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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西方先哲各对思维模式的总结 

 

三千年前，中国的先哲总结了世界万物的运行规律，归纳了我们先民思

维方式的要点，相传周文王就是《周易》的作者。周易的主要思想是变

化，认为世界万物是由阴阳之间相互作用、共生相克的结果。大家一定

非常熟悉由两条鱼组成的阴阳八卦图，这张图很好地总结了我们的先民

对世界万物运行规律的理解，也很好地总结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特

点。至于八卦、六十四卦，则是在阴阳世界观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方法论，

主要阐述了在不同情况下要采取不同行为，让自己处于有利位置。 

 

这样一套哲学体系，我们简称为阴阳哲学，几千以来我们一直诠释着这

样一套哲学体系，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直到鸦片战争，我们突

然发现一直坚持的东西如此不堪一击，如此脆弱，到底是什么原因？我

们从洋务、立宪、共和、民主、科学等等，一次次地寻找根源，直到今

天我们的民族还在寻找其中的原因。 

 

差不多同时代或稍晚一些，几何学、数学在古希腊兴起，毕达哥拉斯是

其中的代表人物。到了欧几里德时代，他全面总结了以前的研究成果，

写成了《几何原本》一书，当时似乎也没有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

正是这本书全面总结了古希腊人对世界的理解、总结了古希腊人的思维

模式，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个思维模式的形成和传承比后

世所有科学成就的总和还要大，但他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却要等到文艺

复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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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原本》之所以会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形式逻辑体系。

古希腊的先哲一直对逻辑有深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形式逻辑的演绎层

面以及形式逻辑和真实世界到底有何关联的探讨。欧几里德以天才的构

思，总结了古希腊人的思维框架，即合理的假设——缜密的演绎——

结论。这样一套思维模式绝然不同于中国的阴阳哲学思维模式。古希腊、

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科学、现代世界的格局等等，无不是

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产生的。我们中国人如果不理解西方的思维方式就

永远不能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像他们也不能理解

我们一样。 

 

二、中国思维模式的特点与短长 

 

要理解西方人逻辑思维框架与我们有何不同，就得先了解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前面已经说到我们奉行一套阴阳哲学体系，这不但是我们的世界

观、也是我们的方法论。在我们理解的世界里，有两种或多种力量一直

在竞争斗争，他们共生相克、有妥协平衡、有退让中庸，这都是我们三

千年来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但最好是置对手于死地，唯我独尊。也有智

者认为双方是相互依存的，中庸是必然的选择。 

 

三千年来，我们的思想成果主要是在为这一阴阳哲学做注释，有智慧但

没有真理，有感悟但没有创新。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当我弱势时可以

苟且偷生、唯唯诺诺、中庸隐忍，当我们强势时就可以为所欲为、气吞

山河，所谓的强弱势也。我们的哲学是阴阳，我们的军事止于奇正、虚

实，我们的政治不过左右、强弱，我们的现代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也离

不开放水、收缩。这样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是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密

码，是我们的生存基因。 

 



这套世界观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适应能力，就像抱着的两条鱼，任何一方

随时要适应对方的变化，活下去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决定了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我们不惧变化，

认为变化就是生活的本质，我们也随时准备着适应世界的变化。这决定

了我们的文明可以延绵不绝。 

 

其次是它的包容性，我们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自身存在的前提是对手

的存在，所以适度的中庸退让是我们理性的选择。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

和文化能像我们一样，是从心底里认同与敌人是可以共存的。我们明白

一个对立体消失后新的对立体就会立刻出现。 

 

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创新的能力，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样的

缺点。为什么会缺乏创新能力，这一点要和西方的逻辑文明对立起来比

较，后文我会专门讨论为什么创新是也只能是逻辑思维体系下的必然结

果。 

 

其次是缺乏可操作性，我们的知识主要通过人的经验相互传授的，缺少

明确的规范和可操作性。还有就是缺少长期效率。毫无疑问，我们的哲

学体系具有极强的短期效率，我们随时会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 

 

正因为这样，我们很难做出一个长期的计划、制定一个长期的目标。即

使有这样的目标或规划，一旦遇到变化，也会变得面目全非。即使达到

了设想的目标，一定是事情本身演绎的结果，而不是规划出来的。所有

人都追逐眼前的利益、适应短期的变化，导致没有人可以做出长期的安

排，劣币驱逐良币是必然的结果，除非引入强制的手段。 

 

三、逻辑思维方式的框架与过程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说起来很简单，我们小学就开始学习，做各式

的证明题目，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几何原本》

开篇是五个关于点、线、面的几何公理，接着又给出了五个一般性的计

算公理，接着又给出了 23 个定义。开篇关于点线面的五大公理是无法

证明的，但好像又是不需要证明的常识，这五大公理之间互不矛盾，也

不可以相互证明。后面的五个计算性公理也只是加减乘除一般性的常识，

用来计算和推演。 

 

这就是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通过合理的前提假设，后面所有的定义、

定理、各式结论都是从前面的十大公理推导出来的，推导的过程实际上

是等量置换和不等式置换的过程。最后推导出各种神奇的结论，这些结

论都是可靠的，或者说在平面条件下都是对的。 

 

逻辑思维整个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合理的假设——演绎（等量置换，

不等式置换）——结论。逻辑思维过程三者中核心是前提假设能力，

是常识、经验、判断、价值观，而不是演绎能力，演绎能力未来计算机

都可以实现。因此我赞成目前清查各种奥数培训中心，学奥数的本意是

希望培养孩子的逻辑演绎能力，但实际上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过于注

重演绎能力而忽视了社会常识的培养，缺少前提假设能力的培养。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老感觉中国孩子相比美国孩子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却缺乏创

新思考能力。 

 

这样一套简单的思维模式在西方世界渐渐生根落地。文艺复兴后它和实

验科学结合在一起，于是现代科学诞生了，将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颠覆

一切固有的势力，新的世界出现了。 

 

1931 年奥地利美籍数学家哥德尔用无懈可击的证明得出了完备不一致

定理。 

 



哥德尔证明了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

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

证伪的命题。它包含两个定理： 

 

第一定理：任意一个包含一阶谓词逻辑与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都存在

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为真，也不能被证明为否。 

 

第二定理：如果系统 S 含有初等数论，当 S 无矛盾时，它的无矛盾性不

可能在 S 内证明。 

 

这里会有一些稍微不好理解的概念，我用最白的语言来做个大概的解释。

第一，哥德尔说一个强大的系统是完备的就不可能一致，是一致的就不

可能完备。现实世界的东西都能在一个系统中解释，这叫一致性或者说

不矛盾的或者说自洽。第二，这个系统推演出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都是

真的，这叫完备性。如果有一个既完备又一致的系统就好了，世界上的

一切东西都可以证明，哥德尔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强大的系统

里一定有你不可证明的东西，也就是前提假设，至少它在这个系统里是

不可证明的，需要在其他地方来证明，或者永远无法证明。 

 

这个定理反过来告诉我们，逻辑体系是可靠的。合理的假设，缜密的演

绎，结论就是可靠的，这就是逻辑思维的全部，简单的描述蕴含着无穷

的力量。哥德尔无愧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家，是人类思维能力最简

约的总结。 

 

 
 

四、逻辑思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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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逻辑思维是现代科学的基础。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已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事情了，中间经过了将

近两千年的积累和酝酿，直到文艺复新，逻辑和实验科学结合，诞生了

现代科学，期间印度的数学和中国的四大发明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进程，

但现代科学的基础就是逻辑学。可以豪不夸张地说，一切现代的科学都

是建立在逻辑体系之上的，逻辑导出的结果再用实验加以验证，如果不

符合就再考察前提条件是否合理，这样不断循环地前进。 

 

近代面对西方的突飞猛进，中国人曾经十分迷茫、自卑，眼看着一切新

东西都是西方人发明创造的，我们甚至怀疑我们的民族是不是不如人家。

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看到了一些问题但还不是根源。

其实只是中国的文化里没有逻辑思维的传承，我们的民族缺少逻辑思维

的能力，我们的语言文字也难以描述逻辑，我们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的思

维模式格格不入。我们所谓的聪明在西方人看来有些不守规矩，西方人

的循规蹈矩我们又认为他们很笨。 

 

其次，逻辑思维是创新的源泉。 

 

逻辑体系告诉我们，合理的假设、缜密的演绎、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些正确的结论都是新生事物，就是创新。 

 

当我们在读西方勾股定理的时候，一定忘不了补充一句，我们的祖先也

发现了勾三股四弦五的规律，这无疑是我们先民的智慧，但是不借助逻

辑体系，我们就永远得不出 a2+b2=c2 这样的普遍规律，更何况勾股

定理只是平面几何里许多普通定理中的一条。 

 

我们再看看爱因斯坦是如何运用逻辑体系构建他的相对论的。狭义相对

论现在看起来也十分简单，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系统，最后得到实验



的验证。两个前提条件分别是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相对性原理

在爱因斯坦以前已经有不少科学家阐述过，爱因斯坦只是天才地提出了

光速不变原理（其实，当时麦克斯韦的方程已经得出一个不依靠参照系

的光速常数，只是爱因斯坦是从其他路径来天才假设的）。后面的推导

过程并不复杂，大学三年级的理科生都可以胜任，所用数学工具主要是

微积分、代数等十分可靠的工具。但是得出的结论却十分惊人 E=MC2。 

 

可以说现代的创新绝大部分都是逻辑推导的结果，最后用实验加以验证。

逻辑思维是创新的真正源泉。 

 

再者，逻辑思维也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逻辑前提起点，全面考察资本

主义的运行本质，演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最后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

系起来，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 

 

美国的宪法也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开篇就是前提假设：为了组织一

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宁，建立共同国防，增进福利

和子孙后代安享自由幸福。后面的条文都是为实现这几个前提而展开的

周密演绎，结论就是现代的美国社会。 

 

除了逻辑，西方社会也了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一整套辩证思维论

述，特别是在德国，辩证思维发展得非常完善。辩证思维和中国传统上

的阴阳哲学有十分相近的地方，只是他们希望把辩证思维发展成为一种

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 

 

当然中国传统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逻辑思维的影子，其实一个真正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思想，本质上一定是个自洽的逻辑体系，只是自已不自觉地



运用而已。但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几千年文明，有相对完整逻辑体系的

文章不多，大多是一些感悟、经验、智慧，甚至是诡辩。 

 

五、文明的竞争优势在于其效率和适应能力 

 

前面简要地阐述了西方的逻辑思维和中国的阴阳哲学，不同的哲学体系

最后形成了两种差异很大的文明。目前的种种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文明

的冲突，但最根本上是思维方式的冲突，以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

的社会文化、心理、组织、生活习惯、传统等等的不同。 

 

西方的思维特点决定他们长于创新、精于科学、长期效率高，缺点是变

通能力差。中国的思维特点是适应性强、包容性好、短期效率高，缺点

是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如果能够客观地看清事物的本质，我们对待面临的种种问题，就可以不

带民族情感、不带历史包袱、不卑不亢地接受一切先进的文化，努力改

造自己。就像日本的民治维新，用很短的时间就走上了强国之路。 

 

提到不同文明的特点与优势，我们不得不考察伊斯兰文明。伊斯兰一经

产生，迅速扩张，一百年时间统一阿拉伯、中东地区，又向东扩展到中

国西部，向西扩展到西班牙。它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能力？伊斯兰文明是

在中世纪和基督教的斗争中产生的，教义和基督教、犹太教也有很多共

同之处，显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它成功的核心密码是它的组织能力，伊斯兰的阿訇是它的基层组织，建

立在每一个村庄上。这种效率在当时是其他文明很难匹敌的。它之所以

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正是因为它是在对抗基督教中成长起来的，它

的成长脚步遇到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止步。 

 



一百万年前，人类从非洲大陆起步，带着石器，很快把人类的种子洒遍

了全球几乎所有的角落。七万年前，人类中的一支——智人（就是我

们的祖先），带着智慧从东非向四周迁移，所到之处其他人类灭绝（只

有极少部分基因融入了智人），大型动物消失。五百年前，西方人带着

科学，征服了全世界。 

 

在这场没有尽头的生存竞争中，唯有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和工具、具有超

强适应能力和强大组织能力的群体存活了下来。历史就是他们写成的。

所有文化、文明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效率和适应能力之别。 

 

逻辑文化形成的效率和中国阴阳哲学形成的效率对比已经不用赘述。我

们只有不断吸收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吸收西方的逻辑思维能力，保留我

们自身优秀的基因。认真思辨、去伪存真，扬长避短，才能在这场生存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一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六、未来属于中国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过，世界正在中国化，大家听了以后不知是窃喜还是

忧虑。我们现在遇到的中美冲突有很大因素也是这个因素导致的。这是

利益的冲突，也是文化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 

 

但是中华民族要在这场生存竞争中胜出，我们只靠传统的文化是远远不

够的，必须敞开胸怀，向全世界学习。但首要任务是搞清楚各种文明的

本质差别，认清我们传统文化中既顽固又不足的地方，才能看清学习的

方向和目标。 

 



文明的竞争，核心是效率的竞争。我们既要学习伊斯兰的组织能力，更

要学习西方高效的思维方式，又要保留我们自身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

真正建立起一个诚信、有序、理性、自由、公平、高效的的社会，实现

全世界的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