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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同时又是最艰难的问题之一。
不管是古老的宗教领域，还是尖端的科学领域；不管是琐碎的生活领域，还是沉思的哲学领域，人们
对于时间的感受，至今没有取得完全一致。
时间也是一个功利的话题。
探索时间问题，对于科学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类生命的理解和生活之路的拓展，意义
深远而迫切。
然而什么是时间?这是千古难题。
从古罗马奥古斯丁的喟叹到当前科学研究的困惑，时间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它留下很多的疑问。
时间的一维性和空间的三维性依然有假设的成分。
在不同学科中，不管是动力学刘维算符还是热力学的时间算符，其内禀的同一性难以依靠数学计算和
物理检验来明确。
在生活中，钟表的标度时间和生物的年龄之间的对应关系，似乎永远存在悬念。
另外，关于时间的对称性和方向性等问题依然是一个有争论的焦点。
时间是均匀的还是非线性的，目前还无法通过表象世界来证明，也只能听凭人们的想象。
当时间问题把人们带到生活世界之中，爱因斯坦却对生活中和生命中的“现在”显得十分烦恼。
他认为“现在”的经验意味着某种对人来说是特殊的东西，某种在实质上不同于过去和未来的东西，
但是这个重要的差别却发生在物理学王国之外，科学无法抓住和描述这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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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追求一种大众的生活哲学，在某些方面尝试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生活哲学的改造，使之成为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部分。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面对生活的，但还不是彻底回归生活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时间观是学理性质
的，是局限在哲学家的圈子里面的。
只有把道理从哲学家的书本里解放出来，用清晰通俗的语言去赢得人们的关注，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哲
学。
这也正是本书努力之所在。
    按照学科研究的范围，通常笼统地把时间分为宇宙时间、地质时间、物理时间、化学时间、生物学
时间、心理时间、社会时间等等。
具体研究某一个对象的时候，可以有内时间和外时间的区分。
根据时间演进的不同表征，还把时间分为线性时间和非线性时间。
根据时间“质”、“量”标准可以分为体验时间和标度时间。
为了讨论方便，本书将不按照上述划分来探讨时间，而是按照自然时间、生活时间、社会时间、理念
时间来阐述时间问题。
在阐述过程中，通过本真意义的生活时间可以对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时间观念作
出统一的解释和说明，从而达到对时间的统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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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科幻作品打着科学的旗号，包裹着科学的外衣，但叙述的却是超科学或非科学的
东西。
因此，笔者认为，科幻作品在本质上反映超世思维范式对科学思维范式的借鉴与超越，是人类对现实
的理想化梦想，穿梭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翱翔在现实与梦想之境，发现过去，改造现在，探索未来，
体现人类顽强的生命本质与不朽的超越精神。
  四、佛学中的时间  前文已述，佛教在义理、旨趣和建制上与一般宗教都有很大的差异，此外还有其
他原因也使我们不得不单独探讨一下佛学中的时间问题。
佛学体系庞大，叙述广博，内容繁杂，涵义艰深，法门各异，宗派众多，境界殊胜，流布久远，佛学
思维范式是所有思维范式中最独特的一种，非常态所能体验，非常人所能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说，佛学思维范式属于人类学思维范式，但由于佛学思维范式有比人类学思维范式更宽
泛的标准和更高远的境界，所以对时间的理解必须借鉴具有2500多年生命的佛学思维范式。
佛学思维范式以因缘和合、无我无法为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以生命本位、慈悲为怀为理论肇始，
以多重否定、无所执着为思维方法，力图超越人类感官的局限，超越人类思维的局限，与天地合拍，
与宇宙同一。
因此，佛学思维范式的理解力是优越的。
佛教自身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体系，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到今天的大乘佛教，时间观念因见地不
同而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原始佛教反对时间实有，认为任何对时间长短久暂往来都是凡俗分别心造成的幻象。
时间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它既不创造万物，也不支配万物的生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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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断断续续经历了十年之久，一则个人的心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二则出于一种谨慎的心态
。
然而，问题的存在是难免的，现在呈现给大家，希望在问题的争议中成熟起来。
成书过程先后得到了王国政先生、王南浞先生、王跃军先生的关心、指导和帮助，在编辑和印刷过程
中，姚劲华先生和万琪先生付出了辛苦的劳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本书于2008年4月获得两年一度的深圳市社会科学文库（第五辑）出版基金的资助。
然而由于诸多客观原因，这次出版基金的评选过程延续了比较长的时间，而本人为了赶在评职称之前
让本书面世，便先行一步与人民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因此，本书在形式上与后面批次的深圳市社会
科学文库作品有一定的差别，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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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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