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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初，国内外出现了新一轮传统文化热。
广大百姓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
世界各国也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联合国设立孔子奖，各国雨后春笋般地设
立孔子学院或大学中文系。
很显然，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是中华
民族振兴、腾飞的基础。
面对近几百年以来没有过的文化热，要求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从新的高度挖掘和认识中国传统
文化。
我们这套《自然国学丛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自然国学是我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新研究方向。
在我们组织的、坚持20余年约1000次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中，有大量涉及这一课题的报告和讨论
。
自然国学是指国学中的科学技术及其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久以来由于缺乏系统研究，以致社会上不知道国学中有自然国学这一回事；不少学者甚至提出“中
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断，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创新精神。
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而且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至少有甲骨文
记载的商周以来至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在公元3～15世纪，中国科学
技术则是独步世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达千余年；中国古人富有创新精神，据统计，公元前6世纪至
公元1500年的2000多年中，中国的技术、工艺发明成果约占全世界的54％；现存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
文献数量，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因此，自然国学研究应是2上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方向。
它的深入研究，不仅能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
命力，而且能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有助于当前的科技创新，有助于
走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之路。
    本套丛书是中国第一套自然国学研究丛书。
其任务是：开辟自然国学研究方向；以全新角度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
生命力；以全新角度介绍和挖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当代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一系
列新的思维、新的“基因”。
它是“一套普及型的学术研究专著”，要求“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把
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整理出来”。
这套丛书的特点：一是“新”，即“观念新、角度新、内容新”，要求每本书有所创新，能成一家之
言。
二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既强调每本书“是各位专家长期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上要富有个性
，又强调语言上要简明、生动，使普通读者爱读。
三是“科技味”与“文化味”相结合，强调“紧紧围绕中国传统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交互相融”这个
纲要进行写作，要求科技器物类选题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观念理论类选题注重从中
国传统科技的角度进行释解。
    由于是第一套自然国学丛书，加上我们学识不够，本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乃至出
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
我们衷心地希望能听到批评、指教之声，形成争鸣、研讨之风。
    《自然国学丛书》主编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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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沛霖的这本书是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对这两部分做了简要梳理和评介：如庄子的以时空观念为主
的宇宙论、庄子对自然的认识、态度、对生死的认识、态度、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自然的价值及其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以及为了合理地利用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生态智慧等等。
本书有以下特点：一、内容充实，观点深刻、新颖，富于学术创新性和思想启发性；二、资料丰富、
学术视野开阔，将庄子的自然观放在古代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中加以审视；三、注重
庄子自然观的现代启示，为人类彻底摆脱生存困境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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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沛霖,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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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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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宇宙空间的无限性    庄子对于宇宙空问至大无极的特征，也就是宇宙空间的无限性具有明确的认
识，他在多篇文章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大体说来，他对这一观点的表述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用“无极”。
    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
”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逍遥游》)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商王汤向他的大臣棘问道：“上下和东南西北四方有极限吗？
”棘回答道：“(上下四方是没有极限的。
)没有极限的外面还是没有极限。
”除此之外，上一节引用过的“天之苍苍，其正色邪？
其远而无所至极邪”也是用“无极”之例。
    另一种方式是用“无穷”。
例如：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驭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逍遥游》)    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
(《应帝王》)    这两句话的大意分别是：    第一句：至于遵循天地之正道，因应六气之变化，而邀游于
无边无际的空间，那还有什么需要凭借的呢！
    第二句：深刻体悟无穷，才能游心于无限的空间，保持从自然所秉受的一切，而不要另有其他追求
，这样才是空明的心境。
    可以看出，“无极”和“无穷”这两种表述方式，在说明宇宙空间的无限性特征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
其中，在用“无极”说明宇宙空间的无限性时，先说“无所至极”还不够，又针对提问，特别指出“
无极之外，复无极”，可以说把宇宙空间不可穷尽的特征表达得确切不移。
同样，使用“无穷”说明宇宙空间的无限性也是如此。
    以上情况说明，庄子关于宇宙空问无限性的观点十分明确。
那么，他对于这一观点是否有所论证，如果有的话，他又是如何论证的呢？
    为了认识庄子论证宇宙空间无限性的特点，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方古代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
论证的。
在这方面西方古代不少哲学家都做过论证，其中以古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卢克莱修(约前98～前53年)所
做的论证最为有名：“暂且让我们假设宇宙是有限的，又假设有一个人走到了宇宙的终端，向前掷出
一根飞矛。
你会认为那奋力投出去的矛会朝向目标飞向远方呢，还是会被什么东西挡住呢？
你必须在这二者之中选择其一。
但是，无论你选择哪一种，它都将关闭你的逃脱通道，而强迫你承认宇宙是无限伸展的。
因为无论你是认为有某物阻止飞矛前进而达到目标，还是认为它能向前穿行，飞矛出手的地方都不能
算宇宙的边际。
我将一直跟着你，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设置所谓的最终边界，我都将问你：飞矛怎样了？
结果必然是不存在任何终界，并且向前飞行的可能性将一直继续下去。
”卢克莱修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生活经验，也就是实践理性的角度对宇宙空问的无限性做了颇有说
服力的论证。
这种通过客观事实的论证具有感性直观的特点，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就完全可以理解。
    对比卢克莱修的论证来看庄子。
庄子对于宇宙空间的无限性特征，没有像卢克莱修那样做过专门的论证，但是，从他对有关问题的论
述却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及其所蕴含的“论证”因素。
    前面所引用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驭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中的“恶乎待”可
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所谓“恶乎待”就是“无待”，与之相反的则是“有所待”或“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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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和“无待”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两个重要概念，既可指人的精神境界和状态，也可指物的运行
和人的行动的状态。
根据论述的需要，本文暂且不论其精神境界和状态方面，而只说物的运行和人的行动状态方面。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有待”是说物的运行和人的行动不能不有所凭借和依赖，也就是受客观条件的
限制和束缚而不能随心所欲、任意而行。
“无待”则恰好相反，是说对客观条件无所凭借和依赖，就人而言，也就是彻底摆脱了客观条件对主
体的限制和束缚，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而行。
    搞清了“有待”和“无待”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之后，回过头来再来分析前边引用的“若夫乘天
地之正，而驭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段话，最后两个短句透露了主体行动是否自
由与客观条件之问的直接关系：对客观条件的凭借和依赖越多，主体的自由也就越少；反之，对客观
条件的凭借和依赖越少，主体的自由也就越多。
如果对客观条件没有丝毫的凭借和依赖，主体也就不受客观条件的任何限制和束缚，而达到了最大限
度的自由，亦即绝对的自由。
而这种境界和状态正是庄子所追求的“恶乎待”即“无待”的境界和状态。
就这种状态与其所处的空间的关系来看，绝对自由就意味着没有任何限制和障碍，当然也就不可能是
有限的空间，而只有无限的空间才能与之相适应。
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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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9种)终于出版了。
    《自然国学丛书》于2009年5月正式启动，当即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近百名专家学者商报选题，邮来撰写提纲，并写出40多部书稿。
经反复修改，从中挑选9部作为第一辑出版。
    在此，我们深深地感谢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厚爱，没有专家学者的支持，《自然国学丛书》将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深深地感谢“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及其同仁，是讲座孕育了“自然国学”的概
念及这套丛书；深深地感谢支持过我们的武衡、卢嘉锡、路甬祥、黄汲清、侯仁之、谭其骧、曾呈奎
、陈述彭、马宗晋、贾兰坡、王绶珀、刘东生、丁国瑜、周明镇、吴汝康、胡仁宇、席泽宗等院士，
季羡林、张岱年、蔡美彪、谢家泽、罗钰如、李学勤、胡厚宣、张磊、张震寰、辛冠洁、廖克、陈美
东等资深教授，没有这些老专家、老学者的支持和鼓励，不会有“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更不会有“
自然国学”的提出及其丛书；深深地感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及其海天出版社，特别是深圳出版发
行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兼海天出版社原社长陈锦涛，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现总经理兼海天出版社现社
长尹昌龙，海天出版社总编辑毛世屏和全体责任编辑，他们使我们出版《自然国学丛书》的多年“梦
想”变为了现实；也深深地感谢无私地为《自然国学丛书》及其出版工作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的崔娟娟
、魏雪涛、孙华。
    当前，“自然国学”还是一棵稚苗。
现在有了好的社会土壤，为它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但它还需要人们加以扶植，予以浇水
、施肥，把它培育成为国学中一簇新花，成为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个新增长极。
“自然国学”的复兴必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
    《自然国学丛书》主编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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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沛霖的这本《庄子自然观》为“自然国学丛书”中的一本。
全书对庄子的时间观、空间观、自然观、生死观，进行了全面、系统评述；同时以世界及现代眼光，
讨论了其哲学思想的先进性和局限性，以及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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