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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内容概要

"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
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就是本书讨论的主题。
在轰轰烈烈地讨论“洋为中用”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洋”究竟是什么？西方的“自由”、“民
主”、“资本”、“法治”，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诞生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会把西方文明带到
哪里？
可以想象一幅今天的地图，西端是美国，东端是俄罗斯。追求个人自由的强度西高东低的倾斜；追求
人人平等的强度东高西低的倾斜；交叉点在英、法之间。过去百年来，西风逐渐压倒东风，自由压倒
平等。东西之别可以通过追溯文化基因如何结合了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背景与契机去解释。
从西班牙到法国、到英国，再到美国的霸权交替，都是约130 年的周期，分起、承、转、衰四个阶段
，也就是四代人。美国之后，霸权归谁？中国应如何选择自己的角色与命运？"

Page 2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作者简介

梁鹤年， 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 年荣誉退休。1970 年毕业于香港大学
建筑系，1976 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硕士学位，1982 年获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学位，1985 
年获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
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
修班”、“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论坛”，于2003 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 年开始回国讲学，现
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
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 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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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
前言
第一篇 源头
第一章 基督信仰成为崩溃中的罗马帝国的国教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
第三章 “基督太平”：政治宗教化下的欧洲大一统
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
第五章 西方第一组文化基因：“真”与“唯一”
第六章 灾难来临：西方人心理失衡
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
第二篇 物竞
第八章 充满犯罪感的宗教改革
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
第十章 迷惘、无奈的时代：命蹇的伽利略
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
第十二章 做梦的笛卡尔带出“天赋理念”
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
第十四章 做官的洛克带出“天赋自由”
第十五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第十六章 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人”与“个人”
第三篇 天择
第十七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从和解有望到和解绝望
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
第十九章 大英崛起：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
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
第二十一章 英、美交替：自由、资本交棒
第四篇 适者?
第二十二章 资本世界：功利文明全球化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
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
第五篇 生存?
第二十六章 个人：小我与大我、公众与公共
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八章 自由与平等
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
第三十章 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
第三十一章 资本主义是以钱赚钱
第三十二章 法治、人权是资本主义之盾
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
机的互动
第三十四章 大国盛衰的逻辑
后记
附录
1.神圣罗马帝国
2.雇佣兵
3.宗教改革时代各教派教义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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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4.荷兰崛起
5.理性主义三杰与经验主义三杰的主要思路
6.英式自由贸易，粮食法案为例
7.天定命运
8.德国统一
9.康德的先验
10.英国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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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精彩短评

1、对于研究英美文学或者西方文学的亲们来说，这本书是很好的文化脚注，梁鹤年的文笔举重若轻
，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文化背景。
2、幼时觉得 思想家 真是一个古怪莫名的名号，和 大胃王 差不多嘛。现觉得这才是最了不得的。#题
外话#
3、其实还有半本没读，是足够通俗易懂，注释也详尽，但觉得信息量太大，读下去费时费脑，而且
偏向史学，对于背景知识了解不够的我来说，有点难啊⋯⋯  梁先生最终的观点，无非就是认为西方
政治经济道路行不通，中国可持续定会力争上游么
4、梁先生新书，值得拜读
5、梁老师的这本书写的还是很好的，论据充足，结论深刻。总结出的“唯一、真”与“人、个人”
两组文化基因很有道理。读完后对现在西方的很多行为了解的更加深入，在书末尾针对现状矛盾论述
的地方，突然令我感觉到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消费经济无法持续/拉动内需真的能提
高人们幸福么⋯⋯）。全书不足之处在于有些地方重复较多，有几章比较乏味。和《菊与刀》一起看
很有意思的。
6、知识点非常多，许多论据充足。
7、梳理了西方近现代的发展历程 要是有更多中西对比就更好了 未来之路 慢慢寻找吧 
8、很好的西方文化普及读物，具有一定深度。梁鹤年很擅长归纳总结提炼，能从大势上把握思想脉
络。
9、读此书的前提是，脑中有清晰的中外历史年表对照图。否则无法从高空同时看到自足的中国大陆
与西欧这片碎片上的文明的异同。  大分裂是一样的，但是在隋朝一统之后，中国走向就完全不同了
10、6-18 闲书
8-3:  读完。1.以中式文化解析西式文化基因，难得难遇。虽未给出药方或结论，也是有益尝试！  2.有
收获，需要把我的知识串起来。
11、呕心沥血之作，深入又独到
12、正如佛教从汉代既已传入中国，历经600多年，直到唐朝才理解消化这一外来文化并能发展出本土
的佛教---禅宗。我们可能也处在唐朝之前的这么一段时间，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试图去了解它，消
化它，正如作者所做的事情，有时可能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有失偏颇，但不失为理解外来文明
的一次早期尝试。
13、没有文明能一直领先，更重要的是如拿破仑所说的能倒下啦再次站起来；西方文明才有一次文艺
复兴，我觉得还不足证明西方文明恢复能力。
14、读的很畅快，也很有启发，对于理解西方文明有帮助
15、认识梁鹤年老师始于周四晚上的一堂课，那天本是要去隔壁教室，因为对那节课的内容没啥兴趣
，就误打误撞进了梁先生的教室，他讲的是S-CAD评估法。他并没有直接进入“正题”，而是首先介
绍了东西方文化在认识论上的差异，以及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描述政策执行的目的与成本优化
，建立平衡，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妙”！对于这本书，本想把它借来当作科普读物迅速读完，不料它
巨大的知识密度、深邃的洞见和真而简的文笔把我牢牢套住，连续阅读数日，收获颇大。一是受教于
梁先生在文明的尺度下围绕着结论“在真理只有一个的大前提之下（唯一真），‘人’与‘个人’两
个基因争夺唯一真的地位，产生了张力和变化”而展开的历史、宗教和哲学的充分论述；二是启发于
梁先生学贯中西的智慧：求“真”但不偏执，实干但不失“善”。
16、外行看看还可以，但是细究起来，历史事实错误太多，刚翻没几页就找出好几处错误。
17、最后一章强行扣题依附主旋律，其他部分都很有启发性
18、“文化”指涉过去，“文明”指涉未来，这本书联结了西方的过去和未来，系统地呈现了西方文
明之所以是今天这个面貌的成因，包括时代背景、民族性格、历史契机。不是教科书的写法，读起来
比较省力。在这种系统梳理之中，作者的倾向性非常明显。
19、把西方文明掀个底儿朝天，看完心里释然了许多，想起吕思勉说学历史是为知其所以然，本书里
更多了点质疑西方普世价值，探索自己未来道路的东西。迟到了一百年的人文著作。
20、难得有这么扎实又这么明白的普及书。看书名和章节标题以为会枯燥，一点儿不学术啊，也不浮
滑，作者老老实实地把各种问题都讲清楚了，条理、逻辑和语句都很平易，而且信息密度很高。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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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了我这种文盲。大爱。
21、不管是柏拉图/奥古斯汀，亚里士多德/阿奎那，西方文明从源头到发展，都与东方有不一样的展
现。用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体系去理解西方，这本融合哲学，政治，宗教，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好
书，不可辜负！
22、此书对我帮助很大
23、作为通俗读物大大丰富了读者的知识。然而它也确实是历史哲学文化的大杂烩。
24、解释了很多没人解释过的概念和理论，对个别问题的阐释也非常清楚，非常不错。
25、梁老师对于西方思想史梳理得很清晰，虽然最后一部分的个人价值取向比较明显，但总体来说还
是非常客观合理的。
26、读过的最好的易懂的，和现实结合的紧密的一本哲学书。再度
27、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是新路又在哪里...
28、今年读过最过瘾的一本书。梁先生的一些个人观点有待商榷，但不失为一个很赞的观察西方文明
的视角。
29、很抓重点的西方政治宗教哲学史。
30、还得再读一遍才能评判。
31、最後現代民主分析部分像過山車
多謝梁鶴年老師 「國運選擇 就在此刻」
32、用东方史哲一家的思维对西方文明的梳理，系统中肯，因此其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值得一听。
33、最恨这些华人国籍不是中国的咯，害我做个编目还要改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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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精彩书评

1、西方文化的温情与冷酷——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书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作者: （加
）梁鹤年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 2014-3ISBN: 9787108045324总起所谓文化基因，就是
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语言、艺术、思想、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与发端。文化基因决定着文明的发展走向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总能追溯到它的文化基因。西方人对父母或老师可以直呼其名，人们也不会莫名
惊诧；中国人一般不会直接称呼尊长名字，而代之以职务、关系称谓，如“老师”、“班长”、“叔
叔”、“婶婶”等。中西称谓泾渭分明，或许与西方崇尚“人人平等”泛化理念、中国讲究“尊辈长
上”等级秩序文化基因密切相关。文化是文明根系所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
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
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梁鹤年编著《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
、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对西方文明发
展史作了一次系统梳理，探寻西方文明发展脉络，并着眼“洋为中用”，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有价值
参考。西方文明受到多种文化基因交互影响。“现代前”犹太之神的权威与基督之神的慈爱、希腊的
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一起，造就了西方第一组文化基因“唯一真”，即“真是唯一
的”。16世纪宗教改革打破西方人信仰与理性的统一。封建崩溃，多年战乱，法国产生了乐观悯人的
理性主义，英国产生了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前者以心法、内省求真，有泛人的意识；后者以观察、
反思求真，有个人的意识。这就构成了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即“泛人”与“个人”。泛人意味平等
；个人意味自由。但两者又都坚持是“唯一真”。于是西方文明性格与思维就此分裂。在随后几百年
里，通过不断质疑“传统”的价值、不断肯定“变”的意识形态，西方人逐渐变得世故、老练、虚伪
，并最终藉自由与功利的资本主义成功腐蚀共产主义、击败国家主义、吸纳存在主义，达成延续至今
的世界观与伦理观。从“唯一真”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对宗教神谕顶礼膜拜到个体自我意识觉
醒，从多种主义并存到资本主义“大一统”，清晰显现西方文化基因的演变轨迹。在相同文化熏陶之
下，西方文明亦有“旁逸斜出”独树一帜之典范——英国历经“百年战争”以及“玫瑰之战”，王室
与地方势力形成互相依赖又互相制衡的政治生态，而后又创造出以宪章约束王权的政制，催生出英国
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西方文化基因中的重要人物（从柏拉图到笛卡尔）西方文化先驱群星闪耀
，那些为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哲人永远应被铭记。柏拉图认为宇宙不可能成于偶然
，总有一个归宿，他称之为“一”。他认为人要走向宇宙之真，就得与宇宙建立和谐关系，才能快乐
。奥古斯丁根据人生经验认为自制尤其是性欲上的自制是修身的一大挑战，他对人性（意志力）的相
对悲观影响整个西方至今。就是因为西方人对人性不大信任，才要依赖法治、民主去约束。亚里士多
德认为好的政府追求共同利益、坏的政府追求统治者的利益，强调人离开公理与正义，就沦为最卑劣
的动物。阿奎那特别强调“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这成为西方“天赋人权”理论依据。柏拉图/
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四位先哲有共同之处：追求永恒的真理、强调宇宙的秩序、重人类的灵
性、轻物欲的满足、超越个人价值观；主要不同是，前者在政治上强调统治者的素质，而后者在政治
上强调群体和参与。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成为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
上半叶西方主流，是为“思想自主”基础。它肯定个人和否定经验，前者抗拒权势，后者抗拒传统。
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洛克将个人意识建立于经验之上，并且指出通过官能、经验达到的知识（包括自然
科学）只是“近真”，是一种“仿知识”或“仿真”，但他认为这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追求，因为
这种追求会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的真。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再从笛卡尔到
洛克⋯⋯这些仿佛注定以思考为使命的标志性人物，犹如一个个清晰的坐标，在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
，也构成西方文化基因中璀璨夺目的部分，光耀千秋。回望这些“星座”之间关系勾连，可以追溯到
西方文明的清晰来路。西方文化的优势与软肋谈到西方文明与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中华文明
与中华文化。中西文化存在差异显而易见。简而言之，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中国文化重视
友善和服从，强调个人对整体的义务。西方国家更能普遍认同“国家崛起取决于国民崛起”，而中国
人往往主张“大河有水小河满”、“没有国哪有家”。西方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富于进取精神与发展
精神的文明，它充满活力，追求征服自然、揭示社会与自然奥秘，尊重并强调商业精神、创造精神与
冒险精神，特别尊崇个人自由与民主法治；而中国文化更看重通过公民遵纪守法乃至高度步调一致促
成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的泱泱大国，中华文化发挥了巨大的凝聚
与向心作用，这毋庸置疑。然而中华文化亦有短板。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善”完全处于主导地位，

Page 8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对“美”和“真”的追求都受道德支配，但由于“善”脱离并压迫“美”和“真”，某些时候容易虚
伪化，可能迫使人人说假话，导致精神的僵滞与衰落。正像胡适所告诫那样：“一个肮脏的国家，如
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
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
家。”在崇尚道德和依法治国的天平上，我们确实需要找到一个适宜的平衡支点。“善”字当头的另
一个恶果就是忽视、缺乏对自然与社会的科学探索与追根究底精神，这或许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偏重
主观世界改造而看淡客观世界探索的症结所在，更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艰难的深层原
因。西方文化的人文思想至今仍给世界各国以有益借鉴。文艺复兴的重心就是“人文思想”——以古
籍作启发、以理性为导航、以人为中心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我们前些年方才提出并且从各个领域正在
践行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仍是“西风东渐”之表现。当然，西方文化基因也
有致命缺陷。“唯一真”的意义就是只有一个“真”。“唯一真神”就是只有这位神才是真的；“唯
一真理”就是只有这条道理才是真的；“唯一真科学”就是只有这套科学才是真的；“唯一真主义”
就是只有这个意识形态才是真的。世上从来没有绝对真理，意识形态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东西，
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任何一方都不应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另一方。“唯一真”
文化基因产生的正面倾向是忠贞、刚毅和慷慨，负面倾向却是极端、霸道和扩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近百年来屡屡向外吞并，对别的民族实施霸权与殖民统治，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还不足以
叫人警醒吗？如何做到“洋为中用”西方文明与文化自然并非洪水猛兽，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普世价值”，西方文化像传统文化一样，为精华亦有糟粕。在文化多元发展、世界渐成“地球
村”的今天，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已经上升为时代命题。世界各国与不同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与文
明形态，呈现万紫千红的瑰丽风景。各国文化虽有源头形态不同，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审视中西方文
化，我们既不能崇洋媚外，更不能妄自菲薄。文化基因也当有与时俱的演变。事实上，中西方文化已
呈交汇融合趋势，孔子学院不断走向世界，西方文化中的积极价值理念正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
国所接受。对待西方文化我们既不能全盘照收，也无须拒之千里，而应奉行拿来主义、彰显扬弃精神
，予以批判地吸收。 “自由只存在于束缚之中，没有堤岸，哪来江河？”美国诗人金斯伯格如是说；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或者无条件的“自由”，比如放声唱歌是你的自由，但在夜晚你就得自觉限制这种
自由，因为你可能影响周围邻居安静休息的自由。“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要讲求成本效率，十几
亿人口的大国整天吵吵闹闹的能办成啥事？人的需求分层次，“人权”也要分阶段发展，中国现阶段
人权就是要保障与实现老百姓衣食无忧的权利。“资本”能刺激生产和改善生活，然唯利是图却是硬
币的另一面。“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对待西方文化，中国当有理性辩证态度。“西方
的确有许多令人艳羡的成就，但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重原因互动的结果，一窝蜂地模仿不是出路，
观察、反思，然后创新，或可找条生路。”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人权
建设，何尝不是中国依据自身文化基因做出的明智抉择？此文发表于2015年4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5-04/17/content_60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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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笔记-第38页

        虽然俗世上不会有完全的和平和秩序，但仍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因为俗世的和平与秩序可以帮
助矫正因人性堕落带来的不秩序的倾向。

2、《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笔记-第153页

        伽利略的际遇代表着当时思想界的处境，但激发出两种不同的理性发展方向。追求“真知”是思
想界共同的目的，不同之处是在“真”的定义和“求真”的方法。两个不同方向催生了欧陆的“理性
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人的宇宙观，同时直接地、紧密地影响西方人的人生
观和社会观。宗教改革百多年的大气候（天时）弥漫整个西方，但不同的泥土（地利）生长出了不同
的果实。

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笔记-第68页

        现代西方人的宇宙观（格物、致知）、人生观（伦理）与社会观（政治）从此有了两条思路——
柏拉图/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阿奎那。这两条思路有共同之处：追求永恒的真理、强调宇宙的秩序
、重人类的灵性、轻物欲的满足（特别强调性道德）、超越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真理
独立于物质世界，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在求知上重洞识与内省；在伦理上对人的意志力悲观，犯罪
感重，认为神恩重于一切；在政治上强调统治者的素质。后者则认为真理是相应于物质世界，是物质
世界里的价值标准和追求目的；在求知上重观察经验和因果逻辑；在伦理上对人的理性比较信任，认
为神恩虽然重要，但善行也有价值；在政治上强调群体和参与。

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笔记-第25页

        'Absence of good'There's no bad, which is only the absence of good. Thus, bad is just 'imperfection'. I alway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no good and bad, cuz it's hard to determine and define. 

5、《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笔记-第5页

        在研究洋为洋用时，我特别留意洋现象和洋理论之间的关系。某个理论是否真的能够解释某个现
象、真的能够支持某个政策？它是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哪个层面上去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是
怎样出现的，它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认清洋东西的真面貌，才 
可以考虑洋为中用。

要旨！

6、《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笔记-第6页

        我的中文思路来自小学启蒙老师的"起、承、转、合"。一开头就要"点题"，而且是"夫天地者、在研
究洋为洋用时，我特别留意洋现象和洋理论之间的关系。万物者"之类的大道理，然后绕着这题目作多
方面、多层次的探索，峰回路转，但结论总是与前面的大道理相呼应，是大道理的肯定。这种思路下
的讨论是多样和活拨的，但结论是注定的，很符合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和"文以载道"的儒家思想。英
文的思路是直线的(Unear)——假设、论证、分析与结论，按部就班、平铺直叙，结论是论征与逻辑的
产品。这种思路下的讨论是单线和稳健的，但结论是不可预测的，很符合西方实证求真的思想。当然
，我大多用中文思考，然后用英文写出来；或者是用英文思考，用中文写出来，这些都是不自觉的。
可以说，我的思考方式是"混合体"(hybrid),坏处是两不像，好处是双兼收。这是我的挑战，也是我的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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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仔细想想确实如此

7、《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笔记-第2页

        第二十二章 资本世界：功利文明全球化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
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

8、《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笔记-第40页

        罗马太平是指统一与秩序，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动乱与权争。帝国边陲仍是征战不断，但帝国内部
则是相对和平；皇帝继位之争不断，但牵涉的范围只在皇廷，不影响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那时，罗马
帝国就是整个西方，同一的政权、同一的法律、同一的语言（拉丁语是官方语言）、同一的度量衡、
同一的车轨辙，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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