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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时空观

远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先哲就把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

作了朴素的辩证思考。

《管子·宙合》比较深刻地阐述了时空统一观。寒来暑

往、日月循环为“宙”，东西南北上下为“六合”。“天地万物之

橐，宙合又橐天地”，意即万物包含在天地之内，而天地又包含

在时空的“宙合”之中。“宙合”并不等于天地，它比天地还要

广大和长久：“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

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这样看来，“宙合”即今之“宇

宙”。

《墨经》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经上》

说：“宇，弥异所也。”“久，弥异时也。”《经说上》解释为：“宇，蒙

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各种不同的场所和方位都包含了；

“久，合古、今、旦、莫（暮）”。都类似现代科学的时间概念。

关于时空的相互关系，《墨经》作了明确的回答。《经下》：

“宇或（域）徙，说在长宇久。”《经说下》解释说：“长：宇徙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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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处，宇南宇北，在旦有（又）在莫（暮），宇徙久。”这是说，物

质的运动在一定的时刻既是动（徙）的，又是静（处）的，物质运

动就是动与静、徙与处的辩证统一；物质运动有一定的空间和

时间，从空间来说是时南时北，从时间来说是朝朝暮暮，实际

上作者是把时间与空间看作物质运动的形式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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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与诸子十家

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汉书·艺文

志》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也是

我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的崩溃，新兴地

主阶级的勃起，官学转向私学，学校教育移入民间，使社会发

生了急剧变化。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墨子、庄

子、孟子、荀子等，出于维护本阶级和阶层利益的需要，纷纷提

出自己的主张。各种学说、各种流派竞相出现。他们的理论

有的尖锐对立，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则小同大异。集中表现在

尊天命、信鬼神与反对宿命论的斗争；尊礼教、尚孝道与实行

法治的斗争；面向观实生活与超然物外的斗争；过分强调物体

的“同”和“异”的形而上学与全面观察事物，重视“名生于实”、

“取实予名”的唯物论的斗争以及“性善”与“性恶”、“任人唯

亲”与“任人尚贤”的斗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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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分别代表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上升中的

平民阶层和农民、手工业者的观点和战国中叶后地主阶级的

要求。《庄子·天下》篇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

方。”说明当时阶级矛盾的特点和复杂性。在不同学派之间，

诸子虽然各持己见，互相批判；但有些也相互吸收和影响，有

些还逐步走向综合的途径。而在学派内部，则既有继承，又有

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五光十色，绚丽多彩，呈现出百家争鸣

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距今已经２０００多年，尽管他们

的学说、观点是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有其阶级的历史的

局限性；但是，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则是多方面的。他们的著

作不仅在哲学、逻辑领域，国家与法的学说等方面有很高的成

就，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也有着丰富的内容。

诸子的著作是我国古代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们学说的不

少命题成为后代一些学说的萌芽形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

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诸子散文是中国上古散文的典

范，它们不仅有深邃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写作技巧上有很高的

造诣。如墨子文章虽然看起来缺乏文采，但逻辑严密，条理分

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孟子文章则文采华美，清畅流利，尤以

气胜；庄子的文章另具一格，瑰奇曲折，如行云流水；荀子是反

对华而不实的，他的文章质朴简约，剖析事理极为透辟。历代

史学家和散文家，如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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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无不从他们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学习技巧。

关于对诸子百家众多派别的归类，司马谈著《太史公自

序》“论六家之要旨”中已提到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

和道家。刘歆总群书，将诸子言论归为十家。《汉书·艺文

志》则根据刘歆《七略》，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另外在

《诸子略》中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

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进而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

已。”由于阴阳家、农家著述遗失太多，纵横家的言论多属汉代

人对战国时合纵连横外交功过的评述，且有人认为名家存在

形而上学片面性，小说著作多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

所造”，九流十家渐渐成了五流六家。其实，阴阳、农、小说、纵

横四家的言论，除阴阳家的言论尚待发掘外，其他三家稍事收

集即能找到足以代表其主要思想的篇章和论述。

今人寇崇琳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编译了《诸子十家选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在这方面的探索。比如，他收集

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辩土”、“任地”、“审时”四篇，《管

子·地员》一篇和《孟子·滕文公》（上）中“有为神农之言者”

一篇，及清代人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丛书》中所辑《神农》

中几篇先秦农家著述，就基本上反映了先秦农家思想的主旨。

目前，我们在坊间见到的诸子全集或选集，大多以书名、

篇名或诸子代表人物进行排序，也有将经书和代表人物交叉

排序的。

５



◇












而《诸子十家选译》为了集中表达各家主旨，它既不以诸

子代表人物分类排序，也不以诸子著作排序，而是以《汉书·

艺文志》所谈十家分类，收集诸子各家文章、言论，按思想立论

分别编入各家。无论是哪一家代表人物，他的言论和著述论

及某家即归入某家。比如名家，除收有惠施、公孙龙子等代表

人物的言论外，还收有管子、荀子、墨子关于形名观点的言论。

十家中现存阴阳家言论太少，没有单列，而以兵家代之。《孙

子兵法》是我国兵书的始祖，《司马法》、《墨子城守》等都是军

事学说的重要文献，至今仍闪烁着思想光芒。作为一家与其

他九家并列，似无不可。这也是一种尝试，有待进一步在实践

中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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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界，关于人性的善恶，自战国以来，

众说纷纭，主要有：

１．性善论－－孟子。后来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

震等都主性善论。

２．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来王安石亦主性无

善恶。

３．性恶论－－荀子。

４．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后来董仲舒、扬雄亦主此说。

５．性三品论－－王充、韩愈。三品论认为人性有上中下，

上为善，下为恶，中则可善可恶。

６．性二元论－－张载讲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

讲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朱熹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等等。

此说受到王夫之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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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家所说的“性”，都有其特殊的含义。孟子以人伦

道德的自觉能动性为人性；告子、荀子以人的本能为性；程朱

学派以仁义礼智即地主阶级的道德为性；王夫之以人类生活

必须遵循的规律为性。

８



◇












老子、庄子环境伦理思想探析

老子、庄子是我国先秦时期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

的道德哲学著作《老子》、《庄子》，不仅对人类生命形态中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透辟的论述，而且在极为明晰的哲理思辨

中还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原理，指出了人对自然应当

遵循的行为准则及如何践履这些准则的方法，提出了崇尚自

然、尊重天地、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等环境伦理思想和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表达了古代中国人民与自然关

系的一种美好理想，开创了世界环境伦理思想的先河。

天人合一，师法自然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老子、庄子

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老子》第４２章），人是自然化育恩养的万物之一，人

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就把人纳入到天的范畴。

这是老子“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反映。庄子说，“天地与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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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是更明确的“天人合

一”思想。在老子看来，道高深莫测，远大难知，看似空虚无

形，隐隐约约，却又无所不在，是无限宇宙里支配万事万物发

展变化的根本力量。大自然实际上是道的化身，敬仰道自然

就是敬仰作为它的化身的大自然。像老子一样，庄子对天地

自然也无限崇尚，他热情赞美道：“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

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庄子·天道》）自然孕育万物，生生

不息，作用无限而伟大，故而古代的先哲无不崇尚自然，赞美

天地。

老子、庄子不仅崇尚自然，敬畏天地，而且主张人们师法

自然。老子说：“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第２５章）天、地、人最后都统一于自然，强调人道要服从天道，

人道要体现和践行天道。他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老

子》第２１章），认为大德的运行要以（天）道为唯一的法则和

准绳。

老子、庄子提出的“道”这个概念，有时指自然界，有时指

自然界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有时二者兼而有之。他们

所说的“德”是指人类社会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种人格

修养，是“道”的具体体现和功能效用。“道”与“德”互为依存，

遵循“道”就能获得“德”，背离“道”就失去“德”。故而老子说：

“道生之，而德蓄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老子》第５１

章）庄子认为，“道”是覆盖和负载万物的，它广大而又丰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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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可以不去掉心智而师法自然。老子、庄子谈天道必归

结到人事，谈人道也必本之于天道，都把崇尚自然、效法天地、

尊道贵德当作人生行为的准则和依归。

天人和谐，不以人灭天

老子、庄子把“天人合一”作为人生追求的一种境界，把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人的极重要的道德规范，认为有了这一

境界，遵循这一规范就会产生一种渗透于自然万物的关切情

怀和生命体验，从而自觉地与自然同体同德，与自然万物相亲

相爱，而不会将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老子说：“是以圣人

……恒善救物而无弃物。”（《老子》第２７章）这表现了他对自

然万物的关切情怀。庄子向往的人类生活环境是：“万物群

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

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庄子·马蹄》）这种优美的生态环境并

非庄子的凭空想象，而是远古农业文明中确曾存在过的事实。

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

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各种有生

命、无生命的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

有积极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老子通过对天地万物、

自然物象的玄览洞察，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认识到保

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告诫人们不要自恃灵明而高高凌

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不要凭仗强大有力而妄为滥施。庄子“天

１１



◇












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大宗师》）的睿言就深刻地表达了人

与自然应当平等的至理。要保持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和谐、融

洽的关系，就要树立“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

水》）的思想。庄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有各自的本性，有自己发

展变化的特定规律，人们正确的做法是顺应它们各自的本性，

遵循它们各自的规律，不要刻意妄为；天下最纯正的道德就是

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发展，保持它们自然的禀赋和天真

的性情；否则，必然会违背事物的规律，扰乱自然界的秩序，给

原本和谐的自然界带来纷乱，甚至造成灾难。

当然，老子、庄子虚静无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压抑人

的创造性，带有一定的消极倾向。但其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

的，特别是从保护地球生态、保护自然环境的意义上加以理

解，这种“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的思想是一种可贵的环

境伦理思想。

以“天和”为美，以“止”为德

人与自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所谓对立，是说人类

要生存发展，就离不开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也不可避免地存

在着与其他生命体在资源利用上的竞争；所谓统一，是说在终

极意义上人与自然万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离开自然环境，人

类将无以生存，更谈不到发展。在对立过程中实现统一，在统

一中又不失去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此，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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