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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强过闸褥旺带与j令!口间模式脏

癌切关系及lL_丑匮林rE，士命刊间观特

正．觅明时间_见婀中匿传统建矾有着嚣

层次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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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强须以时问为

其视野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与今学水思潮庄许多领域内都表现m r对时间闸题n々哭

}L，但在建筑领域人们近是更关心卒间问题、这咀囊提请人

¨思芍的足，建筑事件作为人类牛活中的重耍内容其中任

何一个H、市都小可能脱离时间的维度．那幺小同的时间观是

仃会叫建筑产生影响呢，下面我们将以明堂和囝林～削．就

叫问l吣时中心传统建筑丈化的影响做初步的探|寸

1时间观念的产生

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时

——《尚书·尧典》

远古的先民们在m彳『实践中产生丁原始的时|1lJ毫识。

原始时间意阻包含两个方嘶．一方面是对事件定J铲定忙的

标崖时nl{直识，一方而是感悟时nn流逝尤可逆转的时“日之

流意识

随着羟验的积累，人们从汉到做某种申情往往在某世特

定情境下容易成功．而类似岫情境也常常会圈期性蕈复“5

现．那么这样的晴境就是做陔事情的“日『机”，人必须学会把

握时机才能做成想做的事，这就足最卒JJ的标度时问意识把

握时机，既需爰与自然环境相协诵，也需爱引会戥体内酃桤

互坍凋，如果有一个公共的参照体系，那么i嵌在什幺情形下

做f|幺就有r 个共同依捌．这就导致了计时体系的产牛

^们与之关系最密圳同时也最稳定的埘期现象是}}I地球．，j

亮、凡刖的相埘运动产生的，将它们空间戈系的变化转换为

时间关系．就，白r口、月、年这些日j闻单位．随着计会?E活

内锌的复杂化和叶：活节奏的加快，需要更小的时间单位 人

”J便发明了越来越精确的测量技术，借助测量技术获得的杯

崖时问体系称为洲度时间

如果说人们是为r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卡H协调才产，上r标

崖时间意甜j及测度意识，那么对时削之流的感悟则完皂是个

体的小命体验。面埘匆匆流逝的时间．人们常常感到难以名

状的敬侵，这种敬矬来自j‘对北亡先验地领受。一个尤ur卅

驳的真理是，时间升：能够逆转．而生命叉沣定耍存倒LI时中

走完E的历程．谜是‘￡命的悲哀．但也是上命获得意望2所

在．』t．是生命的有限使它拥有的时间显得宝贵。做惜的事情

只能永匹地错过上了，对于过去准都无能为，J。未来是不可

预测的，它有时使人不安．却也可以使人充满希望。j土种对

时间之流的感怊成为人赉最深刻的体验之一，对岜的匣思更

研近u{问的奉质。

标度时间恿识和对时间之流的感悟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

在更H体的层咖1．小同文化又有不㈨的加俐．从mf形成丁各

具特色的时l训观。

2中国传统时间观特征

走大人者，与天地舍其德，与日月合其

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

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易传·文言》

先看看西方传统州可观。占希腊人发违的思辨理|生使它

仃J获得了纯粹的测度时间概念。证掣土多德提出“时问足运

动的数”就是它的准确表述时{hI设古希腊人降格到现象世

界的同时．时间之流直讲也j直到否扦，对死亡的逃避使他们

持有 冲循上1：时间观。循环时间观认为时川象一个恻l卷|，世

界P的事物存经历r一个时州同期之后叉全回到原来晌状态，

与循环时间观埘立的是线4H：日『问观，线性时间观将时间看成

单向延伸的卣线、在基督教文化中．由于璃督降临被认为是

争匍5J』J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已小可¨蕾复小现，因ffr】被当作

了时n帕々脉电．由此基督敦思想雨定rt‘希腊的循环观而发

展了线陆时问观。为了使f帝摆脱时间的求缚．基督教开创

r时闻之流内往化的思想．即时间只存冉于人的心是之中、

白文艺复必时期至当代．时mI的循环观与线忡观就一直

并存于担方思想之巾，随着科技的发展．匕们之间的争论不

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同时叉交织进了时|1|J的实体泌与戈系说，

绝对说与相对说，址程说与流形说，尢限m和有限说之勺。

反观中H传统时间观，既有标度和删崖时问慨念，又有

对时叫：之流的肯定，既有循环日『间脱．也有线性时问观，但

这些方面都没有叫极端排它的形式表现⋯来。中H传统的

“和实生物”的系统思维方式在时间观r群刮了充分体蚬，

中N的测度时M自“宙’和“丸”过胴个慨念《尸子》

“中有“上F四方¨丰，律古束兮』I宙’说明“甫’是有

持续长度的时间。“久”的概念要小一嵝．它是有一定长度的

时州段‘久．弥异时也”，“始：时．或有九或无九，始当兀

丸”c《墨经》)．说明“久”一I以作为 t洲度的对象．巾闻

的删度时间概念并没订发展出精密的时州删度方法，但它确

立r种线性时间观

中尉的时间越在标虚意口I方而表现稃卅常突出。标鹿时

川概念——“时”，其本义是“叫时”，即存夏秋冬，引申的

含义是‘天时”，指夫象．物候等自然腈境在以农耕文H月为

主的中嗣传统引会．人“j探镛5“天时”对j农业活动的荤萼

性，例如“小违农时备不可胜食也，’(《^子·粱惠土》j．

“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吕氏春秋·审时》)等等．这

种经验的泛化就表现为，不仪仪农业活动．小到H常事物．

大到政治下事行为，都要循“天时”析动，而“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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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抽象成史一般性的搔¨、机会岬所糟“时机”．如

“#r藏器于崎待时埘功 (《朋岛·系辞》)“时小

州止，日、ff J-叫i』，动静小太茛时，节遵光岍”(《周易-

辇f}，)强调做事睛蛰把捧好叫机．这是中吲凡宴用婵

rf精神的体删。

一川刈传统¨寸间舰址灾⋯的特征扎照““生帑的月

光看待时间”．‘它将川并桃为个擎体有机的生命．日】

间就是j盅生命过性有微盱的展开．，J物的孕育成长、

消i。’和万事的丌_端、进胜结局都硅干u叫问__瞽切契合

的，州间的循环徙复 流动，更易和韵律节赛都是生命

所具有的特，址这种叫司啦也被莉：为“_命时0U观”2，

3明堂与“胃令模式”时间观

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是，感天

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

昱有能，褒有行者也．

～蔡邕《白虎通义》
明堂削题自古以米就为人仃J所?F泮乐道，关于明

堂的功能和彤制．糯jjⅣJ两下多年来聚竣纷纭．逮已

经成为巾国文化史L的一大独特现象，我们戈心的问

题是．明堂作为古代最鹭要的礼制建筑．馈嗽于丁许

多象征意义，它究竟反映出古代人们怎样的时间观念?

关于明堂的功用．大致可分为i类7D布歧．包括

朝诸侯，求节俭，奖功罚过等等。“明建者．明诸侯之

尊卑也”(《礼L己-明堂位》)就属丁这|粪；②祭祀，

祭祀天地，也祭祀先￡如“以时尝辑。祀于明堂”(《椎

南子-主术训》)；②起居天，在叫常中的起居饕依

时而易，《吕氏春秋》详细地i己述了这一札制。

要按照语焉不详的古史献i已载的形制、安排进l¨

上复杂的功能，奉就勉为其难．难降古代的儒生们总

是聚讼不决了，其实历代的明堂方案都是托古之名．

修占之制，虽然存住蔚诸善争i义，f}】明堂肜制还是彤

成了一定的传境。

首先是“J：嘲F方”，苴象缸意义很驯确：”士者

造明堂．上测下方，以象天地。”(桓潭《新沧》j、“建

武三十年仿明堂．明童f?唧F疗 J网法天，F方法

地。”(《隋书·字文恺传》)；

其状，明章的甲面虽有“五室”、“九室”之1，但

都星“井”字形构闭，卜产轴线刘称“四堂，十二室”

f《明学-月令》)就是岍堂的标肄半所彤式．它是指明

章的四画各有一室，媾十二室．每而正中的室称为

“堂”，也称‘A庙”．州删的房间称左右“1、”，已发

掘的四个明章遗卅(西泄妊矗、求救洛阳、北魏平城、

唐东都洛阳明章)都符合这种形制。震崩这种彤制蛀

有力的根据就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盂春纪，天

子居青m左个；仲春纪．天f居青阳太膻； ；季

冬纪．天子居幺堂右个”这村、天丁爿易其居、每月

吃f问的食物，穿不『叫的戒服，听不同的音乐，在一

年内完成一个循环，造就是“月令模式”规定的凡子

膳明章之礼

“月令模式”是一种建、j在Ⅲ阳五秆四时学说萆础

之上的宁宙I剥式，它建构J’最、地、人：位体的宇

宙运行模型，选一模式}h《}j氏春秋》确血，经由《棒

南鸿烈》和《存秋鞲露》进一步十富发展对后世的

哲学、科学、艺术伦婵等许多领域部起到r一种思

维范式的作州，

“月令模式”是古代时宅观的系统表述。但它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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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种时间观，时空件是中州传统思想的特征之

一．但在H』空二肯之间，中l玉|人刘时间更加倚重．强

谰以时川础Ⅱ、统摄空mJ《吕氏存秋》中的《圜道》

篇更明显地反映卅速一电：。天道耐．地遭方，圣王法

之，所以市f。下、何以说天道之囝也?特气一f一下．

嘲周复杂．尢所稽阿．救I』天迫阃、何以砸地道之打

也盯i物球甍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对，敞日地道方。

土执嘲臣处疗山固不易．其同乃吕 H夜一周．同

道吐L；月躔一十八宿，转。l角属，囝道也：精行四时．

一t一下，各与堪，囝值也；物动州荫．萌而生，牛

而＆，K而大．太而战，成乃衰．衰，’采，杀乃藏酮

道也 从避段话不难看出，^道嘲是对时间的隐喻，

地道斤乃足空川的象f【f!。“物动则曲，靖而生．⋯⋯．

杀乃藏．圜道也，”讲的就足生命的时间历程，这说明

时间对空间的统摄关系．相当于天道与地道．“天尊地

卑”的戈系．相当r君与巨的关系、

“月令模式“的时间现是建立在川时观念的基础j：

的《吕氏春秋-当赏》上说：“F己无造知^，民以四

日J寒暑曰月星辰之行知天。”《黄帝四经·圈论》上说：

“天地无私．凹时不息。”古人认为“天”规定了自然

运行的秩序，这一秩序是以“四时”的变换表现出来

的。《周易·系辞》卜有：“广大配^地，变通配四时、”

《管于·形势》卜说：“凡水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

秋冬夏不更苴节．古今一电．”在占人的心目中，四日『

育并同天地之功。

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随：“占代的小【日人将时|1J】分

成四个具体的季节，然后义将这些幸节分成许多小部

分、对他”j来说。时间小是抽象的参数卜一连串的相似

的瞬刻}。”9

这句话表H月．中闰人的时间抛是w发选的标度

时间体系为特征的、中旧占代授有建市起抽象的测度

时间体系，时间不是抽象的参数足因为它总带自一定

的季候特征的意味．如果时州足用数宁束表不的．那

么它就和数字的象征意义建立起微妙的联系。事实

j一，存古代中H，数宁也并不是纯柠抽象的晕，数字

是具有象缸意义的，常见的数字象征有：“一’f道，A

极．太一)，“一”(阴刖．阳仪)．一_’f。_)，“四”

(四日』，四象，四方)．“五”(丘行)．“八”(八卦)，“十

一(十二月．十二辰)．“一I四”(节气)．二十八”
(星商)等等。

让我们以东沮洛阳驯常为例，看看这些数字象征

是怎”被运用的：“章方面叫十四尺，坤之策也。屋网．

屋径二百十?、尺，乾之策也。^庙堂片-一十六止。通

上屋释九丈．阴m六儿之变也。唧盖，^鼓．六九之

道也八达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卅I．十二室“应辰。

一i I六一．L十二犏，以四户八牖乘九牢之数也，户

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犀高八十一尺，黄

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梓剁卜四方．棚、L宿之象也。堂

岛j丈，m也■统。四向五色者，象其行。外广_十

四丈．吐一岁二十四气也、四削以水，象叫海，王者

之大礼也。”(蔡邕《明堂论》)。

庄我”』今太看来牵强附尝的数宁象征，何以让山

人得如此执着地运用在明岢f．呢?这涉显到“绝地灭

通”与“冲道设教”两个思想。所滑“绝地天通”，就

是断绝，天地的变通神与人的交通。r古时代。』、

们的自然崇拜不受约柬，人人可以与神灵沟通．处于

“民神杂揉”的状态，精明的帝工通过对“血早找北旌”

等灭象的阐释．说明存人阳l也要建立一套相血的等级

秩序，他取缔了普通人与种灵盘墟的根山，自己掌握

接墒天地的特枉，并运用切手段强化这角色．如

通过主持重大的祭祀典礼活动求州示人于特权的灭然

合理性，《嘲易·彖传》?i：“观火之神遭，而口时不

成，圣人以抻道设敦而无F服矣’《管子-心时》厶：

“惟圣人知四日J．不知』四日0 ，’失f埘之甚、”这就从理

论上确讧r帝王埘时间的葶断地亿坷过按乎节祭祀

冲祗．行使他对“天时”的解释，以此敦化R众要遵

循自然秩序，也要遵守既定朐礼会秩序 这种{P金秩

序璺通Ⅱ大醋仪式来强化人肯f对它的认同．这种强化

认同是涵过象衍手段来宜J见旧，仪式本呼就是～套象

征，而明堂之制则是其中的亘要鄢分 茸屉终用意是

为了维护帝于的统{fi，它对}十会I膳其钉实崩性，对

下层百姓则有欺骗性

综卜所述．明学现象反映r叶_{q传统时问观的以

下■方面：

①作为明堂址计指导原刚的 月令模式”，具有衙

环时M观的特征。天丁参照凡阳仡晕蒙罔中的位置

“月易其居”，一年完成一个循环这对H月屯彤制的影

响是，震用集中式栅俐 寸7轴线对称，四曲每而

个房间，

②中罔{々娩刚间观中发达曲怀嚏忡系特祉存明堂

中得到了体现。存标度时间体系-h．时问节仲小是纯

粹的抽象的时段．它邑是千【1它的银征意卫同时出瑚

的，因此明赏的彤削礼构仆喇会J’大母的象征．尊中

“时仃的象ff『：为岳。

(固存对仆时间之流的意i只卜拍旨定的态度。通过

将个体的生命融^枢体曲七命之中柬变现列个体柏限

性的超越，表现为厚重的历啦使命堪．刊袒先敬蕈崇

拜，过崖美化证明童形制的M题1．催耻为以遵循

占制、述而可：件为基本指导堪魍_．姒至于常常聚讼小

决，束缚丁建筑的创新发爬

4园林与生命时间观

紧则由时而现．时则阎景可知，，

——汤赔汾《画芏析览·论时景》

如果说明堂是列中阁杯度叫间帆的直接诤释，耶

以园林则足，上命时口lJ观的自然流露 占代的造吲家们

在“壶中天地”，‘芥子}砸弥”中领略天地’j’宙的无限

秘密．抒发自L的皑越情阿．靠的小是象天法地的宇

宙模型，也不星自然Ⅲ水的缩徽复制，他"』足逋廿在

有限的空间山表皿天地的博凡雄奇．再现自然的尤限

生机米体悟人生与天地的无限水恒nq“虽由』、作．宛

白天开”追求的就足计^造的园林呈现m生命的直

象．选到和宇宙天地的’L_小包相和|皆的境界。
在古代多数人的●目巾．“天’足有生命的．何意

志的。“天”的意志表现为各种辞韩的天象．“天”的

生命则由四季的变换表现出米，孔r说“天仙I肓哉?

四时竹焉。卣物生焉，天何．j哉?”(《~仑语·|j【】货》)，

园林若要呈现出生俞的意象．铆捕捉自然群四季的特

象特点来取得象征生命的韵律生机

计战在《同冶·惜嚣》一篇升篇便c兑：“构吲无格．

借景有因。切要四日f．何关八宅。”苣思是造吲虽说没

有固定的格式可遵循．但借景裴自 定的依据表现

四季的季相特仙是最重整的，置于Jt宅的八卦疗位州

无芰紧萼，计成在过篇中指m借景足“体周之鹾要

暂也“．而各利惜蚺f法．立n“远借，々l；借，伸借．俯

借”叉都服挣r“麻时而借”住造篇中他’l动地描绘

万方数据



r叫季景致的特色删蜘／r旨天“帑歼撒气慢人，『J

zj|寺流到徉’．可以观赏“州；E花牲牲眠御”．存

最天_J眦“看竹淹湾．州协濠r．秋天有“湖’r无际

之开光．f』I媚口f符之秀色”冬天仃“m鸭儿树，阳．寒

雁；}{(由妓月’，三帚。

山人对叫季的更昔1I带敞感．刈叫事景象的慨括

也II：常精妙。如陶渊叫的t叫u_J》 l}：‘存II J满四洋．

复五多奇峙．秋H扬叭町．冬蚺秀孤松”^园林中刻

直表现四母季车日之美昂突m的赏倒足扬卅1个园 圃内

的四手似⋯zo填相直的花木环境自【!胃，彤成r叫个特

坦鲜明的景I§ 春¨¨x简汕明伙．耻丌笋破上而联想

到舂光明娟：夏⋯区蕺熳1‘富．观打峰似五可悼味到

曼色矿浓：秋⋯区磅磷吉r仆．越黄万斑驳蟒峋可钡略

到萧棼秋意；冬⋯区悔谈孤寂，现’珂i胃色似感受到

残7写寒M、绕闰懒时{l屯 蚓，仿佛颓良间辨历了

年四手。

园林的构景小他受表删四时之芰．还应表现不l刊

时艟之美．存史小的州司K度f：腱现生机，汤贻汾在

《画缆览·~台日_J景》中1i道：“春曼秋冬1l‘幕昼夜，时

之小同者也；J札呐雪月．娴静五馥．旨}之不删者电。景

则南时而现，时则囡黔吓钏”这最后一句遭破r时间

和景象相互依存的关系：景在小间的时间里显现出不

Ⅻ的面貌，时间则由1；同的桀象向人们提，下它的存

在这也可“引申为g命日f问脱的率质：生命要在时

问流稃中小断变化『f『f获得意义，而时间靴是牛命奉

身时间在牛命的变化中_得“1竿冉。

园林因“叫时之景小阃”生现f}{生命的意象，但

园林艺术1命的真正实现是存游嘣的审美过程-l一获得

的，它体现了造园者和赏周者莓有的日J问观。为什幺

一卷⋯、一勺水可“if凡流连忘返，叫味小尽?是独特

的造l刊手法和游园矗文丰富了日林的时间容量，

“}}}1槿通幽”是造始墁常用的手法之一。用f}}『折婉

转的路往和游廊太组织妊点，町以延长游人的欣赏日J

问，给凡m移步换景的变化之趣，计啦在《固情》中

多玖隘到“lf}『”的手法．Ⅻ“不妨偏径．顿置婉转”，

“随形fm弯依抖而曲”等等，曲折的路往不仅增加了

i6聿稃，坯阻隔丁视线．避免r 览无余，使园景深奥

含蓄。最物因f}}I而变．㈨证而咔动，因生动而十富r

游人的时间感受，造园如此．赏园办血u此。李渔在《闲

情偶寄》中记下r他泛许西F湖的丰富感受：“坐于其

中．则曲岸之湖光⋯色，奇观浮屠．云炯竹树，以及

束律之樵人牧。孽．醉翁游量．连^带码，尽^便面之

zh作我天然州l口J且义时时变幻，界为一定之彤。非

特问彳J之际，摇摇，变一象．撑一篙．换景。即

系缆时，似l摇水功．亦刻到异形是U之内，珧出

r|千，】幅f牟JlI}}水’

ffff折的路释和游椰往往露杜J成一衅嵌套而叉I扑旮

的回蹄游人在税线不断，耍换和过叫的扫描中获得对

圃林的乜体印象遗与rl，Iq蔺散氘睦视的原理是一样

的，!j中㈩传统的循环Ⅱ{同观也是岵合的。时间循环

4：L，终Ⅲ复始．fH每个循环义备石相同 与此丰}|

i—f照。西疗绘画j』ll』与儿何式古蛳主踅园林氍采用焦点

透视的原理上一致．与文岂复兴后*起的鲅廿驯度日J

间税也是臭台的。

中川同林在时间啦^而的贡献j丕表现在对分形时

间的有效挖掘，建奇住混沌卯I仑基础r的分形时fb』概

念．址我们对市美主体的心理过程冉r新的理解、分

形时间是具有白午日似特征的时M。白相似，是指事物

．叶、局部就可以反映整体的特征。例如一首我Ⅱj熟悉

的乐ff}『．当我们听到其中的一小段旋律，寺即就会杠

头脑中回忆起牲个曲了．这小段旋律就将我们带八

其中所墙含的时间丰度，

同林的题名指引就屋使游凡进入分形时间维的非

常有救的冉法，当我们踏r无锡寄畅同的“Ⅻ鱼槛”，

我们会市即想起《席子(秋水篇1》那个典敞。庄九』：

“白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rL_=『：“子非色，专知

包之乐r库fH：“子非我．安知我小知鱼之乐r通

过这种冉照占盘的题名，可使游凡住片剖之M体会思接

干戟之意趣。还有一些其E的疗法．如旷奥蛮替，藏

露互-换等手法，都冉引导游人进^分形时间的效果

存这一部分．我们从=叶、角度谈了园林的生命日『

『口J脱特秆：

t∞周林作为审美客体，幢在日J间中呈现m生命意

象表现季相之美

②从审美过程的角度．游人在迂回曲折的运动中

赏园，获得了丰富的时间体验，体现丁循环无尽的日J

『日】观，

③审美丰{奉的内存时间．经南一定的指引略示．

可以进入时间的分形维．从而获得巨人的时I训十度。

结语

“L是将时间观引人传统建筑研究的初步尝试

可以看出，中同传统时间规对明幸和园林有着深层次

的影响．相信这种影响星渗透到从啦巾到构件各个层

次的。自觉地从时间观角度去思考当代建筑同样非常

有意义 当代自然科学的成果瞳、j代科会的变Ⅱ诈使

找m1的nj间观发生着深刘的变化．逸对当代建筑的影

响足小应被忽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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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社19u5 53

(3)l英l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盘陈t夫等译

南昌：江西人R出版社，199q 3^1

参考文献

1 昊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中囤社会科学出版

社．1q9b

2 陈江风天凡台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北京：

三联书店1q9^

3 陈歧皿易传与道京思想北京：：联书店，1 9q^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吏第一一誊 上海：复旦七学出

版社199R

s 叶舒宪中国神话暂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092

6 候幼彬中国建筑姜学哈尔滨 黑蚓I科学技术
出版社．jq97

7 王世仁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北京：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2㈨l

R 萧默中国连筑艺术史北京：主物出版社，19qq

9 刘无华画境吏～见：中国古典园林之美北京：

三联书店．1994

i¨全学智中国园林美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nnn

11『美】约翰·布里格斯，『婪l F·我雏·皮特混沌

七鉴一一幕自蜀学的永恒智慧眯忠金纬译上

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帅)l

●●建筑 革21眷o“2∞3 a

万方数据



时间观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作者： 刘洋

作者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150001

刊名：
华中建筑

英文刊名： HUAZHONG ARCHITECTURE

年，卷(期)： 2003，21(4)

被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13条)

1.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 1996

2.陈江风 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 1996

3.陈鼓应 易传与道家思想 1996

4.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1998

5.叶舒宪 中国神话哲学 1992

6.侯幼彬 中国建筑美学 1997

7.王世仁 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 2001

8.萧默 中国建筑艺术史 1999

9.刘天华 画境文心 1994

10.金学智 中国园林美学 2000

11.约翰·布里格斯.[英]F·戴维·皮特.陈忠 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 2001

12.朱良志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1995

13.李约瑟.陈立夫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 1999

 
相似文献(4条)

1.学位论文 李闯 论自由时间视域中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自由观 2009
    自由是人生命意义的最高原则，然而，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从无休止的劳动中摆脱出来，拥有幸福悠闲的美好生活是人类最古老的

梦想之一。因此，哲学家努力探索着自由的实现。时间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从时间维度去探寻自由的实现一直是哲学家们的主要致思趋向与探索

方向。对时间的不同理解，直接关系到对自由诉求方式的差异。西方哲学家从自然时间观、生命时间观等角度去寻找自由都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可能实

现真正的现实自由。自由与时间的矛盾对立只有在马克思的社会时间观那里才能得到现实解决。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中现实的人的现实的自由(区别于意

志自由和生命中的体验自由)，他对社会时间的结构--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分析得出：在本源意义上，劳动使得人的自由得以可能，人在劳动的时间内

本应该体验到确证自我能力的自由与快乐，但由于生产的发展，私有制与分工的出现，客观的时间产生性质上的分化，人的劳动异化，因此，在异化了

的劳动的时间内，人感觉到痛苦与不幸。马克思考察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发现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自由在于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

要实现自由，必须对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这个对立加以扬弃，通过使现实革命化，消除对立产生的现实社会条件与根源--私有制，更准确的说是资本主

义私有制。

    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早期，他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他所理解的自由具有思辨性，是意识自由，这时，他还没有从实

践的角度对自由进行分析，当然也不可能考虑到自由时间与自由的关系，基于对自由的这样的理解，马克思开始关注一些人本学意义上的自由，如出版

自由，政治自由等，此时的自由观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后来马克思发现就政治而谈政治自由，这种自由无法实现，他指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历史的发源

地，因此他转向经济领域的研究，这时他找到了自由的唯物主义基础，在对经济的研究中，他发现了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人之所以感觉不自由

，就是劳动依然是谋生的手段，没有从外在强制性中解放出来，不自由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自由时间，工人的非劳动时间除了恢复体力与用于人类

自身再生产之外根本没有自由时间，所以实现自由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增加工人的自由时间。如果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那么我认为时间就是经济的基础

，因为时间是衡量价值的尺度，是价值形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框架内，资本的本性不可能把自由送给工人，但

资本主义创造了自身的掘墓人和创造了是实现自由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消灭私有制，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扬弃异化劳动

和异化劳动的根源，人们得以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这样自由就真正的实现了。最后本文就马克思自由观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并给出来在我国的

当前的状况下增加自由时间的途径。

2.期刊论文 龚贤.GONG Xian 佛教宇宙观和生命时间观与南朝志怪小说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
    随着汉代之后佛教佛典的大规模传入,给中国士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极富玄想色彩的宇宙空间观念和生命时间观念,这些观念深刻的影响了南朝志怪

小说,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在宇宙观方面,志怪小说中出现了佛教的地狱世界,及对这种地狱世界作类似于佛教佛典中的种种描绘,还出现了类似佛教"三千

大千世界"的宇宙空间结构.在生命时间观方面,志怪小说中出现了诸多"三生"故事及死而复生的故事.

3.学位论文 赵荣 游仙长生与及时享乐——汉乐府游仙诗的生命价值追寻 2006
    游仙诗，早在六朝就已成为堪与山水诗、田园诗鼎足而三的一个诗歌品种。但它远未获得与后两者同等的重视，尤其是对汉乐府游仙诗，一直缺乏

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乐府游仙诗作一系统深入的探索。

    游仙诗的兴起与神仙思想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早在先秦，游仙诗就得以孕育与产生。在汉代独特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浸淫和崇神寻仙的社会

风习的熏染下，汉乐府游仙诗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具有独特的内容，呈现一定的时代特征。我们透过光怪陆离的游仙外壳，希望能挟取其精神内质

，追寻到其沉潜的生命价值。

    在生命意识的张扬与神仙长生的信仰，生命短暂的悲叹与现世享乐的崇尚的内外推动力的影响与作用下，而产生的汉乐府游仙诗，其精神底里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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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独特的生命价值：游仙长生与及时享乐。游仙长生与及时享乐，都是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对人生的执著与重视，对生命价值的判断与把握；都是

在生命时间观照下，对生命的肯定与追求，安顿个体生命的价值选择。然而，在悲剧性的生命本质下，旨在游仙与享乐的汉乐府游仙诗，便蕴涵了独特

的生命悲剧意义。

    汉乐府游仙诗，在魏晋时期有了新变，由超越死亡追求肉体长生、现世享乐而转变为超越束缚追求精神自由、独立逍遥的精神内质。不管是追求长

生享乐还是自由独立，在其背后都蕴涵着悲剧精神与悲剧价值。

4.学位论文 梁兆卫 空白与中国艺术精神 2009
    “空白”是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范畴，传达着中国艺术精神，是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体现，但是它在当代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被当作一

种具体的艺术操作手段来处理。在当代，人的主体受到物质的奴役，个人精神自由空间逐渐萎缩，如何超越现实的种种束缚，达到一种高度自由和审美

的境界，就成为当代人不断思索的问题，而空白恰恰给我们提供了某种解决方式，那就是学会想象和学会放弃。此外，对于空白的审美感性生成方式

，人们往往习惯于用西方格式塔理论来解释，反而忽视了它的极富审美意蕴的美学特征以及空白在中国艺术中的那种独特性。所以，系统研究“空白

”范畴，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去做。

    本文结合“空白”范畴的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整个发展历程，对空白的思想渊源、审美特征、艺术表现以及它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

神和人生境界进行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空白范畴的内涵、思想渊源及发展。本文首先从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出发对空白进行大致的界定。在浅层次上，它是指操作方式，即“不

着笔墨处”；在深层次上，指的是艺术作品在艺术空白的基础上给人造成的那种循环往复、恍惚幽眇、韵味悠长、难以言传的精神体验和无限自由的想

象空间，以及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进而，文章把空白的思想渊源作为立足点，把空白的字源学解释作为切入点，由此对空白的整体发展脉络作一个简单

的梳理。

    第二部分，空白的艺术表现。从横的方向阐述空白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表现，系统阐释中国艺术对空白范畴的理解，比如文学中的艺术空白表现为

“虚境”的创造，绘画中的艺术空白侧重于作品结构及整体意境的营造，而园林中的空白艺术则从人的视觉出发，更加注重人生境界的开拓。在研究空

白艺术表现的基础上，不断向空白的涵义和审美特征延伸，进一步理解空白的内涵和外延。

    第三部分，空白审美特征。动态性，空白处并非一无所有，也非死寂的状态，而是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模糊性，空白既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又是一个无限的范畴，它既反应出一种省略，更代表着一种境界；超越性，空白是一个无限的精神空间，具有三维的广度和四维的深度，能够超越无

限空间和单向度的时间进行延展，让人们的精神拥有无限的生存空间。

    第四部分，空白的艺术精神。空白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在空白中可以见出“道”之精神，空白的无限生发性，时空的超越性，往复回环的动态

性，都是对“道”之精神的具体阐释。空白中可以品出无限的“韵”味，空疏寂静，萧条淡泊，玄远淡定，禅意悠长，既有对宇宙万物的感悟，也有对

人生状况的感喟。空白中可以体味“圆”之大美，它不是一个向无限延伸的射线，而是一个无往不复的巡游空间，这就是中国空白艺术所体现的既运动

不止又循环往复的生命时间观念，这与中国艺术所钟情的“圆”美之情是分不开的。空白中可以感触“逍遥游”式的快乐，无己、无功、无名是达到真

正自由境界的条件，是摆脱各种束缚的唯一途径；只有学会取舍，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快乐。

    空白不仅仅是一个范畴，而且是中国艺术家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从精神层面上说，我们要超越的是物质生活所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枷锁

，大自然和中国古代艺术可以成为我们自由精神的栖息地；从实践层面上说，学会取舍，给生命留有一定的空间。它代表了人摆脱了为物所役以后的精

神的高度自由，从而使研究“空白”范畴的当代意义得到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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