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书是清华学霸张自豪的全新力作，

是一部给年轻人的成长精进指南。作者

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成功逆袭到清华大

学的“金字塔”——苏世民学院，后又成为

获得 6000 万元融资的杰出青年创业者。

他用自身的成长历程，证明了大部分成就

不一定需要拼天赋，而在于你对这个世界

是否拥有正确的底层逻辑和认知方式。

在书中，这位清华学霸真挚分享了 9

大向上跨越路径，31 篇实用锦囊，包括时

间管理方法、思考问题的第一性原理、社

交表达、跨界杠杆等。对于高中生、大学

生以及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而言，从中或许

会受到启发。

向上

□融媒记者 马忆玲 整理

天堂旅行团

好书推荐

暌违三年，这是青年作家张嘉佳继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云边有个小卖部》

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作者曾说，这本书

写给每一个生活中的小人物：即便人生充

满失意、失落、失败，总还会有属于你的

光，希望它能照亮那些在黑夜中迷失的

人，让微光照亮心灵。

小说从一个自身难保的普通人视

角展开，撷取了主人公人生中一段既平

凡又特殊的旅程。笔触细腻，情感层层

递进，直击人心，通篇读来有一种贴地

飞行的兴奋感。另外，书中含有多幅手

绘原创概念插图，附赠特别旅行主题地

图折页，是一本兼具可读性与观赏性的

图书。

叩问人生
——读丹溪草《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

□潘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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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 识 丹 溪 草 ，是 在 磐 安 任

上。来婺履新后，一来二往十多

年，相识相熟老朋友。要不是身

体原因，丹溪草也许不会急流勇

退，但学术界就可能因此少了一

部沉甸甸的新著《人类命运变迁

与规则》（2020 年 10 月，知识产权

出版社出版）。

丹溪草是浙江义乌人，与先

祖朱丹溪颇有渊源。在南海边休

养期间，他安静内省，“逐渐发现

自己的病痛应该是积累了亚健康

生活方式或者遭遇不宜环境的自

然表现”，没什么大不了。倒是进

入数字社会的人类，面对贫穷、生

态、自毁和焦虑 4 大危机，如何突

破认识局限，构建和谐美好的生

存空间？

丹溪草放眼自然，从蜜蜂、蚂

蚁等“社会动物”开篇，顺势推出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的 部 落 文 明、父

权文明、王权文明和资本文明，

并 以“ 理 想 秩 序 追 梦”收尾，将

研究叙述的视野置于人类自起

源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全面展

现了人类进化的自然规则、社会

规则，脉络清晰，视野宏阔，观点

鲜明，不少学者和媒体给予高度

关注。

吴警兵是老家磐安的普通读

者。他真切地说：“《人类命运变

迁与规则》揭去浮华和遮蔽，掘

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部分，起

底了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的深层

秘密。”

有个叫“文思”的读者则发

现，《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写的

是从前，探究的是未来；字面叙述

的是史实，内里蕴含的是哲理。

网上许多人称这是东方人写的一

部新‘人类简史’”。

网友“樱桃”似乎说得更直

白：“看这本书，既像洗了个冷水

澡，又是吹了个热风头。心里静

了，脑子也清醒了，在以后的日

子，要把生活过得更从容些，把事

情做得更实在些，对身边的人和

事更珍惜些。”

知名评论家、中国国际新闻

杂志社专家智库委员会执行主席

沈文华先生也说：“《人类命运变

迁与规则》就读者关心的诸多热

点难点问题，以历史和哲学的视

野，用鲜活的语言和事例，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解疑释惑，观点准确，

史料翔实，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

说服力。”

二

奇文共欣赏，好书大家读。

我相信，这类美言美语无不发自

读者内心，是一种真情流露，已

无须过多引用。我想说的是，在

如潮好评中，竟少有人关注篇章

之末的“章节思考”，而这恰恰是

丹溪草的神来之思，实有“点睛”

之功。

“社会动物就是一群扎堆生

活的动物种群吗？”此乃丹溪草的

首问。从表面上看，丹溪草通过

分析蜜蜂、蚂蚁的生活习性，告

诉读者一个基本事实，即便是低

等“社会动物”，也是一个“有负

责头领、有保障食物、有维持秩

序，分工协调、合作缜密的共同体

种群”。

但实际上，丹溪草想要阐述

的是，人类族群在当时的动物世

界 中 虽 然“ 属 于 比 较 边 缘 的 种

群”，生存环境却并非现代人想象

的那样“十分恶劣”——“诸如此

类的认知往往都是我们基于现

在生活环境比较下的认知”。因

为原始人类思想单纯，“为了活

着”而采集、捕猎、渔捕的现实生

活，“应该更加无忧无虑，体能也

强壮许多，甚至比现代人要快乐

满足。”

随遇而安，随缘而适。“父权

文 明 ”是 由“ 部 落 文 明 ”过 渡 而

来。于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便摆在读者面前：父系文明是男

性社会，为什么说文明步伐不是

衰退，反而迅速加快？

“人口即命运。”“随着食物的

丰富，一个男性足够保障一个甚

至几个人时，婚配的主导权必定

倾向男性，而且男性没有孕期和

哺乳的牵挂，在繁衍子嗣上就有

了优势。”丹溪草进而断言，“母

系氏族文明的衰退，虽然和经济

条件、生产力发展有必然联系，

但是女性繁衍生育的先天约束应

该是限制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根

本原因。”

“享得王尊，承得冠重。”父权

文明虽然促进了社会进步，但打

破了母系社会的平等关系，“人性

开始贪婪、变异，同床异梦的状况

也随之扩大”。由此引发丹溪草

的第 4 个叩问：“从人类四大早期

文明发源地的现状看，为什么只

留下了华夏文明？”

这是一个智慧问题，不仅可

以打开读者心扉，而且能增进彼

此间的沟通和理解。

“礼法文明的传承足以证明

华夏文明在中国的深厚历史根

基，在历史的无数次冲击和碰撞

中，自始保持着传统氏族文明的

社会组织模式，延续着氏族—宗

族—家庭的传承。

这种漫长的农耕氏族文明形

成的熟人社会和自治模式，构建

了完整的宗法社会组织形式，无

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还是宗教

社会，都像是宗法家庭的扩大或

变异，都不自觉地比附宗法家庭

模式。这成了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结成生活群体的主要形式或

基本形式，同样形成了充满宗法

特性的规则构架。”（《王权文明》

第194页）

丹溪草自问自答，虽然没把

自己的理解说得十分透彻，但让

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国家与民

族的关系。他说：“中华民族是世

界第一大民族，祖先留给我们最

宝贵的就是拥有庞大的人口血脉

和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这是中

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

的根基，稳固这个根基就是对人

类巨大的贡献。”（《理想秩序追

梦》“章节思考”）

三

“根脉文化”是先祖伏羲给我

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要想枝繁叶

茂，就得根深蒂固。这种“根叶

辩证”，体现在操作性上，就是儒

家 心 法“ 人 心 惟 危 ，道 心 惟 微 ；

惟 精 惟 一 ，允 执 厥 中 ”（《尚

书》）。而这个“中”，正是当下流

行话语“ 守正创新”。 因 为“ 守

正”，“创新”有根；因为“创新”，

“守正”有气。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是

一 部 跨 学 科、多 视 角 地 通 过 局

部 地 域、典 型 史 实 梳 理 人 类 文

明，反思人类历史，思考人类未

来命运的著作，有创新，也有它

的局限。

丹溪草自己也坦言：“贸然起

意写这样一本书，非专业的局限

性自然非常明显，然而相信专业

者的局限性也同样存在，怀揣无

知的勇气，站在起点，才能有足够

的勇气打破各种自以为是的局

限。”

不过，浙江大学王景新教授

在《序 言》中 却 认 为 ，这 部 著 作

并没有完全遵循规范的学术要

求 来 写 作 ，阅 读 时 也 会 感 觉 有

些 许 随 意 之 笔 ，但 这 些 反 倒 恰

恰使得作者有了更多发挥的天

地。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个没

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

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

在世界前列。”

是的，伟大的哲学家们无一

不终其一生来提出有关人生意

义、道德、真理等深奥的哲学问

题 。 对 普 通 人 而 言 ，虽 说 无 需

研 究 得 如 此 深 奥 ，但 无 论 如 何

还是应该围绕自己所面临的种

种生存困境，尽到一个社会人应

尽的义务。

丹溪草的 奶 奶 已 是 百 岁 高

龄 ，尝 尽 人 间 的 酸 甜 苦 辣 。《人

类 命 运 变 迁 与 规 则》既 是 丹 溪

草的处女作，亦是专门讲给奶奶

听的心里话。接下来，他还能不

能为奶奶和读者奉献其他研究成

果呢？

“宽慢来，弗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