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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旺发达了。
现 在 大 家 用 的 钞

票 也 是 中 国 发 明 的 ，
在 宋 朝 时 代 就 已 经 开
始 使 用 了 。 那 时 中 国
的 金 融 制 度 相 当 先
进 ， 货 币 的 运 用 相 当
成熟。

那 么 欧 洲 人 什 么
时 候 才 开 始 转 机 呢 ？
应 该 说 是 到 了 中 国 的
明 朝 ， 从 那 时 起 ， 中
国开始落后了。

我 想 其 中 原 因 ，
一 个 是 政 治 上 的 专
制 ， 对 人 民 的 思 想 控
制 很 严 ， 一 点 也 不 自
由 开 放 ， 动 不 动 满 门
抄 斩 ， 株 连 九 族 ， 吓
得 人 们 不 敢 乱 说 乱
动 ， 全 部 权 力 控 制 在
皇帝一人手里。

另 一 个 原 因 就 是
明 朝 对 付 不 了 日 本 倭
寇 的 入 侵 ， 便 异 想 天
开 ， 实 行 所 谓 海 禁 ，
把 航 海 的 船 只 全 部 烧
掉 ， 以 为 如 此 一 来 就
能 断 绝 与 倭 寇 的 来
往 ， 饿 死 倭 寇 。 这 是
对 日 本 完 全 不 了 解 。
这 种 愚 蠢 的 禁 令 ， 当
然 是 永 乐 皇 帝 时 郑 和
下 西 洋 之 后 的 事 情
了。

明 朝 一 实 行 锁 国
政 策 ， 整 个 国 力 便 开
始 衰 退 。 与 此 同 时 ，
西 方 科 学 却 开 始 发
展 ， 工 业 革 命 也 开 始
了。

有 一 个 有 趣 的 时
间 值 得 注 意 ， 那 就 是
十 六 世 纪 初 的 一 五 一
七 年 ， 德 国 的 马 丁 ·
路 德 公 然 否 定 教 皇 的
权 威 ， 反 对 神 权 控
制 ， 就 在 这 个 时 候 ，
中 国 明 朝 的 正 德 皇 帝

下 江 南 。 正 德 皇 帝 是
个 很 无 聊 、 很 腐 化 的
昏 君 ， 他 下 江 南 干 了
许 多 荒 淫 无 耻 的 勾
当。

大 家 知 道 ， 在 隋
朝、唐朝，中国是很
富庶的，到了宋朝、
元朝也还可以，那时
候科学发达、交通方
便、对外开放。而欧
洲正是封闭的时候，
一切都由教廷控制，
学术思想不自由。你
如 说 地 球 围 绕 太 阳
转，他便要你坐牢，
一切都是封闭的。

到 了 十 六 世 纪 ，
欧洲自由开放了，科
学发明开始了，可是
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
来了。这是最大的历
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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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无 非 是 要 大 家 明
确 两 个 观 念 ， 那 就 是
改 革 和 开 放 。 中 华 民
族 之 所 以 这 样 壮 大 ，
靠 的 就 是 改 革 和 开
放。

当 我 们 遇 到 困 难
的时候，内部要积极
进行改革，努力克服
困难，改革成功了，

中华民族就会中兴。
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
放，这点更为重要，
因 为 中 国 人 有 自 信
心，我们自信自己的
民族很强大，外来的
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
们都不害怕。

另 有 一 个 重 要 观
念 ， 今 天 没 有 时 间 详
谈 。 我 认 为 过 去 的 历
史 家 都 说 蛮 夷 戎 狄 、
五 胡 乱 华 、 蒙 古 人 、
满 洲 人 侵 略 我 中 华 ，
大 好 山 河 沦 亡 于 异 族
等 等 ， 这 个 观 念 要 改
一改。

我 想 写 几 篇 历
史 文 章 ， 说 少 数 民 族
也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一 分
子 ， 北 魏 、 元 朝 、 清
朝 只 是 少 数 派 执 政 ，
谈 不 上 中 华 亡 于 异
族 ， 只 是 “ 轮 流 坐
庄 ” 。 满 洲 人 建 立 清
朝 执 政 ， 肯 定 比 明 朝
好 得 多 。 这 些 观 念 我
在 小 说 中 发 挥 得 很
多 ， 希 望 将 来 写 成 学
术性文字。

上 面 我 讲 到 的 那
位 英 国 历 史 学 家 汤 因
比 在 他 初 期 写 《 历 史
研 究 》 这 部 大 著 作 的
时 候 ， 并 没 有 非 常 重
视中国。到他快去世

的时候，他得出一个
结论：世界的希望寄
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
文明的结合。

他 认 为 西 方 文 明
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
明、创造、追求、向
外扩张，是“动”的
文化。中国文明的优
点在于和平，就好像
长城，处于守势，平
稳、调和，是“静”
的文化。

现 在 许 多 西 方 学
者 都 认 为 ， 地 球 就 这
样 大 了 ， 无 止 境 地 追
求 、 扩 充 ， 是 不 可 能
的 ， 也 是 不 可 取 的 。
今 后 只 能 接 受 中 国 的
哲 学 ， 要 平 衡 、 要 和
谐 ， 民 族 与 民 族 之 间
要 相 互 协 作 ， 避 免 战
争。

由 于 科 学 的 发
展 ， 核 武 器 的 出 现 ，
今 后 的 世 界 大 战 将 不
可 思 议 。 一 些 疯 狂 的
人 也 许 执 意 要 打 核 战
争 ， 殊 不 知 道 这 种 战
争 的 结 局 将 是 人 类 的
同 归 于 尽 。 这 可 能 性
不 能 说 没 有 ， 我 所 接
触 到 的 西 方 学 者 目

前 对 打 核 战 争 都 不
太 担 心 ， 他 们 最 担
心的是三个问题：第
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
被浪费；第二是环境
污染；第三是人口爆
炸。这三个问题将关
系到人类的前途。

所 以 ， 现 在 许 多
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
中国，他们希望了解
中国，了解中国的哲
学。他们认为中国的
平衡、和谐、团结的
哲学思想、心理状态
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
问题的关键。

十 九 世 纪 世 界
的 经 济 中 心 在 伦 敦 ，
二 十 世 纪 初 转 到 了 纽
约 ， 到 了 战 后 七 十 年
代 、 八 十 年 代 则 转 到
了 东 京 ， 而 二 十 一 世
纪 肯 定 要 转 到 中 国 。
至 于 这 个 中 心 是 中 国
的 北 京 还 是 上 海 ， 其
实 在 北 京 或 在 上 海 都
不 是 问 题 ， 只 要 是 在
中国就很好！

作者：金庸
来源：A资本智慧

D微信公众号

金庸：为什么历史上
没有一个国家能吞并中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