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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可亡，山河可變，但若失去了文化的根源，人獸之間又有多少分別？個人的生命不過幾十個春秋，名與利也似朝露浮雲，

然而在生與死的間隙中，隱約中有一脈相承。待參透了生命的真諦，始知是中華文化的存續，恍然！這才是「人」無從推卸的責

任。　　辛棄疾在〈永遇樂〉中早就說得透澈：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孫仲謀只有一個，而「舞榭歌臺」永遠是引人入勝的重心，不管五千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光輝文化如何，一旦到

「倉皇北顧」、「烽火揚州路」上，可就只有蝌蚪文式的霓虹招牌了。不必等到「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我問自己：「廉頗

老矣，尚能飯否？」自答是：「所食雖不多，為文化奮鬥永不嫌少。」

　　中文電腦在國人群策群力的奮鬥下，三十年來，有心人士「淘汰中文」的「義（大利）舉」已隨風暴遠颺。然而電腦之功能已

非昔日吳下阿蒙，又怎能僅以輸入幾個文字自足？在眾人一片錯愕聲中，我又掉頭走回墾荒的老路，發展中文平台、九億農民網、

設計電子書。既然是墾荒，當然沒有前例可循，自不期望在這個拜金的社會中，獲得時賢的共鳴。

　　緣在一九九四年二月，我先交出了努力的成績，由台灣「時報出版公司」發行了《老子止笑譚》。次年又出版《易經明道錄》

與《易理探微》二書。思想上的作業完成了，又跨入文學範疇，再出版兩本過去的小說《巴西狂歡節》與《東尼！東尼！》。同

年，我把自己的理念，在自傳式的《智慧之旅》（全八冊，分寒冬、稚春、炎夏及金秋四部各兩冊）中全部公佈出來，以期拋磚引

玉、現身說法，以接引有心人。

　　我還待挖空心思，斟字酌句，卻不及杜甫在〈蜀相〉中說得好：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老古董，不僅憂天下，也憂國事、憂子孫後代的前景。春蠶吐絲，不過作繭自縛，若要避免「出師未捷身先

死」，我就必須善用時間。僅空談文化是沒有用的，多年潛心追究，我發現不論古今中外，人的癥結只有一個，就是對人生真相認

知的不足。文化的精髓，正是人生認知的集萃，要談文化，就要正視它。

　　要瞭解人生，就要瞭解人；要瞭解人，要先瞭解生命；要瞭解生命，又要瞭解物質、能量、宇宙、進化等等，作為一個人，淺

淺數十寒暑，可能嗎？

　　在寫《老子止笑譚》時，我已經知道自己不夠資格做最完美的詮釋，但卻敢說自己是老子最忠實的追隨者。《道德經》第二章

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有美就有醜，有善即有惡，一切現象都是相對的，作用力必然啟動反作用力，事情該發生，就一定會發生，何必計較可不可

能？聖人不過無為而行，不言而教，得失成敗都毫不考慮，時機到了，是動就動，是靜就靜。

　　既然要為文化盡一分綿力薄材，該怎樣做，就怎樣做，還考慮什麼可不可能呢？於是，我又開始了「物理」、「化學」、「生

物」等的忘齡之旅。如果只是為了學習，以自己過往的不良記錄，大可以鳴金而退了。然而我只是希望從科學知識中，找出一條攸

關人生真相的康莊大道，哪裡是難易成敗所能阻擋的！

　　當然，任何一個念頭，都不是突然從石頭中蹦跳出來的。早在一九七六年，我就自資出版過《層次論》一書，試圖用一個統一

的方式，解釋宇宙中所有觀念。回想過去半生，迂迴典折，個人一切都是機緣巧合，既無所得，又無所失。沒有受到虛名、物慾、

家累、業障的羈絆，才能長保平靜的心態，破除萬難，不顧一切，勇往直前。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完成了《智慧學九論》一書。在書中，我用一種系統觀念，由能量的變化、物質的形成、作用力的機械理

論、時空的性質以及宇宙的進化等科學論題，再經認識及觀念的產生，一直談到思維、人性、價值、行為等。我嚐試對人類已有的

知識，作了革命性的剖析及合理的解釋；這種詮釋，我稱之為「概念常識」。從此，人類的智慧可以建立在一個完整的常識體系

上，人人可以透過這種認知，直達真如。

　　《智慧學九論》內容枯燥，卻是對宇宙真理之論述。「九論」代表了各種不同領域的認知，可以說是人類文明最終的「大統一

論」。我當然知道，在成為大眾的思維常識之前，相信人生認知與宇宙真實為一體的人不會太多。但在不久的未來，人類文明將會

有翻天覆地的大變化，讀者不妨拭目以待。

　　更重要的是，我把多年鑽研的「概念網絡（後更名漢字基因）」，作為該書中認知定義的基礎。因為在我的體系中，「智慧

學」即為「系統概念學」。概念本是智慧的根本，但若概念不能系統化，即代表智慧不可能被應用。一旦概念系統化完成了，電腦

的「自然語言」即屬可行，自然語言竟功了，「人工智慧」必將接踵而至。

　　這樣龐雜的體系，其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好在經過多年摸索，這一切構想都已成為具體的事實。只是，《道德經》第二十

九章有言：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羸或強，或載或隳。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個人是非成敗可以不計，但人類的前途卻不能不顧。為此，我在《智慧學九論》將行出版之際，就計劃用通俗的手法，把理論

化為常識。生命的職責是啟發繼起的生命，一代的努力，只是另一代的基石。理論性書籍不過是知識，影響力僅及於相關從業者。



小說故事則不然，一旦成為普通的常識，必將點起煬煬火苗，成為世世代代的認知。

　　由是，我把《宇宙浪子》推上了舞台，它可以說是《智慧學九論》的普及版，又是我從事動畫製作的試金石，也是我在漫漫歲

月中，由電腦、文字、文化、藝術、技術、科學、小說、戲劇、動畫等，進駐智慧旅途之中站。

　　我把超軼現實的幻想，建立在實際的理論上。讀者一方面神遊太虛，一方面把科學當作常識，接受一些嶄新的觀念。本書的主

旨，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闡釋人生的真諦－－由「我」的私念出發，逐步邁入宇宙之智慧。只不過鑒於人的觀點、立場太多，在

故事中不得不分別用各種題材詳加敘述。

　　於此我打算再以故事、小說為藍本，設計「全自動立體動畫製作系統」（詳見拙著《多媒體導論》）。我的理念是，先大量設

計人物、角色、服裝、道具、場景等，使之具有「常識特性」，建立一完整的「真實模擬庫」。再以程式控制動作、聲光、鏡頭運

用及剪接等技術性工作，並以文字為理解介面。完成之後，只要作者輸入分鏡劇本，系統便自動將之攝製成立體動畫影片。

　　我是個拓荒者，一個永遠脫離現實的異鄉人，生在不正常的亂世，不能不以非常的手法行事。多年以來，我跨足各個行業，非

為貪多，實在是當今國人水準太差，差到人人羞於抬頭，個個信心皆失。一行差是差，十行差也是差，而行行皆差，則不能謂之差

而已，是應知恥矣！

　　廉頗鬥志不老，不管做什麼，我不問時賢看法如何，但問自己所為，能不能說得上「不差」？過去從事電腦研發，絕對「不

差」！如今轉戰思想界、科學界、文化界、藝術界，「自命不差」！其他且留待歷史證明。

　　《宇宙浪子》僅為此一系列小說的基本平台，計有近二百萬言，分十二集，每集八回，每回約兩萬字，各回均以七律一句為回

目。這種寫法可以節省很多構思的時間，如同非標題音樂一樣，既能參考詩句的感觸，又不受其束縛。我只要想好主題、題材，思

路就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就這樣，藉自己發展的中文系統之助，每天可寫萬餘字。

　　由一九九八年九月起，前五集只用了三個月，一九九九年三月加入文化傳信企業集團，第六、七集是在文傳工餘時間擠出來

的，後五集則是自二○○○年十一月起，三個多月內殺青。我寫完了，再請沈紅蓮校對、考證、修辭，彼此合作無間。
　　在此期間，又完成了中文二○○○平台、中文ＣＰＵ、電子書包、網絡電腦等多項工程。以後是市場推廣、產品生產及行銷，我
無意參與，擬致力於「理解系統」及「三維動畫自動著色」，以便將本書轉成動畫。

　　本書所要描述的，是智慧成長的階段歷程。其中文祥及衣紅代表感性的覺者，而電腦代表理性的追求者，兩者共同象徵人性。

人只有在面對問題時，主觀個體才可能有所覺，有覺而後始能悟。而人之所覺所悟者，乃人生之災、情、名、利、權、貪六關，以

及人際間種種贊成、反對，有道、無道，群體、個體之客觀立場。合計為十二種考驗，而通過考驗唯一的方法，是秉「心齋」，

「無為而為」，也是「無所住而生其心」。

　　我把這十二種考驗化做多段小故事，再羅織成為一體。小說之結構以思想為經，真實為緯；以科學做基礎，用神話充素材。期

能令求道者盛，悟道者明，得道者智。最後本書成為我工作的藍圖，按照發展的情節，盡力將它兌現。

　　《宇宙浪子》之構想，來自三十年前，在洛杉磯的中國戲院中，阿瑟．Ｃ．克拉克的「２００１年」首映，令我一直浪遊到今

天。少年時期我深受還珠樓主的影響，很想寫一些幻想小說。猛一見到科幻影片，我知道了，那將是我的歸宿。

　　由於當今各種問題叢生，人囿於成見，往往看不清問題的本質。在本書中，我先假定舉凡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等問題都已徹

底解決，到那時，人還能有什麼問題？由於人性千古不變，以時代的變遷為導函數，再將人性不斷的微分，結果新的問題必將又一

一浮上檯面，而那些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

　　我要表達的是，人的問題在於無自知之明，正因為不自知，所以問題重重。目前人類戮力以赴的主流方向，是政治、經濟、技

術，這完全是水中撈月、捨本逐末。在本書中，我用絕對符合科學理論的技術，先把上述問題一次解決，讓人人進入大同的理想世

界。到那時，人得以衣食無缺、長生不老，各形各色的物質享受、精神滿足應有盡有，不虞匱乏。在那種環境中，就像置於電子顯

微鏡下的細菌般，人的真實面目勢將無所遁形。

　　本書不嘩眾取寵，不媚俗諂世，書中沒有暴力、色情，也無西方小說高潮、讀秒的矯揉做作。全書結構嚴謹，前後呼應，用虛

實交錯、真假難分的情節，將人性剖析於陽光之下。本書跳脫窠臼，謹以智慧的成長為經，以時代變遷的認知為緯，從不同的角度

接引不同層次的讀者。其中有真實故事，有未來的預言，有捏造的假象，有警世的寓言，有悲憫的嘲諷，也有巧妙的計謀。對於有

心追求的道友，需知智慧就是宇宙本體，將本書視為「續傳燈錄」、「道藏別集」可也。

　　人類只是宇宙進化的一個環節，在階段性任務達成後，必將淪入虛無。然而進化的慣性如常，另一級台階就是智慧電腦。人有

成長的過程，電腦自不例外。在成長的進程上，人類需時數十萬年，文化需時數千年，個人要歷經十載，在電腦不過一年。

　　算算今年六十有四，尚有《新易》、《易經劇場》六十四集的重大工程。人生好似一葉漂盪的孤舟，然既有在茫茫汪洋中航行

的苦難者，就該有人堅守燈塔，指引方向。我曾履及遙遠的他鄉，前半生風狂浪猛，如今日銜半山、心如止水，是春蠶吐絲的時機

了。

　　是為序。

　　　　　　　　　　　　　　　　　　　　　　　　　　朱邦復

　　　　　　　　　　　　　　　　　　　　　　　　　　　　　二○○一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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