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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哲学中的时间 

时间本质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几千年来时间问题把西方哲学从

古到今如此紧密地贯通起来。在时间问题的追问史上，奥古斯丁就做出了独特而卓越

的贡献。以研究存在与时间问题而著称的海德格尔就曾在其演讲“圣奥古斯丁的时间

观”中这样开头：“在西方哲学中有三种关于时间本质的沉思是里程碑式的：第一种

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二种是奥古斯丁的；第三种来自康德。”奥古斯丁被看作除亚里

士多德和康德以外最重要的三位伟大的时间思想家之一。 

现在我们回顾下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对时间的沉思。以此考察杰出思想

家在考虑时间问题时的方法及其疑惑。方法和疑惑的考察意味着对当时人们的思考前

提(不可怀疑的推论前提)、根源以及思考的最终目的的分析。 

关于时间，亚里士多德谈到：“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提出时间的疑难，并借用那些

众所周知的说法展开讨论：首先，它为存在物所有还是为非存在物所有？其次，它的

本性是什么？”，又如“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没有运动”1，“时间乃是就先后而

言的运动的数目，并且是连续的(因为运动是属于连续性的东西)”2，“运动存在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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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就意味着，不仅运动本身，而且它的存在都是被时间所度量的”3，“现在是时间

的枢纽——它连接着过去和将来的时间——。而且，它也是时间的限界”4这种勾画使

我们粗略地大概地看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思考时间问题使得理路，即考察关涉时间

的诸多范畴，比如对时间与运动的比较考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时间会穷尽么？肯

定不会，既然运动是永远存在的。那么，是总有不同的时间呢，还是同一个时间多次

出现呢？显然，运动应该是怎样，时间也会是怎样……时间也不会穷尽；因为它总在

起始之中。”5又如时间与过去现在未来这一维度等等，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思考还关

乎这样一个维度，既时间怎样与灵魂相关，如若灵魂不存在，时间是否会存在？6 

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考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种分析，即在时间–运动范畴

中，“现在在一方面总是作为自身同一的，但在另一方面则不是作为自身同一”7，这

种细致的分析是在回应这样一种困难“至于现在，它似乎是划分过去与将来的界限，

它到底总是保持着同一呢还是彼此不同呢”8，他想通过运动与始终这一维度来解决这

样一种困难“两个现在之间会有无限个现在同时并存；一万年前发生的事情就会与今

天发生的事情同时并存。”9 

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思考集中在《忏悔录》卷十一中，由天主创造天地前在做什么

引入对时间的探讨，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这是对时间的另一层阐发，“你既然是一切

时间的创造者，在你未造时间之前，怎能有无量数的世纪过去？能有不经你建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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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吗？即不存在，何为过去……没有时间，便没有那时候”10，以此接续了关于时间–

现在的问题困境，并着力解决，他说道：“既然过去已经不在，将来尚未来到，则过

去和将来这两个时间怎样存在呢？现在如果永久是现在，便没有时间，而是永恒。现

在的所以成为时间，由于走向过去；那么我们怎么能说现在存在呢？现在所以在的原

因是即将不在”11，可以看到，这是类比于亚里士多德关于现在的困境的相似一种表达，

对于现在，奥古斯丁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时间一段时间依然可分为过去的和将来的，

那么也还不是整个是现在的，“我们再研究一下，就是这么一天也不是整个是现在的。 

日夜二十四小时，对于第一小时而言，其余都属于将来，对最后一小时而言，则其余

已成过去，中间的任何一小时，则前有过去，后又将来。设想一个小的不能再分割的

时间，仅仅这一点能成为现在，但也迅速地从将来飞向过去，没有瞬息伸展。一有伸

展，变分出了过去和将来：现在是没有丝毫长度的。”12 同样的，继亚里士多德对时

间的计数层面的讨论之后，奥古斯丁也在此层面谈到：“但我们通过感觉来度量时间，

只能趁时间在目前经过时加以度量”13，“我们在哪一种空间中度量目前经过的时间呢？

是否在它所来自的将来中？但将来尚未存在，无从度量。是否在它经过的现在？现在

没有长度，亦无从度量。是否在它所趋向的过去？过去已不存在，也无从度量。”14

奥古斯丁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总结并解决已经思考到的时间的困惑，比如否定时间是

天体的运行，指出“是否你命令我赞同时间为物体运动的主张？不，你并未有这样的

命令。我听说物体只能在时间之中运动”15，最终讨论到时间是一种延伸，进一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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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不是思想的延伸，则更奇怪了。”16 这是对亚里士多德灵魂之于时间的另一种

回应。“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17“所谓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长期等

待”18，所谓过去，现在，未来，更应该是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而

另一方面，与此对应的，是人的思想工作的三个阶段，期望，注意，记忆。这就是奥

古斯丁关于时间所做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奥古斯丁这里，对时间问题的回答本

身蕴含着人对自身的理解，或者，这种对人自身的理解象征着人类解答时间与永恒关

系的根本困难。 

下面我们进入康德对于时间的理解，进入《纯粹理性批判》，在康德哲学的角度

上，时间比空间更重要，更深入到人类认识的根源和本质。 

在先验感性论的时间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中，康德对时间做了非常细密的考量，

他的表述如下：“时间不是什么从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的概念。因为，如果不是

有时间表象先天地作为基础，同时和相继甚至都不会引入到知觉中来。只有在时间的

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想象一些东西存在于同一个时间中(同时)，或处于不同的时间内(相

继)”19，这是承接古今的表达，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得到奥古斯丁，也看得到亚里士

多德。“时间的无限性只不过意味着，时间的一切确定的大小只有通过一个唯一的，

作为基础的时间进行限制才有可能。因此，时间这一本源的表象必须作为无限制的而

被给予出来。”20 这同样是对时间的度量方式的思考，这种思考得以成立的基础是，

不把时间刻画为“不是附属于物的客观规定”，而康德对于时间的领会的精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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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于，时间清楚地被表达为一种主体的内在的能力，从而克服“现在”产生的悖论。

康德自己的说法是：“……而假如这个表象不是先天的(内)直观的话，那么任何概念，

不论它是什么概念，都不能使一个一个变化的可能性、即把矛盾对立着的谓词结合在

同一个客体中的可能性(如‘同一个事物在某处存在又在同一处不存在’)，成为理解

的。”21最后，康德哲学给予我们的线索是，时空是各类表象的先天条件。 

经过这三位时间思想家对时间的解读后，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时间给人们来带的

疑惑要通过这样几个步骤才能解决，即通过“先天条件”，克服“现在悖论”，“面

对永恒的根本困难”。 

两千年来，时间概念是紧紧伴随着永恒概念而被人们讨论的：两者彼此互相关联。

把永恒问题形容为一切问题的问题，它只是在消极的表述上阻挡我们前进，当死亡作

为这个世界本来的现实而出现的时候。像胡塞尔、柏格森或者霍金都想从这种涉及永

恒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追随这一过程有助于时间的理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柏

格森的时间观念是：用人的意识与绵延重新理解时间。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

明确表达出时间与人的生命的相互关涉，真正的时间是“绵延”——生命本身异质性

的延伸。他明确说出“……可是绵延(照严格意义讲)所具有的瞬间并不是同一的或外

于彼此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多样性的，是连续性的……”22 人类延长寿命的欲望就是

我们探索时间本质的最大动力源泉。 

人类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探索时间的奥秘，事实上无数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已

为我们留下了时间本质积极思考的线索，也为我们了解时空的奥秘提供了有益的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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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无数科学家、哲学家纠结几千年，还是无法掌握时间的概念。许多物理学家觉得

时间与空间是一个巨大的区块。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彭罗斯指出，“我们心中的真实世

界，尤其是时间本质的有关看法，马上就要出现惊天动地的大改变，或许甚至连今日

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提出看法也是望尘莫及。”人类期待在时空上有一个极大的突

破，以打开进军宇宙空间的大门，实现孜孜以求的太空之梦。 

黑格尔的时间概念由空间概念发展而来。他是第一个把空间和时间相提并论的哲

学家。他认为，当我们规定自然界的事物时，首先运用的就是空间这个范畴。自然物

在其直接性中，只能是空间的一个点。因此黑格尔说，空间作为点是“已外存在”。

黑格尔说道：“空间是直接的，无区别的己外存在……点的最初的他在，即空间的存

在”23 从表面看，空间是无差别的直接性，是“宁静”的自然。时间的根本特征是变

易。时间把空间之所以为空间的点的运动表现出来。点的运动产生线和面。而时间正

是点建立自身为线和面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线和面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空间也

会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时间作为空间的真理，只是把空间的外在性作为否定性的运

动过程建立起来，却没有扬弃空间的外在性。因此黑格尔说，“时间是存在的时候不

存在、不存在的时候存在的存在，是被直观的变易。”如果我们对比黑格尔对时间的

定义会更加明白此处的含义，他说，“但是那种使自己作为点与空间相关联，并在空

间中作为线与面发展自己各种规定的否定性，在己外存在领域内既是自为的，但同时

也是在那里作为在己外存在领域内设定着它的各个规定的……这一否定性这样被设定

为自为的，就是时间。”24 海德格尔直截了当地说，“时间是存在的源始本质”是时

间决定存在。使时间与生存论相互关切，既“此在整体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根据于

 

 

23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 版)，薛华译，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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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性。”25这一点有别于黑格尔。 

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经过艰苦的研究，本人从哲学的角度，详尽地向人类展

示了主宰人类命运的时间的本质及内涵要义。 

通过对时间与空间及运动的深刻描述，系统地揭示了根存于宇宙间的时空根源，

给人类掌握和认识时间创造了新的思维和方向，必将成为主宰人类发展的最科学武器。 

运动是时间之父，空间是时间之母，空间运动就是时间。 

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了，仍有许多问题苦苦困扰着人们的思维和精神世界，应从

时间的立场和角度去认识和看待已发生和未知的一切，这就是时间论。世界上一切事

物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其实质是时间转动和流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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