合理分配到企业
的合理利益，从企业的合理利益到合理的市场机制，最后提出要实行市场经济。
而实行市场经济的根本是企业要私有化。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试论均衡工资》。
随后，我又想起我的那篇命苦的&ldquo;学年论文&rdquo;。
于是又拿出来重新武装一番。
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两万五千多字。
写好后寄到哪里发表呢？
我的一位年长的同事说，如果你感觉到文章好，就可寄到好一点的刊物去，他们识货，不像一些小刊
物，随便得很。
于是，我把文章寄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历史》杂志社。
有时也真感谢自己的运气。
看我文章的是一位年轻的编辑朱建军（现定居美国），给我回信说文章写得凌乱冗长，但却有不
少&ldquo;思想火花&rdquo;。
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于是就开始了不断修改的过程．每次都是他提出意见我修改，来来回回，一共四次，文章由两万五千
字变成了一万三千字。
题目也最终改成《论系统的输入与历史的特殊性》，在修改过程中，我的认识水平有了大幅的升华。
四稿之后，文章没动一个字全文发表。
　　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能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自然是欣喜若狂。
客观地讲，我的这篇文章应该是在史学领域划时代的理论文章。
因为这篇文章用大篇的篇幅论证了系统论的一个命题：系统的输入决定了系统的特殊性，进而推论出
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系统，特殊自然条件的输入关系决定了历史的特殊性。
全新的推论，全新的命题，解决了许多似是而非或模棱两可的学术理论。
我期待着反响，期待着争论，期待着它的&ldquo;划时代&rdquo;意义。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石沉大海，我没有看到过一篇商榷的文章或些许反响，好像世界上
压根就没有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似的。
客观原因也可能是这篇文章刚好发表在《世界历史》1989年的第二期上，正好和&ldquo;六四风
波&rdquo;重合，人们正在&ldquo;政治&rdquo;而无暇学术。
后来，我把文章送给我的朋友看，这位朋友学有造诣，当时就发表了许多重要的隋唐史论文。
后来读了博士，现在是史学界响当当的人物。
他当时看了我的文章说&ldquo;这文章看不太懂&rdquo;。
我的这篇文章到底是&ldquo;生不逢时&rdquo;还是曲高和寡，不得而知！
反正就这么回事了。
　　自从这篇史论文章发表之后，我感到自己有点像是被&ldquo;挖空&rdquo;了，也不知道再写点什
么东西好。
理论文章不象是其它较具体一点的史学文章，不能一篇接一篇地写。
我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搞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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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搞点具体的史学研究，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也不知道自己&ldquo;兴奋点&rdquo;在哪里。
总之，感到茫然。
更何况这时家里的经济情况也陷入了危机，一家四口人甚至为吃饭而发愁。
无奈，我的兴趣从学问转到了赚钱，但关系还是分得很清楚，赚钱是为了支持学术研究，渴望着有一
天我能衣食无忧，潜心搞我的学术研究。
这期间，除了凭着自己的&ldquo;聪明才智&rdquo;，发了点小财外，在经济方面我并没有多大的收获
。
于是我又幻想着出国当洋教授，幻想着有一天能坐着飞机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穿梭讲学。
但是，失败的托福考试砸烂了我的梦想。
看来，托美国人的福也托不上了，心里非常惆怅。
　　但是，一次偶然的行为却使我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从1995年后半年起，我开始销售语言复读机，并且一开始就是省代理。
两三年时间，我就成了&ldquo;有车族&rdquo;，并且在行业内是响当当的人物&mdash;&mdash;&ldquo;
醋哥&rdquo;（山西出醋）。
经商了，行业不同了，我也多了一些感受。
以前做学问时，看不起经商的，总认为经商就是卖货，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什么意思？
我们做学问的才高深。
现在经商了，才发现经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经商是实打实的，是&ldquo;撬开驴口灌草药&mdash;&mdash;不服不行！
&rdquo;而学问行当不都是这样，往往是文人相轻。
写上一篇狗屁文章，就是&ldquo;抱着秃儿叫乖乖&mdash;&mdash;人家不爱自己爱！
&rdquo;我同时还发现，自己以前搞学问，发了文章要自己主动去告诉别人在什么级刊物上发了一篇什
么文章，买好刊物后再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还不忘隔一段时间问人家看了没有。
最伤心的是两个回答，一个同窗好友的回答是&ldquo;我哪有时间看你那文章？
&rdquo;另一个是表哥的回答：&ldquo;那能当饭吃呀？
&rdquo;而经商后，赚了点小钱，人们都知道，大家都很热情。
这样一路走过来，我从经销复读机，到电子辞典，从电子辞典到读书机等等，在经商的朋友圈里大家
把我当教授看，认为我有文化；在学问圈里，大家把我当商人，认为我有钱。
就这样，狐假虎威，混了十多年。
　　这几年，随着年龄增大，内心深处的学术情结又开始发作。
总觉得想写点东西。
我和我们的潘院长开玩笑说：&ldquo;我想当大学者，不想当小商人！
&rdquo;确实，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在商界，我是小商人，比我干得好的人比比皆是。
而在学术领域，我把自己的研究看得很重。
在《世界历史》上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
那时我主要依靠的是分析推理，靠的是自己的跨学科的知识体系。
而经商后，我又更多的了解了社会，更多的了解了实际，更多的了解了一些官场和商场的东西。
因而，我的理解更深刻了。
如果形象地比喻，说我当年写那篇文章时像是在浓雾中看清了一个人的身影，我隐约看清了他是谁。
我现在就不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他，把他衣衫和面容看得很清楚，而且还知道一些他的身世，和他
交上了朋友。
于是，我很有激情，我想把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东西写下来。
　　这次我不能再写文章了，我必须写书。
因为，写文章是反映了一个高度，反映了一个侧面。
而书却能反映一个体系，反映更全面的东西。
文章受到篇幅、风格等等限制，而书却能随心所欲，信马由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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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铺开稿纸，开始了小河流水般的写作。
写完一篇就自然想出下一篇，毫不费力，自然而然，不用参考，也不查典籍，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
那感觉真是美。
　　客观地讲，我写这本书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
小时候读书，我的学科就比较齐全，尤其喜欢学习数学。
文革后恢复了高考，我很轻松地考上了太原理工大学，在那里我学习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和化学。
随后，由于当时文化环境的影响和自己兴趣的转移，我退学考入南开大学的世界史专业学习。
在南开，除系统的历史知识学习外，我着重学习了当时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开始接触控制
论。
在当时学术界，还兴起了系统论研究的热潮。
大学毕业分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后，我着重学习了各个流派的心理学，学习了西方经济学，学习了遗
传学以及控制论与社会机制方面的一些原著。
还有一点比较幸运的是，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业知识比较了解，我觉得这对理解古代文明与农业
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再加上后来的十多年经商和企业管理经历，使我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我觉得，如果没有我十多年的经商历程，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来。
　　关于这本书的价值，我是比较有信心的。
在史学领域，人们一再喊着要建立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但是现在，这套理论体系有吗？
没有！
史学理论或者说是历史哲学，它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吗？
不是。
哲学是研究存在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共性的东西，而历史是要研究不同社会发展的特殊的面貌，完全不
同的东西。
当然，历史理论更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学、系统学、控制论和经济学这些东西。
是有关系而又不同的，它必须超越这些东西，以这些现有的理论来构筑一个更美丽的大厦。
可惜的是，我们的许多&ldquo;建筑师&rdquo;连这些必要建材都不太了解，又何以去建另一座美丽的
高楼。
不可否认，在史学界，有不少人还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们的想法不是蕴藏在一些具体史实的研究之
中，就是提出一些史学研究应该具有的视角和方法。
　　所以，不谦虚地说，我觉得我的这本书是有重大意义的。
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
它从国界的形状到首都的位置，从边境线的力学分析到政权控制量的分析，政权的形式和不同体制的
根源，都有论及。
书中明确提出的命题和理论有：边境线是0力点；近代工业发展和国家第二条国境线的概念；均衡理
论的普遍意义与社会的结构；&ldquo;民主&rdquo;与&ldquo;专制&rdquo;之间的连续以及民主概念的剖
析；农业革命及工业革命的产生以及&ldquo;树形理论&rdquo;等。
而这些理论的东西都是可以单独成篇或成书进行详细研究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命题。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我是本着易懂和好看两个方面着手的。
因为我觉得，再好再深奥的东西，如果别人看不懂，也是没有意义的。
首先是别人对你的书感兴趣，&ldquo;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rdquo;，不管门道还是热闹，
都是对社会有益的东西。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图文时代的到来。
图文并茂，直观简洁，确实是读者的福气。
我对书中的一些理论要点，采取的做法是&ldquo;公鸡母鸡亲嘴&mdash;&mdash;点到为止！
&rdquo;因为，懂的就是懂的，不懂的就是不懂的，过多的论述不能增加多少理解度，反而却直接影响
了可读性，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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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看看中国经典的一些论述，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还是老子的《道德经》，有多少解释？
　　总之，这本书是我的&ldquo;小儿子&rdquo;，从十月怀胎我就充满了期待。
我希望他健康、活泼有内涵。
他性格好，很多人都喜欢；他有深度，很多有学问的人愿意和他交谈。
有了这个&ldquo;儿子&rdquo;我就够了。
还是我们国家说得好：人口重在质量而不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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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著鹏——天生的“两栖动物”，轻盈展翅于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
他是商人中的学者，象牙塔里的买卖人；理工科出身，却跳槽进入史学界：在辽远苍茫的历史中解说
熙来攘往的现实，用活脱脱的现实案例印证赤裸裸的历史真相。
嘻笑怒骂、幽默戏谑皆成文章。

《偷窥历史的底牌》尽显李著鹏先生有趣而深刻的“奇谈怪论”，博君一笑，发人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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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著鹏
1960年7月1日生于山西万荣一个小山村。
改革开放后于1978年考入太原理工大学，后因兴趣关系弃理从文，于1981年又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
界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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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研究从何开始？

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从下面光溜溜的“人”中你看到了什么？

历史与人
婴儿的孕育与环境
自然·社会·历史
心理距离与实际距离
“文明”和文明古国
从“四大文明”到“四大河滩”
国家的理想边境线应该是正六边形
理想的龟裂与现实的国界
“尾大不掉”说明了什么？

——距离与力度
一个国家的首都应该在什么位置？

为什么理想的国境线不是圆的？

从小学生的班级情况到国土面积的大小
经济发展不均匀状况下的政权重心
天子守边和沙滩上的冷饮摊主
粮堆·边境·0力点
国土面积的大小与“控制四兄弟”
权力、利益和庖丁解牛
上树摘桃子
——权力和利益的关系
挂羊头卖狗肉与封建体制
小草和石榴花的对话
从西瓜价格和《马关条约》看均衡理论
“毛主席的话儿我最爱听”
孤岛之游
——历史的开始，自我的丧失
10000比10大1000倍
“请把那一群猴子杀了吧！
”
——人的异化
易子而食和权力异化
悔不当初
——异化是一种普遍现象
权利异化的根源
——个人的利益性
狮子生不出野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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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速度到底取决于什么？

刘翔的速度，生产力的水平
特殊性的渊源与女孩的漂亮
小孩·玫瑰·一方面
猫把老鼠吃了
——什么是“黑箱”研究方法
研究历史与剥洋葱
历史学家应该是全才
“他大舅他二舅全是他舅”
——自然环境与外界环境
长大了的“一”字还是“一”字吗？

“不提这王八蛋不生气！
”
——史学家与画家
像，目的是不像
钱，好东西
——物质利益：社会结构骨架
均衡理论与社会结构
自然环境与特殊的社会结构
和尚化缘
——抽象的要求与具体的供给
人体·旋涡·复印机
狗、导弹和控制
感觉思维：一种高等思维
“白马非马”
——特殊性是历史的核心
种瓜和种豆
——史学家应该有点生物学知识
“叶公好龙”说明了啥？

——特殊性：科学的核心
“桔逾淮为枳”
——特殊环境：事物特殊性的根源
“大跃进”还是“大跃退”
——兼谈系统学上的推理
语言这东西
——“协同”与“决定”到底啥关系？

潘金莲和正熵流
——“耗散结构”理论的核心是什么？

地震为什么那么可怕？

名=K·利
力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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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必多？

利必多，何其多？

秦的统一与孙子兵法
“pioneer”的炮灰和秦始皇的无奈
小锅炒菜与大锅炖菜
贪污，面子和灵魂
一山不容二虎
从“臭老九”想开去
一个富翁在大街上被抢了
“知识分子”，说得太对了
基因和环境：谁说了算！

从长城到护照
从重光葵的那条腿说开去
“德先生”是谁？

德先生：不能自救
德先生他救：有个量的问题
狗狗·荆轲·武士道
大水冲了龙王庙
“家天下”就不好吗？

大唐的辉煌与不成熟之美
宗教的演变与环境的烙印
套圈圈，中国人的最好！

鸦片战争与边境线的延伸
势能、渔夫和第二国界线
水滴、大坝、势能的大小
革命乎？
杀人乎？

按图索骥和老爸的理论
主人翁思想好不好？

苏俄体制为何落地东亚？

当事人和研究者
树形理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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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一个婴儿，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切入点。
在这个世界上，干任何事情恐怕都有一个“切人点”问题。
抓住了这个切入点，就提纲挈领，事半功倍，一切都会很顺利。
否则，就会没有头绪，不着边际，事情会很麻烦。
历史研究也是这样。
研究人，研究历史，要从这个受精卵说起。
我们已经把它凝视了三分钟，在这三分钟里，我具体看到了什么？
又想到什么呢？
我有时感到很神奇，一个受精卵，它怎样就能形成那样复杂的生物个体。
你看骨头、肌肉、毛发和皮肤是如此的不同，然而都包含着同样的遗传信息，都是同一个受精卵形成
的。
我们再看看人类的骨骼，为什么形成的结构是如此的一致？
每个人的骨头为什么都是206块？
而不是205块？
眼睛为什么就是两个，每个眼睛都有眼睑和瞳仁，鼻子为啥是一个？
为啥有着两个鼻孔，而不是三个鼻孔？
手为什么是五个指头(划拳能出新招的六指除外)？
五脏六腑为啥是那样的分工明确，排列井然而有序？
如此复杂的生物信息就储存在一个细胞里，你说神奇不神奇！
前几年，我们中国科学家参加了由美国人牵头的人体基因图谱绘制。
尽管只分担了1％的工作量，中国人还是非常高兴。
新闻媒体大肆宣传，政府和人民都兴高采烈。
因为绘制人的基因图谱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高科技工作。
图谱绘制的宏大工程完成了。
但是，这些特定排序的基因到底怎样工作？
恐怕还是更为奥秘的东西。
就像我们已经明白了古代军事家是怎样布阵，各个兵种在军阵中如何排列，这是个静态的东西，好说
。
但一旦打起仗来，不同的兵种怎样反应？
各兵种之间怎样协调？
遇到不同的战场情况兵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你搞得清吗？
更何况基因的工作情况要比这复杂千万倍！
前些年，关于“干细胞”培植问题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争论。
所谓的干细胞培植，就是既然我们反对克隆人，那么能不能把那个干细胞(相当于一个受精卵)培养成
一些人体器官而为现代医学服务。
但是，我总是觉得，细胞分裂和胚胎发育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由于细胞的分裂和胚胎的发育，引起了细胞外在环境的不断变化。
而这个变化了的外在环境又引起细胞的细胞质处于不同的状态，从而引起细胞核内的不同基因发生了
不同的作用，进而使细胞的分裂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因此，如果想人为地控制这个过程，不是让这个干细胞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个体，而是朝着发育成
特定器官的方向发展过去，我总是觉得有点“悬”。
直到今天，虽然个别人在个别领域有所进展。
但还没有听说有人用干细胞培育成完整的生物器官出来。
话说回来，研究不出来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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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像相声中说的，打开冰箱，里面都放着些心呀，肺呀，肝呀什么的，也够可怕的。
所以，那个受精卵是个非常神奇的个体，它是一个神奇的小精灵。
它虽然很小，但它内部已经包含着大量的生物学信息。
只要环境允许，它就可以发育成一个婴儿。
也就是说，这一个小小的细胞，已经包含了发育成一个人的全部信息。
甚至，一些疾病都有遗传方面的渊源。
也就是说，后天的疾病能从先天的基因图谱中找到根源。
你说这个细胞它包含了多少信息。
生物学的研究，病理学的研究，它能撇开这个细胞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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