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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容提要】在中国文化中，“时间”铭记刻画了人所身处之境况、时势的脉动以及历史中

。的种种表现，绝非只是对自然事件的机械式载录而已。在传统中国历史思维之中，以永

}(如“道”、“理”)或不朽范型(如尧、舜、三代)为标竿，而尝试去存留、体现的实践

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领

：上存在过的典范，并将这些典范接引、召唤至人们所生存的时代，也因此中国文化中的

”概念寓涵了某种的“超时间”特质：中国人对过往历史的学习，其实只是掌握“超时

j基点，其究极目的在于将典律范型落实于当代时空之中。

，国人所认知的“时间”概念与人文关怀紧密相系；历史上的“时代”就是“时间”的会

莹合与界分；所谓“超时间”乃是从各时代中提炼出的典律范型；而经由人们的描摹叙述，

”会经由口语及交书而被转化成“历史”。抽象的“超时间”概念实取自“时间”，俯瞰着

”的流转，并且贯穿了整部“历史”的发展。

。文先论述中国人文主义具有强烈的“天人合一”特质，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政治取向，一

}都落实到"-3下即是的人生与现实。人与自然、超自然的关系在传统中国仍被统纳入“人

'范畴。本文第一节论证中国史学体现：中国历史意识中，“时间”与“超时间”有其错综

§关系：“时间”将确切发生的一桩桩事件织结成全幅的网络，而“超时间”是从网络中凝

己的中心意义。第二节论证“时间”如何汇淬成“超时间”，而第三节分析“超时间”必须

r间”为基础始可形成，最后一节则对中国历史思维的特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中国；历史思维；时间；超时间

,bstract：This paper claims that humanism in China is Nature——harmonious because it is basically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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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 man in all human affairs tLat linger on through time．Chinese humanism—thehUITIaB inten8ity of life mro．gh

l|time—is the Archimedian point with which we can tmderstand Chinese culture．And SO the first priority of bus一

渤 iness。f sin01。gy is to discem the Chinese mode 0f hist。rical thinl【ing，i．e．，to expl。re what c。nstitutes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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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 an interweaving of Time and Supertime．Time threads human events in time；Supertime as the meaning of those

絮 events pattems Time．In this p印er，we consider in secti。n 2 how Time in china exudes Supertime，then in

‘{ secti。n 3 how Supertime as pattem of Time depends。n Time t。obtain．The final Secti。n 4 c。ncludes 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oneret chiasma of“Time”and“Supertime”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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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中国文化特色的历史思维模式及其现代启示。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文化所酝酿并形塑的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时问”概念并不是确切的科学时间，而是与人作

一陆机(士衡，A．D．261—303)Q 为主体之知觉息息相关的人文时间。古代希腊人认

为时间会对值得记述之事件产生耗损，而历史学就

我们称历史为“人的科学”，这还是太过 是对时间的耗损作用所进行的抗争与挽救；⑧相对

含混。必须说：“在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历史 而言，中国史学家却相信“时问”是形塑历史的一

学者不考虑抽象的人。他的思想自由地呼吸着 种助力。④在中国文化中，“时间”本身已经铭记

时间环境里的空气。⋯⋯然而，历史的时间却 刻画了人之居处之境况、时势的脉动以及历史中的

为具体而有生命的实体，而且一往无回顾。它 个人的种种表现，绝非只是对自然事件的机械式载

是浸泡事件的血浆，也是使事件成为可以理解 录而已。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以永恒理则(如

的场所。 “道”、“理”)或不朽典范(如“尧”、“舜”、“三

一一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② 代”)为标竿，而尝试去存留或体现的实践过程，

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具体内容；秦、汉、

唐、宋等不同朝代创建、凌夷、中兴、覆亡，几经

一、引 言 循环，有的衰败赢弱、动荡不安，有的却缔建了可

赞可颂可歌可泣的功业，史家便称许后者为值得再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中国人对时间意识的思

考，深深地浸润在对人文世界的关怀之中。中国人

浸润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之中，一贯地认为人存在的

目的乃在于体认并实践古圣先贤所建立的典范；我

们可以说，中国人所认定所追求的“人”之意义与

价值，必须在“时间”的脉络中始得以呈显，但这

种人之存在的价值同时又必须与超越性的理则互相

符应。这篇论文试图从各种史料探讨中国传统思想

中的“时间”与“超时间”概念，并从而了解具有

MoDERN PHILOSOPHY 2002．1

①陆机，(文赋)，收入：[梁]昭明太子，《文选》(台北：

艺文印书馆景印宋淳熙本重雕鄱阳胡氏藏版)，卷17，页1上半

页一页10下半页，引文见页2上半页(总页245)。

②布洛克著，周婉窈译，《史家的技艺》(台北：远流出版事

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页33—34。

⑧Amaldo Momigliano，“Time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Time，脚s￡D，y and Theory：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H括tory，＆蚴6(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P．15．

④栗田直躬曾经严谨地论证中国“时间”概念有因应外在情

势、讲求和谐、融摄自然性与社会政治性等特质。参考：氏著，

《中国思想 自然人间》(东京：岩波书局，1996)，页14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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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盛世”。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 国之历史意识的脊干，我们在以下将对这些论点进 蓉
-Jffr值在于领悟并学习历史上存在过的道 行更细致的论述。 。

#将这些典范接引、召唤至人们所生存的 中国史学的精神基础是“人文主义”，然而人
囝
rn

j此中国文化中的“时间”概念寓涵了某 文主义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
麓
Z

习”的特质：②中国人对过往历史的学 的内涵；④透过对这种相异处的探讨，我们可以更 飞

寻是掌握“超时间”的基点，其究极目的 加深入地理解“人文”一词在中国的意义，并且观
r俐

巨范型落实于当代时空中。 察中西文化的落差。在希腊传统中，荷马(Homer) o
0内

千述，中国人所认知的“时问”概念与人 史诗《伊里亚德》(Eliad)及《奥迪赛》(Odyssey) o
言相系。历史上的“时代”就是时间的会 表现出宗教世界与人间秩序是密切相关的，人的命 ≈

”p

i分界；至于所谓“超时间”乃是从各时 运往往被神的意志所左右；公元前第五世纪悲剧作 《

j的典律范型；而经由人们的描摹绘叙， 家艾斯奇勒斯(Aeschylus，525／4—456B．C．)笔下 夕

经由口语及文书而被转化成“历史”的 的《普罗米修士的束缚》(Prometheus Bound)、索

笥要地说，抽象的“超时间”概念实萃取 弗克里斯(Sophocles，496—406B．C．)之《伊底

，俯瞰着“时间”的流转，并且贯穿了 帕斯王的悲剧》(舭King Edaepus)等也以人神关

史”的发展。套用李维史陀(Claude 系为重要主题。在犹太基督教传统里，传递神之旨

SS 1908一)的话语，③则我们可以说， 谕的《圣经》为其文化命脉，而中古时代奥古斯丁

夏维存在于人类对自然时间的驯化之中。 (St．Augustine，A．D．354—430)亦以“上帝之

兽论证中国文化中“时间”如何连系成 城”与“人间之城”对举，并且认为后者仍在前者

工及“超时间”如何从“历史”中浸润形 的统辖之下。因此至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化将

E意组架各种毫不相干的文献材料便可达 “人文主义”定位于人与神的抗衡，近代工业文明

p国的历史叙述，除了将重要的历史事件 发展之后，更衍生出以人力征服自然的思考。

叉述之外，其目的在从历史中寻绎出不受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中

勺规律与规范；换言之，史家的任务并非

皂料、评断史事，而是将隐藏在历史中的 ①中国诸子的历史意识表现在他们对黄金古代的向往之中，

，’呈示出来，以作为人类生存的指引。 正如我苎孝所说，包括军：商、周的“三代”这个概念亭孽统曼
百史叙述之目的来看，中国历史学实在就蓁毒主嘉擐兰翟兰0嚣差人(器翥誉赋：支窝釜?姜
基学、经济学与政治学：对中国史学家来 “历史”以新意，使历史经验对“现在”产生撞击并指引未来。这

}二叙述人类历史经验是促拳大道运墨哆一 耋凳篆套}嚣?娄嚣支鬻喜k黧言要誊篓嚣≥装翼耋取刿皿有。雾巧：其伐俺，、十崮臼1～’廊尔J刀义崽砸州月落及兴蛤

殳，它的背后预设了修齐治平的愿景与天 用)，收入：杨儒宾、黄俊杰编，《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探索》(台

丑想蓝图；“过去”与“当下”合一，时 北：正中书局，1996)，页1—34。Chun—chieh Huang，“Historical

L文关怀深深地渗染，这就是所谓“中国 ?Dy诎nas警ties：I：，?111掣I。la跚tm!竺lecill竺IlU8m’alIR三篙KlLu：r鼍en⋯er：?on=：芝．
一cn 删En eos．，』0榭删a撇

的特质。一切中国历史思维皆与伦理道 磊Chinese Culture(kide。：E．J．Brill，1995)，pp．72—88．

自合，正因为中国历史思维本身就是“历 ②在中国历史思想中，所谓“超时间性”并不是指“非时间

以，伦理道德价值观乃是中国史学家诊 性”’毋毒嚣墨掌蒿馨：嚣擘书里说：。。宗教存在于人关
斤以递嬗变动的切入点。 对自然法则的驯化”，见：Claud。Levi—Strauss，The So。7,geM／nd(Chi．

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对个人或整体社会 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221·

i什么比从历史中学习圣贤典范还更重要包含霎嚣票篙嚣姜怨i篇喜誓；；；；；凝嘉嚣喜裂尧
匡视人文价值的历史思维，可说是传统中 为其荦荦大宗，所以我们以这二大传统试作观察。

MODERN PHILOSOPHY 2002．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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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现世而非来世的生活，因此文化

的根源问题便落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①在这篇论

文里，我想说明中国人文主义具有强烈的“天人合

一”的特质，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政治取向，一切思

想都落实到当下即是的人生与现实来谈。人与自

然、超自然的关系在传统中国仍被统纳人“人事”

的范畴，在这里我们不探讨这个现象的成因，而是

要强调“人文主义”乃是我们用以理解中国文化的

重要切入点。本文第一节主要在于论证，中国史学

体现了中国历史意识中，“时问”与“超时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时间”将确切发生的一桩桩事件

织结成全幅的网络，而“超时间”是从网络中凝塑

出来的深刻意义。第二节说明“时间”如何汇萃成

“超时间”，而第三节则解释“超时间”必须以“时

间”为基础始可形成，最后一节则对中国历史思维

的特质作进一步的省思。

二、从“时间"萃取“超时间"

古代中国所发展的思想，多半力求人文与自然

之间的平衡，也因此在传统观念里，人文与自然这

两个世界是不离不杂，无法明确划分的。人们经由

群体完成各项志业、建立社会制度，同时为了延续

个体生命的意义，有必要建立起某种文化的连贯

性，这种带有“先、后”或“起、承、转、合”的

连贯性，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时问”，“时问”

观念同样也被涵盖在整个自然的运作中。

从发生的序列看来，必须先有各种被“时间”

所贯串的具体的经验事件作为根据，才可以从其中

萃取永恒的常道，也就是所谓“超时间”，然而中

国史学家又认为常道本身就是约束经验事件流向的

主力。传统中国文化中所谓“历史”，就在“时问”

与“超时间”的互动之中逐渐被建构而成。

针对“时间”这个问题，传统中国文化产生了

一套极为独特的思考，认为历史会依循某种内在力

量而往前推进，具有大致确定的倾向；这种内在力

量就是所谓的“势”。客观存在的“势”，配合着对

时、地、人等不同要素的作用，还可以增殖成“时

MOo￡RN MlLOSOPHY 2002，1

势”、“形势”或“情势”等较为细致的力量，它们

以各朝各代的圣贤英雄为媒介，主控未来的发展，

并显露出不朽的律则。

传统中国的历史思维具有多重特殊面向，“势”

这个概念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环，大抵可以分成两个

部分来观察。首先，中国史学家并不以叙述过往的

陈迹旧事为最终职志，他们所关心的不只是事件发

生的来龙去脉而已，他们更关心历史事件赖以开展

的力量或所谓“势”。唐代柳宗元(子厚，773—

819)评断古代封建制度的形成说：“封建，势也，

非圣人意也”，②强调封建其实是客观力量条件所

促成的制度，而不是圣贤拟设的社会理想蓝图，所

以不保证具备安民的实效，更遑论含有跨越时空的

价值。我们从柳宗元的论点中可以明白，中国历史

思维中的“势”并不是起于物事运行的惯性作用，

而比较像是不同个体之固有倾向在交集后，汇合成

“事件”的潜在动力。⑧

此外，不带主观情感的“势”固然是支配人间

历史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人类的行为往往也能

影响“势”的动态。大抵在战国时代，“势”概念

已然蔚为风潮，目前所知最早提及“势”的典籍是

《孙子兵法》，《战国策》中“势”字出现过五十一

次、《荀子》出现的频率更高达八十四次，“形势”

①陈荣捷(1901—1994)在所编《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一书

中特别强调中国人文主义的特质说：“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一言以

蔽之，可以说是人文主义。但这种人文主义并不否认或忽略超越

力量，而是主张天人可以合一。在这意义之下，早在中国思想肇

端之初，人文主义已居主流的思潮。”Wing—tsit Chan，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3．

②柳宗元，(封建论)，收入：《柳河东集》(台北：河洛图书

公司，1974景印廖氏世彩堂刊本)，卷3，页43—48。

③关于中国思想中“势”概念的初步整理，参看：何佑森，

(历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势”)，《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

媒》(历史与考古组，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页
241—249。最近法国学者Franq ois】ulHen有专著通论这个问题，参

看：Franq ois Jullien，The Propens／ty of Things：TouxMd o History of跚一
棚in China．tr．Janet Lloyd(New York：Zone Books，1999)，但正如

本书书名所示，作者过于强调人力不可抗拒的“势”而忽略人的

努力在诱导历史中的“势”所发挥之作用。最近关于“势”概念

的研究，参考：卢瑞容，(战国时代“势”概念的发展>，《台大历

史学报》第25期(2000年7月)。

 万方数据



夕

蓉
Il。
o
r辨
翔
Z
∞
誓
r_

o
屯确

o
”嚣
_‘r。^
《

夕

!寰譬孝孽紫童令堂妻銎。些冬!，里代喜 不兼容；修菩的雇赫(ThucydiI：：：1 H4／k,'、．／Yl＼z xAu de。，c．460一c．

筝，!奎睾竺皂叙!。嚣苎需：‘苎善垩孚二警40品．“≤．)8析判斯巴达所以与雅粪战争的起因，
，堂薰兰原掣二皇些后芒鋈耄紫苎孝望芒 则归诸双≥美易‘鑫嘉莉嘉爵冲美’，。吴基磊；綦；：
!堂苎雯，之墨鬯警：耋篓曼堂兰!事件 冥高夏≥丢聂i慕孬薪_磊毒菇巍j吾芸蔓摹薇高
?翌要喜，。西之苎型篁差亳毽李，，(d。e-藉磊三巍；而i若赫毒≤嘉I：‘荔≥毒爵蒜吴≤
卜历史事件，譬如西方“暑竺妾釜二耋秸’：。斋；苫羔辜i箍享￥父薅釜藻釜嘉高奚荟茬
Ierodotus，484—429B．C．)叙述波希战 ：，’。””。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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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表现是：传统中国史学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赎世乃至于救世，因此时代变乱愈大、忧患愈

深，史学往往愈发达。例如明清之际，在顾炎武

(亭林，1613—1682)所谓“天崩地解”的动荡时

代里，史学格外兴盛；相反地，史学精神的衰落通

常也就是时代精神衰落的指针。从《史记》(太史

公自序)引上大夫壶遂之言，以及《资治通鉴》

(进书表)云：“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

可为法，恶可为戒，为编年一书”，等等，①都表

现出传统史学的经世倾向。十八世纪章学诚(实

斋，1738—1801)在《文史通义》中更明确地宣

称，史学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而不是为了空言

著述，他认为整辑排比文献不足以称为史学；真正

的史学必须切合人事。也因此，中国史家向来有书

写史论的传统，从《左传》之“君子日”、《史记》

之“太史公日”、《汉书》之“论赞”、《三国志》之

“评”，一直到《资治通鉴》的“臣光日”，说明历

史学家独立于权力之外、化身为社会良心的强烈使

命感；对照于希罗多德曾以朗读初稿获得赞赏而展

现出某种享乐精神的历史观，中国史家有着较严肃

的著述态度。

在人文主义精神洗礼之下，中国历代史学家都

能保持直书的传统，禀笔维护他们心目中的道德与

正义。例如《左传》记载襄公25年(548 B．C．)，

太史书日：“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接续着

这样写，又被杀害，其弟又书，终使崔杼不得不放

弃窜改历史的念头。唐代天子欲观起居注，遭到史

官严峻拒绝，正是为了保障直书传统，于无形中产

生的不成文规定。由于中国史家以经世为目的，自

视为真理的守护者，因而发展了“价值判断”与

“事实判断”合而为一的著史传统，特重褒贬，刘

勰(彦和，约A．D．464—522)《文心雕龙》说：

“褒见一宇，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②

中国史家以仲裁者自居，试图在律法之外对历史人

物进行公正的评价，因此往往于“直书”间按下微

言大义，给予历史人物适当的惩戒或奖掖。

道德判断之讲求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质：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为知识而知识的思考很不发

MODERN Pi ll∞SOPI"W 2002．1

达，因此传统的历史研究绝不只是纯粹的知识活动

而已，它与德行主体的建构互有关联，互相渗透。

例如《尚书》之典、谟、制、诰背后有极其强烈的

教化色彩；班固(孟坚，A．D．32—92)《汉书·

艺文志》云：“《书》以广听，知之事也；《春秋》

以传事，信之符也”，认为《春秋》这部经典的宗

旨乃在于阐明治道、分辨人事的准则，将其记载的

内容完全归属于道德范畴之内。

中国史学深深地浸润在《春秋》精神之中，章

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说：⑧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

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其始末、文成规矩已

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故将纲纪天

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者，⋯⋯

章学诚认为中国史学不仅以《春秋》为本源，

同时更继承了孔子立言的精神，因此史家不能只满

足于叙述过往，还必须怀抱条理天人秩序、促进大

道运行的高远目标。传统中国史学家既将史学的创

作起因与经学牵合在一起，意谓着史家审视历史的

眼光不能偏离儒家伦理，同时更应以完成道德理想

为旨归。

这种思索历史的方法，是否表示对中国史学家

而言，已发生的事件仅仅是用来臆测哲学理论或提

出道德命题的一种素材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简

单。中国史学家并不刻意求取藏匿于历史行为或事

件中的抽象原理(如真、善)，而只在历史展现了

某种道德寓意时，才将它们具体地揭露出来。史家

以过去种种作为今日的典范，从缠绊错杂的细琐事

件中推演出现代人所谓的“定律”或“通则”，这

①

9607。

②

页1。

《资治通鉴》(台北：明伦出版社，1975)，(进书表)，页

《文心雕龙注》(台北：开明书局，1968)，卷4，(史传)

③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

五，内篇五，(答客问上)，页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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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呈用于不同的时空环境，并借由今昔之间 象。由于中国史学以经世为目标，因此，中国历史 蓉
将可能遭遗忘甚或葬埋的人、事、物， 思维之“时间”中的“非时间性”，并不是纯粹抽 o

里解的历史图像而通至永恒之境。 象的“直观的形式”(intuitive form)；③它是千百年
o
心’

中国史学家以“上古”、“三代”或“尧 来，历史中的圣贤英雄活生生的血汗所淘洗的结
灏
Z

襄等进行历史叙述，其实并不是为了“过 果，也是劳苦众庶胼手胝足奋斗而留下的刻痕，是 ∞

士去”，而是为了“现在”及“未来”而 一种对于寓有强烈社会关怀与伦理意涵的“道”之 工
r—

孟子曾说： 向往。 o
乞巾

o
}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 三、“超时间"在“时间"中展现 ⋯◇

色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 《

己，其文则史。孔子日：“其义则丘窃 在传统中国历史思维中，“超时间”是“时间” 夕

”(《孟子·离娄下·21》)所模铸出来的，“超时间”必须存在于“时间”之

内，没有“时间”就无法产生“超时间”。然而

．对齐桓公(在位于685—643B．C．)、 “超时间”一旦构成，便有豁显“时间”的效能：

E位于636—628B．C．)等人的事迹进行 它赋予“时间”以深刻的意义，使“时间”不再被

金，只是一种抽离史义的手段；阅读历史 人们误认为是一种稍纵即逝的可抛式过程。孟子

巳，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创造的活动。①历 曾说：

习代虽然已成过眼云烟，但史家可以借着

巨件、思考历史人物与时势或形势的顺逆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

葑捉潜藏于经验内层的超越意义，这种意 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

E本文中所谓的“超时间”。 -I-文Y-，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

p国史学中深厚的“时间”意识，本身贯 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

》、特殊与普遍、实存与抽象等看似截然 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

戋，因此潜藏着强烈的“非时间性”之特 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

。]必须强调的是，传统中国史学开展出的 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浸

“非时间性”，并不是宗教意义下的“永 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

eternal FetHm)，②更不是一种“绝对的精 有乎尔。(《孟子·尽心下·38》)
lute Spirit)，或将人文性格完全摒除的科

j然时间”。由于中国与西方都欠缺这类 ①Chun—chiehHu。g，"The PtIilosophical Argumentation by His-

七我们不得已采用涵义勉强接近的“超时torical Narration in Sung China：The Case ofChu Hsi，”Bul／et／n矿妇Col-

：nime)这个词汇，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lmege鬈鼍舞等蒜纂I竺翼塞f矗；鬈嚣’?蓄：：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 东大图书公司，1991)，页13。

一词中的“超”字的用法；尼采的“超 ②Mircea Eliade，The Myth旷舭Etema／Return ofCosmos and H／s一

至各方面都等同于常人，然而他们拥有深w。∞ry。,，：‘暑嚣凝薯；蒜_翥罴?蒜苗凝?笔斋嚣翥
量识，也因此具备圆满俱足的人格。同样 神话》(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

问”源生自“时间”，“超时间”本身受 ③关于中国文化中“时间”概念的具体性与历史性，参看：

匀的渗透，但与“时间”相较则更涵有普 i：i}l：n盖：紫inlL，／ltln!e111．：kTllu趾an。竺el’‘：al黑掣：1竺墨Gf≯。neae8L曲lIla， 一 efl ． ．00s．．”凇nnn on艘m

介值，是一切人事活动所追企仿效的对 Culture，p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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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历史每隔五百年的时间循环，便有尧、

舜、禹、汤等圣人出现，这种内在联系正展示了一

种“超时间”的律则；圣人们践履了各种型态的善

行，呈现出历久弥坚的规范，于是过去的“时间”

便凝聚成不可移易的道德模式。所以说，“超时间”

必须经由社会的实践始得以建立。但是孟子根据这

种循环观念推知当时已经接近圣人出、乱象平的时

机，可见孟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承认了“超时

间”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而且对经验世界具有某

种宰制力量。

南宋永嘉学派理学家叶适(正则，水心，

1150—1223)也强调惟有人类本身的努力与贡献，

才能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人本身才是“超时间”

不可或缺的成因：①

欲治天下而不见其势，天下不可治矣。

⋯⋯古之人君，若尧、舜、禹、汤、文、武、

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

为天下之势；虽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深浅，

而要以为天下之势在己不在物。⋯⋯及其后

世，天下之势在物不在己，故其势之至也，汤

汤然莫能遏，反举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锋；及

其去也，坐视而不能止，而国家随之以亡。夫

不能以一身为天下势，而用区以刑罚以就天下

之势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见其可也。

叶水心的说法与朱子的说法近似，朱子说：②

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之相

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

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得不变者，有

相损益而得不可常者。然亦惟圣人为能察其理

之所在而因格之，是以人纲人纪，得以传之百

世而无弊。不然，则亦将因其既极而横溃四

出，要以趋其势之所便，而其所变之善恶，则

有不可知者矣。

朱子认为只有圣贤才能阐述“理”的真谛并身体力

行，使“超时间”律则的意涵不在“时间”的流衍

之中漏失灭绝，所以朱子说：③

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事其主

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

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

在朱子看来，历史的发展趋势掌握在统治者之心，

时局的造就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念。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历史思维的“时间”概念渗透出“超时间”

概念，而且，“超时间”其实就是“时间”之被赋

予道德内涵而成为一种道德典范。在中国史学家心

目中，正是历史中的“道德典型”如尧、舜、禹、

汤等才能将历史中“时间”概念的意义加以具体

化。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说历史是依循道德

轨道运行，而是说道德本身就具有“历史性”——

历史赋予道德以定义，并通过具体的人与事而加以

展现。顺着这条思路，传统中国史学家认为历史上

的不德之人如桀纣者流，是因为自甘堕落，而不是

由于被不可抗拒的“命”所困。在中国文化中，历

史就是人性，人性经由历史而呈现。中国历史思维

中的“事实”并不是真的赤裸裸不带价值的“事

实”，而是深具道德教训与价值启示的“事实”。

同样道理，在中国历史思维中，因为“时间”

孕育了“超时间”，所以如果舍弃了“时间”，也就

没有所谓“超时间”了。只有“超时间的”教训或

启示如世运兴衰或人物贤奸，才使得历史对人类具

有意义。总而言之，在中国历史思维中，如果抽离

或去除了浸润并结晶于“时间”中的“超时间”的

话，历史就沦为无意义的事实的堆砌了；反之，如

果未能以“时问”作为价值判断的现实基础，那

①叶适，(治势)，收入：《水心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

本)，卷4，页53，上半页一下半页。

②朱熹，(古史余论)，收入：《朱子文集》(台北：财团法人

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以下引用均同此版本)，卷72，页3634—

3643。

③《朱子文集》，卷12，(己酉拟上封事)，页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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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超时间”就会消失于天壤之间而无法 实，都有其“时间”性，并且被“时间”所宰制。 蓉
“时之为义大矣哉”，回顾历史中世运之兴衰，我们 ◇

耳进一步阐释上文所说的“时间”与“超 不得不懔于历史中“时间”的暴政，而深为敬畏。
o
r鞭

互相依存性。朱子的“理一分殊”之说很但是，另一方面，“时间”在大化流衍历史兴亡之
灞
Z

柽说明历史演进中的“超时间”这个问 中，却又潜藏着“超时间”的普遍理则与道德命 ∞

：{l：“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 题。历史之可畏在此，历史之可敬亦在此!已故美 Z
r一

分殊’之谓也”，①朱子对中国历史数千 国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曾说，中 ◇
00

提出以下看法：② 国文化中的“历史”有两个面向：一是历史被当作 o
是伦理、政治或道德原则的储存场所。这个意义下 '0

￡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 的“历史”具有某种“非历史”的特质。二是历史
誓
《

『-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 被认为是受人力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主宰的发展过 夕

L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程。⑤史华慈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可以说，

仑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 中国历史思维中确实同时兼具“时间”与“超时

§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百 间”两个看似相反但其实相成的面向。

乍坏，终歼灭他不得耳。

四、结论：兼论传统中国历史
石史思维中，历史中的“道”是“亘古亘 思维中“时间"概念的启示
6灭”的，这种永恒的而潜藏于历史中的

石史演进的过程中，会经由历史人物或事 中华文明具有极其深厚的时间意识，古代中国

电“流出来”。③因此，中国史学家认为， 人懔于“时间”之不可逆，以及植根于“不可逆

置时间”只有在具体的历史事实的脉落之 性”之上的“时间”之可敬可畏，所以，中国文化

洋读、被感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 与思想传统非常重视因顺“时间”之流衍变化，进

陪，古人未尝离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 而掌握“时间”的动向。因此，中国文化中历史学

中国历史思维中作为“超时间”的 特别发达，中国人的时间意识特别深厚，中国人的

页在作为“时间”并受“时间”所宰制的 生命浸润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他们上承往

，才能豁显其消息。中国史学家在回顾 圣先贤的志业，下开万世子孙之福祉。在中国文化

石史的时候，每当他们谈到“道”、“理” 传统中，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常常经由历史的

挚”这类“超时间”的概念之时，他们都 参与而与群体生命相结合，并在群体历史文化传承

并从历史中的人物或事实中汲取智能的 的脉络中，彰显个人的价值。因此，在中国文化

’]纵浪历史，上友古人，向历史上的往圣 中，个人的孤独感不甚发达，而20世纪60年代存

百史中的“道”(即“超时问”)的真实讯

在中国历史思维中，作为“超时间”的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页3243。

“道”或“理”，有其深厚而明确的具体 ②《朱子文集》，卷36，(答陈同甫)，页2306。

壬不占时间与空间的抽象推理。 百．三这是朱子的用语，见《朱子语类》，卷98，(义刚[录])，
陲节所论，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思维实 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内篇一，(易教上)，页

私分：“时间”与“超时问”。历史中那些 1。

专头空的历代王朝，那些被历史的浪花所 。i。三。篡：岁I|：兰：：：≥品篙薏f警蔷薹三：?篙署j
隹人物，或是那些具体而特殊的历史事 pp．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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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义作家笔下那种“异乡人”式的孤独感则更是

少见。中国人只有在被“时间”所放逐，“前不见

古人，后不见来者”，而不能参与群体共业的时候，

个人生命中才会油然而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而泪下”的孤独感。

本文分析中国传统历史思想的特质，我们发现

中国人的历史思维中蕴藏着很深刻的“时间”概

念，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并不

是纯抽象的、不占空间的“感性直观的形式”(用

康德语)，而是具有强烈的具体性的概念。中国历

史思维中的“时间”概念，充满了具体性的内涵。

中国人的“时间”里，交织着具体的忠臣孝子的行

谊、帝王将相的功过、烈女的孤贞、官吏的酷烈、

佞幸的无耻、游侠的诚信。历史人物及其行谊，是

中国人建构“时间”概念的素材，也是它的基础。

但是，本文的探讨进一步显示：中国文化中具

有强烈的具体性的“时间”概念，却又渗透出“超

时间”的概念。所谓“超时间”是“时间”的精

华，是从“时间”中萃取出的道德理则。从伯夷叔

齐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这件“时间”中的史实，

司马迁想到了“天道无视，常与善人”这条“超时

间”的道德命题的普遍必然性。从“六王毕，四海

一”到“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一件秦帝国狂飙

式政权的兴亡史实，唐代诗人杜牧(A．D．803—

853)想到了帝国兴亡的普遍性的动因。

更进一步来看，中国历史思维中“超时间”的

道德理则却又在“时间”之中才能获得充分的展

现。所谓抽象而普遍的“超时间”的理则，只有经

由历史上的人物从正面或反面加以印证、体显或反

驳，才能被读史者充分感知。所以，中国历史思维

在“时间”与“超时间”之间往复震荡：一方面从

具体的“时间”之中渗透出“超时间”，另一方面

“超时间”又落实在“时间”之中，并在“时问”

之中展现。

中国历史思维在“时间”与“超时间”之间往

返复振，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中具有相当的启示。

这种现代启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现代社

会中的“时间”是直线而不可逆的“时间”，④现

MoDERN PHILoSOPHY 2002．1

代人饱受直线的“时间”的凌虐，现代人生命的悲

剧常植根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之上。相对于现代

文明中的“时间”之特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时

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往复摆荡。传统中

国人的历史思考，以深厚的“时间”意识从往古的

史实之中，发掘人物行止或历史事件的意义，创造

“时间”中的“超时间”涵义。传统中国文化中往

复于“古”与“今”之间的“时间”，与现代文明

中直线的“时间”很不相同，可以抚慰现代人饱受

直线“时间”宰制的创伤，拓展现代人生命之博

厚，高明之深度。

第二，现代生活中“个人的时间”常受到“社

会的时间”的宰制，②从而使个人不免沦为社会建

制下的螺丝钉，成为现代社会大机器中随时可替换

之零件。相对于现代生活的这一项困境而言，传统

中国文化中“时间”与“超时间”之互相渗透性实

深具启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从“时间”流衍中

萃取出“超时间”，而且，“超时间”又在具体的历

史之中展现。在这样创造性的往复过程之中，“个

人”与“社会”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互渗的关

系。在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中，“个人”生命的时间

虽然有限，但是“个人”却可以从“时间”中创造

“超时间”的意义，因而使“个人”融人群体的生

命之中，从而创造其永恒之意义。传统中国人的这

种思考方式，也许可以舒缓并洗涤现代文明中“个

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作者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台北中研院文

哲所合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里声

①真木悠介对这个问题有很细致的讨论，参考：真木悠介

《时间。比较社会学》(东京：岩波书店，1981，1991)，页183。

②N．Elias，T／me：An Essay(10ndon：Blackwel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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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夏冠英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历史思维评说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56(6)
    崇尚理性的历史观以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在心灵重演过去的思想.这种"重演"便是历史思维.单波教授著述<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单著),亦是对中国过去百年传播思想的重演.作为历史思维,我们以为,它在思维视界、方法诸方面都对传统相关思

维有所突破,值得作推介性评说.

2.期刊论文 管华善.丰长旭 浅谈中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 -中国教师2010,""(14)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教中学生学习历史,不能仅限于教会学生如何"听"与"记"一些历史概念和事件,最重要的是,教师要引导学生透过纷繁复杂

的历史现象,去思考现象背后的关系与实质,掌握历史思维的方法,提高历史思维的能力.

3.期刊论文 吴怀祺.WU Huai-qi 历史思维与王夫之的史论 -河北学刊2008,28(2)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应当从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王夫之的历史思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二是总结历史兴衰变动的

通变思维;三是思考未来的"知几"思维.王夫之的历史思维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其史学思想对于科学、理性思考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

4.学位论文 邢岩 赵恒烈与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2010
    赵恒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教育家，他开创了我国学科教育学的重要分支

——历史教育学，并投入毕生精力从事历史教学的研究。他是新中国历史教育理

论研究的泰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教育工作者。他的研究著述，总是敏锐

地抓住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与学校历史教学实际相结合，

而且具有超前意识，在历史思维能力、历史创造教育等新课题方面多有建树。赵

恒烈还堪称我国历史教育界优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是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的

创始人之一，学会成立以后，曾先后担任学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名誉会长

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赵恒烈历史教学研究的精华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历史思维与历史思维能力

概念的界定上，不但将心理学上对思维与思维能力的概念迁移到历史思维与历史

思维能力中来，而且体现了历史学科自身的特点。其二，注重创造性历史思维能

力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其三，对历史教材的选择原则、组织方

法、历史教材的语言、历史教材编纂的特色等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其四，

在历史教学方法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平衡式教学模式的理论。不仅如此，他每

提出一个观点，都有具体的教学实例来进行支撑；每一个观点的提出，背后都有

与之相对应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支持，所以赵恒烈的学术成果绝不是泛泛的经

验之谈。

@@本文对赵恒烈的学术生涯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对赵恒烈在历史思维能

力、历史教材编纂、历史教学方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效、特点等进行了初

步探讨和分析，并注意与其他学者的观点作比较，从而凸显赵恒烈对历史教学研

究在科学性、创新性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以及对当今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践活动

的启示。

@@关键词：赵恒烈；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教材编纂；历史教学方法

5.期刊论文 吴怀祺 易学与古代历史思维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9(1)
    易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及其变化,以及进一步总结继承文化优秀遗产,以推进史学的发展

,有重要的意义.易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思维方式上,突出表现在天人一体的思维、通变的思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维以及表

现为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从<周易>的经、传到司马迁、章学诚、王夫之等思想家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出的思维特点是多方面的.

6.期刊论文 刘永春 浸身过往时空 参悟历史况味--论先锋作家九十年代的历史思维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4)
    文章首先分析了八十年代先锋作家对历史的禁绝态度;然后提出了九十年代先锋作家开始注重历史的现象,并解析了这种历史思维出现的背景和环境

,指出它是先锋写作向多个维度拓展自己的生存可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最后归纳了九十年代先锋写作的历史思维所具有的几个特点,同时指出,愈加清晰的

历史意识为先锋文学提供了一个扩广自身领域、提升自身品位的良机,也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了良好的基础.

7.学位论文 宋小囡 中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2004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赋予基础教育的新课题,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国民素

质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历史学科社会功能的核心,是中国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历史教育从本质上看是以历史为基础和工具来实现人的发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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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学科,它承担着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认识和社会发展认识,养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公民觉悟的任务.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是摆

脱历史教育危机真正实现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该文重新审视了中学历史教学的使命,尝试通过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以实现中学历史教学中

知识、思想、能力三大目标的有机结合.作者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以培养历史思维能力为研究对象,以中学历史教学为载体,在素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探

讨了中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历史思维能力的原则、途径、模式和方法.希望此文能引起同行对培养中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重视,也希望此文

能对教育界同仁有所助益.

8.期刊论文 何平 20世纪历史思维中的“革命”观念 -学术研究2003,""(1)
    本文扼要讨论20世纪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对革命的想象和研究，区分了当代社会科学认知革命的三种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在西方历史思维中革命既被

想象为是社会发展的突变和质变，也被想象为终结于向旧制度的某种形式的回归。20世纪中国的革命理念是在天命论王朝更迭现基础上，吸收了关于革

命将通向社会演化更高阶段的欧洲理论发展出来的。本文也简要回顾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对中国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认识。作者认为思想界曾一度在

把革命看作是其本身表现了一终极完善政治状态，还是仅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途径上存在误区。对“革命”概念的正确理解有助于重构20世纪中国历史

。

9.期刊论文 汪高鑫 易学与历史思维的民族特性--读吴怀祺教授《易学与史学》 -安徽史学2004,""(6)
    吴怀祺教授精心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已有数十年之久,阶段性的成果主要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以及主编的从2002年开始推

出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已基本出齐),此外尚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这些论著对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对象进行了阐述,对史学思想史与史学史

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了辨析,对史学思想史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作了分析和探讨,对史学思想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这些理论

研究对于构建史学思想史学科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0.会议论文 焦洋 时空交错中的碰撞 2009
    本文从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两位建筑学者克·彼洛与弗·勃隆台关于建筑美的论战入手，通过对这两种观点的分析和阐释，指出彼此观点所包含的

复杂与多样性，进而尝试拓展历史思维的尺度，将其延伸到中国古代建筑理论中对相关学术问题的论述，指出关于建筑美的规律性是古今中外理论界都

曾广泛热议的课题，这种探讨基于人类关于建筑美认识的共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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