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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纵横谈》

内容概要

亚兵同志长期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从他身上看到了刻苦好学的精神。他谦虚地表示，自己是做精
神文明实际工作的，对精神文明的理论虽有一些研究，但是不深不透，希望我能给予指导。
　　半年后再见面时，他说已经将自己十几年研究的体会整理出来，写出了几十万字的书稿。他怕我
忙，只将其中的几个章节给我看，希望我能提点意见。在这几个章节中，他尝试着用我有关中国决策
学授课和著述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对他工作的实践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我看后，心中产生了一阵
感动，现在社会上像他这样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勇于探索的学人不是很多；能够干一行，爱一行，
钻研一行，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断进行研究，并形成系统理论著作的更是少见。从书中可以看出一个
从事精神文明工作人员的事业心和使命感。
　　古代哲人说：“初难知。”研究问题时首先弄清概著名学者：张顺江念既难又重要。对于“文明
”，我的看法是：主观对客观认知的表述谓之“文”；日月经天普照四方谓之“明”。因此，“文明
”，就是“人”对主观与客观矛盾对立统一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表述。某个表述如果是科学的、
正确的、符合规律的，它必然能传播四方，这就是文明，如牛顿三大定律就是人对中观物理现象的本
质表述。这种本质表述，作为牛顿力学传遍了世界。反之，如果不正确、不科学、不符合规律，就称
之为不文明。
　　概念确定了，我们就可以接着继续研究，探讨研究对象与基本科学结构。
　　研究对象。基于如上的设定性公理，元无—有上升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元人—客。下图所示的是人
类实践理念基本结构——元人—客。
　　研究角度：基于如上的设定性公理，研究的角度显然是从主观（研究者）对客观（研究对象）认
知的角度去研究。
　　研究成果：从认知元人—客的视角，研究人类实践理念元人—客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取得
的研究成果，如果能指导人类社会安、和、乐、利，和谐生存与向前发展，就称之为文明。反之，则
称之为不文明。不文明，社会就会产生动荡，甚至使社会系统走向消亡。亚兵在书中谈到了一些古老
文明的灭亡，其原因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解释。
　　研究过程：① 研究研究对象的要素；② 研究研究对象的结构；③ 研究研究对象的矛盾运动。
    研究方法：在认知元人—客的视角下，应用唯物辩证法的概念体系——1/2/8律对元人—客进行具体
的分析，从而使1/2/8律逻辑公理，在认知元人—客的视角下，上升为具体。所谓1/2/8律，就是认识世
界万物的科学方法和心用工具：“1”是元的本质属性，即矛盾的对立统一性；“2”是元的两个基本
属性：信息性和运化性；“8”是元的一般属性：多义性、同态性、层次性、边界性、约束性、随机
性、稳定性和几变性。
　　顺便谈一下关于文化的概念。所谓文化，是前人理论（精神）实践和行为实践沉淀下来的结晶，
与现代人精神实践和行为实践表现的总和。文明则保留下来，不文明则断代消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
程中，保留与消亡的系统是学习的结果。
　　借亚兵同志出书的机会，对文明问题的研究提出一点看法。文明问题的理论研究确实非常重要，
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这个问题，——为了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为了
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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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与文明社会的关系  二  我们要什么样的公正原则?  三  中国的社会公正已开始出现问题  四  腐败严
重伤害社会公正  五  怎样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第十六章  文明与法治  一  法是文明的保护制度  二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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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明是什么？文明的起源于哪里？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种文明？⋯⋯跟着作者的思绪游走在文明的历史
中，你将会了解关于文明的一切！本书聚二十多载实践经验于一身，融古今中外文明现象于一册，将
会带给你不一般的文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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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明，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2、科学解决真的问题，宗教解决善的问题，艺术解决美的问题。公正的核心是均衡与合理，平等强
调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均等
3、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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