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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的空间观念刍论
#

$王世进，蒋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

摘! 要：空间观念作为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的重要的也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古代哲人作了各种探讨和

深刻论述，形成了与古代西方颇为不同的空间观。基于此，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宇宙观中有关空间观念

的几个方面，包括：空间观念的形成、无限空间的观念、空间的运动观、生成观及空间时间转化的观念等。

关键词：空间观；无限观；运动观；生成观；空时转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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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在公元前 AF 世纪的帝尧时代，中国古人就

开始了有组织的天文观测活动。在河南安阳殷墟

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丰富的天文记录。《 诗经》

中也有“七月流火”、“ 三星在户”、“ 月离于毕”等

各种关于天象的说法。在授时和星占两个主要需

求的推动下，中国天文学在公元前 & 世纪以后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发展出以 A$ 宿和北极为基

准的赤道天文坐标系统以及编制了系统的包含大

量星座和恒星的星表，创制了圭表、漏壶、浑仪、简

仪和水运天像台等天文仪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研究，形成了具有本国独特哲理的宇宙观。本文

则主要探讨古代宇宙观中有关空间观念的几个方

面，包括无限空间的概念、空间的运动观和生成

观、空间时间转化观念等。

! ! 一、空间观的形成

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形成了空间的概念。

战国（前 F%G H 前 AA"）末年的尸佼给出了空间观

念的一个明确术语，“ 四方上下曰宇”（《 尸子》），

“宇”就是包括东西南北四方和上下的六合空间。

《墨子·经说》中说：“ 宇，莫东、西、家、南、北”，这

里“宇”指总括东西南北的整个空间。《 管子》中

又以“宙合”来表示无所不包的总体，“宙合之意，

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四海之外，合

络天地，以为一裹”（《宙合》）。在《释文》中还有

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三苍》云：四方上下为宇，

宇虽有实而无定处可求也。”它指出了空间是实在

的，但它也无定处可求。这段话明确肯定了空间

存在的客观实在性。与“宇”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

概念是“ 天地”，天地则是“ 宇”中能观测到的部

分。它意指人类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观测到的范

围，而那些尚观测不到的部分叫做“ 虚空”或“ 太

虚”。

在春秋战国以前，空间讲的是六合，包括东南

西北四方和上下，以后又发展到东西、南北、东南、

西南、东北、西北八个方位，用八卦表示，再加上中

央，即成了九宫。这与当时的印度不同，印度讲十

方为空间的方位。这些概念的形成表明中国很早

就已经摆脱了空间观念的群体经验性，而群体经

验性则是早期人类空间认识必经的初期阶段。例

如，一群生活在河流附近的人，它们的空间方向感

可能主要是“ 上游”和“ 下游”。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水平的提高，四方、

六合、八卦等概念逐渐构成了中国古代空间观念

的概念体系并且由此衍生一套关于空间度量的方

法和规则。

无论是六合、八卦还是九宫，都可以明显看出

在空间观念上的人的主体存在性，这是中国空间

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影

响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观念和活

动，如“天人感应”、“ 天人交相胜”乃至占卜巫术

等。中国古代将空间看成方位的思想和古希腊人

把空间看成处所的思想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希腊

人看来，物体处在一个地方，就是被它物所包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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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围者———处所———即是空间。因此，古希腊

人在度量空间时是以空间物本身为对象而形成三

个方向上的测度。正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

说：“空间有三维：长、阔、高———它们是定限一切

物体的”。处所概念是不利于无限观的，因为任何

一个物体必在一个地方，而在一个地方就是被他

物所包围是有限的，所以在古希腊，有限宇宙的观

念一直成为主流思想。但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关于宇宙的创造没有像柏拉图那样需要借助一个

善意完满的神，而是采用道、虚廓、气、太极、理等

概念和范畴，因而很容易形成动态的无限宇宙空

间观。

! ! 二、无限空间的观念

浪漫诗人屈原在《 楚辞·天问》中问道：“ 斡

（"#，勺把）维焉系，天极焉加？”屈原要问的是“天

日夜旋转，难道是有大绳绑住它，它才旋转的吗？

那么它的边界又有什么东西呢？”很早以来，人们

就一直在思考宇宙空间的界限问题了。

《庄子·则阳》记载了一段对话，戴晋人问：

“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魏

王对曰：“无穷。”这说明在当时人们还是很相信宇

宙空间是无限的。东汉时代的张衡提出“ 宇之表

无极，宙之端无穷。”（《 灵宪》）南北朝的郭象注

《庄子》说：“ 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穷

处”，他们都明确提出宇宙空间的无限性。惠施以

悖论的形式提出了让人值得深思的命题“ 南方无

穷而有穷”，他所要解释的是空间是否在划分上存

在无限性的问题，可以与西方的芝诺悖论相媲美。

在明代，哲学家杨慎（$%&& ’ $(()）又指出：“ 天有

极乎，极之外何物也？天无极乎，凡有形必有极。”

其论证手法与康德关于时空二律背反的论证一样

的漂亮。

中国古代还有人在无限宇宙的基础上又提出

多重天地的观点。元代的邓牧认为在无限的虚空

中有无限多的天地，“天地大也，其在虚空中不过

一粟而已耳”（《 伯牙琴》）。元代伊世珍在《 琅环

记》中说：“人有彼此，天地亦有彼此乎？曰：人物

无穷，天地亦无穷也。比如蛔居人腹，不知是人之

外更有人也；人在天地腹，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

也。”这些观点与 *++ 年后欧洲布鲁 诺（$(%&—

$,++）的宇宙空间无限论如出一辙。

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有关宇宙几大范畴的阴

阳、五行、气特别注重演化和生成，强调连续性和

相互作用关系，所以在中国古代对空间无限性大

多采用一种动态理解的方式，认为空间的无限是

一个潜在的生成中的过程，是一种从有限存在向

无限对象实体的转化运动。正如惠施所说的“ 至

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中的“ 大

一”和“小一”，它们“ 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永远

处在无限扩展的“ 作用关系”之中和连绵不断的

“作用过程”之中。总的来说，动态的无限空间观

念是中国古代空间观的一大特点。

! ! 三、空间的运动观和生成观

《庄子·天运》中说“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

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

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

运转而不能自止耶！”《楚辞·天向》也有“遂古之

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瞢暗，谁

能极之？冯冀惟像，何以识之？”这两段话要问的

是天体在空间中是如何分布的及其运动机制和原

因又是什么。

不同于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人的心目中的“ 宇

宙是一个箱子，大地是这个箱子的底板”的宇宙空

间观念，中国古代的宇宙空间观念没有这种完全

静止的思想，相反，倒是有点象笛卡儿的观点：“如

果给我延展和运动，我就能构造宇宙。”《淮南子·

天文训》说“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

气有涯垠（ 广延性），清阳（ 扬）者薄靡而为天，重

浊者凝滞而为地。”这段话表明，天地是具有广延

性、轻重和动静的气演化而来的，气又是从虚廓中

通过时空而产生的。到宋代，张载说“气之聚散于

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 正蒙

·太和》）。即无形的虚空是气散而未聚的状态，

空并非完全真空，“ 无”乃是“ 有”的一种状态，只

是看不见，并非无有，从而提出“虚空即气”或“ 太

虚即气”的命题。他还提出“凡象皆气也”（《正蒙

·乾称》）的一元论思想。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

出，气不一定是有形可见的东西，凡是有运动静

止、广度深度，并且和有形的实物可以互相转化的

客观实在，都是气。实际上，这和现代物理学中的

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并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实

物相互转化的“ 场”非常相似了。齐国稷下宋!、

尹文又把气叫做“精气”，它不是人们呼吸的气，也

不是天空的云气，而是一种更为细微的物质。这

种物质和气一样没有固定的形式，它“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洒乎天下满、不见其塞”，“动不见其形，

施不见其得，万物见以得然”（《 心术上》）。这样

一来，空间（ 物质）是由物质性的“ 气”构成的，从

而否定了鬼神和灵魂可以先于物质而存在的唯心

观念，这是物质第一性的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可以看出，空间和物质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中

国古代空间观念的另一大特点，无论这种物质是

最原始的“气”、“道”还是更具实在性的“ 象”等。

但中国古代空间观念为何一直未能实现完全几何

化，即将物质宇宙与空虚空间相剥离，空间独立出

来成为背景和容器？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是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未能发展到古希腊几何学严

密的公理化和理想化的高度；另一更为重要的原

因在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有一种把原因与开

端等同起来的明显倾向，而这种倾向逐渐演化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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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根深蒂固的生成论思想，这样

在解释宇宙空间时总是把对事物起源的描述包含

其中，对空间的理解也常常追溯到空间形成的历

史起源了。因此，在这样的思想框架里空间就很

难被作为一个单独的客体进行研究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很早就明白空间运

动的相对性原理。相对性是物体空间运动的一个

特性，这一特性至少在汉代就已经被人熟知了。

汉代的《尚书纬·考灵曜》中有“ 地恒动而不止，

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人不

觉也。”它不仅指出了大地在运动而且解释了地动

而人不知的原因，这和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

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论述的例子是一样的，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空间中物体运动的相对性的

理解是很深刻的。

! ! 四、空间时间转化观念

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乃至传统观念中人们所

持的是一种空间化了的时间观念，《 易》有“ 观乎

天文，以察时变”，时间是通过空间表现出来的，这

似乎是因为时间无法直观，无法直接思考和把握

的，从而必须将其空间化。《 尚书·尧典》也说：

“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表示时间的一年、一

月、一日、一天、春秋等等都是因为空间方位的变

化而得到的时间概念。在历法中，由空间变化推

演出的重要的时间术语还有“天干地支”。天干是

五行的法则，是天体的彼此干扰；而地支则代表了

十二个月，是天文上黄道十二宫的代名。

汉语中的“时”有一层意思是指一日之划分，

即将一日划分为最小单位，以便计算其长度，“ 时

间”将“时”与“间”放在一起，间是间隔的意思，从

而时间就通过空间的间隔来表示。这样空间化了

的时间也容易理解成事物状态的前后相继关系，

每个时间单位都在空间中前后相继的均匀流逝，

因此，时间也就与空间联在一起成了物质和运动

的存在形式了。

空间观念影响了时间的特性，还表现在两方

面，一方面，由于空间的无限性推演出时间的无限

性，《庄子·庚桑楚》篇中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

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齐物论》篇也说“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秋水》篇里借北海

若之口说“ 年不可举，时不可止”；《 墨经》里也提

出了描述时空无限的“穷”“端”“始”等术语和概

念。这些都说明了由于宇宙空间日月星球运行的

无限性推出时间在过去和未来的方向上也是没有

穷尽的。另一方面，宇宙空间现象的周期性形成

了时间观上的周期观。由于人们所观察的大量宇

宙自然是周而复始，永恒地循环，所以中国古代的

时间观、历史观基本上是循环论的。《 释名》里解

释“时”说，时，从“ 日”，“ 四方各一时，时，期也”，

“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

律⋯⋯，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吕氏

春秋·季夏纪·音律》）这两段话都表明了空间的

周期运动影响着人们形成时间周期性的观念。由

于空间运行所表现出的周期性特点使得十干、十

二支、律吕甚至阴阳、五行的变化都表现出某种程

度的周期性，从而也就可以为人所觉察，“ 故阴阳

之施化，万物之始终，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

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汉书·律历志》）

! ! 五、结语

《荀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孟子》里也

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则千岁之日

至，可坐而致也。”可见，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是建

立在朴素的唯物论和一元论基础之上的，它既不

同于柏拉图的理念空间的观念，也不同于康德的

先验空间直觉观念。在授时和星占两个主要需求

推动下，形成了古代中国独具哲理的朴素的、实用

的、描述性的空间理解模式和空间观念，而不过分

执着于逻辑化的和几何化的抽象概念与理想模型

的系统阐释，“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

言其所当然，而不强求其所以然。”（《畴人传》）近

代以来的宇宙观中，虚空、绵延、“ 无中生有”等概

念逐渐流行起来，说明中国传统宇宙空间观中的

确有其精到的和合理的认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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