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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中国人没有教我们的地方学到什么？"——鲁道夫 

 

主流文化依赖于书写模式。民族的理性特质、他们的技术有效性、他们把社会组

织起来、交流信息、以及他们的艺术科学等等这一切都跟书写模式分不开；人们

在书写和创建自己作为典籍的文化实践中学会思维和生活。主流文化总是依赖于

某种书写里包含的理性和技术模式。一般来说，书写是一种文化、政治和技术形

成的最抽象的机制和技术
（1）

。 

 

——欧洲的文化及第一次猜想 

 

欧洲的文化依赖于字母书写和印度的零占位机制
（2）

，这种机制使得算术、计算

的经济合理、形式化和编程语言成为可能
（3）

。 

莱布尼茨提出第一个关于中国文字的猜想。他设想了一种"通用语言
（4）

"作为国

家和人民之间沟通的可信赖的通信基础。他的这个想法类似于中国的象形文字，

中国象形文字通过典籍在不同口头语言之间起着桥梁作用。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发

明了凝练的数字表示和计算系统，这就是二进制系统，依此作为欧洲对古老的中

国"易经
（5）

"的一个回应，最终他发明了独立于任何民族语言的运算方法和逻辑，

还有作为计算机的原型的计算机器
（6）

。 

现代欧洲科学技术遵循了莱布尼茨的想法，产生了技术上的二进制主义和数字主

义，并形成了今天西方——以及亚洲——的基本技术和经济力量。但是，欧洲的

技术力量停留在"老欧洲"的意识形态、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框架和限制当中。 

 

——美国的美式梦想 

 

在美国，欧洲的思维和技术形式摆脱了她的形而上学老套子，发明了"无所不在

的计算"，实现了人工智能，人工生命，认知系统，机器人等等；实现了无限扩

张的数字主义
（7）

。 

 

今天，美国的美式梦想气数已尽
（8）

！美式梦想的成功已经接近了尾声；而老欧

洲还由她的古希腊起源支配着
（9）

，摆脱了欧洲限制的美式梦想现在迷失了根本，

失掉了设计未来的精神源泉。美国的必然衰落是由于"无根"！与欧洲分道扬镳，

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数字主义达到了她的颠峰。在沉湎于"数字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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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归结为 0和 1的不朽精神世界中，展望更先进的科技发展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10）

。全部美国式发展会在"数字实用主义"世界观中固步自封！ 

 

所以，基于古希腊字母文字、印度的数论和莱布尼兹采用中国文字模型，这一切

作为欧洲和美国的美式梦想失去了设计世界未来发展的力量。 

 

——中国书写模式 

 

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的哲学
（11）

、科学
（12）

和技术
（13）

，这是因为她的超复杂的书

写模式，现在正在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但是，中国在下一个时代自有对西

方的优势：有没有被开发的丰富典籍资源。中国文字永远是她的文化和政治的基

础和保证，没有"字母线性主义"和数字主义的限制。西方思维的线性性质是更容

易映射进入中国理性的"表格样式"的。这种映射过程，在中国文字的自明性质方

面不会导致任何混乱。 

 

中国文字概念是表格样式的、多维度的、嵌入式的、开放的、复杂的和基于民族

最古老文化传统的
（14）

。而这些特征正符合科学技术在处理现代社会问题和开创

新未来的要求的。 

 

因此，为今而言，所谓中国的挑战，不是为西方视为危惧的新的经济实力和经济

扩张
（15）

，而是在作为未来技术革命基础的中国理性重新发现的可能性方面。中

国理性把任何美国式的东西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不是经济的、

也不是政治的或者军事的；苏醒的技术中国和经济中国这个事件并不构成对西方

的所谓的"大挑战"，真正的挑战是重新发现她的文字系统，并设计出新的理性形

式系统，就像创造新的数学和新的编程语言一样
（16）

；是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我

们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忙于适应西方的技术和经济，中国官方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形成未来主流文化

基础的可能性。可能吧，十九世纪是欧洲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而二十一

世纪将是中国世纪。 

 

——形态语法学：第二个猜想 

 

我的想法作为后欧洲的第二个关于中国文字的猜想由此而生。第一步，我提出"

多结构逻辑（Polycontextural Logic）（17）
"的研究和"形态语法学

（Morphogrammtics）（18）
"研究，作为在西方模式走到尽头时，对中国理性和

技术的概念系统作的一个可能的、新的理解。这一工作——我知道它的风险——

是某种实验性的猜想，具有永恒自解构的能力，超越西方、亚洲在思维和技术方

面的"具象中心主义
（19）

"，形而上学的单一结构主义
（20）

。 

 

形态语法学和多结构理论包含并且超越西方的思维、计算和编程语言的设计，能

够满足新时代对操作理性提出的表格样式
（21）

的处理和对复杂性处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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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总是文化传统革命的前奏，总是为文化管理者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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