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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时间问题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对时间问题的反思中，追溯

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对时间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

彻底反省的最佳道路。在这个人类的希望和危机同样巨大的时代，对时间问题的

反思就不只有纯学术的意义。奥古斯丁对时问问题进行的探索。对古希腊时间

观念的变革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来源于《忏悔录》第11章对时间的

思索和别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思考。

理论意义：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在他的整个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

通过对时间的追问，改变了古希腊入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在是外在的物理之

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哲学家也有重要的启发，

在他之后的安瑟伦，康德，海德格尔，胡塞尔，罗素，柏格森受其影响或者启

发。完全可以说，不理解奥古斯丁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和内在

精神。

现实意义：奥古斯丁的时间观的追问，即对生活中对待时间的态度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这一时间观的变革，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

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时间观的每次变革，都会带来宇宙观甚至

存在论的变革。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变革引起了康德之后所以试图认真对待时间

问题的大哲学家的认真对待，他对时间观的变革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影响深远

的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奥古斯丁时间观忏悔录改革

分类号：B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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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1le tiIlle question is one of near modem West philosophy core questions，in to

time questiOn reconsidering in，traces the Westem ciViljzatiOn the source。’I’lle

understanding is the path carries On the thOrough introspection to the time t0 Our

civilizatiOn and Our life style the best path。 In this humanity’s hope and crisis

similarly huge time，to tiIlle question reconsidering not only then pure academic

sigIlificance。 Augustine exploration which carries on to the time question。 Has the

profound sigllificaIlce to the ancient Greecc time idea transfb姗ation in the Westem

philosophy histor)r。 Ori百nates in”Confession Record”the 11th chapterto the time

thin“ng and 0ther schOlar t0 this question View and the pOnder。

，11leo巧sigIlificance：AugIlstine this thou曲t holds the extremely imponant status

in llis entire system，he througll to time closely examining，changed the ancient

Greece person’s traditionaltime View，the time in is not class of the extemal physical，

but is our ideology extension。His this thou曲t also has the important inspiratioⅡt0

the later generation philosopher，after him peaceful Chinese zither roentgen，Kant，

Heidegger，Hussell，Bai Gesen its iIlfluence 0r inspiration。Definitely may say that，

did not understand Augustine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Westem thought the basic

trcnd with the intrinsic spirit。

Practical significancc： Augustine time View closely examining， namely the

treatment time mannef has the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life in，this time

view tr柚sfb册ation，caused time itself to become a philosophy question，and was the

philosophy cuts into other questions a basic question。 砸me View each time

tmsfo册ation，can bring the worldView eVen ontology the transfonIlation。ARer

Augustine time View transf0姗ation has caused勋nt therefore attempts the big

pIlilosopher’s eanlest treatment which treats the time questiOn eamestly’he has the

：iIlfluence profound口oundbreal【ing significance to the time View transfomation in

the Westem philosophy history。

n

Key words：Augustine concept of time(bnfessions refo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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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IJ 吾

“时间是什么?"古往今来，这个问题始终是人们思考的对象。乍一看，这

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因为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时间，度量时间，似乎没有什么

东西比时间问题更平常更熟悉了。然而，一旦仔细思考，却茫然不知如何回答。

时间问题是哲学史上最为深奥的问题之一，常人以为熟悉，而这人却为之绞尽脑

汁。奥古斯丁作为早期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著作卷帙浩繁，其中《忏悔

录》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忏悔录》第十一卷，奥古斯丁具体阐释了他对时间

问题的认识。在西方哲学史上，他是对时间问题进行探索的第一人。他对时间问

题的阐述，给时间思想发展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奥古斯丁是漫长的中世纪中卓越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和千年后的阿奎那是中

世纪思想的双塔。他虽然是欧洲思想史上的大师，但他却生长在非洲。他曾经是

摩尼教的忠实信徒，但却没有遵守禁欲的严格生活，他不但曾经声色犬马，而且

还有情人和私生子。他皈依了基督教之后，虽然以犀利的辩才和广博的知识捍卫

了基督教免受其他宗教和教内“异端”的攻击和瓦解，但却始终处在激烈的心灵

和智慧的斗争中。罗素提到：“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忏悔录》第十一卷是最

好的纯粹哲学作品。。’’【1J同时罗素说道：“圣奥古斯丁提出的主观主义使他成为康

德时间论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先驱，他作为哲学家的地位是突出的。，，【2】

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历史引入

哲学而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而改变了古

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

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得以捍卫上帝的超时间的

绝对自由、全知全能以及关于上帝从无中创有的创世学说，而且使他得以“拯救”

被物理时间带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而对于哲学来说，这

一时间观变革则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

个根本问题。【3J

研究现状

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点

我国对奥古斯丁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几乎是没有的，改革开放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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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和1987年出版了“奥古斯丁"评传，90年代初有唐逸在作中世纪研究时

介绍到奥古斯丁思想，其后赵敦华在其《基督教哲学1500年》中为奥古斯丁辟

有专章。进入21世纪，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奥古

斯丁是中世纪的思想代表，它是早期基督教哲学的集大成者，近来出版了第一部

关于奥古斯丁的研究论著，周伟驰的《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开了先河。

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张荣撰文《创造与伸展：奥古

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指出，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受到了后世哲学家们的广泛关

注和高度评价，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奥古斯丁时间观当中同时存在着的两个

向度，即“永恒上帝的创造"和“心灵的伸展”。文德尔班因为只确认了奥古斯

丁时间观当中的“心灵向度"，因而他称奥古斯丁哲学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

而吉尔松因为只强调了“上帝的创造”的向度而视奥古斯丁哲学为“皈依的形而

上学’’。作者指出，实际上这两个向度不仅不可分割，而且它们之间还有着一定

的制约关系。具体而言，“上帝的创造"规定着“心灵的伸展"，由此时间的起源

得以阐明；同时，“心灵的伸展’’反映了“上帝的创造”，由此时间的存在和本质

得以说明。

所不同的是，黄裕生的论文《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
捍卫上帝》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变革及其对西方哲学发展的意

义的问题上。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和

历史引入哲学从而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

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自奥古斯丁起，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

是我们的思想一意识的伸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

得以捍卫上帝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全善以及上帝的创世学说，而且使他得以“拯

救”被物理时间带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在哲学的层面上，

这一时间观变革使时间成了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根本问题。

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在他的整个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通过对时间

的追问，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在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

的思想意识的伸展。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哲学家也有重要的启发，在他之后的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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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伦，康德，海德格尔，胡塞尔，罗素，柏格森受其影响或者启发。完全可以说，

不理解奥古斯丁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和内在精神。

2、 现实意义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的追问，，即对生活中对待时间的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这一时间观的变革，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

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时间观的每次变革，都会带来宇宙观甚至存在论的变革。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变革引起了康德之后所以试图认真对待时间问题的大哲学家

的认真对待，他对时间观的变革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影响深远的开创性意义。

中世纪哲学史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而且难度相当大，其中包括拉丁语言

的限制以及因为文化心理差异而造成的隔膜。但是中世纪绝不是我们以前简单地

从启蒙时代接受过来的观念所描述的那样“蒙昧”和“黑暗"，这段时期也绝不

可以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当中所说的那样穿上七里靴跨越过去。中世纪

哲学不仅承接了古希腊的传统，而且还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和解题

思路。因此，目前汉语世界在中世纪哲学研究领域的不足和欠缺对我们构成了机

遇和挑战。

3、哲学历史地位

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会最伟大而有创见的思想家、最有影响的大师，他反

对裴拉鸠斯派的学说。他的体系讨论了当代最重要的神学和哲学问题，阐释了一

种基督教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达到教父思想的顶峰，成为此后几个世纪基督教

哲学的指南。奥古斯丁的观点对中世纪哲学、宗教改革时期和近代的基督教神学

都有影响。

4、本文创新之处

选题角度比较新颖，挖掘了奥古斯丁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又被忽视的问题。

奥古斯丁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却

茫然不解了。川钔博尔赫斯说：“时间是唯一重要的。”瞄1柏格森更明确表示，时间

是形而上学的关键问题。

时间问题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对时间问题的反思中，追溯

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对时间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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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反省的最佳道路。在这个人类的希望和危机同样巨大的时代，对时间问题的反

思就不只有纯学术的意义。奥古斯丁对时间问题进行的探索。对古希腊时间观念

的变革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时间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或哲学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时代文化意识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时间观念的变化一定揭示了文化变迁的奥秘。

当代科学和当代哲学都在不约而同的重新发现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

想，时间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或哲学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时代文化意识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时间观念的变化一定揭示了文化变迁的奥秘。当代思想家们对时间

问题的关注和执着，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我们时代正在经历着的变化。弗

朗西斯。培根说过，时间是最伟大的改革者。在西方思想史上，伟大的时间反思

者均处在文化演进的转折点上。时间在文化的交汇与冲突之处神秘地浮现出来，

预示着旧的毁灭和新的降生，预示着对传统的反叛同时又是对传统的革新。公元

4世纪，正当新兴的基督教文化意欲取代希腊文化的时候，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家

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深沉而痛苦地思考时间的本质问题，他的“时间

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已成千古绝句。基督教文

化以其线性时间观取代希腊的循环时间观，规定了整个西方文明新的走向。历史

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只有在线性时

间观中才有可能。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实现了自希腊文明以来

时间观念的一次大转折。近世以来，就在科技文明昌明鼎盛的19、20世纪之交，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明确地树起了“突出时间’’的大旗，反对机械(力学)自然观对

时间的空间化，强调绵延作为真正时间的整体性与创造性，为人的自由意志，为

生命的进化和创造力提供依据。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通过将

时间引入存在，将时间作为存在问题得以澄明的境域，对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

而上学传统发起批判，使哲学进入一个新时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使西方的

思想传统得以尽早暴露其局限性。当代的时间再发现运动，实质上是对近代科技

的一种控诉。近代科学将时间空间化，取消真正的时间。然而，在对时间问题的

反思中，我们将近代科学的本质追溯到了希腊，追溯到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

对时间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反省的最佳道路。

在这个人类的希望与危机同样巨大的时代，对时间问题的反思就不只有纯学术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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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本文分三部分。

(一)奥古斯丁的时间观的哲学史渊源

在这一部分对古希腊时间概念进行了概略考察，追溯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柏罗丁对时间的反思，直到中世纪奥古斯丁对时间重新考察。遵循着由

内到外在向上的发展理路，探讨了哲学史上对时间的认识及其时间和时间性在永

恒的关系中的对立和统一。

指出奥古斯丁对古希腊传统时间观的超越。

(二)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主要内容

在本部分指出奥古斯丁在忏悔录11卷对时间问题的反思和发出对时间的追

问。 首先指出了时间观包括的几个问题包括存在与否。时间定义及其时间怎样

是。其次指出其时间观包括的两个向度。一个是创造的向度。奥古斯丁从创世和

永恒的出发，论及世界连同心灵的受造性及其在时间中的存在。追问时间的本质

必须从寻找永恒为前提步骤。另一个向度是心灵延展。时间是思想的延展。 指

出时间的内在化。

(三)奥古斯丁时间观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

奥古斯丁的提问不只在中世纪产生了影响，同时对后来的康德、海德格尔、

柏格森和胡塞儿影响巨大。而这些哲学家对当代的影响深远。奥古斯丁基本上完

成了对时间观的变革。对时间的内在化捍卫了现象世界的真实性。主要是为了捍

卫上帝的绝对自由。康德是为了捍卫人的自由而把时间内在化。奥古斯丁对时间

观的内在化变革从物理存在移入生命存在。这正是奥古斯丁时间学说的意义所

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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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生平简介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当

时北非已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先后在家乡及北非的马都

拉、迦太基攻读文法和雄辩术，后又在北非一带、罗马及米兰教授雄辩术。很早

接触希腊哲学，其间曾信奉过摩尼教，迷恋过占星术，但最终接受基督教信仰。

之后他返回北非，在希波城升为神甫，后升为该城主教，最后病逝于希波，史称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生活在古罗马帝国的晚期，这正是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思想的碰撞

时代，是西方文明重大的转折期。奥古斯丁完成了时代的托付，他使基督教信仰

经受了希腊哲学的挑战，使信仰本身获得了系统化的形式，为基督教哲学奠定了

基础。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等。

据考证，《忏悔录》写于400年前后，即奥氏升任主教之后不久。全书共十

三卷，有学者认为，以第十卷为分界，可将之分为两部分，前十卷是对自己思想

历程的回顾，后三卷是其神学思考。

对中世纪西方教会影响最大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年生于

努米底亚(现代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塔迦斯特(Tagaste)，父母是非洲罗马化

了的柏柏尔人(Berber)。他从小跟他虔诚的母亲摩尼加(Monnica)学习基督真道，

但是迟至387年才受洗。据他在《忏悔录》中所说，是因为他长期在宗教和哲学

上寻求的缘故。

他极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修养(希腊文除外)，还在迦太基教修辞学。373

年他读了西塞罗的一部著作，爱上了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不过他对旧约圣经中所

记载的那些‘野蛮行为’(例如灭绝迦南人的记事)感到嫌厌。他成了摩尼教的信

徒。摩尼教是一种二元论的神学，鼓励苦修和对基督绝对虔诚。他信摩尼教有九

年之久，后来开始怀疑，因为他不相信人能用理智方法证明真理。

寄望幻灭之后，他前往罗马。在那里，他有一阵子与‘经院派哲学

家’(Academics)一样找不到一切事物的必然性而痛感失望，甚至被诱去追求享

乐主义者寻求的欢乐。但在384年，他出任米兰皇室修辞学教师，受到安波罗修

主教和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观念的影响，去除了他乖离正统信仰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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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从安波罗修那里他发现基督信仰动人心弦，也富智慧，又明白了旧约里那些

他认为难解释的野蛮行为的记载可以当比喻来处理。新柏拉图主义者揭示了上帝

精神的完美，人通过内在的反省可以获得真知和远见。奥古斯丁逐渐相信，日夜

萦绕他脑际的罪恶之因，是因为缺乏善，而非像摩尼教所说的恶本身就是一种力

量。

他现在遇到一个大难题，他得放弃‘肉欲’和‘俗世’。十多年来，他有

一个结发妻子，又有高官厚爵在等他(这一定能叫母亲摩尼加开心)，他现在得像

安多纽或者威克多林一样，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奋斗，去克服那个老我，来战胜

放下世界、归向基督的大挑战。他在米兰的一个花园里读到《罗马书》13：13—

14节时，他和世界千丝万缕的牵挂终于完全切断了。

奥古斯丁领洗前退隐加西西阿古姆(Cassiciacum)山庄，在那里和几个同伴

利用修行之暇研究基督教哲学。388年，母亲摩尼加死后，他回到非洲，在塔迦

斯特成立了一个苦修社团，进行研究和默想。但在391年并非出于自愿地参加

了海岸上的希坡(现代安纳他[Annata])教会圣职，396年出任公教主教。此后

後他的事奉繁多，他是讲道员和教牧、圣餐礼主持者、裁判官，和代祷人、慈

善事业的信托人和组织者， 同时是一个奋斗不息的公教正统的护教者和多产作

家，希坡地方上的半异教公教徒和倔强的多纳徒派，很快把他从一个充满自信的

基督教新柏拉图人文主义者，变成一个更根据圣经和以悲观的态度看人性、社会

和历史的人。《忏悔录》是他这种新观点的早期的产品，《上帝之城》是比较成

熟时期的果实。

奥古斯丁在反对摩尼教的理性主义时，发展了他影响极广的‘能信才能认

识’的原则。他自己在许多著作，特别是《三位一体论》中，使用了这个原则。

他反对多纳徒派时，坚持教会是一块麦子与裨子杂生的田地，信徒与非信徒一同

生长直到收割。他从根本上推翻了多纳徒派的重洗论，他主张主持圣餐礼的是基

督自己，因之圣餐礼即使是由不称职的人主持，仍然有效。然而领受圣餐者若不

能借圣灵合一， 反落在基督的大爱之外，圣餐礼对他也没有什么益处。奥古斯

丁还认为向持异见的基督徒旌压是正当的，只要是出诸爱心，纳他们入正轨。

411年后，奥古斯丁把注意力放在劫后罗马逃出来的伯拉纠派身上。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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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勒斯丁质问婴儿洗礼(奥古斯丁将婴儿洗礼纳入教会正规)的理由时才攻击他

们。后来西方教会谴责伯拉纠派，大半是奥古斯丁率先领导非洲教会施加压力的

结果。受到这些人的激发，他进一步发展出他的若干教义，例如(1)人的堕落和

原罪，是人性败坏也是犯罪行为；(2)人的意志要靠上帝的恩典才能挣脱捆绑归

向上；(3)他的预定论及上帝至终保守他预定得救的若干数目的人等。

奥古斯丁430年逝世时，亚流派汪达尔人正围攻希坡。生活在解体中的罗马

帝国身处惊慌与分裂中，奥古斯丁教导基督徒要忍受充斥邪恶的俗世，寻找天国

的安谧。他生活在拉丁基督教发择创造力时代的末叶，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教

会领袖的思想后来都受到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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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奥古斯丁的时间观的哲学史渊源

如果从时间的概念史来看，那么可以发现，从亚里士多德经奥古斯丁到康德，

这是一个时间逐渐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现象世界的理解发生转变的过程。

(一)古希腊时间观追溯

西方传统哲学家把主要的视线投向另外两类时间样式和时间系列，一是自然

界的物理时间，二是精神生活中的心灵时间或心理时间，前者是主导方面。重视

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或自然哲学家，经常关注前一类时间样式；重视人文、心灵

的哲学家或宗教哲学家，则经常关注后一类时问样式。前者发端于亚里斯多德，

亚氏前的哲学家包括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虽然也触及到了时间问题，但并

未作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后者肇始于奥古斯丁，在奥氏之前，很少有哲人专门研

究生活中的心理时间。

就前一时问系列而言，亚氏明确指出：“时间是对运动的量。”意思是说，时

间是个自然哲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它的实质是对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移的计量。用

后来的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说，时间是物体运动速度的量化。不难看出，物理时间

是空间化了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物体运动和运动速度的量化时间。西方近代经典

力学的奠基人牛顿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时间观，干脆把时间视为与空间化的

物体运动、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相联系的计量标准。不过，牛顿不满足于仅仅确

认物理世界只具有相对意义的形而下的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他进而提出了形而

上的绝对时间。绝对时间是一种永远匀速地进行的时间流程，它是一切物理时间

的本源和本体，又是衡量一切物理时间的绝对标准。牛顿前后的自然科学家或

物理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哈雷、拉普拉斯等也像牛顿一样只关注物理时间，

并持有与牛顿相同或相似的时间观。西方近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和理性主义哲学

家，他们关注的大多也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比如说，在物质实体涵盖的领域

中，笛卡尔关心的只是物体运动中的物理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康德的时间哲学。

应当说，康德过问的时间仍然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他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的哲学不同，他认为人的时间观念，物理世界的时间秩序，不来源于经验，也

不是人的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而是来源于先验的即必须在逻辑上预先设定的时

间的直观形式，这就是康德创立的时间哲学的先验论或先验的时间哲学。 在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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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等人的时间观中，物理时间或力学时间并没有固定的方向性，在标志时间的符

号之前，加上一个“+”(正号)也罢，或加上一个“一”(负号)也罢，并不影响

物理学或力学的时间度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这就意味着，经典力学中的物理

时间是可逆的。物理学家进行物理观测或物理实验，这样的观测和实验可多次

重复进行，同时间的箭头毫不相干，它暗示出时间过程同样可以不断重复。到了

19世纪中叶之后，达尔文、拉马克与华莱士创立了生物进化的学说。生物进化

过程中，有“时间之矢”，时间有确定的前进方向，与时问相关的生物进化过程是

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格劳秀斯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他指出，在一个封

闭的系统内，热的运动总是趋向于平衡和无序，“熵”逐渐增大，这个过程有时间

之矢，是不可倒逆的。魏格纳创立了“大陆漂移学说”，后人把它发展成“板块结

构学说”。魏氏认为，陆地或大陆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地球表面漂移，大陆

漂移过程中蕴含的时间流程，既有方向性，又不可逆转、不可重复。地学或地

质学对地质年代作出如下划分：从古生代到中生代，再到新生代，地质演变的历

史同样有时间之矢，不可逆，不可重复。“宇宙大爆炸”理论所描述的宇宙演化

过程，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恒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这些过程都包含着宇宙

尺度的时间进程。上述时间进程，当然有时间之矢，在现存的宇宙中同样不可

逆转、不可重复。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他抛弃了牛顿的形

而上学的绝对时间，对物理学意义的“同时性”作了有别于牛顿的新的阐发。“同

时性”不是绝对的，它与光的运行和光速有关，与观察者的参照系或坐标系有关，

它只有相对性或相对的意义。

在古希腊，时间被理解为一种“物理时间”：时间是一种特殊的现成存在者，

它是运动、变化的原因，而运动则是理解时间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

里把“时间是什么”的问题看作是“时间是运动的什么’’的问题，最后则把时间

定义为“计算前后运动得到的所计之数。"16J这一时间定义有两方面内容。一

方面，时间是一种可由运动得到测量的东西，另一方面，时间贯穿并展示着一切

运动。这种时间观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确定了的。赫拉克里特说过一句

很晦涩的话：“时间是一个玩游戏的儿童，儿童掌握着王权。’’【7】在他之前的泰

利斯也说过另一句同样晦涩的话：“时间是最智慧的，因为它发现一切。"——时

间是一个游戏进行者，所以，它虽然不能创造游戏中的一切，但是它却把游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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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逐渐展现出来；万物就是游戏中的万物，它们只在游戏中才展现出来，因

而时间才发现一切，才掌握着王权而是最智慧的。在整个古希腊世界，时间就是

这样一种物理时间：它是一种引起万物展现与消失的特殊的物理存在者，即一种

自在的物理之流。直到牛顿的绝对时空，还是如此。不过，这中间有一个例外性

的怀疑与突破，这就是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思考。

罗素在比较基督教与希腊世界观的差异时指出：“无中生有的创造，对于希

腊哲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由上

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

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者和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远的，不是受造

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相反，圣奥古斯丁像所有正统基督教徒

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

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f8】可以看出，希

腊时间观的特征是由其宇宙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就有什么样的时间观。

Hans Po∞r指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罗丁和奥古斯丁就是一些规定

着中世纪时间反思的思想家，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本质性的辨

别框架。从一开始，时间和时问性在与永恒的关系中就被看作基本的对立一极。

这分三个阶段：第一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初始状况；第二是柏罗丁的新解释；

第三是奥古斯丁的解决方案。’’【91

首先，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在描述造物主的创世时指出：“制造一个

运动着的永恒的影像，于是他在整饬天宇的时候，为那留止于一的永恒造了依数

运行的永恒影像，这个影像我们称之为时间。厣【10J简言之，柏拉图把时间看作是

“永恒之运动的形象"。他认为，时间的出现伴随着“天”，即与开始创造宇宙一

起出现，宇宙终结时它也结束。柏拉图之于奥古斯丁的意义在于：时间与创造的

关系问题被作为主题加以讨论。例如，他说：“天是按照永恒的模型建构的，意

在使之尽可能与永恒相似，这个模型是永恒的，所以被创造的天在过去、现在和

将来的一切时间中存在。这就是神在创造时间的念头和想法。"【11】两段引文中

已经隐含奥古斯丁时间问答的两个向度：创造的和心灵的。

亚里士多德为了反对柏拉图的时间观，在《物理学》中把时间看作是“不动

的推动者和记数的奴斯’’，规定为“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他在运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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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讨论时间。在第四卷中他就把无限制的因而也非受造的时间看成是循环运动中

有一定比例结构、可以度量的东西。不过，这还是产生了与永恒的关联，但首先

通过天体运动的确立而得以连接，这在《论天》中更明显。

当然，在时间概念的讨论中，对西方思想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发生在从希腊

到中世纪的转折关头，这是通过柏罗丁出现的【7】。他既不同意柏拉图把时间规

定为“永恒的运动形象”的观点，也拒绝亚里士多德把时间看作是“不动的推动

者和记数的奴斯"的观点，而把时间规定为“世界灵魂的运动”。他认为，“时间

不可能是运动，因为在时间中不可能有快或慢，而且被度量的不是时间，而只是

一个时期”【12】不过，时间也不可能产生于某种绝对静止的东西，而且时间不在

世界灵魂之外。在柏罗丁看来，时间是不依赖质料及其运动的。

《九章集》第3卷第7章专门论述时间与永恒问题。柏罗丁认为永恒也是一

个派生的概念。“永恒不再是什么基础的东西，而是似乎从基础的东西中流溢出

来的。"113】而时间也不是什么永恒的摹本。他解释道：“灵魂首先把自己时间化

并作为永恒的替代物而创造了时间，可然后呢，它也使如此形成的宇宙处于时间

的桎梏之下⋯⋯因为既然宇宙是在灵魂中运动——因为除了灵魂外它没有别的

运动场所——，那么，宇宙也必定在灵魂的时间中运动。因此，时间就是永恒借

助于灵魂的自我运动的产物。’’114J

他继续说：‘‘如果我们把时间描述为其运动中由一种生命形式向另一种生命

形式过渡的灵魂的生命，那不是很好的说法吗?如果永恒不断地以同一性方式不

变和完全无限存在，而时间是永恒的摹本，与我们的宇宙跟来生的关系相适合，

那么人们必须在生命的处所那里开始另一种生活。生命具有灵魂的巨大力

量。⋯⋯在灵魂之外不能确定时间，正如在存在者之外很少能确定永恒一样。⋯⋯

时间就在灵魂中与灵魂共在，正如永恒一样。一【15l

至此，希腊关于时间的考察已经越来越接近奥古斯丁后来的视野(心灵的伸

展)了。在时间问题上，从柏拉图经亚里士多德到柏罗丁再到奥古斯丁，遵循了

自外而内再向上的发展理路。柏罗丁有句名言：“控制就是时间，宇宙在时间

中。"“时间本身不是尺度。⋯⋯就其本质而言，时间并不以度量为目的，它是

非．尺度。宇宙的运动就是度量时间的尺度，时间不是运动的尺度，由于其本质，

而只是附带性的"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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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对希腊时间概念所作的一个概略考察。

(二)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形成

希腊哲学的时间观念已经很清楚地挑明了Being与Becoming的区分。简单

地说，Heraclitus强调Becoming，Pa咖enides强调Being。

到了柏拉图，Becoming与时间都来源于Being，世界的Becoming来源于

Being的显示，而时间是这个展示过程的核心部分，换句话说，时间就是永恒的

一幅移动着的图像(a moving image ofetemity)。图像这一概念是theory offoms

的中心：所有可感知的现象都是永恒之“形相"的一种不完美的复制(《理想国》，

514a)。但在后期的《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倾向于认为永恒的“形相"与暂时

的图像既不相分，但也不相同。在这种带有辩证意味的表达之下，时间给人的印

象依旧是模糊的。

发展到亚里士多德，时间被赋予了一个清楚的定义，讨论集中在亚里士多德

的《物理学》(217b．224a)。时间被定义为：根据之前和之后，关于运动的计算。

换句话说，时间就是‘前’与‘后’的连续统一体的变化的数量。根据变化来衡

量时间，会引起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存在是否是客观的；还有，计算的行为本

身是否是主观的。如果假设观察对象是客观的，但考察过程是主观的，结果的性

质如何评定呢?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他自己也没有很清楚地回答。

下一位关心时间的就轮到普罗提诺。普罗提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概念，提出“永恒既不是一直以来的，也不是将来的，

而仅仅是存有的占有⋯⋯’’(E衄eads，ⅡI．7，3)探讨了永恒之后，紧接下来是关

于时间如何从永恒中来：“时间起先——在“起先”之前便由“连续’’或“承继”

的欲望产生——时间在那时还未成为时间，而是存在于宇宙自身的“真实存在”

里；宇宙本身也存在于这种“真实存在"本身并静止不动。但有一个启动原则

(active p血ciple)，它能自我管理以及自我实现(～1．S0u1)，它选择针对目前以

外的某种东西，因此从静止开始扰动，宇宙就从这种扰动中产生，以致于一种不

停的发展和轮替，为了区分同一的状态与新的发展，便产生了永恒的图像，产生

了时间”(Enneads，III．7，11)“时间的起源，很清楚，可以回溯到灵魂趋向于宇宙

中的连续运动那第一下的启动。这就是时间如何同时进入存有⋯⋯行动就是时

间，宇宙就是时间的内容”(E耻eads，III．7，12)。由此，普罗提诺把时间之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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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一个在静止的心中的运动的吊诡原则。

说到时间，当然要提及奥古斯丁，他那句著名的“For what is time?⋯If no one

asks me，I know what it is．If 1 wish t0 explain it to him who asks me，I do not know．

(Confessions，11，XIV 17)”几乎无人不晓。和柏拉图类似，奥古斯丁想理解Being

与Becoming之间的关系，因为上帝创造时间的同时也创造了天堂与尘世，因此

要问在创世之前上帝在于什么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根据一个“暂

时的变化"去理解从存有而来的“创世的变化"⋯⋯时间与becoming的创造必

须是某种永恒的行为。奥古斯丁或许是第一个现象学地描述时间的人：不是从过

去或者未来来观察，而是从当下的某些经验来获得，例如“⋯⋯当下对过往的时

间是回忆；当下对当下的时间是直接经验；当下对未来的时间是展望(Confessions，

11，)(X)力。因此，奥古斯丁认为所有的时间都是永恒当下的展开。但是，什么

是在当下内的过去与未来的源头呢?奥古斯丁从时间间隔的衡量来讨论这个问

题，与柏格森和列维纳斯相似，他也用音乐来作为例子——谊唱停止了，声音便

消失了，不再成为声音，声音在它被发出来之前相对于寂静来说是未来，但由于

还未被发出，所以无法衡量；当发出之后，声音又归于寂静，所以也无法衡量。

(Confessions，11，XXVII)那我们到底能衡量什么?奥古斯丁认为我们衡量的实

际上是心理或精神的印象。时间，就是从回忆的痕迹留给心理印象的对照而来的。

但这又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时间的创造者，而非人

类。人类能掌控的只是如何去衡量时间间隔，而不是时间本身如何被创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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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主要内容

《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古典拉丁文作“承认、认罪”解，但在

教会文学中，转为承认神的伟大，有歌颂的意义。奥氏本来着重后一意义，即叙

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泽，发出对天主的歌颂；但一般都注重了第一义，因此我国

过去都称此书为“忏悔录"，在欧洲则“忏悔录"已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译者

周士良1962年在前言中的解释)

奥古斯丁《忏悔录》与卢梭、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被誉为“世界三大忏

悔录”。就其经典性，完全无愧于这样的荣耀。不仅是对神的颂扬，个人经历，

更是对人生，对时间的精辟思考。

人们经常谈论时间，量度时间，使用时间，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更平

常、更熟的了，然而一旦追问：“时问是什么?’’却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大凡研

究时间的人都具有同感。当代大哲海德格尔专门写了《存在与时间》一书，人们

以为他一定知道“时间是什么’’，纷纷向他讨教，可是他却回答说“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还在探索一。这不是哲人的谦恭之词，而是实话。时间问题是古往今来最

为深奥的哲学问题之一，常人以为熟悉，而哲人却为之绞尽脑汁。

在西方哲学史上， 奥古斯丁是第一个提出“时间是什么’’的哲学家。奥古

斯丁对时间做形而上学反思，固然出于宗教理由，但若以为他把时间问题仅仅作

为宗教问题来思索，那就错了。只要读过《忏悔录》就会看到，他是把时间问题

作为困扰人类智慧的真正哲学问题来探讨的。在这里，与其说奥古斯丁是一位虔

诚的宗教学家，不如说是一位深思的哲学家和严谨的逻辑学家。他提出的问题之

广泛，思考之深入，推理之严密，在古代世界中绝无仅有。《忏悔录》第十一卷

记录了他肝肠欲断、苦苦思索的思想轨迹，成为时间思想发展史上宝贵的遗产。

哲学是一种执着的思。思维过程往往比它的结论更重要。本章主要梳理奥

古斯丁对时间问题的思考，避免做出独断判言，因为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同古代的

奥古斯丁一样对时间问题充满困惑。

(一)时间开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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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卷涉及的问题是：假如创世有如《创世记》第一章，有如奥古斯丁

反驳摩尼教徒时所主张的那样，那末，创世一事是应该尽早发生的，于是他就

这样假想着一个反对者，从而展开了他的论证。

为了理解他的解答，首先必须认清旧约全书中无中生有的创造，对于希腊

哲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由上

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

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师或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远的、和不

是被造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见解相反，圣奥古斯丁象所有

正统基督教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

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

希腊人认为不可能从无中创造的这一观点，曾断续地出现在基督教时代和

导致了泛神论的产生。泛神论认为上帝与世界是不能区分的；世上所有的东西

都是上帝的一部分。 这种见解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得以充分地发展，并使得几

乎所有神秘主义者受到了它的吸引。在基督教的所有世纪中，神秘主义者在奉

守正统教义方面一直感到困难，因为他们难于相信世界是存在于上帝之外的。

但奥古斯丁在这一点上却未感到困难；因为《创世记》已讲得很清楚，这对他

来说是已经足够的了。他对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对他的时间论有着重要意义。

世界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被创造呢?因为不存在所谓“更早”的问题。时间

是与创世的同时被创造出来的。上帝，在超时间的意义上来说，是永恒的；在

上帝里面，没有所谓以前和以后，只有永远的现在。上帝的永恒性是脱离时间

关系的；对上帝来说一切时间都是现在。他并不先于他自己所创造的时间，因

为这样就意味着他存在于时间之中了。 而实际上，上帝是永远站在时间的洪流

之外的。这就导致奥古斯丁写出了令人十分钦佩的时间相对性理论。

“那末什么是时间呢?’’他问道。“如果没有人问我，我是明白的；如果

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那末我就不明白了。"n幻

对于神学家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是有开端的，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世

界是上帝创造的，有世界才有时间。也就是说，时间起源于上帝的创世活动。所

以，时间的开端问题就转换为上帝怎样创造世界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奥古斯丁是

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以及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得出了什么积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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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世界不能在时间中进行，也不需要时间。如果认为上帝创造世界

在时间中进行，创造时间也需要时间，那就等于说上帝在创造世界和时间之前，

世界和时间早已存在，显然与上帝创造世界和时间相矛盾。不仅如此。如果上帝

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有了时间，上帝的一切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那么上帝本身也

是一个时间性的存在，它的活动也受时间节律的支配，这显然与上帝为全智全能、

永恒不变的存在这一基督教的根本教义相矛盾。

上帝创造世界不能使用物质材料，也不能使用物质工具。这不仅因为上帝

创世之前世上一无所有，根本没有可资利用的东西，而且因为若使用物质材料和

物质工具，就会将时间观念带进上帝的创世活动中，重新陷入上帝创世之前世

界和时间就已被创造的悖谬中。

上帝创造世界既不使用物质材料，也不使用物质工具，也不需要时间，那

怎样创造世界和时间?这是宗教“创世说"遇到的最大难题，当然奥古斯丁也不

可能解决。不过奥古斯丁在思索这一问题时把注意力转向语言，探讨语言的作用，

这就把对“创世纪’’的宗教探讨引向语言文化探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为此奥

古斯丁也就成为古代世界的语言哲学家。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只能用语言创造世界。《圣经》记载，上帝说：“要有光"，

便有了光，分出白天和黑夜；上帝说：“天上要有发光体”，就有了太阳、月亮以

及众星。所以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

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15J

语言表现为声音，而声音表现为空气的振动。有声语言在物质介质中传播，

并且有起有讫、有始有终。上帝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创造世界，因为这样的语言具

有物质性和时间性。如果用这样的语言创造世界，又会陷入创世之前就有物质和

时间的矛盾境地。那么，上帝创造世界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上帝的语言即是

“道"、“逻各斯’’，它与上帝同在，常自表达一切，无起无讫，无先无后，无始

无终，不朽不来。上帝唯有用这样的语言创造，别无其他方式。上帝创造万有的

语言是无始无终的，是无时间性的，而它创造的万有是有始有终的，是有时间性

的。对于上帝的语言，我们只能用心灵去聆听，用智慧去领会，别无其他办法。

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创造万有；有了世界，有了世界上的万物，便有了时

间。所以，时间是有开端的，它的开端也就是世界的开端。那么时间与世界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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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关系?与事物是什么关系?时间是个独立的存者还是某个存在者的属性?

(二)时间独立存在问题

时间历来被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类型。奥古斯丁通过分

析这三种类型来回答时间是否存在的问题。

时间与事物不可分，没有事物就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的事物就没有过去的时

间，没有将来的事物就没有将来的时间，没有当前存在的事物就没有现在的时间。

但是，过去的事物已经过去，所以过去的时间不能存在；将来的事物还未到来，

所以也不存在将来的时间。“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现在’’。

但是，什么是“现在’’?“现在’’有多长?是一百年、一年、一月还是一天、

一小时?都很难说。假如把一百年看作现在，当前是第一年，那么其余99年为

将来，尚不存在；如果当前为第二年，那么第一年已经过去，不存在，其余的

98年为将来，尚未存在。不论我们把哪一年定为当前，其余的都不存在。就其

中的一年而言，也不能全属现在。一年有十二个月，当前为正月，其余11个月

为将来；当前为二月，正月已过去，其余10个月尚未到来。以此类推，一个月、

一天、一小时也不能全属现在，因为不管把“现在"设定为多么短的一段时间，

总可以分割为己不存在的“过去"和尚未到来的“将来”。那么，“现在”还剩下

了什么?“现在"是一个极短极短的、不可再分的点"吗?也不行。“设想一个

小得不能再分割的时间，仅仅这一点能称为现在，但也迅速地从将来飞向过去，

没有瞬息延展。一有延展，便分出了过去和将来；现在是没有丝毫长度的。’’【16】

(三)永恒与时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在第11卷第1章开门见山：“永恒为你【上帝】所有”1171一永恒只是

上帝的属性，因为它是创造者，不仅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时间。天地通过呼喊

来展现自身的存在，这种自身展现的分析就具有了现象学的特征。而且，“受造

存在”的属性表现为“变动【mutaufi】和转化【variari】"，而这种变动和转化正是天

与地以及一切类似存在者的现象学特征。变动和转化意味着运动，而一切运动都

是在时间中进行的。这样，奥古斯丁从上帝的永恒与创世出发，论及世界(连同

心灵)的受造性及其“在时间中的存在’’。第五章讨论的是“如何”创造的问题。

道是永恒而无声的言语，与有声的变化的言语不同，无先无后，存在于一种不动

的永恒中。这里的道也是元始。总之，上帝意志是万物唯一的原因。上帝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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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时间性的。但是，另一方面，上帝的创造却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上帝创造

的时刻问题。奥古斯丁在批驳摩尼教“上帝在创造之前做什么”问题时，对上帝

创造的时间性问题作了自己的解释。关于永恒与时间关系的论述，集中在第13

章。他认为，时间是上帝创造的，在天地创造之前没有世界，也没有时间，所以

说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那时候”在干什么的问题是无意义的、而且是自相矛盾

的。上帝也不在时间上超越时间。“你是在永远现在的永恒高峰上超越一切过去，

也超越一切将来，因为将来的，来到后即成过去。"“你的日子，不是每天，而是

今天，因为你的今天不离明天，正如也不跟随昨天一样。你的今天就是永恒。’’‘‘你

创造了一切时间，你在一切时间之前，而不是时间不在某一时间中。’’ 【17】这段

文字非常精当地反映出永恒与时间的复杂关联。奥古斯丁始终是从永恒出发演绎

出时间的。奥古斯丁从上帝的创造行动出发进行时间推演，要比费希特早了整整

1400年。而康德尽管非常强调时间在纯粹理论理性中的作用，但对其出身始终

未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演。“时间是什么”的问题固然重要，而且影响深远，但若

没有永恒这一维度，也就到不了本质的问题。

蒂利希也是从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上理解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的。他说：“奥

古斯丁认为，创造与保存是同一个事物；世界一时一刻也不能独立于上帝。实在

的形式、规律和结构并不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实在。这使得上帝和世界这两个实

在的一切神的固定成为不可能。上帝是持续不断地与世界相关联的根据。’’ 118】

世界之存在的根据就是上帝及其创造行动。所以他接着说：“说到有限性是存在

和非存在的混合物，或非存在呈现于任何有限事物中时，我就是与奥古斯丁关于

任何事物都处在不可度量的虚无深渊的危险之中的陈述有关系。’’“时间对上帝

是无效的。时间如何在创世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时间是与创造世界一同

创造的；它是世界的形式。时间也和空间一样，是事物有限性的形式。’’ 【19】

11卷前13章主要讲了永恒与时间的关系，阐明了时间的受造本性，从而和

希腊的物理学之自在时间告别。从14章开始，奥古斯丁通过时间的心灵化转向

完成对希腊物理学时间观的更加彻底的形变。“时间就是心灵的伸展一这一回答

不仅把时间的存在和时间的本质区别开来，更使人的存在和本质区别开来。时间

和人都是上帝的作品，其存在已然是事实，但是，其本质却是开放的，人是在过

去、现在和将来之时间经验中存在，原罪和救赎表现了这种开放性，彰显出人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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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与时间的内在同一性。当然，这种开放性说明人的本性在上帝的恩典面

前并非没有自由可言，它完全可以“充分伸展"，但是，这种伸展毕竟是有限度

的，这种限度来自于时间的第一个向度。所以，无论心灵怎样在时间中伸展，都

注定是要回归上帝怀抱的，正如《忏悔录》第一卷第l章中所讲的那样：“你造

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20】“时间的心灵

化"这一转向实现了哲学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自由意志问题进入哲学的视

野。

“过去”已经过去，“将来”还未到来，“现在”又无任何长度，岂不全部时

间都不存在吗?不是的。奥古斯丁想要否定的不是在一般“有”的意义上的时

间的存在，而是作为“实体"的时间，作为独立“存在者”的时间，也就是说，

奥古斯丁要否定“实体时间观’。他认为时间不能作为实体存在，它只能是某种

事物的属性或关系，所以接着探讨时间到底是物体的运动还是心灵的延展。不管

他得出什么结论，不管他把时间归结为物体的运动或者归结为心灵的延展，总之

是在“关系”范围内讨论时间的，这是时间观念的一大进步。

(四)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探讨“过去”、“现在"、“将来”是否存在时，奥古斯丁把注意力转向时间

的心理学。他认为，过去的时间虽然不存在了，但过去的事情却留在我们记忆中，

我们可以回忆起来，用语言表达出来，使之成为“过去的现在"。将来的事情虽

然还未到来，但可以看到已经存在的原因或征兆并据此做出预言，这是“将来的

现在"。

奥古斯丁否定时间的独立存在，而把时间的存在移到了心中。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放到最后去考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

奥古斯丁说得对，把“过去"、“现在’’、“将来"看作时间的三个类型或三类

不同的时间是不确当的。时间是事物的变化、运动过程，是一种“流逝"着的过

程。时间作为一种“流逝”过程，过去、现在、将来不是对它的三种存在类型的

划分，而是对它的流逝方向的描述，也就是说，时间是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

方向流逝的。把过去、现在、将来看作时问的流逝，就将方向性赋予了时间概念，

使时间有了箭头。承认时间的方向性，才能破除循环论，才有近代的进化论和发

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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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间能否归结为物体的运动

时间与物体运动不可分。有运动，有变化，有生灭，才有时间。奥古斯丁明

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坚持上帝创造物质世界以后才有时间，这不仅出于维护宗

教教义的逻辑需要，而且也是考虑到了时间与物质运动的联系。的确，有了物质

世界的运动才开启时间之箭，提出创世之前的时间问题是不合理的。那么时间是

不是物质的运动?奥古斯丁的回答是否定的。

奥古斯丁说：“我曾听见一位学者说时间不过是日月星辰的运行。我不敢赞

同。为何不更好说是一切物体的运行呢?"1211奥古斯丁批评的这位“学者"究

竟指谁?看看《圣经》关于天体运行的说法就会清楚。那里说神造了光，把光暗

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又说神让发光的天体普照大地，

以便分昼夜，作标识，定节令、日子、年岁。原来说时间是日月星辰运行的正是

《圣经》的作者。奥古斯丁不同意把时间看作日月星辰的运行。他反问道：如果

日月星辰停止运行，难道就没有时间了吗?难道制陶人就没有时间计算陶轮的转

数，我们说话的声音就没长没短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日月星辰停止运行，时间

仍然存在。但是，假如包括日月星辰在内的一切物体都停止运行，假如整个世界

停止一切形式的运动和变化，还有没有时间了呢?奥古斯丁没有彻底思索下

去，而是转向时间和时间标度的关系问题。

日月星辰的运行是时间的标识，我们依据它分别日子、制定节令、计算年岁。

时间的标识或划分是相对的。我们把太阳的一次升落定为一天，那么一天为24

小时。假如太阳的一次升落需1小时，那么一天即为1小时；如果我们还坚持

24小时为一天，那么一天之内太阳就得升落24次。显然一天是相对的。奥古斯

丁说得完全对，一天是时间的量度，不是时间本身。奥古斯丁追问的不是“一天

是什么”，而是“时间是什么"。一天是时间，但时间不是一天，正如“张三是人"，

而“人不是张三"一样。奥古斯丁区别了时间和时间的量度，这是正确的，但由

此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怀疑的。

我们用时间来量度物体的运动，这似乎说明时间不是物体的运动。其实恰恰

相反，它正说明物体运动是时间的本质。我们用时间度量出来的东西不仍然是时

间吗?难道我们能用时间去量度非时间吗?度量者和被度量者在质上是同一的，

不同质的东西之间不可能发生度量和被度量的关系。我们用米度量出来的只能是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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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用小时度量出来的还是小时。当我们用时间度量物体运动时，已经暗含着一

个前提或者说已“先行设定”物体运动是时间，并对之已有一定的“先行领悟”。

如果没有这一“先行领悟”的首肯，我们根本不能开始用时间去度量物体的运动。

虽然物体的运动和我们对这一运动的度量是两个不同的事件，有运动发生，我们

也不一定去度量它，但一旦我们用时间去度量物体的运动，我们就已经把物体的

运动理解为时间了。我们只能用时问去量度时间，并通过度量这一实践操作进一

步理解时间的本质。

再说，我们用什么规定时间单位?如果用物体运动规定时间单位，那么用这

样的时间单位度量出来的时间也就是物体的运动。例如，我们用太阳的运动即东

升西落一次为时间单位即一天，那么我们用“天”度量出来的时间也就是太阳的

运动或类似太阳运动的运动，此外还能是什么呢?从度量上根本不能说明时间不

是物体的运动，恰恰相反，这说明时间与物体运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物

体的运动就无法标识时间，无法度量时间，根本也就没有时间。

(六)时间是心灵的延展

时间不能独立存在，也不能归结为物体的运动，那时间是什么?时间是我们

心灵中的思想的延展。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最后结论。

在讨论“过去"、“现在’’、“将来”是否存在时，奥古斯丁已把注意力转向人

的心灵；这里他又从测量的角度论述时间是心灵的延展。他认为，我们不能量过

去，因为过去已不存在；我们也不能量将来，因为将来还未到来；我们也不能量

现在，因为现在是没有长度的点。那我们能量什么?我们说我们正在量经过的时

间。然而困难马上袭来。例如，我们量响声经过的时间，必须从响声开始量到终

止，量从始至终的时间距离。为此响声必须停止我们才能量度，否则便不知道时

间多长；然而响声一旦停止，我们又无从量起。

时间不过去不能量，～过去又无从量。奥古斯丁提出的这～困难类似于芝诺

悖论，也主要是在理智中发生的。在实践上人们都在量时问，也知道怎样量时间，

但在理智上却发生了困难，这一困难在于：要量时间，这段时问必须存在，而且

不能是无长度的点，但我们又认为时间是一个一个相继逝去的点。我们用点截的

方法量时间，结果也把时问看作点的集合。其实时间也是连续的，有长度的，所

以可度量。 奥古斯丁也认为，不应把时间理解为无长度的点，而应理解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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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但是什么东西的延展呢?他认为只能是思想的延展，若不是思想的伸

展，则更奇怪了。’’I冽

在第14章中他就根据日常时间经验以否定的语气提出：“可是时间究竟是什

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给他解释，却茫然不解了”，要给

出“是什么”的回答的确困难，但“是否存在”的问题不难回答。所以他自信，

时间是存在的，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尽管时间本身受制于时间性的事物。“没

有过去的事物就没有过去，没有到来的事物就没有将来，没有现存的事物就没有

现在。”也就是说，在日常时间经验中，过去的东西和过去、现在的东西和现在、

将来的东西和未来之间还没有分别。如果什么问题涉及时间的存在，那么就必须

搞清楚，这里的存在概念有何含义。“因为一过去，就不存在。而只能说：这现

在的时间曾是长的，因为作为在场存在者它曾经是长的。既然它尚未过去，以至

于未存在过似的，而且因此曾经是那种能是长的东西，但是，随后已经过去，-同

时不再是长的，因为它不再存在。’’可见，奥古斯丁把时间的存在定位于现在，

时间的不存在指过去和将来。

但是，这样会产生一个困难，即我们日常所说的时间之存在性成了问题。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古斯丁把时间三态统统转换为“现在时”(也是现在是)，把

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种时间都纳入心灵中，作为现在的三种不同方式，即现在

的记忆、现在的知觉【注意】和现在的期待。奥古斯丁把他的时间问题直接和我们

各自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表象相联系。这就表明：我既没有过去，因为

过去正在过去；我也没有将来，因为将来还不在我面前。可是我应怎样才能说

到“长或短"的持续呢?很清楚，这不仅是存在问题，也是认识问题，涉及一个

正在认识的主体。

奥古斯丁总结道：“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是，既没有将来也没有过去。

本来不可以说有三种时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也许在本来的意义上可以说，有

三种时间，过去事物的现在，现在事物的现在，将来事物的现在。因为这三者都

存在于心灵中，我在别处看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是注

意，将来事物的现在是期待。”记忆、注意和期待这种认识论的概念对理解时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时间的心灵化转向，其实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之“在

时间中的存在”，这种在的方式便是记忆、注意和期待。这三者反映了三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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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呼应上帝的永恒，人不能成为永恒，却期待着、希

望着永恒。

真的要回答出时间之伸展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即时间的度量问题。如前所述，时间与变化有关，而变化的含义就是延伸，从一

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一种形相到另一种形相，其过程表现为时间三态。可是，

“既然过去已经不在，将来尚未到来，则过去和将来如何存在呢?现在如果永远

是现在，便没有时间，而是永恒。现在之所以是时间，是因为它走向过去；那么，

我们怎样说现在存在呢?现在所以在的原因是即将不在；因此，除非时间走向不

存在，否则，我便不能正确地说，时间不存在。’’【14】(s．242)在此，奥古斯丁区分

的是时间与永恒，现在作为时间的存在性是因为它的变化——成为过去和将来。

这有些费解，其实从中引出了时间的长短问题，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如何度量时间。

第15章中用归谬法论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长的，尤其是现在的长

短问题，他通过现在的一百年、一年和一天，进行了时间的无限划分，最后说，

“现在是丝毫没有长度的。”也就是说，在理性思辨看来，任何时间都没有长短，

因此是不可度量的，但在经验看来，时间是有长短的，起码过去和将来是有长短

的，因此，时间是可以在现在进行度量的，这样，就可以说形成了时间度量问题

上的经验与理性的悖论。关于时间是否可以度量的问题，周伟驰作了比较细致的

梳理。通过时间度量问题的推论，最后得出核心结论：我在度量时间时，既不是

度量过去，也不是度量将来，也不是现在，因它们统统没有长度；我度量的是时

间本身。可是，我用什么来度量呢?是用或长或短【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或快或

慢】吗?不是，我是用心灵的伸展去度量时间本身，所以，他说“时间是心灵的

伸展’’。而且，“因此，我所度量的不是已经不存在的字音本身，而是固定在记忆

中的印象。"从时间度量过渡到时间本质问题，从度量时间到度量记忆。而记忆、

注意和期待既然是时间三态的心灵伸展，那么，时间除了是心灵的伸展外，就不

是别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和柏罗丁不同，奥古斯丁试图把一个物体的运动和时段的度

量分开，尽管这是二重的。度量时段的每一个尺度都是相对于被选择的标准而言

的，因静止把时间理解为单纯的伸展【Extensio】。相反，在度量时间时仅涉及心

灵中的某种东西，确切地说，“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前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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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时间的存在问题，虽然奥古斯丁当时试图通过把过去和将来转换为现在而使

时间获得存在性，建构出哲学上的存在概念，但直到第28章，这个任务才告完

成。他说：“将来尚未存在，怎样减少消耗呢?过去已经不存在，怎样会增加呢?

这是由于在心灵中有三个阶段：期待、注意和记忆。所期待的东西，通过注意，

进入记忆。谁否认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待已经存在于心。谁否认过去已

经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于心中。谁否认现在没有长度，只是倏忽即逝的

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核心思想是：时间之所以

存在，乃是因为心灵的伸展。

过去、现在、将来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与时间本身的可度量性

实际上，正因为时间被内在化为“思想的伸展、持续”，时间才获得了两个基

本特征：过去、现在、将来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与时间本身的可度量性。也可以说，

时间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因时间观的这种变革才成为可理解的。时间的可度量性才

使借助于空间度量时间成为可能的，并且由此才产生出所谓“度量的时间”或“测

量的时间”。至于人们为什么会借助于空间来度量作为“思想之伸展”的“可度量的

时间”，从而产生出“测量的时间”，这是一个更隐晦的时间存在论问题，它仍深

深躲藏着奥古斯丁的洞察。

实际上，当奥古斯丁把时间理解为一种内在时间，即时间是心灵的伸展时，

过去也就并非不存在了，而是以记忆方式存在于现在；将来也不是尚未存在，而

是以期望方式作为可能性存在着。但是，奥古斯丁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

是这样解释时间的“长短”：

“⋯⋯由于人的思想工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记忆。所期望的东

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谁否定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望已经存在心中。

谁否定过去已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心中。谁否定现在没有长度，只是疾

驰而去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因此，并非将来时

间长，将来尚未存，所谓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长期等待；并非过去时间长，过去已

不存在，所谓过去长是对过去的长期回忆。’’【23l

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充分估计到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跨时代意

义之后，话锋一转，立即指出：他自己的时间意识分析纯粹是现象学的，排斥客

观时间的纬度，即排除本来在奥古颠丁那里的前提性条件——时间问题的永恒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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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而造成了永恒与时间之张力关系中的“短路"现象。不仅在他这里，在康

德和海德格尔那里，都缺少了永恒的维度。

时间是什么?时间不是永恒的存在，不是独立的存在者，也不是物体即运动；
时间是上帝创造的，是人的心灵的延展。这就是奥古斯丁对“时间是什么?”的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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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意义和影响

一、奥古斯丁时间观的意义

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性意义，他对希腊时间观的变革

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时间只是作为被造物的人类的思想的伸展、持续，

而不再是支配整个世界运动的物理之流，因而“无中创(生)有”的创世活动与

创世图景也就成为可理解的，从而彻底改变了古希腊人关于不能从无中创有的创

世观念。这种新的创世观念改变了希腊人规定的宇宙论图景：最高的神不只是一

个只给出形式以整理、规范质料的设计师，而是一个能从无中直接给出形式与质

料结合在一起的万事万物的造物主。也就是说，建立在新的时间观基础之上的宇

宙论图景能够且必需为真正的造物主留下位置。实际上，时间观的每次变革都会

带来宇宙观甚至存在论的变革。

奥古斯丁从时间的创生、时间的存在、时间与物体运动的关系以及时间与心

灵的关系等方面思考时间，最终得出时间为心灵的延展的结论。他否认时间是实

体性存在，也反对把时间归结为物体的运动，认为时间作为上帝的创造只能存在

于我们的心灵之中，是人的思想的方式。他把时间从人的心外移入人的心中，从

物理存在转为生命存在。这正是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的意义所在。不过在他那里，

生命时间观念还仅仅是昙花一现，只有经过康德到海德格尔才形成与物理学时

间观念不同的人类学时间观念。

由牛顿确立的物理学时间的基本观念是：时间先于存在，它是一切存在和运

动的先决条件；一切物体只能在时间中存在和运动，并且受因果律支配。依据这

一观念，时间在人之外客观存在，而人作为时间的一环不可避免地受必然性制约。

康德在哲学上实现的“哥白尼革命"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把时间收归主体，让人掌

握着变化的王权。在他那里，时间不过是人的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所以人为自

然界立法。时间的主体化意味着生命意识的觉醒，为人的自由提供了前提。但是，

在康德那里，由于现象界和本体界的分离，人本身也分裂了。人作为现象界存在，

处于时间之中而无自由可言；人作为本体界存在虽然自由，但又不在时间之中。

时间与人的生命存在在康德那里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只有到海德格尔那里时间才

真正成为生命之内在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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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生命就意味着死亡，而正是死亡这一先验现象才使人有真正

的时间觉悟。生命体验、死亡意识和时间觉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时间的内容即

是生命的体验，即是死亡意识本身。在这里，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必然性，也不

是空洞的形式，而是生命之展现，是此在之背景。正是时间向人的皈依，才使人

成为生命存在，成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定者。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时间性存

在不是使人成为既定的存在者而受必然性制约，恰恰相反，时间性为人展示了选

择的无限可能性，使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决断实现自由。在海氏那里，时间不在生

命之外，而在生命之中；自由不在时间之外，而在时间之中。在这里，时间虽然

也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但却完全摆脱了它们的物理学意义，而具有生存论的性

质。过去不是作为既成事实决定人，也不是作为不变的因素推动人，而是作为新

的可能性、作为新的力量落实在此在身上而继续存在。因此，过去不是先于和外

在于此在，而是为此在所拥有，与此在共在。将来，不管是辉煌还是暗淡，其背

后都是死亡。但死亡不是在遥远而神秘的地方等着我们；死亡就在我们身上，它

参与并规定了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的存在就是朝向死亡的存在，所以作为死亡

的将来也不在此在之外，而在此在之中。过去和将来都在生命中出场，共同构成

人的此在。

从奥古斯丁到康德、再到海德格尔，展现出一幅时间观念发展的清晰线索。

在奥古斯丁那里，随上帝创世而开始的时间与世界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变

化着的事物留在我们心灵中的印象；在康德那里，时间是人的感性直观形式，它

支配着现象界而与本体界无关；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间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它

规定着此在的意义。从奥古斯丁经康德到海德格尔，时间日益脱离客观的物理性

质，由物质世界的存在形式变为生命存在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人类学的或生存论

的时间观。

人类学时间观的确立没有使我们解脱时间的困惑，相反的，却使这种困惑增

加了。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类时间：一为物理学时间，一为人类学时间，这两

类时间的关系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物理学时间作为物质运动的形式，尽管它

本身也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如大爆炸宇宙学提出的时间的奇点和方向等问题，但

它的客观实在性没有变化，它对人的制约性依然有效。这与人类学时间不同。人

类学时间观认为时间内在于人的生命存在，是人的生命体验，人自己握有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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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权。所有的时间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物理学时间和人类学时间的关系问

题，而这两类时间的关系又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人的本质和自由、解放问题，因此

它将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尽管后人对奥古斯丁的时间哲学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但由于他的时间理解

(包括其它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会随着后现

代思潮的广泛兴起，而受到具有后现代视野的宗教哲学家们(如Hans J彻as)和

科学哲学家的高度注意。当然，仅就目前人们广泛认可的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效

果史人物来说，无人能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看法相比。当然，他们的哲思视阈

不同，对奥古斯丁的理解也就不同。正如Iferr帕nn指出的那样：“对胡塞尔来说，

奥古斯丁正在通往内时问意识的路上；对海德格尔来说，奥古斯丁正在走向此在

的生存论时间性之途。”我们暂且不能深入讨论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现象学特

征，也不宜惶论两位现象学大师对奥古斯丁思想的改造之得与失，但无论如何，

通过他们二人的直接引证和评价，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奥古斯丁的思想已然活在

了现代甚至当代哲学中，这无疑是不争的事实。

而对于奥古斯丁自己来说，他完成的时间观变革使他能够化解物理时间观给

基督教神学带来的诸多困惑。既然时间在本质上是我们的思想一意识的伸展、持

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时间与我们一样是被造的，至少可以说，时间是随我

们被造才开始。我们作为被造物存在，才有了时间。因此，在我们被造之前不存

在时间。所以，上帝不在时间之中。而且，既然时间是随我们被造才开始，那么，

在我们还没有被造时，也就没有时间。既然没有时间，也就没有“之前”与“之

后”，所以，也就没有理由问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做什么。

二、奥古斯丁时间观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

既然上帝在创造时间之前没有时间，那么，上帝就是超时间的，他不在时间

中，因而他是绝对自由的。因此，上帝是在时间之外创造了时间中的一切，并且

是从无中创有。因为一切“有”的东西也就是能在时间中显现的东西；虽然这个

天地世界是在上帝创造人类及其思想一意识之前创造的，但它们却能在内在时间

中显现出来，因而是“有”。但是，除了这个世界外，也就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

能在时问中显现出来，这意味着，除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外，就是无。所以，

我们可以说，也只能说，上帝是从无中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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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在时间中，他当然也不会是在时间中知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虽然他

的确知道一切在时间中发生的事物。所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物，在根本上说也

就是能在思想一意识的持续、伸展中显现出来的一切。而人的思想一意识就象一切

被造物一样是完全为上帝所知的；对于上帝来说，人的思想一意识是完全透明的。

上帝因料知人的思想一意识而料知时间中的一切事物。所以，上帝是超时间的，

但他却知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

时间的内在化虽然化解了奥古斯丁和基督教神学的一系列困惑，但是将时间

内在化这种努力在哲学上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在奥古斯丁之后将近一千四

百多年，康德才在哲学上认真回应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变革。如果说奥古斯丁是为

了捍卫上帝的绝对自由而把时间内在化，那么，康德则是为了捍卫人的自由而将

时间内在化。实际上，在康德之后，时间的内在化问题总是被自觉地与人的自由

问题、现象世界的真实(真理)问题以及历史的可能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追问。

所以，奥古斯丁进行的时间观变革引起了康德之后所有试图认真对待时间问题的

大哲学家的认真对待。他对时间观的变革有如他在伦理学领域完成的转折，在整

个西方思想史具有影响深远的开创性意义。

奥古斯丁的提问，不只在中世纪产生了影响，而且在例如存在主义，生存论

与生命哲学那里，在海德格尔及萨特那里，同样在柏格森，胡塞尔仍具有主导意

义。

圣奥古斯丁提出了两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不仅使他成为康德时间论的先

驱：同时也成为笛卡尔的“我思想”(co西to)的先驱。奥古斯丁在《独语录》中

这样说：“你这求知的人!你知道你存在吗?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是单一的呢还是复合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移

动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在思惟吗?我知道。’’这一段话不仅包括了笛卡

尔的“我思想"；同时也包括了伽桑地的“我行走所以我存在’’(ambuloer90sum)

的回答。因此，作为一个哲学家，奥古斯丁理应占据较高的地位。

吴国盛在《时间的观念》前言指出“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使西方的思想传

统得以尽早暴露其局限性。当代的时间再发现运动，实质上是对近代科技的一种

控诉。近代科学将时间空问化，取消真正的时间。然而，在对时间问题的反思中，

我们将近代科学的本质追溯到了希腊，追溯到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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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反省的最佳道路。在这个

人类的希望与危机同样巨大的时代，对时间问题的反思就不只有纯学术的意

义。”【24】时间之声召唤着无尽的理解。

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启发后来入思考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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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还有图书借阅室的老师和政法资料室的魏爱华老师的帮助。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家人亲人的鼓励和资助和帮助。感谢父母和亲人。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也得到宿舍同学的帮助和提醒，同学的友谊是深刻的，良

好的宿舍环境让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常常缓开一些矛盾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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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谢各位老师的教育。，

由于本人能力不足，论文写作过程中常常遇到困难和迷思，论文的难度体验

到过，资料的浩瀚与把握让人常常把握不住中心，追问的过程是艰辛也是有收获

的，即使不言语，有时候也是默默的有所收获，论文写作过程是一个收获的过程，

论文难免有不足和漏洞，请老师批评指正，我将继续努力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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