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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笔者题为 ,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 约 瑟 之 谜 的 经

济地理学解析- !文贯中##$$C"一文发表后#主编姚洋转来皮建才的长文#
题为 ,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我们到底站在哪里$-!以下称皮文"#评论笔者和

其他几位学者发表于同一期的有关李约瑟之谜的一组文章%皮文不但热心李

约瑟之谜的 研 究#而 且 大 胆 提 出 批 评#自 然 应 予 鼓 励#所 以 决 定 作 一 回 答%
一来#可对被人误读(误解之处作些解释#这样双方都可轻装上阵#避 免 概

念上的纠缠不休而影响研究的深入’二来#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对李约

瑟之谜发生兴趣%皮文对笔者的观点虽有直率的批评#但批评的背后没有提

供证据作支撑#这是皮文的不足之处%希望今后在做到大胆批评和大胆假设的

同时#更能做到小心考证#以证取信#才能真正推动对李约瑟之谜的破解%研

究李约瑟之谜涉及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为

找出对中国将来的走向有启迪性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镜#自然是要以史为鉴#
旨在避免中国将来在升至人类发展高峰后#再度快速坠至历史深渊的痛心经历%

二!偷换概念的问题

皮文对笔者的一个主要批评#是笔者 ,偷换了概念-# ,用科技革命来代

替工业革命-!摘自皮文"%这个批评#应该还给皮文自己%对皮文来说#李约

瑟之谜一定等价 于 为 何 工 业 革 命 没 有 在 中 国 发 生%可 是 笔 者 找 遍 皮 文 全 文#
不见李约瑟究竟在何处作了这样的宣称和界定%皮文正好犯了学术讨论中十

分忌讳的错误#即在声称李约瑟之谜被别人偷换概念的同时#自己却没有给

出李约瑟之谜的完整版本和详细出处%李约瑟之谜现在版本不少%有些固然

出自李氏本 人 之 口#更 多 的 却 是 一 些 道 听 途 说#以 讹 传 讹%李 氏 已 作 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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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辩解#但我们做学问却不能因李氏的仙逝#便随心所欲#强加 于 人%本

着这一态度#笔者在自己的论文中#不但将李氏原话译为中文#而且给出他

的英文原文和出处%这里#我想再引用一次#以正视听%李氏在 ,传 统 中 国

的科学-!"AD""一书的引言中#对自己的千古之问作如下表述%一(,为何现

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 6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7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
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二(,为 何 在 科 学 革 命 前 的 大 约"M个 世 纪 中#
中国文明在 发 现 自 然#并 将 自 然 知 识 造 福 于 人 类 方 面 比 西 方 有 成 效 得 多$-
!李约瑟#"AD"&第O页#摘自文贯中##$$C"%"从李氏原文看#他确实问的是

科学革命#而笔者上述论文探索的也正是为何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显

然#偷换概念的不是笔者%

" 原文分别为,81&2d/2R1’,(,G;&4-,<20(R+’2(+2#1&26(2;,02_X20’-2(1)37X&’3,R,X&4,G1&21’-2
,G )̂3’32,#&)<)0’R2(,(34’(*/0,X2)(+/31/02)(<(,1’(%&’(2R2,0‘(<’)(6-以及,8)R2+,(<d/2R1’,(
&’<’(>92&’(<1&)1G’0R1,(2&()-234#&,;+,/3<’1921&)11&2%&’(2R2+’b’3’?)1’,(&)<922(-/+&-,022G@
G2+1’b21&)(1&2*/0,X2)(’(G’(<’(>,/1)9,/17)1/02)(</R’(>()1/0)3F(,;32<>2G,01&292(2G’1,G-)(@
F’(<G,0G,/0122(+2(1/0’2R,0R,92G,021&2R+’2(1’G’+02b,3/1’,($-见I6722<&)-#N<39/<93/T:7L3"3=/7C
M13/76%)-90’<>2#])RR)+&/R211R&Y)0b)0<c(’b20R’14W02RR#"AD"6

!!另外要指 出 的 是#笔 者 所 引 的 李 氏 之 谜 的 表 述#应 具 高 度 权 威%众 所

周知#李氏生于"A$$年#"AAC年 去 世#可 说 极 为 高 寿%但 李 氏"AD#年 起

得了帕金森 氏 症%从 他 于"ACM年 出 版 )中 国 的 科 学 与 文 明*第 一 卷 ,导

论1入门方针-起#笔耕不辍#共出版 了 七 大 卷 共 几 十 分 册 !也 许 是 笔 者 孤

陋寡闻#许多原计划出版的分册一直未见问世#故无从精确 统 计"%进 入#$
世纪D$年代中期 以 后#由 于 年 迈 和 疾 病#事 实 上 他 越 来 越 依 靠 他 的 夫 人(
助手和其他合作 者 的 帮 助#才 能 完 成 著 述#其 中 许 多 分 册 则 完 全 由 他 人 完

成%这些合著的或完 全 由 他 人 完 成 的 书#自 然 也 就 越 来 越 无 法 说 完 全 反 映

他的观点%笔者所引用的题为 )传 统 中 国 的 科 学*#则 完 全 由 李 氏 所 著#由

哈佛大学"AD"年正式出版#应是李氏晚 年 不 幸 患 帕 金 森 氏 症 之 前 完 成%他

从#$世纪O$年代起对中国文明发生 浓 厚 兴 趣#到"ACM年 正 式 发 表 有 关 中

国科学(技术的第一本专著#到"AD"年出 版 上 述 专 门 讨 论 传 统 中 国 的 科 学

的专著#其间已经 过 几 十 年 的 深 思 熟 虑#反 复 斟 酌#才 对 以 他 的 姓 氏 命 名

的千古之谜做出了 完 整 而 准 确 的 定 义#应 该 当 作 李 氏 之 谜 的 各 种 版 本 中 最

具权威的 一 版%皮 建 才 若 能 找 出 李 氏 之 谜 的 更 权 威 版 本#不 妨 公 之 于 众#
大家分享%

顺便说一下#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者的关系有种种说法%我 所 取 的

说法是#哥白尼确立日心说开启了科学革命#因而科学革命远远早于工业革

命#并构成工业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工业革命的充要条件%工业革

命在英国的成功#立即被临近民族大力模仿#成为一种新的异于农本社会的

发展模式%现在称为 ,工业革命-的 这 一 概 念#并 非 英 国 社 会 的 刻 意 规 划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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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人类面对人口压力#在所有必要条件正好同时出现于

英国的情况下#成功地另辟蹊径的结果%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策源地也可由其

独特的 地 理 禀 赋 解 释#有 兴 趣 的 读 者 可 参 见 笔 者 的 另 一 篇 文 章 !文 贯 中#

#$$!"#这里不再赘述%

三!与*3b’(的分歧

皮文对笔者的第二个批评#客观地说#称不上是批评#主 要 是 指 出 笔 者

的观点和*3b’(论文 !"ABO"所表达的观点存在矛盾之处#认为两者之间必有

一错#却没有明说谁对谁错%皮文对笔者将李氏之谜分解为四个子谜提出异

议时#也没有明确指出是对是错#只是言辞闪烁地说# ,如果分解失误的话#
给出的答案就不可能正确-%评论者的任务是做出独立的评判#如果只是简单

罗列各种论点#给出一些暗示#却要读者自己去猜谁对谁错#无疑降低了评

论应有的功能和科学性%
由于皮文没有深入评论*3b’(和笔者的观点以及对错#笔者想利用这个机

会总结一下两人观点的异同及对错%*3b’(在其"ABO年的名著T19V7""9:/=E
"19M13/9-9V7-"中认为#中 华 帝 国 在 唐 宋 之 间 经 历 了 中 世 纪 的 经 济 革 命#
在农业技术(以水 运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交 通 技 术(货 币 和 信 用(兵 器 和 印 刷 术

以及市场结构和城市化等方面远远 走 在 世 界 前 列#取 得 杰 出 的 成 就%但 是#
进入明(清两 朝 的 所 谓 帝 国 晚 期#中 国 在 维 持 经 济 总 量 继 续 增 长 的 同 时#
却没有可与唐宋 时 期 相 媲 美 的 技 术 进 步#也 没 有 人 均 收 入 的 继 续 提 高%这

些都是历史事实#笔 者 在 自 己 的 论 文 中 作 了 类 似 的 陈 述%这 是 我 们 两 人 观

点的相同之处%

# 其实据*3b’(本人#他在图中的思想来自=6W6Q’(&)#见他在该图中的说明%

但是#对造成唐宋的生气勃勃和明清的停滞不前的尖锐对比的 原 因#笔

者和*3b’(有不同的解释%*3b’(认为#帝国中期之前人地比例没有恶化到使

社会剩余消失#但进入帝国晚期后#人地比例持续恶化#使中国陷于高水平

的均衡陷阱之中无法自拔%在他的下面被人广为引用的图"中 !见原著第O"O
页图M"##[T线为相对给定的劳动投入和最好的农业方法来说#前现代社会

所面临的潜在的最大农业产出边界%[N线为维持某给定量的劳动的最低生存

所需的农业 产 出 的 比 例%相 对 于 任 何 一 个 给 定 的 劳 动 量 !也 是 人 口 的 近 似

值"#如果产量低 于 该 射 线#劳 动 所 代 表 的 人 口 便 无 法 维 持 生 存%V"#V##

VO#VM等 为 不 同 的 农 业 实 践 !X0)+1’+2"#每 一 种 实 践 代 表 投 资 和 制 度 组 织

!特别是商业化和土地制度"的不同组合%2"#2##2O和2M等是相对每个实践

的过渡性均衡点%在这些过渡性均衡点上#产量正好刚够维持人口最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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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需%而PM和Z4 则 为 社 会 剩 余#表 明 相 对[K 量 的 劳 动 或[0量 的 劳

动#总产量能满 足 人 口 维 持 生 计 而 又 有 剩 余#因 而 可 用 于 投 资 或 组 织 改 进%
随着投资的增加#随着土地制度变得越来越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及

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掌握和对当地土壤(气候(水利的熟悉#他们便从较低的

实践#移往较高的实践#即从较低的V"移往较高的V##VO#VM等#取得越来

越高的产量%

图!"

在*3b’(的这张图 中#从[K 到[0乃 至 更 右 的 地 方#劳 动 在 线 性 增 长%
他并在图中的说明中明确指出#相对人口的增加#土地总量是固定的#这就

使人地比例逐渐 恶 化#晚 期 的 中 华 帝 国 最 终 陷 于2T而 无 法 自 拔%2T既 位 于

[T 线上#表明 中 国 的 农 业 已 经 抵 达 传 统 社 会 所 能 抵 达 的 生 产 边 界 的 极 限’

2T又位于[N 线上#表明中国已经没有任何社会剩余用于制度(组织革新以

及技术革新所需的投资%显然#*3b’(是在用这一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回答

李约瑟之谜%
而笔者 !#$$C"不同意*3b’(对人口和土地的简单假设%第一#中国的人

口虽然在唐宋之间呈线性上升#但元朝后中国的人口有几次大的起伏#并提

供了证据%第二#笔者在文章中讨论了有关中国的耕地面积的历史数据#得

出十分不准确的结论#并指出疆域的历史数据相对较准%如果用中国的疆域

来近似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则中国的疆域由唐向宋转变时#大大缩小#尤其

是耕地含量最高#又最成熟的华北平原逐渐丧失#且高产和耐旱的玉米(土

豆(红薯(棉花等尚未自海外传入%要说人地比例的恶化#宋朝时应 尤 其 明

显%元朝后中国的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的扩大#使人口压力通过向四周

的新边疆的扩散而获得舒解#加上明朝后传入极为高产和耐旱的玉米(土豆(
红薯(棉花等新的品种#使中国许多山地或盐碱地也能种植%所以#相 对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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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来说#明(清两朝#至少两朝的中期以前#人地比例事实上是获得改善的#
而不是恶化的%

笔者根据赫克歇尔 俄林理论指出#一国疆域扩大后#即使人口不变也会

导致农业的扩张’而疆域缩小后#即使人口不变#也会导致劳动密集部门的

扩张#并指出后者的扩张事实上是内生性城市化的扩张#会带来技术和制度

的变革%
宋朝时的中国因逐渐失去中原广袤而富饶的耕地#作为历朝税收的主要

来源的土地税大减#而因连年对北方强邻作战和赔款等需#政府的财政又特

别地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政府被迫向民间开放城市的商业活动和本来在

纳贡体制下由国家垄断的对外贸易%于是#宋朝出现种种历史的新趋势%例

如#外贸趋于活跃#海外航线得到开发#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民间 经 济 日

益繁荣#新经济制度也不断出现 !包括纸币的使用和因海外贸易之需而产生

的对信用和股份的初步探索"#技术进步也大大加快%
然而这些新趋势在明清后发生逆转%明清两朝至少中期以前人地比例的

周期性改善使中国社会不用伤筋动骨#彻底改革#不用费力寻觅一条充满风

险和未知因素的新的生存道路#便可沿着千年来驾轻就熟的农耕道路#轻松

地向农本经济倒退%大量的证据表明#今日西南(西北和东北的人口都说类

似北方话的官话#便表明他们大多来自中原#并 且 移 民 历 史 不 长%O随 着 疆 域

相对人口的开拓#人口由中原向四周扩散#城市化倒退#分工水平 下 降#技

术发明日趋沉寂#中国丧失了内生增长的源泉 !文贯中##$$C"%

O 根据语言学#方言分化的程度与使用该方言的人口脱 离 母 语 的 时 间 成 正 比#并 与 地 理 造 成 的 交 通 不 便

成正比%在高山峻岭#交通不便的西南#方言照理应分化最厉害%但当地人口能讲大致和北方话 相 通 的

西南官话#表明当地人口来自中原的历史应不太久远%

其实#从动态观点看#*3b’(的理论与笔者的理论既有针锋 相 对 的 一 面#
也有相容的一 面%若 说 分 歧#我 们 两 人 的 分 歧 首 先 在 于#笔 者 认 为 明(清

的早期到中期的人口压 力 不 大#中 期 之 后 才 逐 渐 加 大%*3b’(并 没 有 明 确 区

分每个朝代的中期 以 前 和 中 期 以 后 的 人 口 压 力 的 不 同#而 是 假 设 中 国 进 入

帝国晚期 后 的 约 六 百 年 期 间#土 地 面 积 是 固 定 的#而 人 口 则 呈 直 线 上 升#
使人均土地日益 恶 化#社 会 剩 余 逐 渐 消 失#无 法 为 制 度 和 技 术 的 革 新 提 供

物质后援%
其次#笔者认为人口压力增高后#中国有转向新的以工商和外贸 为 特 征

的发展道路的 可 能#并 以 人 口 压 力 最 高 的 宋 朝 为 例#给 出 许 多 证 据%借 用

*3b’(的图#在笔者看来#[T不是固定的%通过内生的城市化带来的市场机

会和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海外贸易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导致技术和制度

革新#这条边界可以上移%而*3b’(没有分析宋朝为何在人地关系最为紧张的

时候#却能有社会剩余用于技术和制度的革新#取得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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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进步和社会组织的变化%他简单地假定[T是固定的#土地是固定的#
人口压力的上升必然导致帝国晚期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笔者并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

带人地矛盾尖 锐 化#中 国 社 会 再 次 产 生 向 工 商 社 会 过 渡 的 内 在 冲 动%然 而#
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明朝的疆域毕竟较宋朝大许

多#疆域内的可耕地的含量也远远高于宋朝%由于地瓜(玉米和马铃薯等土

地节省型作物 的 传 入#南 方 和 西 南 的 丘 陵#甚 至 山 区 也 成 为 可 观 的 农 业 区%
明朝沿着农本社会自我延续的空间获得极大的开拓%这种有利于农本社会的

人地比例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执政者急速退回到儒家传统和农本社会

去的原因%-!文贯中##$$C"%
笔者指出#明 晚 期 激 增 的 人 口 压 力 又 为 清 军 入 关(大 肆 屠 杀 江 南 人 口#

并大大扩大中国的疆域所缓解#使清朝中期之前没有急迫要探寻新的发展道

路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对宋朝来说#则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便越演越烈%笔

者对清中期之后也有描述#并指出#和明朝后期的区别是#,清朝后期人口压

力升高时#世界的新格局已经俨然形成#中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已显著

拉大%-!文贯中##$$C"
笔者并指出#,显然#元朝以后的各朝疆域变化十分不利于中国向工商社

会的演变#农本社会自我延续的空间的不断扩大#在城市化水平下降的同时#
中国传统的专制和保守思想却很少受到宋朝时的那种挑战%相反#每次改朝

换代带来的疆域相对人口的扩大反而愈益加固它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文

贯中##$$C"
皮文若不同意笔者的上述分析#应该考证宋(明(清三朝 的 人 地 比 例 的

变化#举出确凿的统计数字#而不能仅仅举出*3b’(的观点便算完事%这等于

什么都没有证明#也就难以推动学术的累积性进步%

四!关于寻找主要约束条件的合理性问题

皮文对笔者的 第 三 个 批 评#是 ,企 图 在 一 个 很 长 的 历 史 跨 度 内 用 一 个

约束条件来解释所有的现象-#并认为这样做 是 ,不 符 合 科 学 精 神 的-%!摘

自皮文"这里#皮 文 的 表 述 有 夸 大(不 确 之 处#因 为 笔 者 从 来 没 有 声 称 地

理禀赋可以解释 ,所有的现象-%例如#笔 者 绝 对 不 会 声 称 地 理 禀 赋 的 不 同

可用来解释不 同 的 语 言(文 学(音 乐(舞 蹈 和 戏 剧 的 产 生#也 绝 不 会 声 称

地理禀赋已经先验地决定每个民族的演 进 道 路 中 的 偶 然 事 件 发 生 的 可 能 性#

只是说偶发事件 不 会 超 越 地 理 禀 赋 本 身 的 约 束 和 许 可%例 如#太 平 洋 的 许

多岛国民族在演 进 道 路 上 可 以 有 许 多 偶 然 事 件 的 发 生#丰 富 多 彩#层 出 不

穷#但不可能导致他 们 自 发 地 发 明 原 子 弹 和 氢 弹#或 自 发 地 掌 握 现 代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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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诀窍%

而且#皮文在这里又是光提出批评#没有花任何工夫证 明#为 何 笔 者 所

说的全球化之前文明主要因地理禀赋的不同而取不同的发展道路的这一假说

是错的%皮文只是基于笔者用地 理 禀 赋 作 为 主 要 约 束 条 件#便 断 言 ,不 符 合

科学精神-#因为我们 ,要 寻 找 原 因#而 不 是 原 因 的 原 因88- !摘 自 皮 文"

然而#皮文在评论张宇燕(高程 !#$$C#以下称张文"的文 章 时#则 又 说 他

们 ,弹着点太多-#,多点开花-!摘自皮文"#批评他们因面面俱到#反而重点

不突出%显然#皮文批评张文的理由和批评笔者的理由是互相矛盾的%而且

接下来皮文自己也用一个单一约束来破解李约瑟之谜%据皮文#是政府的下

层造成了投资阻塞#使中国失去工业革命的机会 !见皮文"%对照之下#笔者

不免困惑%皮文不知是否意识到#为什么自己可以这样做#但别人这样做就

,不符合科学精神-$

用地理禀赋作为对各个文明形态的主要约束#有被人误解为地理决定论

的可能%这里再作些解释%地理禀赋虽只能算一个约束条件#但按照笔者的

定义#其实它包含了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影响的一系列因素%例如#地表的

形态决定一个民族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并决定了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

力#而人口的多寡又决定了农业文明的进步速度%地理禀赋中的位置则决定一

个民族和其他民 族 往 来 的 成 本 和 频 率#是 一 个 通 航 的 民 族 还 是 闭 塞 的 民 族%

一样是海岛国家#太平洋上的岛国实际上只能称为闭塞的民族#而英国的位

置接近欧洲大陆#易于和其他国家往来#则容易和欧洲的大陆国家同步#甚

至超越它们%地理禀赋中的地下矿藏则影响到本国能否支撑工业革命所需的

原料%地理禀赋还决定周边民族的状况%例如#生活于中国北边和西边的匈

奴和突厥#以及后来的蒙古人#当地的生态使他们只能成为游牧民族#因而

对中国基于农业社会的经验演化出来的农业文明和生活方式难以接受#对中

国的文化也拒绝认同#他们和中原更多的是军事对 抗 的 关 系%可 是#生 活 于

东北的满族及其 前 身 金 人#因 东 北 有 农 耕 的 条 件#就 比 较 愿 意 认 同 中 原 的

农业文明#对中原的 先 进 事 物 的 学 习 也 特 别 迅 速#因 为 他 们 可 以 在 东 北 的

地理环境 中 实 验 这 些 办 法#取 得 经 验%这 是 金 人 得 以 统 治 宋 朝 时 的 华 北#

其后裔满人则入关 时 便 已 汉 化 得 十 分 厉 害#最 后 得 以 统 治 中 国O$$年 的 主

要原因%可见一样 的 蛮 族#也 要 根 据 其 地 理 禀 赋 细 加 分 析#才 能 得 出 为 什

么他们有不同的 经 历%中 国 的 地 理 禀 赋 的 优 越 之 处 是#拥 有 世 界 上 的 少 有

的(冷暖和降雨量 适 合 务 农(面 积 又 极 为 广 袤 的 华 北 平 原#可 以 支 撑 极 多

的人口#因而能以丰 富 的 经 验 累 积 促 成 许 多 实 用 技 术 的 发 明 和 创 造%下 面

会简单指出中国的 地 理 禀 赋 的 高 度 大 陆 性 和 孤 立 性#对 中 华 文 明 也 有 深 刻

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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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古希腊因素和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萌芽的

内生性环境

!!皮文对笔 者 的 第 四 个 批 评 是#过 于 强 调 古 希 腊 因 素#而 ,回 避 了 应 该

回答的问题&古代 中 国 为 什 么 不 能 像 古 代 希 腊 那 样 产 生 科 学 萌 芽$- !摘 自

皮文"这个批评 笔 者 无 法 接 受%笔 者 在#$$C年 的 文 章 中 不 厌 其 烦 地 指 出#
地理禀赋对古代 人 类 走 上 不 同 的 发 展 道 路 起 了 主 要 的 影 响%例 如#离 开 地

理禀赋#无法回答为 何 农 业 革 命 和 文 明 最 早 出 现 在 中 东 一 带#而 不 是 中 国

或其他地方%离开 地 理 禀 赋#也 无 法 解 释 为 何 位 于 既 无 辽 阔 平 原#又 无 大

江长河#因而无法支 撑 庞 大 人 口 的 巴 尔 干 半 岛 南 端 的 古 希 腊#却 能 取 得 文

明的突飞猛进%笔者 利 用 地 理 禀 赋 说#解 释 希 腊 本 土 文 明 得 益 于 周 边 隔 海

相望#已有悠久历 史 的 早 期 文 明 的 丰 富 成 果%同 时#巴 尔 干 的 多 山 地 形 使

希腊无法简单模仿 古 文 明 的 农 业 道 路#被 迫 走 出 一 条 以 海 外 贸 易 和 城 邦 民

主为特征的偏重 工 商(贸 易 和 城 市 生 活 的 新 道 路#与 外 部 世 界 天 然 地 保 持

来自民间的自发 的 互 动%希 腊 的 社 会+经 济 形 态 和 同 期 以 农 立 国 的 文 明 有

极大的区别%以 雅 典 城 邦 为 代 表 的 民 主 制 度#使 人 民 在 追 求 真(善(美 的

过程中#很少束缚 和 禁 区#加 上 采 用 拼 音 文 字#教 育 容 易 普 及 而 不 易 导 致

特权阶层对知识 和 真 理 的 垄 断#公 民 崇 尚 以 理 服 人 的 风 尚#拒 绝 盲 从 未 经

验证的所谓 ,绝对权威-%建立于这 种 工 商(外 贸#民 主 和 科 学 思 辨 之 上 的

古希腊文明#理 性 容 易 勃 兴#谬 误 无 法 长 存#因 而 能 较 快 逼 近 真 理#在 短

短几百年间希腊便 建 立 起 人 类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科 学 传 统#并 在

思辨和实验的基础 上 产 生 了 近 代 科 学 的 萌 芽%这 是 其 他 文 明 始 终 没 有 达 到

的高度%
笔者又指出#所有拥有大河平原的古文明#由于没有天 然 屏 障#虽 能 支

撑庞大的农业人口#却在寻求社会稳定和秩序#以及防御外敌的内在需求的

驱使下#无例外地孕育出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作为稳态%一些和农业文明直接

接壤的自由城邦#例如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所建立的城邦#腓尼基人一度建

立的独立城邦#由于没有天然屏障 !例如海峡(高山或沙漠"#都不得不最后

臣服于周边的专制王国%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散布于华北平原的各国也无自

然边界#无法长期存活#迟早为大一统所替代%在专制制度下#帝皇 将 相 的

只字片语#或老师的信口开河#往往被不加验证地奉为真理#阻碍人们独立

思考#去伪存真%同时#大部分人的生 活 自 给 自 足#孤 立#静 止#被 动#停

滞#与周边缺 乏 互 动%这 种 环 境 下#理 性 难 以 勃 兴#科 学 的 萌 芽 无 法 产 生%
不但中国如此#其他基于农业的文明虽有实用技术的进步#但都没有产生科

学的萌芽%不知何故#皮文对笔者就中国等古文明为何无法提供科学萌芽的

内生环境的长篇讨论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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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皮文自己假说的合理性

皮文在没有据证驳倒笔者论点的同时#倒是提出了自己的大胆 假 说#这

就是皮文的 ,工 业 革 命ZE !机 会"-的 公 式#而 中 国 之 所 以 没 有 把 握 机 会#

则是 ,中国经济行为的选择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约束下的选择

88-!摘自皮文"而在评判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约束时#皮文既

不同意把责任归咎于明(清的高层领导#又不同意将责任归咎于地方有地精

英 /见皮文 对 艾 德 荣 !#$$C"的 评 论0#而 是 归 于 下 层 ,政 府 科 层-的 腐 败%

皮文这次还提出了证据%证据之一#摘自名为 ,国学网-的网站#但所引的

证据自相矛盾%因为#这个证据要想证 明 的 是 清 朝 的 最 高 领 袖 ,学 问 渊 博#

博古通今-#而且 ,非常清楚-中国在 ,科 学 技 术 和 军 事 力 量 上 已 经 落 后 于

西方-!摘 自 皮 文"%如 果 真 如 此#中 国 当 时 的 领 袖 不 是 应 该 像 俄 国 的 彼 得

大帝#或日本的 明 治 天 皇#大 胆 开 放 国 门#号 召 全 民 向 西 方 奋 发 学 习#为

何又在明知 西 方 科 技#军 事 先 进#今 后 ,必 受 其 害- !摘 自 皮 文"的 情 况

下#反而采取闭关 自 守 的 鸵 鸟 政 策#等 待 有 一 天 的 被 动 挨 打 呢$难 道 这 反

而是明智的做法 吗$所 以#皮 文 所 引 的 这 一 证 据 证 明 的 反 而 是 当 时 的 最 高

领袖的愚昧(短视(自 私#一 味 将 民 族 的 利 益 置 于 自 己 一 家 的 统 治 利 益 之

下%从皮文的这个证 据#丝 毫 看 不 出 为 何 要 将 中 国 失 去 工 业 革 命 的 机 会 的

责任归罪于皮文下文断言的 ,政 府 科 层-的 腐 败 !摘 自 皮 文"#而 不 是 中 国

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昏聩%

皮文提出的证据之二#来自钱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评论%钱 穆 认 为

明清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员还算清廉#可是被称为师爷的那批非科举出身的胥

吏不求上进#欺上瞒下#浑浑噩噩#因而影响到明清政治的清明%在 皮 文 所

引的钱穆的话中#钱穆并没有提到胥吏如何阻塞了投资#也丝毫看不出钱穆

明确指责胥吏是造成了中国科技落后的罪人%

所以#看了皮文的两个证据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难道 英 明 的 皇 帝 当

时已经知道西风东渐#中国最要奋起急追的是促使投资渠道的畅通#特别是

要加强关系专 用 投 资#他 的 官 员 部 下 也 知 道 积 极 跟 进#只 是 胥 吏 十 分 嚣 张#

竟能阳奉阴违#阻塞这类投资#而上层对此却无可奈何#既无法考 核#也 无

法惩处$当时的中国真是具有如此荒唐的权力结构吗$这些胥吏又因何种动

机要拼命阻塞关系专用投资#祸国殃民呢$看来每当关键之处#皮文都惜字

如金#其中的玄妙之处#全靠读者自己去想象和发挥#这不能说是一种符合

科学精神#处处为读者着想的学风吧$

另外#什么是 通 用 投 资#什 么 是 关 系 专 用 投 资 呢$皮 文 对 如 此 关 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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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的定义#在正文中未作任何讨论#却将其放在一个注释 !注 释#$"中%

细读之后#发觉 原 来 分 别 等 价 于 林 毅 夫 !"AAC"的 基 于 经 验 的 技 术 发 明 和

基于实验的技 术 发 明%笔 者 不 懂#林 毅 夫 如 此 精 确(易 懂 而 又 广 为 人 知 的

定义放着不用#为何 要 改 用 如 此 晦 涩 而 又 毫 无 出 处 的 定 义$这 是 要 为 难 读

者呢#还是要为难 自 己 呢$为 什 么 在 通 用 投 资 上#中 国 即 使 有 可 恶 的 胥 吏

的无法无天的 干 扰#也 可 长 期 领 先’而 一 到 关 系 专 用 投 资#或 者 译 成 大 家

都懂的语言#一到要 转 而 使 用 基 于 实 验 的 技 术 发 明 模 式 时#胥 吏 便 能 成 功

阻挠$另一疑问是#难道欧洲"C世纪后#费 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重 新 发 现 古 希

腊智慧#又通过科学 革 命 和 文 艺 复 兴 才 确 立 的 基 于 实 验 的 发 明 模 式#中 国

竟然无师自通#只 是 为 恶 吏 所 横 加 阻 断 而 未 能 采 用$这 些#皮 文 都 没 有 提

供另外的证据#做 出 自 己 的 论 证%笔 者 认 为#钱 穆 针 砭 明 清 政 治 的 评 论 与

皮文所想证明的风 马 牛 不 相 及#根 本 无 法 作 为 恶 吏 造 成 无 法 转 换 发 明 模 式

的证据%

七!重新回到地理禀赋说

今日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关键词#例 如 改 革(开 放(民 主(自 由#其 重

要性人们已经视为当然%殊不知#这些概念有深厚的历史智慧的沉淀%原始

人类从东非迁往世界各处时#对这些概念是浑然不觉的%不但他们不知#人

类在接下来的几万年里也是大多不知的%在各种地理环境中因随机因素而停

留下来的原始人群#在各地形成了适合当地环境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制度#其

中包括了 古 希 腊 的 城 邦 民 主 制%在 各 种 制 度 下#人 类 备 尝 各 种 甜(酸(苦(

辣的滋味#只是在近几百年来才由一些先知先觉者由朦胧到理性地悟出这些

概念对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价值%因为归根到底#经济发展靠的是民间的

主动性和能动性#而不是靠政府的发号施令%而要民间经济力量壮大#自由(

开放是必要条件%

可是历史上#大多数社会 正 好 反 其 道 而 行 之%统 治 者 为 了 维 护 自 己 的

统治#竭力推行保守(封 闭(专 制(奴 役 的 制 度 和 政 策#限 制 民 众 的 各 种

自由%相比之下#古希腊("C世 纪 后 的 意 大 利 和 英 国 都 是 异 数%它 们 先 后

取得特别迅速的 进 步 的 原 因#细 查 下 来#都 是 因 为 所 处 地 理 环 境 的 逼 迫 或

引诱#统治者不自 觉 地 允 许 民 间 进 行 工 商 活 动 和 海 外 贸 易%这 些 做 法#是

出于民族生存 之 所 需#却 正 好 使 社 会 开 放#广 泛 接 触 世 界#使 已 知 世 界 的

信息#知识得以作 为 通 商 贸 易 的 副 产 品#源 源 不 断 地 流 入 本 国%本 国 的 地

理禀赋 !英国四 面 环 海#但 又 与 欧 洲 大 陆 近 隔 极 狭 的 海 峡’希 腊 和 意 大 利

都是半岛#北边有 大 山 与 其 他 欧 洲 国 家 隔 开#易 于 防 守#却 又 有 与 各 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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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楫之利"#使比较自由(宽松的 社 会 制 度 !英 国"或 自 治 的 城 邦 !古 希 腊

和意大利"容易长存%这又进一 步 促 使 经 济 繁 荣#科 技 进 步%这 里#信 息(
知识(自由(开放#都 不 会 是 统 治 者 刻 意 追 求 的 目 标#而 是 无 心 插 柳 柳 成

荫的结果%这种基于 地 理 禀 赋 而 不 自 觉 地#却 又 是 十 分 自 然 的 趋 利 避 害 的

行为#最终使工业革 命 的 所 有 必 要 条 件 都 汇 集 到 英 国#导 致 工 业 革 命 的 伟

业在英国的大功告成%
其实#包括中国在内#各国多少都对工业革命做出自己 的 贡 献#虽 然 并

非出于它们的初衷#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扩张性后果更出乎这些民族的预料%
其中#工业革命所代表的新的发展模式作出特别贡献的#是古希腊留下的科

学与民主的遗产%古希腊处于一种与临近民族十分容易交往的位置#能迅速

借鉴其他民族发展了几千年的成果#而本身的地理禀赋又不允许它简单照搬

这些早期农业文明的成果#被迫创造出和其他农业文明有区别的新文明#探

索出一条新的以外贸(工商(城邦为特征的发展道路%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

明相比#是短命的%古希腊人也并非生来便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 有 城 市

生活的内在爱好#而是地理环境使然%然而#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希 腊 文

明中的民主萌芽(科学萌芽(城市中公民的自由生活方式和积极的参政意识

等#是其他所有的古文明所缺乏的#因而是人类文明遗产中特别可贵的一部

分%今天我们不应 出 于 中 华 文 明 的 老 大 心 态 而 随 便 对 希 腊 文 明 否 定 或 贬 低#
反倒应该时刻警惕自身文明中因长期的专制传统所必然带来的严重局限%改

革(开放(自由(民主的理念#是针对本国文明的局限性的 一 剂 良 药#要 真

正落实这些理念并不容易%为了避免再度变为落后国家的悲惨命运#中国必

须永远坚持这些理念#才能永葆青春的活力#发展出自己的原创能力#并将

中华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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