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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文化和科学形态之深刻的思维根源是“时空选择”。
人类在对待（认识、审美）世界时，不可能时空并重：或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或以时间为主，空
间为辅。
西方属于前者，中国属于后者。
世界有无限多的层面，因此科学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
迄今人类在科学上至少主要形成了两个源，两个流：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中国。
以此立论，作者对易、道认识论及中国兵学、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做了新的阐释，说明主客相融、天人
合一同样是一条有效地认识世界的路线。
其目标，是在现象层面而不是到现象背后寻找世界的规律，而现象属于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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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长林，1941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
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任研究员，2002年
退休。
责任曲阜孔子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主要著作《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1982）、《中国系统思维》（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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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册　　第一编　易、道认识论　　二　中西方不同的认知取向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统一
的，但它包含无限多的层面。
其中哪些层面显现给我们，以什么形态显现出来，又与主体的选择和采用的方法相关联、相对应。
事实上，人类由于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审视观念，也就会进入不同的层面，形成不同的文化。
　　从大的视角说，世界有时间和空间两大方面。
一般说来，空间方面显示为“体”，时间方面显示为“象”。
“体”指形体、形质等一切有边界的实在；“象”指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变的呈现，是事物内外所有
关系的显示，也就是现象。
“体”的存在离不开时间，但“体”以空间属性为主。
“象”的存在离不开空间，但“象”以时间属性为主。
这两个层面相互连接，不可分割，又各成体系，各有自己的规律。
为了叙述方便，暂且将研究现象层面规律的科学称为“象科学”，或“时象科学”，称研究形体层面
规律的科学为“体科学”，或“物质科学”。
　　就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相比较来看，中国文化传统主流选取的是“象”的层面，而西方文化传统
主流选取的是“体”的层面。
选取“象”意味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以时间统摄空间。
选取“体”则意味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以空间统摄空间。
其旨趣迥异。
下面将这两种选择表现在认识方向上的不同，做一番对照。
　　（一）西方实体求原　　为了说明西方传统认识论的主流以“体”为取向，须要先从“本原”范
畴谈起。
探讨万物本原几乎是东西方各民族早期哲学共同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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