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空 思 维 是 思 维 主 体 按 照 时 空 特 性 对 事 物 进 行 思 考 的

一种思维!根据科学理论对时空特性的揭示"可以把时空思维

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时空分离模式$时空一体模式和时空互

换模式!

一!时空分离模式

时空分离 模 式 是 建 立 在 牛 顿 理 论 即 时 间$空 间$物 质 运

动三者分离这一近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思维模式! 其基本特点

是考察物质运动的时间形式时"不注意它的空间形式%在考虑

其空间形式时"不注意它的时间形式! 也就是说"时间思维和

空间思维是分离着的!
时间思维是一种按照时间的一维特性即时间从过去$现

在到未来单向流逝的特性对事物进行思考的思维! 它有两种

基本形式"一是思维指向&过去’的回溯性思维"它以探究事物

的历史$把握事物发生过程为目的%一是思维指向&未来’的预

测性思维"它以把握事物的未来发展为目标!由于事物都有其

存在的历史和展开的未来" 因而时间思维在把握事物的发生

发展和未来走向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空 间 思 维 是 一 种 按 照 空 间 的 三 维 特 性 对 事 物 进 行 思 考

的思维! 它有广狭两义之分! 在狭义上" 空间思维是一种按

照事物存在的长$ 宽$ 高三维空间进行思考的思维! 在广义

上" 它是一种从多视角$ 多层次$ 全方位考察事物的一种思

维! 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的空间思维" 在人类思维实践

中" 都经历了从线性思维到平面思维再到立体思维 (空间思

维) 的不断发展$ 扬弃的过程! 立体思维吸收了前两者的优

点" 如线性思维的集中性$ 平面思维的扩展性" 又克服了它

们的不足" 从而产生出为它们所不具有的新的思维功能" 在

对事物进行多视角$ 全方位的结构性透视与分析" 以达到对

事物的立体性把握的认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 于 是 时 空 分 离"时 间 思 维 和 空 间 思 维 又 有 其 不

可忽视的缺陷! 拿时间思维来说"由于时间具有从过去$现在

到未来单向流逝的特点"所以"时间思维是历时性的"而不是

共时性的"思维主体在运思的总体方向上是一维度的"而不是

多维度的"它关注事物的&变化发展’"而无视事物的&普遍联

系’! 也就是说"时间思维在纵向上(指时间的一维度上)是开

放的"但在横向上(指空间的多维度上)是封闭的"横向上的封

闭性是时间思维的明显缺陷!
空间思维也有其不足! 在空间思维中"思维主体对事物

的多向思考"是在一个共同的时间&截面’上进行的"事物的不

同方面和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一给定的共时性参照

系中并存地显示出来的! 这种思考"思维主体的运思方向是

多维度的"而不是一维度的%是共时性的"而不是历时性的%它

关注事物的&普遍联系’"而无视事物的&变化发展’! 也就是

说"空间思维的总体思维流向在横向上即空间的多维度上是

开放的"而在纵向上即时间的一维度上是封闭的"纵向上的封

闭性是空间思维的不足!
事 物 总 是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中 和 空 间 内 运 动 的" 时 间 和 空

间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要完整地把握事物动态的$
立体的全貌" 仅仅用时间思维或空间思维这一分离着的思维

模式是不够的" 需要用一种新的时空思维模式去思考!

二!时空一体模式

时 空 一 体 模 式 是 一 种 把 事 物 运 动 的 时 间 形 式 和 空 间 形

式统一起来进行思考的思维模式! 这一思维模式是建立在爱

因斯坦创立的深刻揭示了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三者之间的

内在统一性的相对论这一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
时 空 一 体 模 式 是 时 间 思 维 和 空 间 思 维 有 机 结 合 而 形 成

的一种更为高级的现代思维模式! 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时间

思维与空间思维水乳交融$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了新的思维功

能! 具体地说"在时空一体模式中"时间思维在纵向上仍然具

有开放性"在横向上的封闭性为空间思维在横向上的开放性

所补偿%同样"空间思维在纵向上的封闭性则为时间思维在纵

向上的开放性所补偿! 这样"时空一体模式就是一种在纵向

和横向上同时开放的思维模式"它既关注事物的&普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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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关注事物的!变化发展"#将这种深刻体现了共时性研究与

历时性思考相统一的时空一体思维模式用于思维实践# 对于

揭示事物存在及其变化发展的立体动态的真实全貌所发挥的

巨大思维功能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当然#时空一体思维在纵横向上的运思往往还是有所差

异的$ 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以纵向为主的横向思维$ 这

种思维以认识事物的变化发展和历史演进为主要目的# 横向

上的思维是为纵向上的思考服务的$ 这种情形大量应用在关

于事物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二是以横向为主的纵向思维$这

种思维以认识事物横向联系为主# 纵向上的思维是为横向上

的思考服务的#在有关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中更

多地运用这种思维$三是纵横向并重的思维$这种思维既认识

事物的纵向发展#又把握事物的横向联系#纵向上的思考和横

向上的研究互为基础&互相补充$ 要对事物作立体&动态的把

握#就要应用这种思维$应该指出的是#在具体思维过程中#在

不同的思维阶段上#根据需要既可运用时间思维&空间思维或

时空思维中的任何一种情形的思维$但要注意的是#在考察事

物的时间形式时不要忘了它的空间形式# 考察它饿空间形式

时不要忘了它的时间形式# 对事物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的

统一思考则是始终必要的$

三!时空互换模式

无论是时空分离模式还是时空一体模式# 从总体上看#
它们都是一种求实型思维#从思维的出发点到思维的结果#它

们都追求着一种对思维对象的客观完整的认识# 它们的思维

功能主要是实现关于事物!是什么"&!怎么样"的认识#而不是

关于事物!应怎样"的评价性&规范性思考#而时空互换模式则

具有这种功能$
与时空分离模式&时空一体模式建立在自然时空特性基

础上不同# 时空互换模式是建立在社会时空特性基础上并把

自然时空特性作为其不言而喻的前提和基础的$
社会时空特性是由社会运动及其特点决定的$ 与自然运

动相比#社会运动的重要特点是其运动速度不断加快$这一特

点是由这样一对矛盾决定的%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在自然时间

上的有限性与自身需要的无限性$ 这一矛盾决定了人对自身

活动效益的必然追求#在对活动效益的追求中#时间的耗费始

终是必不可少的# 人所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地节约为达到自

己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而!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

约"$ !"#这样#人们便能腾出时间去开拓新的活动空间$ 在新的

活动空间里#人们同样追求活动的效益#再用节约的时间去进

一步开拓更新的活动空间$这种追求的结果#在社会整体上就

表现为社会运动速度的加快和社会时间在不同社会活动空间

里的新的分配#这种分配#向着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

人的自由时间的构成方向发展# 以使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时

间去不断扩展人自身全面发展和不断进步的自由空间$ 这就

是马克思所说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时间实际上是

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

空间"$ !%#马克思的这一社会时空理论表明#社会时间&社会空

间是可以互易的$ 因为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空间是人的发展

的时间#空间也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活动范围

的尺度#而且也是人的发展的时间$ 互换性是社会时空的基

本特性$
以社会时空互换特性为基础#时空互换模式便具备了一

种新的思维功能%在对以人的目的性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思维

活动中#时空互换成了实现人的目的性活动的一种重要的思

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运用十分直观地体现在军事活动中$
例如#在!防御战"中#防御者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并以现代化

的工程器材来增加和创造空间的有利条件#从而大大增加进

攻者的困难#延缓其进攻的速度#这就是利用战争空间换取战

争时间$ 而利用战争空间加速己方的战争运动#快速&准确地

进攻敌方#则是用战争时间换取战争空间#所谓的!闪电战"就

是如此$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我们常打算%!干完了这事就去

干那事"#这就是时空互换模式的实际运用#只是我们并未自

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应该指出的是#时空互换模式的思维功能和意义并不仅

仅在于对时空互换的直观理解和使用上#正如前面对社会时

空特性的分析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一模式的深刻意义反映在

人们对时空效益的追求中$ 也就是说#用时空互换模式对人

的活动这类事物进行思考#就是用时空效益思维去对人的活

动进行评价和规范#时空互换模式也就是时空效益模式$
时空效益模式是时间效益模式和空间效益模式的统一$

下面对它们分别作些说明$
时 间 效 益 模 式# 是 指 在 人 的 思 维 活 动 中# 思 维 主 体 把

人的活动成果与取得这一成果的社会时间进行比较的思维$
通过比较# 如比值高# 即活动成果量多质好# 而投入的社会

时间少# 则效益高# 反之则低$ 少时间& 高效益是时间效益

思维的两个基本点$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从商品的生产到商

品的销售# 从技术引进到产品输出# 由于实质上都是金钱在

时间中的非均衡流动# 人们争时间& 抢速度# 都是为了取得

时间的最大经济效益$ 可以说# 时间效益模式为人们评价人

的活动在时间上的效益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思考方式和思

维尺度$
空 间 效 益 模 式 是 思 维 主 体 从 社 会 空 间 对 人 的 活 动 成 果

所起的作用的性质& 作用的程度进行思考的思维模式$ 如空

间对人的活动成果起积极作用# 且作用程度很大# 就是空间

效益好# 反之就是空间效益不好$ 人们努力地去建立合理的

生产力体系的空间布局# 尽力地处理好生产力宏观布局和微

观布局的关系# 就是为了提高空间经济效益$ 我们常说# 要

建立发达地区与 !老& 少& 边& 穷" 地区的联系# 也就是要

建立合理的空间经济联系# 扬长避短# 优势互补# 以提高横

向的空间经济效益$ 不言而喻# 空间效益模式也为评价和规

范人的活动在空间上的效益提供了又一重要的思考方式和思

维尺度$
上述分析表明# 时空互换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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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思维功能和意义不是去追求关于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而

是在时空分离模式"时空一体模式实现了关于事物#是什么$%

&怎么样$的认识的基础上!向人们提供的一种评价人的活动

效益并进而规范人的活动&应怎样$的全新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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