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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哲学史上 的时空关系
＊

——

从柏拉 图 《 蒂迈欧篇 》 所想到 的

叶秀山

【提 要 】 通过对柏拉图 《 蒂迈欧篇 》 的 分析 ， 梳理 出柏拉图 的 自 然观和 宇 宙观 ， 在此

基础上 ， 集 中探讨 了 欧洲 哲 学 史上
“

时 间
”

和
“

空 间
”

的 关 系 。 在柏拉 图 通过把毕达哥拉

斯学派
“

数
”

的观念与
“

空间
”

观念相 结合的 途径解释宇 宙 的 生成 的路径 中 ， 蕴含 着 欧洲

哲 学 长期 以 来把
“

时 间
”

化解在
“

空 间
”

中 、
从 而 使 多 变 的 世界成 为 可理 解的 有序世 界

的基 本理路 。 但是 ， 进入
“

空 间
”

的
“

时 间
”

不 是
“

时 间 本身
”

，

“

时 间 本 身
”

是 自 由 的

“

思想体
”

， 这个 问题
一 直 困 扰 着 欧 洲 哲 学 ， 直到 １ ９ 世 纪

“

瞬 间
”

概念 的提 出 才得 以 缓

解 。

“

瞬 间
”

破坏 了 空 间 化 了 的
“

时 间
”

， 搅乱 了
“

空 间
”

的秩序 ， 但却使
“

时 间
”

回 归

‘ ‘

自 身
”

。

“

本体
”

意义上的
“

时间一瞬 间
”

就是
“

同 时
”

，

“

亲历
”

在理论和现 实层面上具有

可能性 。

【 关键词 】 时 间 空 间 瞬 间 同 时性 本体 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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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蒂迈欧篇》 ：

“

时间
” “

化解
”“

空 间
”

的
“

方 位
”

形式 ， 而 且具 有
“

不 可 占

在
“

空 间
”

中有
”

的
“

时间
”

的
“

绵延
”

形式 。

当
“

理念论
”

在
“

进入
” “

经验世界
”

遇到

柏拉 图 的 《 国 家 篇 》 以
“

理念
”“

进入
”

“

困难
”

时 ’ 柏拉图
“

利用
”

了毕达哥拉斯学派

“

社会
” “

开始
”

， 以
“

绝对
”“

退 出
”

而
“

告的
“

数
”

的观念 ， 他 以 《蒂迈 欧篇 》 为代表 的

终
”

； 柏 拉 图 的 《 蒂迈 欧篇 》 同样 以
“

理念
”

“

宇宙 （ 生成 ） 论
”

充满 了 毕达 哥拉斯学派 的

“

进人
， ， “

自 然
，
， “

开始
，
，

， 以
“

绝对
” “

退出
”

“

数
”

的 观念 ， 以 这 个观 念来
“

解 释
”

宇 宙 之

“

向 然
， ’

而
“

告终
”

。 柏拉 图 晚 年
“

遭遇
，，

到
“

创世 创 生 存在
”

， 这 种
“

时间
”

的
“

数
”

“

社会学
一

国家学说
，，

和
“

物理学
一宇宙学说

” 与
“

空间
”

的
“

方位
” “

纠结
”

在
一

起 ， 为
“

神

的
“

困扰
”

， 他的
“

理念论
”“

受阻
”

于
“

社会
” 秘

”

添加 了
“

科学
”

色彩 ， 也 为
“

科学
”

披上 丫

勺
“

自然
”

两大
“

经验科学
”

的
“

门前
”

，

“

不
得其门而 人

”

。

“

感觉经验
” 的

“

王 国
”

没有
“

空子
”

可钻 ，

“

经验世界
”

没有
“

缝隙
”

。

“

感》 本文为 《欧洲哲学的历史 发展 与
？

中国哲 学之机遇 》 项 ＠ －

觉经验
”

的
“

存在
”

， 不仅具有
“

可以 占有
”

的部分 ， 标题为此文重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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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 ： 欧洲哲学史上的时空关系
一

从柏拉图 《蒂迈欧篇 》 所想到的

“

神秘
”

的外衣 。《蒂迈欧篇 》 里 。 这 个
“

对话
”

， 实际上 是
一

个

柏拉图在 《 蒂迈 欧篇 》 所显示出 来 的这个
“

独 白
”

， 由 蒂迈 欧
“

介 绍
一

宣 讲
”
一

种
“

学

倾向 ， 使他的学说具有更 多毕达 哥拉斯学 派的说
”

， 而不是
“

对话一讨论
”

， 之所 以 如此 ， 并

色彩 。非柏拉 图转换 了
一种

“

文字体裁
”

， 而是所涉

不错 ， 在柏拉图那个时代 ，

“

数学
”

和
“

几
“

内 容
”

， 并 非
“

事 物 自 身
一

自 然 自 身
”

， 而是

何学
”

的
“

区 别
”

在深 的层 面 ， 并没有那样 明
“

自然一宇宙
” “

在时间中
”

的
“

变化发展
”

， 不

显 ， 所以 《蒂迈欧篇 》 中 的 阐述也还是结合在是
“

存在
一

本身
”

， 而是
“

不存在
”

与
“

存在
”

一起的 ，

“

宇宙
”

的基本
“

元素
”

是
“

三角 形
”

， 的
“

转化
” “

过程
”

。 在这个意义上 ， 《蒂迈欧

而
“

宇宙
”

的
“

形成
”

和
“

变化
”

又是 由 许多篇 》 和柏拉图众多的
“

对话篇
” “

思路
” “

顺序
”

成比例的
“

数 目
” “

结合
”

起来的 。 《蒂迈欧篇 》是
“

相反
”

的 ： 后者是 由
“

经验
”“

上升
”

到

中
一些

“

数字
”

的关 系 ， 耗费了 后世许多人的
“

本体
”

， 前者则是从
“

本体
” “

下降
”

到
“

经验

精力 ， 难得其解 ， 显得很神秘 ， 但实际上
“

天自然
”

世界 ， 是
“

依据
”
一

个
“

模本
” “

创造
一

体
”

的
“

产生
”

和
“

发展
”

是
一

门具体的
“

经制造
”

出
“

大千世界
”

来 ， 这 个世界不 像在

验科学
”

，

“

哲学
”

并不 能
“

包办代替
”

， 正如
“

经验
”

中
“

寻求
” “

本体
”

那样
“

充满矛盾
”

，

“

哲学
”

并不能
“

代替
” “

生物学一化学
”一样 ， 须要以

“

对话
”

的方式 ，

“

展示一探讨
”

“

二律

世上
一天上 、 天下和地上 、 地下一切

“

经 验事背反
”

， 而是
“

描述
”
一

个
“

有序
”

的 、 不允许

物
”

都
“

在
” “

时间
”

的
“

绵延
”

中 ， 而
“

时间
“

自相矛盾
”

的
“

合理世界
”

， 是
一

个
“

经验科

绵延
”“

无始无终
”

， 以
一

个
“

绝对
”

的
“

尺度
”

学性
”

的工作 ， 而不是
“

哲学性
”

的工作 ， 当

来
“

断 衡量
”

这 个
“

绵 延
”

， 难 免
“

南 辕北然 ， 这种工作并不
“

脱离
” “

哲学
”

， 而是有
一

辙
”

， 甚至
“

风马牛不相及
”

。

“

时间
”

与
“

空个
“

哲学
”

的
“

基础
”

， 这个
“

基础
”

对柏拉 图

间
”

虽
“

同为
”

“

（经验 ） 存在 （者 ）

”

的
“

存在是
“

确定
”

了的 ， 即他的
“

理念论
”

。 《蒂迈欧

方式
”

， 但却 难以
“

相互
”

为
“

尺度
”

。 以
“

时篇 》 是在
“

理念论
”

基础上
“

衍生
”

出来 的一

间
”

和
“

空间
”“

互为尺度
”

则
“

必定
” “

产生
”

种对 自 然
一

宇宙的
“

科学性
”

的
“

描述
”

， 而这
“

二律背反
”

。

“

二律背反
”

之所以产生 ， 乃是把个
“

描述
”

， 在古代的条件下 ， 不可避免地
“

充

原本 出 自
“

空 间
”

的
“

纯粹概念
一

范畴
”“

运满了
”“

神 话
”

和
“

独断
”

， 仅就
“

经验科学
”

用
”

到
“

时间 绵延
”

中 去的
“

结果
”

， 把原本而言 ， 基本上 只保留有
“

历史性
”

的意义 ， 帮

来 自
“

空 间
一几何学

”

的
“

图式
”“

套用
”

到助我们了解古人是怎样
“

看待一描述
” “

自 然
”

“

时间
’’

的
“

数
”

上 ， 以为同样可以得出
“

先天和
“

宇宙
”

的 。

综合
”

的
“

（科学 ） 判断
”

来 ， 为一个
“

充满矛不过 ， 柏拉 图的 《 蒂迈欧篇 》 却在
“

思想

盾
”

的
“

绵延
” “

下
一

个必然性
”

的
“

判断
”

， 方式
”

上透露 出
一

个信息 ： 欧洲哲学和在这种

则反倒
“

必定
”

为
“

不可重 复
一

异
”

的
“

时 间哲学
“

引导
一影响

”

下的
“

科学
”

， 在
“

思想方

绵延
”

所
“

证否
”

。

“

数
”

不可能是
“

时间绵延
”

式
”

上是倾向 于把
“

时间
”“

化解
” “

在
” “

空

中的
“

图式
”

。 按康德的思路 ， 也就是说 ，

“

时间
”

中来使
“

自然一宇宙
”

“

建构
”

成一个
“

有

间绵延
” “

不允许
”

通过
“

图式
”

形成
一

个
“

先序
”

的
“

体系
一

系统
”

， 在这个意义上 ， 《蒂迈

天综合判断
”

， 在这个意义上 ，

“

时间绵延
”

之欧篇 》 又把古代希腊的
“

神话传说
”

以
“

科学
“

遵循
” “

自 己
”

的
“

逻各斯
”

， 而不存在一个化
”

的形式来
“

描述
”

的 ， 因 而不同于赫西俄
“

先验
”

的
“

逻辑
”

。 后者追求
“

无矛盾
”

， 前者的
“

人格化
”

的 《神谱 》
， 就 这

一

点来说 ， 在

则是
“

充满矛盾
”

的 。
“

科学思维
”

的
“

道路
”

上也是
一

种
“

进步
”

。

柏拉 图 的 自 然 观 和 宇 宙论 ， 集 中 在 他 的柏拉图 的 《 蒂迈欧篇 》 也说这个世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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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 “

创造
一

制造
”

的 ， 世界有
一

个
“

创造
“

有序
”

的世界 ， 万物皆 可
“

归于
” “

数
”

，

者
”

， 但这个
“

创造者
”

虽然也有其
“

人格
”

的
“

数
”

并非
“

空洞
”

的
“

抽象
”

，

“

数
”

是
“

有

一面 ， 但更 主 要 的 ， 柏拉 图 把它 理解 为
一 个形

”

的 ， 但这个
“

形
”

又不 是单纯被感官
“

接
“

原因
”

。 柏拉图认为 ，

“

永恒
”

的东西是无需受
”

的
“

具体事物形象
”

， 而是
一

种
“

抽象
”

的
“

原因
”

的 ， 而
“

生生变化
”

的
“

世界
”

则必需
“

形
”

， 于是 ，

“

数 （学 ）

”

与
“

几何 （学 ）

”

有 了

有
“

原因
”

，

“

原因
”

使
“

变化
” “

有序
”

，

“

理
“

深度
”

的
“

结合
”

，

“

几何学
”

遵循着
“

数学
”

解
一

认知
”

这个
“

变化
”

的
“

世界
”

就是
“

理的
“

原则
”

， 而
“

数学
”

作 为
“

符号
” “

有理 由
”

解一认知
”

它的
“

秩序
”

，
也就是后来亚里士多经过

“

几何学
”“

通往
”

具体的
“

感性世界
”

。

德说 的 ， 所谓
“

认识
”

就是
“

认 识
”

事 物 的
“

几何学
”

成为柏拉 图宇宙论 自 然观 的基 础 。

“

原 因
”

。

“

原 因
”

使得这个
“

变化 多端 纷繁
”

古代
“

数学
”

的
“

演算
”

， 成 为
“

几 何学
”

的

的
“

世界
”

成为
“

可以理解
”

的 ，

“

彝伦攸叙
”

，

“

推理
”

；

“

感性世界
”

的
“

观念
”

， 成为
“

理智

世界
一

自 然一天地就不是一个
“

完全
” “

异 己
”

世界
”

的
“

概念
”

，

“

逻各斯
”

成为
“

逻辑
”

。

的
“

力量
” “

控制着
”
一

个或
一

群同样
“

相异
”

在
“

理念论
” “

引导
”

下的
“

宇宙论
一

０ 然

的
“

人一我
”

， 通过
“

秩序
一

彝伦攸叙
”

，

“

人
”

观
”

也
“

引 导
”

了 欧洲
“

科学
”

走 上 了 自 己 的

有
一

种
“

主动权
”

，

“

有 能力
”

在
“

异 己
”

的道路 ， 形成了 自 己 的传统 ， 这个传统使
“

空 间
”

“

世界
”

中
“

生存
”

，

“

科学
”

成为
“

生存
”

的从
“

时 间
”

中
“

脱离一剥 离
”

出来 ， 最初 也使

“

工具
一

手段
”

，

“

知识
’’

成为
“

真实
”

的
“

力
“

科学
”

从
“

神话传说
”

中
“

剥离
”

出来 ，

“

技

量
”

。术
”

也从
“

巫术一 占 卜

”

的
“

演算
”

中
“

摆脱
”

“

人
”

之所以要借助
“

科学
”

来
“

保 障一扩出来 ， 走向有
“

科学
”“

基础
一

根据
”

的
“

技

大
”

自 己 的
“

生存 空间
”

， 根 子在 于那 个
“

创术
”

。

世
”

的
“

神
”

已 经把
“

神 秘莫测
’
，

的
“

时 间
”由 古代毕达 哥拉斯 学派奠定 的广义

“

数学

“

纳入
”

了
“

空间
”

的范 围之内 ，

“

变化
”

是种自然观
”

， 在柏拉图已经加强了对于 自 然宇宙 的

种不同 的
“

运动
，
，

和
“

数
，，

的不同 的
“

结合
”

。
“

图形
’’

化观念 ， 向
“

几何学
”

方 向跨进了
一

大

苏格拉底 曾经试 图从伦理道德 的 角度切入 步 ， 后来 由欧几里德形成完整 的平面几何系统 ，

哲学 ， 所以西塞罗 才有
“

苏格拉底把哲 学从天 这个系统 ， 与亚里士 多德所 奠定 、 后来发展成

上拉到 了 人间
， ，

之说 ， 但苏格拉底 的伦理道德 熟的
“

逻辑学
”

相结合 ， 成 为欧 洲
“

科学一 自

并未在原 则上
一原理上超越知识

一科学 ， 因而 然科学
一物理学

”

的
“

思想基础
”

， 直到 十九世

到柏拉图 ， 他的
“

创世之神
’ ，

也还是知识型的 ，

纪才有真正的
“

推进
一

发展
”

； 而以在个
“

思想

这个最高的
“

神
， ，

是知识的
“

全能冠军
”

， 而它 基础
”“

生发
”

出 来的欧洲
“

哲学传统
”

也要到

下属 的
“

诸神
一

多数的诸 （小 ） 神
， ，

， 乃是科学 这个时期才有较大 的
“

突破
”

。

技术方方面麵
“

专家
”

； 或者在 某种意义上 ，

二、 古代
“

时间
，，

观在希腊和
最高的 创世之？神 其知 识是 理论性 的 ’

中 国 甲 相传统中 的体现
而

“

诸神
”

则帛
“

技术性
”

的 ， 在这个意义上 ，ｘ

“

创世之神
”

是
“

哲学家
”

，

“

心 中
” “

蕴含着
”

按照古代
“

自 然哲学
”

（亚里士多德 意义
“

诸理念
一诸母本

”
，

“

诸小神
”

按此类
“

模本一 上 ） 的传统 ， 《蒂迈欧篇 》 认为世上万物 以水 、

理念
”“

构造
”

世界 ， 使世间万物作为
“

母本
”

火 、 气 、 土四大
“

元素
”

为
“

基质
”

， 它们 之间

之
“

模仿
”

、

“

理念
”

之
“

投影
”

而
“

运行不
“

按比例
”

的
“

结合
”

形成
“

可感
”

的
“

物体
”

，

悖
”
一“

在
一

定尺度 上生灭 （赫拉克 利特 ）

”

，

“

四大元素
”

明 显 的是
“

前 苏格拉底
”

时期诸

按
“

数
”

的原则
“

运行演化
”

。
“

始基
”

说的综合 ， 不过柏拉 图 的 《 蒂迈欧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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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 ： 欧洲哲学史上的时空关系一从柏拉图 《蒂迈欧篇 》 所想到的

把
“

始基
”

说按照毕达 哥拉斯学派 的
“

数学
”

个意义上 ， 也是可以
“

推论
一

推算
”

的 。

精神加 以改造 了 ，
“

元素
”

的 一些
“

属性
一

性在这样 的思想基础上 ， 欧洲
“

科学一 自 然

质
”

用 了 空 间
“

图 型
”

加 以
“

描 述
”

， 譬 如学
一物理学

”

是
“

平面
”

的 ，

“

单线
一

线性
”

的
“

火
”

之所以会给人
“

炙热
”

的
“

感觉
”

是因为
“

视域
”

。 当然古人也知道有
“

立方形
”

， 《蒂迈
“

火
”

是
“

三角 形
”

的 ，

“

三角
”

的
“

尖锐
”

使欧篇 》 里 已 经有
“

立 方体
”

的观念 ， 但它 的

人有被
“

刺痛
”

之感 ； 而
“

土
”

的 那种
“

坚如
“

原则
”

是各
“

平面形
”“

组合
”

起来的 ， 要

磐石
”

的
“

性质
”

， 乃是 因 为
“

土
”

是
“

四 边
“

回 归
”

到
“

平 面 形
”

来 理 解 ；
而

“

圆
”

是

形一方形
”

的 ， 给人以
“

稳定
”

之感 ， 如此等等 。

“

线
”

的 自 身
“

相接
”

，

“

球
”

是
“

圆
” “

自 身
”

于是
一

切的
“

质
”

， 都被归结为
“

量
”

的 （

“

大的
“

转动
”

， 这些特性也都
“

蕴含
”

在 《蒂迈欧

小一多少
”

） 等不 同 。 仔细地描述各 种
“

量 篇 》 中 ， 要发展 出来 ，
也需要上千年 的时 间 ，

质
”

的
“

转化
”

， 对于
“

哲学
”

来说 ， 可能并非因为人们注意力仍集中在将
“

复杂 ＇性
一

多面性
”

一项有趣的工作 ， 在这里 ， 我们 只是重视这种
“

简约
一

回归
”

到
“

单面
一

平面
”

视域中来 。 欧

思路的原则和方 向 ， 即 如何将
“

时间
” “

纳入
”

洲科学家从
“

理解
”“

平面
”

到
“

理解一论述
”

“

空间
”

来
“

描述
”

， 使
“

可感
”

的 世界 ， 成为
“

球面
”

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

“

可理解
”

的 ， 亦 即 使
“

感觉
”

上
“

纷繁
一

杂不过无论
“

平面
”

还是
“

球面
”

， 也都还是

多
”

的世界成为
“

有序
”

的世界 。 世界之所以
“

空间
”

的 ， 而就
“

空 间
”

的
“

科学思考
”

来
“

有序
”

， 是它的
“

合规律性
”

，

“

合
”

什么
“

规说 ， 古代 对 于
“

平 面
”

的
“

圆
”

和 近代对 于

律
”

？
“

合
”“

因果
”

的
“

规律
”

， 世上万事万物
“

立体
”

的
“

球面
”

， 都有深刻 的理解 ， 即使是

之
“

变化
”

它们 的
“

产生一消亡
”

， 它们的
“

球
”

， 也是
一

个
“

面
”

， 是 由 中 心 的
“

点
”

向

“

生灭
”

都是有
“

原因
”

的 ，

“

知道
”

万物
“

生
“

外
”

的
“

扩张
”

， 犹如吹起来的
“

泡
”

， 虽要有

灭
”

之
“

原因
”

， 则万物之
“

变
”

， 才是
“

可 以 一种不 同于
“

平面几何
”

的
“

科学体系
”

来加

理解
”

的 。

“

时间
”

中万物之
“

生灭一变化
一

运以
“

描述
”

， 但仍然是
“

几何
”
一

“

（罗 巴切

动
”

， 并 无
“

神秘
”

可 言 ， 而是可 以
“

认知
”

夫斯基 ） 黎曼几何
”

。 两种
“

几何
”

也都是对于

的 ，

“

变化
”

之
“

合规律性
”

皆 因
“

变化
”

有
“

空间
”

的
“

丈量一计算
”

问题 ， 而
“

时间
”

则
“

前因后 果
”

， 就连
“

创世
”

之
“

神
”

也是
“

最被当作
“

空 间
”“

运动
一

变化
”

的
“

尺度
”

和

初
” 的

“

原因
”

。
“

过程
”

来理解 ，

“

时间
”

成为
“

蕴含
”

在
“

空

然而 ， 现实
“

时间
”

的
“

因果
”

并非
“

单间
” “

内部
”

的
一个

“

维度
”

来
“

处理
”

， 于是 ，

一

” “

线性
”

的 系统 ，

一

件简单的事情也 因其
“

空间
”

是
“

三维
”

的 ， 而
“

时间
”

则 是
“
一

“

原因
”

的多方面性而
“

难 以
”“

把握
”

， 为使维
”

的 ，

“

时间
”

为
“

空间
”“

增加
”

了
“
一

个
”

“

复杂性
”

成为
“

可理解
”

， 则要把
“

复杂性
”“

维度
”

。

“

简约
”

为
“

简单的
”

，

“

多维
”

的 ，

“

简约
”

为
“

时间
”

是
“
一个

”“

维度
”

， 在这个
“

维
“
一

维
”

的 ， 于是
“

时间
”

也
“

想象
”

为
“

流
”

。度
”

中 ，

“

空间
”

中
“

发生
”

的
“

事 （件 ）

”

之

“
一维

”

的
“

流
”

是
“

线
”

，

“

时间
”

通过
“

流一
“

变化
”

才有
“

规律
”

可
“

寻
”

，

“

事 （件 ）

”

才

线
” “

进人
” “

空 间
”

， 这个
“

空间
”

是
“

平面
”

有
“

前因
一

后果
”

，

“

历史
”

才是
“

前因
一

后果
”

的 ， 欧几里德几何是
“

平面几何
”

，

“

平面几何
”

“

组成
一

建构
” 起来 的

“
一

根
”“

因 果
一

必然
”

是 由
“

线
” “

组合
”

起来的
“

图型
”

。 把
“

时间
”

的
“

（红 ） 线
”

。

“

简约
”

为
“

流一线
”

， 就可 以说
“

前 因 后果
”

，
“

历 史
”

无 论
“

人
”

的
“

历史
”

， 还是
“

前
一后

”

都是
“

合规律
”

的 ，

“

过去
一现 在
“

自 然
一

宇宙
”

的
“

历史
”

， 之所 以是
“

必定真

未来
”

是
“

可 以理解
”

，

“

可 以知道
’
’

的 ， 在这实
”

的 ， 正是因为
“

时间
”“

贯穿
”

了
“

因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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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红 ） 线
”

，

“

因果律
”“

保障
”

了
“

现时
”

中作
“

圆周
”

式的
“

重复
一

轮 回
” “

运动
”

， 是
“

必定
”

有
一

个
“

过去
”

和
“

未来
”

； 在古 代 由
“

人间
”

所能求得的
“

最佳
”“

模式
”

了 。

丁
？ “

缺乏
”“

实证材料
”

的
“

条件
”

下 ， 就用人世 间 如 同 宇 宙 自 然
一

样 ， 被认为 是 从
“

神话
一传说

”

来
“

填补
”“

前 因一后 果
”

的
“

混沌
”

走 向
“

有序
”

的
“

演化
”

， 在 古代 自 然

“

空 内
一空间

”

，

“

实际发生
”

的
“

事件
”

和
“

神科学尚未具有从
“

九维
” “

简约
”

为
“

三维 四

话构想
”

的
“

事件
” “

混杂
”

在一起 ，

“

科学地
”

维
”

这种认识时 ， 由
“

混沌
”

走 向
“

有序
”

的

“

Ｍ析
”

这些
“

事件
”

成为
一

门专门的学问 。力量在 于
“

创世
”

的
“

神
”

，

“

神
”

有
“

能力
”

柏拉 图 《蒂 迈 欧 篇 》 按 照
“

因 果 律
”

的
“

使一令
”

人世间 走 ｈ

— 条
“

必 由 必 然
”

之
“

线索
”

， 提供 了
一

幅
“

开天辟 地
”

的 宇 宙论路 ，

“

时间
”

如
“

矢
”

，

“

永往直前
”

，

“

时间
”

不

“

画 面
”

， 也提供 了 远 古人 类
“

生 活
”

的
“

途可
“

倒流
”

； 为
“

阻止
” “

时间
”

这种
“

坏 的无

径
一

图景
”

， 可以看到 ， 这些
“

描述
”

对于后来限 （黑格尔 ）

”

， 古人似乎常常
“

画地为牢
”

， 让

基督教之
“

创世
”

说 ， 有不少共 同 的
“

元素
”

，

“

直线
”

成为
“

曲线
”

，

“

首
一尾

”

相交 ， 成为一

甚至古代各
“

分立
”

民族 的
“

传说
”

中 ， 常含个
“

圆圈
”

； 然则 ，

“

时间
”

为
“

王
”

， 不可能在

有种种
“

共同
”

的
“

元素
”

， 这种
“

共 同结构
”

真正的意义上
“

凝固
”

起来 ，

“

神
”

虽然是
“

没

的特点 ， 当有
“

单线
一一

线
” “

因果律
”

的作用有嫉妒之心
”

的 ， 它让它的
“

被造者
”

与它
一

在内 。样 ， 但神是
“

不死
”

的 ， 而包括
“

人
”

在 内 的

在 《蒂迈欧篇 》 关于人类远古 时期 的 历史
一

切
“

被造者
”

都是
“

有死的
”

，

“

时间
”“

不可

传说 ， 记载 了埃 及人的 说法 ： 古代许 多民族曾逆转
”

和
“

时 间
”

之
“

圆 圈 式 轮 回
”

的
“

矛

被
“

洪水
”“

毁 灭
”

过多次 ， 对 于
“

自 己
”

的盾
”

， 就 由
“

螺旋式
”

的
“

图 型
”

来
“

化解
”

；

“

过 去
” “
一无所知

”

， 没有什么
“

经验
” “

保存
”

不过无论
“

圆 圈
”

或者
“

螺 旋
”

， 也 都是
“

直

下來 ， 所以
“

万事
”

都要
“

从头学起
”

， 而唯有线
”

的
“

变形
”

，

“

螺旋
”“

拉直
”

了就是
“

直

埃及因 尼罗 河之利 ， 得 以保存 自 己 的
“

历史经线
”

，

“

直线
”

“

卷缩
”

了 就是
“

螺旋
”

， 也都是

验
”

。
“

空间
” “

图形
”

的
“

变换
”

。

柏拉图这个记载 的意义可能在 于当时 希腊
“

时间
”

被
“

空 间
”

化 ， 成为
“

三维
” “

外

人比较普遍地
“

向往
”

着埃及人 的
“

生活
”

能加
”

的
“
一

”

个
“

维度
”

， 于是
“

时间
” “

走 出
”

够
“

保持
”

“

千年不变
”

的
“
一

种模式
”

， 过着
“

混沌
”

（ 的
“

九维
”

） ， 成为
“

可 以理解
”

的 ，

“

稳定
”

的生活 ， 而希腊却经常处于
“

纷乱
”

之
“

有秩序
”

的 ，

“

合理性
”

的 ；

“

时 间
”

也和
“

空

中 。 这种
“

生活
”

的
“

向往
”

， 竟 然也
“

促进
”

间
”
一样 ， 是

“
一

根线
”“

变化 勾画
”

出来的

了苏格拉底
一

柏拉图
“

设定
”
一

个
“

永恒
”

的
“

图型
”

。

“

理念
”

“

母本
”

， 这个
“

母本
一

理念 理性
”

的
“
一

切
”

都
“

出 于
”“

一
”

， 也 都
“

归于
”

“

合理性
“

保障
”

了作为它的
“

模仿一投影
”“

一

”

，

“

九九归 一
”

，

“
一

”

生
“

二
”

，

“

二
”

生

的
“

现实生 活
”

有
一

个
“

稳 定
”

的
“

希 望
”

，
“

三
”

，

“

三
”

生
“

万物
”

，

“

九维
” “

演化
”

为
“

努力
”

向这个
“

理想
”“

靠拢
”

，

“

时 间
”

之
“

四维
”

，

“

万物
” “

各得其位
”

，

“

各得其所
”

， 而

“

变异
”

被
“

凝固
” “

在
” “

固定
一

稳固
”

的
“

空又
“

前后相接
”

，

“

因果相续
”

， 于是
“

万物
”

皆

问
”

中 ， 人们得 以
“

安居乐业
”

，

“

颐养天年
”

。
可

“

理解
”

，

“

因 果
一

因缘
”

皆
“
一

线相 牵
”

，

古代埃及这样
一

种
“

生活方式
”

犹如埃及人对
“
一

脉相承
”

。

“

思想
”

上的
“

理 由
”

， 也 就是

尼罗河的丈量技术那样 ， 对于 苏格拉底
一柏拉

“

事实
”

上 的
“

原 因
”

，

“

万物
”

以
“

因
”

而

图 的
“

理念论
”

有
一

种 实 际 上 的
“

促进
”

和
“

明
”

， 是为
“

因明
”

。

“

支持
”

作用 ， 把
“

时间
”“

凝结
”

在
“

空 间
”

为
“

理解
”

这个
“

世界
”

， 唯有将
“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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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 ： 欧洲哲学史上的时空关系
——

从柏拉图 《蒂迈欧篇 》 所想到的

“

空间
”

化为
一

途 ， 古代世界各大民族 ， 概莫能置
”

， 更加强调 的是
“

时间
一历史

” “

环节
”

中

外 ， 古代希腊如此 ， 古代印度和中 国亦复如是 ；

“

自 己
”

的
“

位置
”

，

“

认识
”

这个
“

位置
”

至关

只是由 于对于
“

空间
”

的 学 问取向 各有 不 同 ， 重要 ， 孔子到五十岁 才
“

知天命
”

， 而
“

天命之

东方未能像希腊那样形成理论上系统的
“

空间谓性
”

，

“

知天命
”

也就是
“

知道
” “

自 己
”

的

科学
一几何学

”

， 以后的
“

道路
”

也有不同 。
“

位置
”

，

“

知道
”

与
“

他人
一

他者
”

的
“

关系
”

，

中国 由于儒家传统 ， 在古代是最具有
“

历这种
“

关系
”

似乎也可 以理解 为在
“

历史
一

时

史感
”

的 民族 ， 但是这种
“

历史观念
”

在其根间 社会
”

中
“

自 己
”

所处的
“

位置
”

，

“

位
”

底里也还是
“

线型
”

的 ， 强调的是
“
一

脉相承
”

的观念 ， 是中 国传统思想将
“

时间
” “

空间
”

化

的
“

前因后果
”

， 而且这种
“

历史观
”

讲
“

慎终的
一条途径 ，

“

历史
”

由
“

诸
” “

位
”

之间
“

因

追远
”

要有
“

原始 反终
”

作 根基 ，

“

始
”

和果
”

所
“

决定
”

， 当
“

天命有改
”

的时候 ，

“

诸
”

“

终
”

是
一

个事物的
“

正一反
”“

两面
”

， 所 以
“

位
”
一

“

各
” “

位
”

按照
“

因果律
”“

转换
”

，

“

反
”

也是
“

返
”

，

“

时间
”

这条
“

线索
” “

终始
”

中国 古代之
“

革命
”

也就是这种
“

位
”

的
“

转
“

衔接
”

的
“

圆 圈
”

。

“
一脉相承

”

的
“

线型时换
”

。

间
”

，

“

后 果
”

为
“

前因
”

所
“

制约
”

， 而这个苏格拉底倾向 于
“

知识型
”

的
“

理念论
”

，

“

原因
”

的
“

系 列
”

， 可以
“

追溯
”

到
“

原始祖到柏拉图就有 了 《蒂迈 欧篇 》 的 出现 ， 直接专

先
”

， 于是
“

始作俑 者
”

的
“

远祖
一

原祖
”

， 必门阐述
“

宇宙
一

自然
” “

变化
”

的
“

时间
”

如何

需
“

慎终追 远
”

， 因为
“

自 己
”

是
“

后世
”

的成为
“

可以理解
一可以认知

”

的
“

科学
”

， 而即

“

因
”

，

“

原祖
一元祖

”

就是
“

原因
”

； 反过来说 ，
使是更古的神话传说 ，

也不是
“

杂乱无章
”

， 而

“

后裔
”

无论
“

串
，，

多少
“

代
”

，

“

元祖
一原祖

” 是有
“

因 果
”“

秩序
”

的 ， 因 而 是
“

可 以 把

作为
“

因
”

， 仍
“

在
” “

制约
， ，

我们 。

“

后裔
”

对握
”

的 。

于
“

原祖
”

也并不
“

陌生
”

， 因 为
“

圆 圈
”

上其实 ， 柏拉图 《蒂迈欧篇 》 也是所谓古代

任何一 个
“

点
”

， 都既 是
“

始
”

， 也是
“

终
”

，
希腊

“

前苏 格拉底
”

哲 学 的
“

承续
”

和
“

发

“

终一始
， ，

为
“
一

”
，

“

吾道一 以贯 之
”

， 于是 ，

展
”

， 那个时期 的
“

始基说
”

已经将
“

时间
”

上

“

天不变 ， 道亦不变
，

’

，

“

时间
”

虽然
“

流逝
，’

，
的

“

始基一原祖
”“

转化
”

成
“

原因一原则
”

，

“

空间
，，

中的
“

生活方式
，，

， 却
“

保持
，，

“

稳定
”

，

从
“

原祖
一

原 因
一

原 则
”

到
“

具 体 万 物
”

的

“

时间
，
，

被
“

凝结
，’“

在
”“

空间
，，

中 ，
立

“

万
“

演化
”

是
一

个
“

合理
”

的
“

过程
”

， 这个
“

过

年
，，

之
“

基业
，，

， 开
“

万世
，，

之
“

太平
”

， 不是程
”

可以
“

简约
”

为
“

推理
”

的
“

过程
”

，

“

历

‘ ‘

―天 等 于
一

十 年
”

， 而是
“

千年
，，

等 于
“
一 史

”

与
“

理性
”

是
“
一

致
”

的
“

时 间
”

的
“

变

天
”化

”

具有
“

空 间
一几何一数 学

”

同样 的
“

合理

如果当年希腊人像发现埃及那样发现 中 国 ，
性

”

， 这个思路 ， 在 《蒂迈欧篇 》 里有一个初步

苏格拉底
“

遭遇
”

我们的孔子 ， 当会有
一

番很 的小结 ， 而那个时代的
“

总结
”

， 要等到亚里士

好的
“

沟通
”

。多德来做 。

当然 ， 苏格拉底 的
“

理念论
”

和我们孔子三
“

空间
， ，

‘
‘

存放；

，，

于
的

“

德 性 论
”

倾 向 有 所 不 同 ， 前 者 重 在
“

知

识
”

， 后者重在
“

道德
”

； 苏格拉底被 （西塞罗 ）
＾Ｓ^

认为把哲学从天上拉 向 人间 ， 但他 的
“

德性
”

在某种意义上 ， 《 蒂迈欧篇 》 显示了
“

理

也就是
“

知识
”

，

“

认识你 自 己
”

是他的座右铭 ， 性
”

要
“

无矛盾
”

地
“

认识
”“

宇宙 自 然
”

， 必

也是整个欧洲哲学的基石 ；
儒家传统 的

“

德性
”

需经过
“

几何学
”

这个
“

环节
“

几何学
”

的

更侧重在与他者 的
“

关系
”

中
“

自 己
”

的
“

位
“

形式 图形
” “

推理
”

的
“

必然性
”

， 给予
“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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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以
一

个
“

中 间环节
” “

进入
”“

有形
”

的世经说明 ， 向
“

空间 事物
”

的
“

现象界
”

要求把

界 ， 从而
“

有可能
”

对这个世界作
“

合理
”

的握
“

事物 自 身
”

， 乃是缘木求鱼 ，

“

事物 自 身一

“

把握
”

， 也就是说 ，

“

几何学
”

这个
“

中介
”

使自 己
”

不 向
“

感官
” “

显现
”

， 而只 向
“

思想

得
“

经验知识
”

得以
“

可能
”

。理性
”“

显现
”

， 柏 拉图 的
“

理念
”

是
“

思想

我们 知 道 ， 苏 格拉 底一柏拉 图 所 提 出 的体
”

； 然而柏拉 图要求得
“

理念
”

的
“

现实性
”

，

“

理念
”

， 归 根结蒂是
“

无形式
”

的
“

思想体
”

，必蕴含
一

个前 提 ， 即 将
“

思想 性
”

的
“

时间
”

要以此直接进入
“

有形
”

的
“

大千世界
”

，

“

必
“

转换
”

成
“

现实
”

的
“

空间
”

，

“

让一令
” “

时

定
”

要产生
“

不可克服
”

的
“

二律背反
”

， 因此间
”“

进入
” “

空间
”

， 将
“

时间
”“

空间
”

化 ，

柏拉图的大部分
“

对话
”

， 都 以
“

消极一否定
”

使
“

时间
”

成为可 以
“

想象
”

、 可 以
“

计算 推

的态度
“

告终
”

，

“

美是难的
”

， 即要从大千世界算
”

的 ，

“

时间
”

之
“

流 （逝 ）

”

成为
一

个
“

因

来
“

寻找
”“

美
”“

本身
”

是太困难 了 。

“

本身
一

果
”

的
“

系列
”

，

“

时间
” “

几何
”

化 ，

“

可 以推

本体
”

是
“

思想体
”

， 不
“

在
”“

现实体
”

中 。理
”

化 ，

“

可以计算
”

化 ， 于是 ，

“

时间
”“

摆脱

但是 《 蒂迈欧篇 》 告诉我们 ， 这个
“

宇宙
一

自了
”

（对于人类理智知识 ） 的
“

神秘性
”

， 成为

然
”

的 的确 确是那个
“

理性
”

的
“

理念
”

世界
“

（诸 ） 存在者
”

的
“

存在形式
”

。

的
“

模仿
”

，

“

几何学
”

把
“

有形
”

的现实体和然而 ，

“

进人
”“

空间
”

的
“

时间
”

并不是
“

无形
”

的
“

思想体
”“

结 合
”

了起来 ， 既是
“

时间
” “

本身
”

，

“

在
” “

空间
”

中的
“

事物
”

也
“

有形
”

的 ， 又是
“

思想
”

的 ，

“

宇宙一 自 然
”

不是
“

事物
”“

本身
”

，

“

事物本身
”

只是
“

理

按照
“

几何学
一数学

”

的
“

原则
”

去
“

看
”

， 在念
”

。

“

理念
”

是
“

合理的
”

， 但并不是
“

抽 象
”

“

变化万千
”

中 ， 无不有
“

规律
” “

在
”

， 因而有的
“

概念
”

， 也不仅仅是
“

事物
”

的
“

因 果关

理性的人虽然不能
“

阻遏
” “

变异
”

， 但
“

变异
”

系
”

，

“

概念
”

的
“

逻辑关系
”

并不能
“

覆盖
”

既
“

有迹可循
”

， 就有可能按照
“

几何
一

数学
”“

理念
”

， 因 为
“

理念
”

本是
“

自 由
”

， 而不 是

的
“

规律
一

规则
一

原则
一

原 理
”

来
“

把握
”

这
“

因果系列
”

的
一

个
“

环节
”

。

个
“

轨迹
”

， 因 为
“

轨迹
”

无非就是
“

线
”

的古代希腊哲 学家在
“

知识论
”

上对
“

（事
“

变形
”

和
“

组合
”

。

“

轨迹
”

是
“

迹象
”

的
“

轨物 ） 自 身一 自 己
”

作 过深 人 的 思考 ， 但 对 于

道
”

， 把握了
“

轨迹
”

， 也就把握了事物
“

变异
”“

本体论
一

存在论
”

上
“

自 己
一

自 身
”
——

“

自

的
“

规律
”

，

“

变异
”

是
“

可知
”

的 。由
”

这个范畴 ， 似乎只是作为与从
“

奴隶身份
”

“

时 间
一

变 异
”

通 过
“

空 间
”

是
“

可 知
”

中
“

解脱
”

出 来 的 意 义上 使用 ， 而并未 进 人

的 。 如果说 ，

“

时间
”

为
“

王
”

（赫拉克利特 ）
，

“

哲学
”

的
“

视野
”

。

“

令
”
一

切 皆
“

流
一

变
”

， 那 么
“

空 间
”

就是的确 ，

“

自 由
”

是
一

种
“

解放
”

， 从
“

束缚
”

“

太上皇
”

，

“

令
” “

时间
” “

归入
”“

空门一空间中
“

解脱
”

出来 ， 亦即 从
“

因 果系 列
”

中
“

剥

之门
”

，

一

切 皆
“

有迹可循
”

，

“

轨迹
”

之
“

科离
”

出来 ， 使
“

自 己
”

成为
“

自 己
”

， 而柏拉 图

学
”

（几何学 ） 成为
“

连接
” “

思想界
”

和
“

感的
“

理念
”

， 也 已经蕴含了
“

摆脱
” “

感性具体

觉界
”

的
“

胶子
”

。事物
”“

束缚
”

而
“

自 己
”

成为
“

自 己
”

的意思
“

时间
”

进人
“

空间
”

之后才是
“

可知的
”

， 在内 ，

“

美
”

不
“

限于
”“

美 的事物
”

， 而探讨
“

时间
” “

本身
” “

不可知
”

， 单纯
“

时间
”

没有
“

美
” “

本身
”

， 这个
“

本身
”

不是
“

物体
”

， 而
“

图型
”

，

“

时间
” “

借用
” “

空间
”“

图 型
”

向人是
“

思想 （体 ）

”

。

的
“

感官
” “

显现
”

，

“

在
” “

空间
”

中的
“

事物
”

进
一

层 的意思 就该是 ：

“

理性 思想
”

为

都不是
“

事物 自 身
”

， 古代希腊
“

前苏格拉底
”“

自 由
”

，

“

思想体
”

为
“

自 由体
”

；

“

时间
”

不是

时期 、 特别是
“

智 者学派
”

的
“

哲学经验
”

已
“

物体
”

， 而是
“

思 想体
”

， 是
“

自 由 体
”

。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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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

的这种
“

自 由性
”

让欧洲哲学困惑 了数薄
”

， 不可能
“

连成
一

线
”

， 在这个意义上 ， 它

千年 ， 直至 十九世纪 、
二 十世纪 才 有所

“

突 （们 ） 是
“

孤立 （独立 ）

”

的 ， 恰恰相 反 ，

“

瞬

破
”

。时
”

似乎是从
“

线
”

中
“

脱颖 而出
”

，

“

剥离
”

“

时 间
”

和
“

空 间
”

当 然 是
“

不 可 分离
”

了
“

线
”

， 就
“

线
”

来说 ， 似乎是
一

种
“

断裂
”

，

的 ， 但它们之间的
“

关系
”

却是多层面的 ，

“

空于是
“

瞬时
”

又叫
“

瞬间
”

，

“

使
” “

空间
”

的

间
”

可以
“

蕴含
一

显现
” “

时间
”

，

“

时间
”

也可
“

线
” “

断裂
”

， 是对
“

空间化了 的
” “

时间
”

的

以
“

蕴含
一

显现
”“

空间
”

。 也许 ， 在
“

宇宙
”“

破坏
”

，

“

搅乱
”

了
“

空 间
”

的
“

秩序
”

， 但却
“

创生
”

之
“

际
”

，

“

时空
”

为
“
一

（点 ）

”

，

“

空是
“

回归
”

“

时间
” “

自 身
”

。 在某种意义上 ，

间
”

从
“

时间
”

中
“

释放
”

出来 ，

“

时间
”

也就
“

空 间
”

是
“

时 间
”

的
“

释放
一

放射
一外化

”
，

“

进人
” “

空间
”

， 形成
“

宇宙
” “

创生
一

发生
”“

时间
”

则是
“

空 间
”

的
“

内敛
一

吸收
”

， 亦即

的
“

历史
”

； 然则 ， 当 我 们 的视角
“

转换
”

到康德说的 ，

“

空间
”

是
“

外感
”

的
“

形式
”

，

“

时
“

时间
”

的
“

轴心
”

，

“

空 间
”

同样可以
“

进人
”

间
”

是
“

内感
”

的
“

形式
”

， 只是在这里 ，

“

时
“

时间
”

， 当此之
“

际
”

，

“

时间
” “

蕴含
”

了
“

空间
”

不是
“

感觉
”

， 而是
“

思想
一理性

”

， 因 而

间
”

，

“

自 由
”“

蕴含
”

了
“

必然
”

。

“

时间
”

把
“

时间
”

就是
“

自 由
”

。

“

自 己
”“

释放
”

出去的
“

空间
” “

收
”

了 回来 ，


“

时间
’
’

之所以 为
“

自 由
”

， 是 因 为 它
“

不

将
“

必然
” “

存放
”“

在
”“

自 由
”

之 中 。

“

时间
”

受
” “

空间条件
” “

限制
”

， 也
“

不受
” “

空 间化
“

进人
”

“

空间
”

是
“

现实
”

的 ， 而
“

空间
” “

进了的时间条件
” “

限制
”

， 它不
“

在
” “

空间
”

以

人
” “

时间
”

也是
“

现实
”

的 ， 甚至是
“

更加
”

及
“

空间化了的
” “

时间
”一 “

空间
” “

中
”

的
“

现实
”

的 ， 如果我们 承认
“

理性
一

自 由
”

同样
“

因果系列
” “

限制
”

， 这个
“

瞬时一瞬 间
”

只是

有
“

现实性
”

的话 ，

“

空间
”“

进人
” “

时间
”

意
“

自 己
” “

限制
” “

自 己
”

，

“

自 己
”“

仓
｜

』造
”“

自

味着
“

时间
”

把
“

释放
”

出 去的
“

空 间 （现实己
”

的
“

空间
”

，

“

时间
” “

扩散一放射
” “

出来
”

事物 ）

”“

收回
”

到
“

自 身
”

来 ，

“

存放
”

起来 ， 就是
“

空间
”

， 就是
“

宇宙
”

的
“

创生一产生
”

，

让
“

（事物之） 必然性
” “

住在
” “

自 由
”

里 面 。 也是
“

历史
”

的
“

创生一产生
”

。

“

宇宙一历史
”

“

理性
一思想

一

自 由
”

把
“

自 己
”

的
“

创造 物
”

的
“

秩序
”“

出 自于
” “

无序
一

混沌
一

自 由
”

， 从
“

收 回
”

到
“

自 身
”

来 ， 是为
“

必然
”“

回归
”“

混沛
”

到
“

秩序
”

的
“

演化一演进
”

也是
“

时
“

自 由
”

。间
”“

外化
一

扩散
一

辐射
一

爆炸
”

的
“

结果
”

，

这种
“

回归
”

不是单纯的
“

视角转换
”

， 其
“

时间
”“

无需
” “

不同于时间
”

的
“

另一物
一

空

意义在于
“

时 间
一

自 由
一理性

一思 想
”“

令
”

间
”

作为 它 的
“

运 动
一运 行

一

变化
”

的
“

原
“

已回归
” “

进入
”

的
“

事物
”

的
“

关系
” “

活因
”

， 它
“

自 己
”

就是
“

自 己
”

的
“

原因
”

。

动
”

起来 （德罗兹 ）
，

“

等待
”

着
“

另
一

个
” “

自
“

宇宙
一历史

” “

创生
”“

瞬 间
”

，

“

空间
”

由 者
一思想者

” “

重新
” “

建构
”

，

“

自 由 者
”

之
“

在
” “

时间
”

之
“

中
”

， 所以
“

创生
一产生

一

生

间的
“

关系
”

也是
“

自 由
”

的 。

“

自 由者
”

是
一

长
”

某种意义上又是
一

种
“

开显
”

（海德格尔 ） ，

个
“

自 成
一

体
”

的
“

点
”

， 这个
“

点
”

不 可能
“

宇宙
”

的
“

创生一开显
”

是
“

无意 的 ， 而
“

连成
”“

一条线
”

， 也不可能 由
“

线
”

的
“

变
“

历史
”

则是
“

有意识
”

的 ，

“

有意识
”

的
“

创

形
” “

成方圆
”

。

“

点
”

就是
“

点
”

， 不
“

占
” “

空生
”

是
“

自 由
”

的
“

创造
”

，

“

创造
”

就是
“

开

间
”

的
“

点
”

， 不是
“

空 间
”

的
“

点
”

， 这 个显
”

。 在这个意义上 ，

“

理性一

自 由
”

不是
“

模
“

点
”

或许就是克 尔凯郭 尔所说的
“

瞬 间
一

瞬仿
”“

空间
一

空 间化 了 的 时 间
”

中之
“

万事万

时
”

。

“

瞬时
”

为
“

时间
” “

自 身
”

。

“

瞬间
一

瞬物
”

，
而是

“

万事万物
”

都
“

按 照
” “

时 间
一理

时
”

不
“

占
” “

空 间
”

， 没有
“

大小
”

， 没有
“

厚性
一

自 由
”

而
“

被创造
”

， 这也许就是柏拉图 曾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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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思考过的
一

个方面的 因素 。是
“

独立
”

的
“

星球
”

。

“

时间
”

既有
“

能力
”“

开创一显现
”

自 己＿

的
“

空间
’，

， 也就有
“

权力
一

能力
’ ，

把这个
“

空四 、

“

瞬间一瞬时
”

与
“

同 时
”

间
” “

收回
”

来 ， 并不需要
“

等到
”“

无限绵延
”“

时间
， ，

的
“

本体
， ，

是
“

瞬间
”

，

“

时间
， ’

的

的
“

终结
”

才有
“

末 日审判
”

， 而是
“

随时
”

都 “

瞬间
”

是
“

本体
”

， 这个思路来 自 克尔凯郭尔 ，

“

可 以一能够
” “

在
” “

瞬 间
”

中
“

收 回
”

；

“

时 是现 代欧 洲哲学 对 困 惑古代哲学 家的
“

时 间
”

间
－理性一 自 由

”

把
“

自 己
”

的
“

创造物
” “

存 问题的深人 ， 也是对康德
“

时 间
”“

内 在性
”

放
” “

在
” “

空 间
”

中 ， 也有
“

权力
一

能力
一可

（ 内感官形式 ） 的
“

视角 转换
”

。

“

时间
－ －瞬间

”

能
”

把它们
“

收 回
”

来 ， 把
“

空 间
”“

存放
’’

作为
“

本 体
”

是
“

思 想体
， ，

， 对 于
“

外 在
”

的
“

在
” “

时间
”

中 。

“

必然性
”“

中
” “

有
” “

自
“

空间
， ’

言 ， 具有
“

内 在 性
”

， 但 不 是
“

感觉
’ ，

由
”

，

“

自 由
”

性
“

中
”

也
“

有
” “

必然
”

，

“

前 的 ， 而是
“

思 想
’ ’

的 ， 不是
“

必然
， ，

的
“

先 天

者
”

为
“

必然性
”

“

规定
” “

自 由
”

，

“

后者
”

为 条件
”

， 而是
“

自 由
，
，

的
“

先 天条件
”

， 而
“

吸
“

自 由性
” “

规定
” “

必然
”

。收了
”

自 己
“

开创 放射
”

的
“

空间
”

，

“

时间
“

瞬间
” “

中
”

的
“

世界
”

， 犹如佛家
“
一

滴自 由
一

本体
”

则是
“

有内容
”

的 。

“

有 内容
”

的

水
”

中的
“

大千世界
”

。 在这个意义上 ，

“

瞬时
一“

思想体
”

， 乃是
“

历 史 线性时间
， ，

的
“

本质

瞬间
”

不是
“

形式
”

的 ，

“

抽 象
”

的 ， 而是
“

有基础
，，

。

“

历史
， ，
一

方面意味着
“

时间
” “

开创 一

内容
”

的 ，

“

充实
”

的 ； 又因 为
“

瞬间
一

瞬时
”

放射
， ， “

自 己
”

的
“

世界
”

的
“

过程
”

， 同 时也

不 可能
“

连成
一线

”

， 于是它们 永 远是
“

多
”

， 意味着
“

时间
， ’ “

回归
， ，

到
“

自 身
”

的
“

过程
”

，

是
一

个
“

归
”

不 了
“
一

”

的
“

多
”

，

“

自 由 者
”

前者为
“
一线贯 串

”

， 后者为
“

群星灿烂
”

。

之间的
“

关系
”

没 有
“

归 一
”

的
“

可 能性
”

。
“

瞬间
一

时间
”

的
“

关系
”

是
“

自 由
”

（ 间 ）

“

九维
”

的
“

宇宙
”“

不可 能
” “

简 约
”

为
“

四的
“

关 系
”

，

“

理性
”

的
“

关 系
”

，

“

思想
”

的

维
”

， 也不可能
“

归为
” “

哲学理论
” “

概念
”

的 “

关系
”

；

“

自 由 者
”

之间 当然可 以
“

影 响
， ，

， 但
“
一

维一
一元

”

（黑格尔 ） 。

“

自 由者一思 想者
一

不会有
“

决定
“

自 由 者
” “

有能力
”

将
“

影

理性者
” “

间
”

的
“

关系
”

也还是
“

自 由
”

的 ， 响
”“

化为
”“

（ 自 己的 ）

“

决定
”

。

“

自 由者
”

作

不是
“

必然
”

的 。为
“

本体
”

难以
“

建构
” “

现象界
”

中 的
“

因 果
“

在
”“

时间
”

中
一

被
“

时间
” “

吸收
”

的 （决定 ） 关系
”

。 于 是 ， 以
“

自 由
一

本体
”

为思
“

空 间
” “

自成
”一个

“

世界
”

，

“

时间
”

“

开创
”

考
“

主题
”

的
“

哲学
”

各
“

文本
”

之间 的
“

关
一

个
“

自 己
”

的
“

世界
”

，

“

自成
一

体
”

，

“

自称系
”

， 也是
“

相互影 响
”

， 而 不是
“

相 互决定
”

文本
”

， 这个
“

体
”

是为
“

本体
”

，

“

本体
”

是的 。 康德哲学 当然
“

影响
”

了黑格尔哲学 ， 但
“

时间
”“

中
”

的
“

世界
”

， 而这个
“

世界
”

是 就
“

哲学
”

来说 ， 它 们又 是
“

相 互 独立
”

的 ，

“

思 想体
”

， 是
“

自 由体
”

。 每个这样的
“

世界
”

黑格尔并 不能
“

代 替
’’

康德 ， 黑格尔把康德 以

都是
“

独立
”

的 ， 各
“

独立体
”

之 间 当 然会有及从希腊以来 的哲学学说 ，

“

化为
” “

自 己 的决
“

影 响
”

， 但不会有
“

决定
”

的
“

因 果关系
”

； 定
”

， 来
“

建构
”

自 己 的
“

思想体 （ 系 ）
； 同样 ，

“

时间
”

把
“

自 己
”“

放射
”

出去 的
“

空间
”

又柏拉 图 哲 学
“

影 响
”

所及 ， 直 至
“

现在
”

， 但
“

收 回
一

凝 聚
”

到
“

瞬间
一

瞬 时
”

的
“

点
”

来 ，
“

现在
’’

的
“

哲学
”

， 同样 是
“

独 立
”

的 ，

“

白

而不 能
“

连 成一线
”

的
“

点
”

都具有
“

自 身
”

由
”

的 ， 不是古代哲学 的
“

余续
”

。 在这个意义

的
“

独立性
”

。 在某种不很恰当 的 比喻意 义上 ， 上 ，

“

（诸 ） 自 由 者 理性者
”“

各异
”

，

“

本体
”

这些
“

点
”

， 作为
“

宇宙
”

的
“

诸星球
”“

相互为
“

异
”

， 每一
“

瞬间
”

为
“

异
”

。

“

思想者
”

之

之间
”

固然有
“

引力一斥力
”

的
“

影响
”

， 但都间的
“

关系
”

乃
“

异 中之 同
”

。 也许 ， 在
“

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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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 ： 欧洲哲学史上的时空关系
——

从柏拉图 《蒂迈欧篇 》 所想到的

现象
”

世界 中 要求
“

大 同小异
”

， 而
“

时 间 本在一未来
”

， 而是将
“

过去
一现在

一

未来
” “

收

体
”

的
“

关 系
”

则 是
“

小 同 大异
”

。

“

求 同 存回
”

为不会
“

延伸
”

的
“

点
”

，

“

瞬 间一瞬时
”

异
”

，

“

同
”

是要去
“

求
一

追求
”

的 ， 而
“

异
”

犹如
“

球面
”

上各个
“

点
”

， 当球运动
一

转动时

则是总是
“

存在
”

的 。球面各
“

点
”

不能分 出
“

上下一左 右
一前 后

”

，

“

时间
” “

开创
一放射

”

出来 的
“

世界
”

， 其它们都在
一

个
“

层面
”

，

“

自 由 者
” “

同 时
”
一

“

运动一变化
”

有
“

可逆
”

的 ， 也有
“

不可逆
”“

同 在
”

，

一 切
“

历 史
”

都是
“

当 代
一

当 时
”

的 ， 但
“

线 型
”

的
“

时 间
”

之
“

运 动
”

是
“

不
“

史
”

（克罗齐 ） ，

一

切
“

本体一思想体
”

都
“

同

可逆
”

的 ， 于是
“

生命
”

有
“

死亡
”

，

“

自 然
”

时
一同在

”

。

有
“

熵
”

； 然 而 ，

“

瞬时一瞬 间
”

的
“

时 间
”

，
“

天上
”“

星球
” “

相互
” “

影响
一牵制

”

， 但
“

时间
”

之
“

本质 本体
”

虽然 也是
“

不可逆
”

仍有
“

自 己
”

的
“

（独立 ） 运行
”“

轨迹
”

， 但它

的 ， 但
“

方向
”

却是
“

相反
”

的 。 如果说 ，

“

线们之间 的
“

关系
”

， 据说在
“

初创
”“

那
一

” “

瞬

型时间
”

的
“

运动
”

是
“

由 生到死
”

， 是
“

出生间
”

， 可以
“

自 由
” “

穿越
” “

时间
”

， 这个
“

痕

人死
”

， 是
“

熵
”

的增加而
“

热
”

归于
“

寂灭
”

，迹
” 也许

“

流传
”

到
“

思想者一思 想体
”

之间

那么 ，

“

瞬 间
”

的
“

时 间
”

之
“

矢
”

则指 向的
“

关系
”

中 ，

“

思
”“

穿越
”“

（现象的 ） 时间
”

“

生
”

， 是
“

死而复生
”

， 是
“

置之死地而后生
”

，之
“

中
”

，

“

与古人游
”

，

“

与后人游
”

， 皆可以为

由
“

物
”

的
“

世 界
”

， 进 入
“

思
”

的
“

世界
”

，
“

亲历
”

， 而不仅仅是
“

理论
”

的 ， 而且是
“

现

由
“

因果必然
”

的
“

世界
”“

进入一回归
” “

自实一现时
”

的 。

由
”

的
“

世界
”

，

“

现象
”

的
“

世界
” “

进入
一

回

归
” “

本体
”

的
“

世界
”

。本文作者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 学 部委 员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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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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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
”

， 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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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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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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