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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
文/黄海冰

摘要：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把握，源自他们对万事万物“理”的探求，而中国古代哲学观源自

人们对时空观念的形成，因此中国古代哲学方法可以从时空观念谈起。不同哲学流派的时空观念源于生活生产

实践所总结出的经验和规律。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对国人思维、行为方式的影响深刻，从中总结出宏

观、整体、形象、直觉、概括等方法，其蕴含的古代朴素辩证方法、注重和谐的整体方法和直觉方法所引发的

顿悟，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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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法是科学方法，但它不同于一般科学方

法，它是科学方法的最高层次。方法论与方法既有区

别又有联系，西方哲学有自己的方法，中国古代哲学

亦有自己的方法。

一、中国古代哲学方法的内涵

（一）中国古代哲学逻辑起点

时空观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原始人采集果实、

狩猎离不开果实成熟的时间和动物出没的方位，而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对外部事物的感受变为内

部的意识，逐渐形成了对时空的不同看法。在季节

上，先有春秋，后有对应的夏冬，在方位上，先有东

西，后有对应的南北，因为春秋与采集、耕种有直接

关系，而东西则是直观的日出与日落。随之产生了历

法，要制定历法，就要掌握日月天象运行的周期性规

律，只有通过长期观察和测量，才能逐步掌握这一规

律，由此可见，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中国古代

哲学开始萌芽。

每一位哲学大家提出他们的观点都会从本源开始

探讨，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

样的方法论。从中国古代哲学不同流派的时空观中，

可以窥探到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源头。中国

古代把空间称为“宇”，把时间称为“宙”，“宇

宙”一词蕴含着时空，在《管子·宙合》中就比较明

确地提出时间、空间概念。而“宙”本意有循环、周

而复始，是一种无限往复的运动。从不同哲学流派来

看，古代时空观大概有三种视角。

（二）中国古代哲学中不同哲学流派的时空观

1.从“道”观时空

老子把“道”作为最高哲学范畴，从“道”的视角

观天、地、人、物。老子的“道”具有多重性：一是指

原始的混沌物质，二是指万物形上的本体。在老子思想

的指导下，庄子对“道”的内涵进行了发展，庄子认为

“道”的存在“自本自根”，是作为形上本体的意义。

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吸收了道家的一些思想，发展成

为儒家的一种新学派，因此，理学家的“理”也常常被

称为“道”，将“道”作为时空解释的流派。

2.从“心”观时空

一切由心而来，心即性。这种以“心”对事物

的看法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之间出现的。这一观

点认为，天地间的一切都是由人类的“心的本性”或

“心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是一种虚幻的存在。由

于时间和空间本质上是主观的，是通过“心的本性”

的自我意识，所以人们能认识和看到它们。陆王心学

本质上是儒家思想的一种新形态，其意识形态体系也

受到了隋唐时期一些思想的影响，直到邵雍的“先天

之学”已十分明显。邵雍认为，“万事万化生乎心”

将“心”作为其最高范畴。

3.从“物”观时空

即气本原。《天论》中有“日月递炤，四时代

御”，荀况、韩非认为那是自然本身的变化，他们吸取

了古代农业生产实践的经验，强调“因天时”。刘禹锡

认为老子所谓的虚空不是空无的，而是一种人们难以察

觉的微妙的物质形式。作为一种物质事物，它与有形物

质并不矛盾，其作用也必须通过有形物质来体现。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端离不开对于时间与空间的

理解，也离不开长期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活动，无论是

哪一派别的哲学流派，都必定有其对于世界本原的解

释。无论是“道”“心”，还是物化的本原，都是从

“元”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以整体性为

主，强调“天人合一”，而所合的“一”就是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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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思想是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天与

人各代表了万物矛盾间的两个方面，即内与外、思想

与物质等对立统一的关系，蕴含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来的思想智慧，儒学中以“仁”为核心，“礼”为外

在表现，同样是一种“合一”的思想。[1]

二、中国古代哲学方法简述

一是宏观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中，其主

要内涵是把握宏观事物的方法。核心是宏观的方法。宏

观方法是一种用整体思维、全局思维、历史思维看待事

物的看法。例如“道”，道是分层次的，除了宏观的大

道外，每一个具体事物又有其小道。文以载道，就是通

过文字来感受其中所承载的具有恢宏气势的情感、经世

之道等，如宋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

是一种为政的最高境界，又如管中窥豹、观一叶而知秋，

都是通过宏观的方法，从细枝末节中看到宏观的事物。

二是整体的方法。整体的方法是指从整体来把握

事物的本质。整体方法的来源除了宏观方法的发展，

还受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宗族制、国家律法

的控制下，家族、宗族、连坐等观念根深蒂固，使得

各家的学派理论都离不开人伦。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

伦理关系，特指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之间的伦理关系，

所以，儒家学派就讲究仁、义、礼、智、信。在心理学

上，格式塔心理学是一种从整体上把握各种心理现象，

而不将心理现象分解为部分要素的心理学研究过程。

三是形象的方法。形象的方法最明显的特征是形

象化和取象类比。从中国文字看，汉字又叫象形字，

汉字是古代人民通过生活生产实践而产生的。又如天

圆地方，从古至今，测量天体用的是角度，测量大地

用的是平方，这就是中国天圆地方说的数学内涵，是

中国哲学方法中一种形象化的方法。取象类比的方法

就是从事物的具体形象中获得道理或者规律的方法，

如五行，五行对应金木水火土，又可以运用到观察身

体各部分的精神状态。在刘劭的《人物志》中，曾以

“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形象地对应身体各个具体部

分，来观察人的内在本质，以区分人才的类型。

四是直觉（意象）的方法。与西方哲学方法的推

理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十分推崇“直觉”或者说是感

性认识的方法。如陆王心学强调以自我为主体地对事

物的感受，认为“心”即“理”，如果没有“我”的

感受，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存在，“我”感觉不到风，

所以没有风，因为“我”感受到了风，而把这种感受

当作“风”带来的感知，便有了“风”。此外，中国

古代哲学是在长期实践中产生的，所以对于经验的依

赖非常明显，致使在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多会采取直

觉的方法，而不是理性推理。但是，这并不代表没有

推理的方法，如名家就以“辩”（朴素辩证法）作为

哲学方法。

五是概括的方法。用西方哲学方法的术语来说，就

是归纳的方法，在中医中，病症的判断多是根据经验归

纳，概括为“望闻问切”后的诊断，在医治的过程中也

会根据以往的经验诊断脉象。如二十四节气是劳动人民

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律，将其与农业耕作的规律相结合而

产生的，是对气候指导农事历法的一种概括。

中国古代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是古代劳动人民在

生活生产中汲取的先进经验进而探索到的规律，不是

纯理论化的哲学，相应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具有很强

的实践性，并不是理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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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古代哲学方法的借鉴意义

（一）具有全面性的古代朴素辩证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观的整体思维使中国哲学大家重视

对存在的体验，强调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旨在

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工夫的达成，这是中国人独有

的智慧结晶。如孟子推崇的“成德工夫”，讲究个人

的修炼应由内而外，以实践达到“德”的标准，注重

个人的内在整体修养以及如何从人向圣人发展。古代

朴素辩证法来源于古代哲人的宏观观念，源自古代时

空观念，从宏观到微观，是人们所固有的哲学方法。

（二）注重和谐的整体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和谐，而和谐是对于整体的

和谐，适当且匀称，和睦而协调。整体思想主导的和

谐思想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医、建筑、绘画等都是我国先民运用和谐整体的方

法进行创造的结晶。注重整体并不是说把各个部分简

单地堆砌起来，而是各个部分和谐构成一个整体，例

如，中医理论根据五行学说，把人体看作一个有机整

体，根据具体病症辩证地施治，中医治疗理论重视功

能之间的联系和有机和谐。

（三）直觉方法所引发的顿悟思维

中国古代哲学对事物的认识讲究天赋，而顿悟是

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中一种独特的思维形态，直觉方法

所引发的顿悟思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思维的突破性。

在艺术创作和古代技术发展中，直觉占据着重要地

位，也起着关键作用。顿悟指的是顿然领悟，通过直

觉领会而获得的突然的领悟，也就是“明心见性”。

任何顿悟必须以明确思考问题为前提，同时顿悟必然

对此问题经过长期认真思考才可能出现，运用直觉的

方法，离不开大量丰富的经验。

四、结语

中国哲学一直重视对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

具有论天人、合行知、同真善、重人生等特点，其中

的义与利、损与益、欲与理等关系，具有许多可借鉴

之处，应当辩证地研究和继承，以建立和发展具有中

国特色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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