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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怎样从书海中找到自己的航向》

王克强同志的新著《怎样从书海中找到 自己的航向》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1 9 8 9年出版
,

以
一

下简称《航向》 ) 为方法学
、

书评学和编辑学开拓了新的景界
:

提出
“

大知识工程
”

这一全新
「

的概念
,

并以此为依托勾画出了一种
“

整体化路线
”

和
“

整体化文库
”

为主体的新科学景观
。

这

一重大新构想
,

不仅可能改变知识体系的总体结构
; 而且已产生了一系列实际效益

:

如为当

代中国争得
`

生物计算机的理论预言的优先权
’ 、

提出一系列富有预见性的实用理论工具和理

论框架的实验性实例
,

等等
。

基于对《航向》这部气度非凡的新构想
,

及其所初步展现出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激励
,

愿推荐这部析义迭新
、

思绪横流
、

将科学引向深处的著作
。

《航向》既是一部书评学和编辑学的专著
,

更是一部方法学专著
。

它不仅成功地发掘
、

揭

示出了门捷列夫周期表之方法论奥秘
,

将其移植于若千个学科
,

进行了一系列合乎逻辑 的纵

横发挥
,

导致了一系列成效卓著的科学成果的
`

链锁反应式
’

的产生 ; 而且对于坚持
、

运用和

发展丰富唯物辩证法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列宁曾说
: 讹
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

业 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
、

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 ” 《航向》的作者正是通过对世界史

、

哲

学史
、

科学史
、

技术史
、

经济学
、

数学
、

化学
、

物理学以及人类认识的发展史等诸方面的大

节研究
,

提 出了具有深刻辩证法思想的新的书评学理论框架
: “

以三个方向一致
”

(科研方向
、

选题方向
、

科学发展方向 )
, “

二种评价标准
”

(有中国特色的图书衡量标准和图书评价标准 )
,

“

一条研究路线
”

(集合研究路线 ) 等基本论点为主干的书评学理论框架的系统选题的方法论框

架
。

一

这框架富有深刻地辩证性
、

独创性
、

启迪性和实践性
。

它不仅为著书人
、

编书人
、

卖书

人
、

藏书人
、

评书人
、

读书人从书海中找到自己的选题方向
; 进而为有计划地

、

迅速准确地

找到自己所需要
、

所追求的出版物或出版选题
,

提供了新的视角
、

新的背景参考系
。

而且也

为如何正确地运用和丰富唯物辩证法
,

提供了新的科学启迪和生动示范
。

比如
, 《航向》从不

同侧面阐述了当代科学思想的发展趋势
,

揭示
“

三种方向
”

的内在一致性的同时
,

还指出
:

依

据一系列当代中国学者著作中的共同
“

深层结构
”

看
,

实质上已构成一条具有时代性 (纵通古

今
,

横贯百科 )
、

民族性 (兼容并蓄
,

自强不息 ) 和世界性 (选题 与现代科学趋 势一致 ) 的科
·

学 研 究 路 线

—
“

集 合 研 究 路 线

”

或

“

整 体 化 路 线

” 。

这 条 研 究 路 线 的 提 出 和 论 证

,

是 创 立

“

大 知

识 工 程

”

的 新 思 想

、

新 见 解

。

在 方 法 上 深 刻 地 体 现 了 作 者 运 用 逻 辑 和 历 史 相 结 合 的 辩 证 思 维

方 法 建 构 理 论 体 系 的 范 例

。

我 们 知 道

,

用 逻 辑 和 历 史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建 构 理 论 体 系

,

一 方 面 要

深 入 研 究 对 象 的 形 态 与 结 构

,

要 透 过 各 属 性

、

成 份

、

因 素 在 空 间 上 的 分 布 看 到 它 们 之 间 的 内

在 本 质 联 系
;
另 一 方 面 要 深 入 研 究 对 象 的 发 展 历 史

,

也 要 透 过 各 属 性

、

成 份

、

因 素 在 产 生 时

间 上 的 前 后 相 继 看 到 它 们 之 间 的 内 在 本 质 联 系

,

看 到 历 史 过 程 的 本 质

。

对 象 的 结 构

、

形 态 和

对 象 的 历 史 的 一 致 正 是 表 现 为 这 种 本 质 的 一 致

。

在 深 刻 认 识 对 象 结 构 和 历 史 的 本 质 的 基 础 上

形 成 相 应 的 概 念

、

判 断

、

推 理

.

并 通 过 这 些 概 念

、

判 断

、

推 理 的 彼 此 结 合

、

排 列

、

结 构

,

反

映 对 象 的 发 展 历 史

。

在
《航 向 》 中

,

著 者 对 此 方 法 原 则 的 运 用 是 多 方 面 的 和 成 功 的

。

如 著 者 在

研 究 了 门 捷 列 夫 周 期 表 之 后

,

认 识 其 方 法 论 奥 秘

,

是 发 现

“

系 统

”

及 其

“

整 体 性

”

的 实 用 理 沦 工

具

。

元 素 周 期 表 系 统 地 反 映
(或 预 测 ) 每 一种元素 的性 质

、

位 置

,

及 其 深 刻 的 逻 辑 原 因 和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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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从 门 捷 列 夫 周 期 系 方 法 的 角 度 提 出

:
一 个 科 学 的 目 录 系 统

,

实 质 上 包 含 着 一 个 反

映 图 书 体 系 (和知识系统 ) 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的选题系统和概念系统
,

它 具 有 以

“

书 名

评 价 书 名

” ,

以

“

选 题 预 测 选 题

”

的 科 学 功 能

。

又 如

, 《 航 向 》 中 对 光 学
、

进 化 论

、

经 济 学

、

航 天

学

、

新 闻 学

、

逻 辑 学 等 诸 学 科 的 基 本 概 念 的 共 同

“

深 层 结 构

”

的 分 析

、

比 较 和 研 究 以 及 所 得 出

的 论 断 和 设 想

,

不 仅 直 接 地 体 现 着 作 者 对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逻 辑 和 历 史 相 结 合 方 法 的 正 确 应 用

,

而 且 更 启 迪 着 人 们 应 如 何 坚 持 和 发 展 唯 物 辩 证 法

。

其 次

, 《航 向 》 的 实 践 意 义 的 现 实 性
、

针 对 性 和 广 泛 性 是 很 深 刻 的

。

它 对 于 加 强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教 育

,

提 高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的 要 求

,

反 对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化 思 潮

,
加 强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

反

对

“

全 盘 西 化

” ,
加 强 民 族 传 统 教 育

,

反 对 民 族 虚 无 主 义

,

都 有 很 重 大 意 义

。

因 为 《航 向 》的 写

作 和 出 版 的 基 点
,

是 建 立 在 作 者 对 国 家

、

民 族

、

社 会 主 义 改 革 实 践 的 忧 心 和 对 图 书 的 社 会 功

能 现 实 情 况 的 分 析 研 究 之 上 的

。

作 者 在
《航 向 》的

“

导 言

’

中 严 肃 而 尖 锐 的 指 出
: “

千 百 年 来

,

在

人 们 思 想 中

, `

书

’

和

`

读 书

’

似 乎 一 直 是 与

`

美 好

,

和

`

进 步

,

直 接 联 系 着 的

。

然 而

,

现 在 已 有 愈 来

愈 多 的 事 实 说 明

:
正 如

`

水 可 载 舟

,

亦 可 覆 舟

’

那 样

,

书 可 提 高 人 的 素 质

,

亦 可 毁 人 的 前 途

,

书 可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

亦 可 造 成 重 大 社 会 问 题

。 ”

作 者 还 以 愤 慨 和 批 判 的 语 气 写 道

:

在 人 们 抱 怨

“
卖 好 书 难

、

出 好 书 难 ……买 好 书 难
”

的 同 时

, “

格 调 低 下

、

庸 俗 书 刊 在 拜 金 主 义 的 推 动 下

,

甚

嚣 尘 上

,

屡 禁 不 绝

,

涉 及 社 会 各 个 角 落

” 。 “

大 量 沿 着 淫 秽 读 物 展 现 的 色 情

、

凶 杀 等 邪 路 走 向

深 渊 的 沉 沦 者

,

从 反 面 告 诫 人 们

: `

一 颗 子 弹 只 能 打 死 一 人

,

一 本 坏 书 却 能 腐 蚀 一 大 片

’ 。 ” “

坏 书

不 仅 抢 占 了 好 书 的 纸 张 和 市 场 等 等

,

更 夺 走 了 好 书 的 读 者 及 其 时 间 和 思 想

,

损 害 了 他 们 为 社

会 作 贡 献 的 意 志 和 才 华

” 。

为 此

, “

绝 不 能 让

`

好 书 难 出 门

、

坏 书 传 千 里

’

的 势 态 在 当 代 中 国 存

在 和 蔓 延

,

使 之 成 为 我 们 实 现

`

四 化

’ ,

再 展 宏 图 的 心 腹 之 患

, 。

由 此 也 说 明 了

,

一 个 能 为 社 会

实 践 需 求 和 读 者 所 欢 迎 的 新 的 理 论 观 点 和 理 论 框 架 的 提 出 和 阐 述

,

是 同 它 坚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正 确 方 向 紧 紧 相 连 的

。

《航 向 》关 于
`

编 著 有 中 国 特 色 出 版 物 的 几 个 问 题

” 、

特 别 是 关 于

“

从 若 干 侧 面

,

看 当 前 图 书

文 献 中 存 在 的 主 要 错 误 倾 向 和 当 代 科 学 实 践 运 动 发 展 的 基 本 趋 势

’
问 题 的 分 析

、

批 判 和 阐 明

,

对 于 反 对 资 产 阶 自 由 化 思 潮

,

具 有 深 刻 的 现 实 意 义

。

鼓 吹

“

全 盘 西 化

”

和 民 族 虚 无 主 义

,

既 是

搞 资 产 阶 自 由 化 的 人 的 政 治 需 要 和 特 点

,

也 是 他 们 对 当 代 科 学 文 化 运 动 发 展 趋 势 无 知 的 大 暴

露

。

这 正 如
《航 向 》 中 批 判 和 说 明 的 情 况

: “

大 量 事 实 说 明

: `

厚 西 薄 东

’

和

`

谈 今 忘 古

’

这 两 种 似

乎 是 对 立 的 错 误 倾 向

,

实 质 上 是 一 致 的

。

就 是 说

,

当 前 出 版 物 中 的 一 种 主 要 错 误 倾 向 是

:

过

份 崇 拜 西 方 现 代 科 学 文 化

,

忽 视 以 中 国 为 主 要 代 表 的 东 方 古 代 科 学 文 化
,
而 当 代 科 学 实 践 运

动 发 展 的 一 个 基 本 趋 势 则 是
:

西 方 现 代 科 学 文 化 和 东 方 古 代 科 学 文 化 大 交 叉

、

大 汇 流

” 。

作 者

还 进 一 步 指 出

:

要

“

及 时 发 现

、

并 以 科 学 文 化 及 其 发 展 过 程 的 整 体 性 为 背 景 参 考 系 去 认 识 这 种

倾 向 和 趋 势

,

中 国 就 有 可 能 首 先 发 现

、

研 究 这 个 科 学 文 化 空 前 大 汇 流 中 一 系 列 交 叉 点 和 交 叉

面 上 涌 现 出 的 新 思 想

、

新 观 点

、

新 理 论

、

新 方 法

,
并 在 此 基 础

_

七 编 出 一 系 列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出

版 物

。

总 之

, 《 航 向 》 不 仅 在 编 辑 学
、

书 评 学 和 方 法 学 上 做 出 了 有 益 的 贡 献

,

而 且 在 理 论 和 实 践

上 也 提 出 了 十 分 可 贵 的 深 刻 启 迪 和 重 大 课 题

。

这 都 是 可 贵 之 处

。

但
《航 向 》 中 的 新 概 念

、

新 选

题

、

新 构 想 如 潮 水 般 的 奔 涌 而 来

,

而 受 到 有 限 篇 幅 的 制 约

,

既 无 法 一 一 阐 明

,

又 难 以 作 严 谨

而 全 面 地 论 证 和 阐 述

。

因 此

,

空 疏 乏 力

,

令 人 费 解 者 有 之

。

凡 此 种 种

,

有 待 作 者 今 后 在 进 一

步 拓 展 上 列 思 路 的 过 程 中

,

不 断 提 高 与 完 善

。

(朱传 桑 )

( 本文责任 编拜 江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