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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天人合一 
——读温总理《仰望星空》所想到的 

李  良 

喜读温总理的《仰望星空》诗和题记 
2007 年 9 月 4 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发表

了温家宝总理的一首诗： 

仰望星空 
温家宝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人民日报》在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这首诗的同时刊登了他的题记：

“2007 年 5 月 14 日，我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钟厅向师生们作了一个即席演讲，其中讲到：一个

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

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

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

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

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笔者是从互联网上看到温家宝总理这首《仰望

星空》诗和题记的。《仰望星空》总共十六行诗句，

通过反复诵读，感觉全诗意味深长！这是一首文字

简洁、情感直白的诗，笔者从字里行间切实感受到

诗作者热爱真理、追随真理；热爱正义，追随正义；

诗作者喜欢仰望星空，欣赏星空的庄严和圣洁、自

由和宁静，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在神州大地

上“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在反复阅读中笔者感觉到，那抑扬顿挫的诗句，

是温总理炽热情感的抒怀，是光明睿智的流露，是

宁静心境的自省，这首诗可激起读者心中阵阵的感

慨、联想和共鸣。温总理的《仰望星空》诗和题记

使人们了解到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情怀，并增强中国

和平崛起的坚定信心。笔者只是北京天文馆《天文

爱好者》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在此工作 30 余年），

对一切有关星空的文章都非常感兴趣。在阅读《仰

望星空》时，笔者想起曾有一幅温总理视察水灾时

的照片，画面是总理手擎雨伞脚穿沾满泥浆的雨鞋

视察灾情，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表现出坚定、

务实、亲民、谦恭的作风，令人钦佩！ 
从《仰望星空》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一位

敬民、亲民、爱民的总理仰望星空时的庄严身影，

感悟出他作为人民总理的博大胸怀。笔者想到，肩

负国家重任的温总理，心中不仅装着全中国、全世

界，还有那深邃广袤的星空；通过《仰望星空》诗

篇和题记，人们似乎听到他发自内心呼唤祖国勇敢

前进的春雷般的声音！由此，引发笔者心潮澎湃和

无尽的神思遐想。感慨之余，在 2007 年第一期《天

文爱好者》上写下了一些心得体会，文章题目为《“做

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2009 年初笔者应

科学普及出版社之邀，主编了《仰望星空》（天文科

普文集，2009 年 6 月出版发行）；后来应湖北少年儿

童出版社之邀，撰写了以《仰望星空话宇宙》为书名

的青少年科普图书（计划 2010 年 8 月出版发行）。 
温家宝总理喜欢诗歌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前几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召开记者会，听他吟诵诗

歌、引用典故，已成为人们记者会前在的一种期待。

例如 2003 年温家宝刚刚出任总理，在谈到台湾问题

时，他动情地吟诵了于右任先生的《望大陆》，那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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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诗句令听者肝肠寸断、催人泪下！2006 年 11
月温总理访问欧洲之前，接受了欧洲几大媒体记者

的采访，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他，你晚上

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

睡？温总理就用六段诗文回答了该记者的提问：（1）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左

宗棠）；（2）“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

原《离骚》）；（3）“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

声”（郑板桥《竹》）；（4）“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朝张载）；

（5）“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艾青 1938 年）；（6）“有两种东西，我

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

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

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德国哲学家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 
笔者在 2009 年 2 月 28 日晚间从新闻报道中获

悉，温家宝总理在那天下午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

“其实我每天几乎都上网，最长的时间可以达到半

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最近从网上已经了解到，大

家都在向总理提问题，已经多达 50 多万条。我深深

感到，我们国家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多。也深深感

到，做中国的总理难，责任重大。还是那句老话，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人民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读到此，笔者潸然泪下，深深地为

温总理的情怀所感动了…… 
“宇宙”概念与“天人合一”思想 

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有一句名言：“人类

的天职是勇于探索真理。” 
天文学就其本质上说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科

学，因为天象观测与记录，始终是整个天文殿堂的

基石，也是打开神秘宇宙大门的钥匙。就好像一个

人的发育成长一样，天文学是从仰望星空开始进而

逐步发展起来。在古希腊，自然哲学里包括了天文

学。由于古希腊人的几何学发达，因此较早出现了

先进的天文观测学，以及多种关于宇宙物质结构理

论学说。笔者在阅读佛教经典时注意到，在古老的

佛经中没有“宇宙”这两个字。原来，佛家常讲“世

界”这个词，梵语写作 Lokadhatu，含有时间和空间

的双重意义。比如著名的佛典《大佛顶首楞严经》

第四章中将“世界”描述为：“世为迁流，界为方位。

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

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简

单地说，“世界”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合称，但更多地

是指天下和地上。 
所谓宇宙（universe）一般是指广袤空间和其中

存在的各种天体以及弥漫物质的总称。从辩证唯物

主义观点来说，宇宙是物质世界，它处于不断的运

动和发展中，在空间上无边无界，在时间上无始无

终。哲学上的宇宙概念指的是无限多样、永恒发展

的物质世界，是一切形态的物质及其运动的总和；

各天体都有其发生、发展、衰亡的历史，但作为总

体的宇宙则不生不灭，周而复始。天文学中的宇宙

概念所探讨的是人类在一定时代观测所及的天体系

统，一般称为“我们的宇宙”；目前人们的视野已达

到大约 140 亿光年的宇宙深处。笔者认为，这两种

宇宙概念都是合理的，它们的关系可以认为是一般

和个别的关系。 
事实上，宇宙的多样性在于物质的表现形态，

其统一性在于物质性。古籍《淮南子·原道训》注：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人类

对宇宙的认识，经历了从地球到太阳系和银河系，

再扩展到河外星系、星系群、星系团乃至超星系团

等更广袤的时空范围。仰望星空，天体呈现出多种

多样的形态，例如有物质密集的状态，有松散的状

态，还有辐射场的连续状态；各种天体千差万别，

它们的大小、质量、密度、光度、温度、颜色、年

龄、寿命也不尽相同。譬如说，球状体是在形成中

的星体，O 型星、B 型星是年轻恒星，主序星（包

括太阳）是中年恒星，白矮星和中子星是老年恒星

经过剧烈爆发后的天体形态。 
根据现代宇宙学中最有影响的大爆炸学说，我

们的宇宙是大约 137 亿年前由一个非常小的点爆炸

产生的，目前宇宙仍在膨胀。这一学说已得到大量

天文观测的证实。这一学说认为，宇宙诞生初期，

温度非常高，随着宇宙的膨胀，温度开始降低，中

子、质子、电子产生了；此后，这些基本粒子就形

成了各种元素，这些物质微粒相互吸引、融合，形

成越来越大的团块，这些团块又逐渐演化成星系、

恒星、行星，在个别的天体上还出现了生命现象，

结果能够认识宇宙的人类最终在地球上出现了。 
无论怎么说，客观存在的浩瀚星空总是充满着

魅力，人类一直为揭开其中的奥秘而不断探索着。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对种种天文现象都存在着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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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神秘和不可抗拒的心理，人们向自然现象顶

礼膜拜，以求神的保佑，所以靠最初愚昧、迷信的

思想不能认识宇宙的本质。君权神授、占星术和天

命观，这些思想观念无疑是愚昧和落后的，它制约

着文明的进程。除了“天命”观之外，“天人合一”

是中国古代天学思想的核心。汉董仲舒为解释重新

强大起来的君权的合法性，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

将天命观发展到极致。他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

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

合一”反映了儒家提倡人与自然、天道等和谐相处

的思想。这里的“天”主要有两种含义，既包括大

自然、宇宙星辰等具体的天，也包括天道、神灵、

义理、皇权等抽象的天，虽然对天人合一的解释很

多，但“天人合一”思想表达的意思都是人与天是

相通的，最终都归为“德”。 
“天”作为儒家思想中最高的一个概念具有几

方面的内容，首先，它具体地表现于自然界之天，

即荀子常说的天人相分的天，荀子说过：“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这在很大程度上

否定了天（神）的意志成分，而赋予天以更多的自

然因素。荀子更进一步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知

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有所区别，人

类要掌握并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因此荀子的

天指自然之天。 
其次，当“天”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不可知的神

秘力量时，它可以左右人的命运，并含有超强的意

志与力量，即成为主宰者。这一观点主要表现在儒

家思想的早期，以孔子为代表。孔子言君子“畏天

命”（《季氏第十六》），天命即上天的意志和命令。

虽说孔子的天带有一定的道德意味，但仍然是以一

个令人可畏的主宰者的形象出现的，其实与西方的

上帝相类似。随着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儒家对“天”

的认识逐渐剔除了其神秘性、不可知而又令人可畏

的成分。这一思想在孟子时开始萌发。孟子最先把

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

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以为尽心

便能知性，知性就知天了。这里“天”即后来宋明

儒家所言的“理”。 
宋代的程颢提出“心即是天”；程颐说“性即理

也”；朱熹所谓“天即理也”。到后来陆九渊、王阳

明提倡“心即理”，这些都是对孟子的“尽心知性知

天”从不同角度的诠释。简而言之，以上就是儒家

关于“天”的三种具体表现，一是自然之天；二是

主宰之天；三是义理之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北

宋大儒张载曾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观点，他说“释

氏语实际，乃知道者所谓诚也，天德也。其语到实

际，则人生为幻妄，以有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

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

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

遗人”（《正蒙·乾称》），张载提出了“诚”的观点，

诚即“天人合一”的境界；他有一句名言：“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那个时代其思想境界之高，可见一斑。2006 年 9
月，温家宝总理在出访欧洲前夕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时，曾引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迹。 
关于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这一重要的

哲学命题，学贯中西的大师季羡林先生曾在 1993
年发表了《“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传统文化与

现代化》1993 年第一期），季先生提出了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思想，而且讲得非常透彻。季先生说，

“世界上的文化从大的方面讲只有两类：一是东方

文化，一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主张‘天人合一’，

西方文化主张征服自然。人们向自然界索取的东西

是越来越多，永不满足。自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主张以来，虽然有过很积极的

作用，但我以为，时至今日，对此不应过分提倡。

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生存的道理，不

应该通过人为的力量来加速某种事物的消亡。就如

同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民族一样，尽管他们

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习惯并不相同，但不能因此就

剥夺了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同样，人只能同自然

界交朋友，绝不能采用征服的办法。中国虽然有‘天

人合一’的思想，但长期以来，我们却背离了这一

思想……破坏了自然。还是恩格斯的那句话：‘其

实，大自然对人类的每一次错误都给予了报复。’只

不过这种报复有时候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经过了一

段时间以后才发生罢了。所以，我还是强调要实现

三个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

谐；人与内心的和谐。只有搞好了这三个和谐，才

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季先生认真分析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结合社会的实际情

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重在提醒人们要与大自然

和谐相处，并希望“天人合一”的科学命题能对整

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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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开创未来 
深邃的星空有永恒的魅力，它常给地球人以惊

奇和读懂它的强烈愿望。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先

哲在创新的路途中竭尽全力推进人类文明。人类以

及所居住的地球，都是宇宙大自然的“臣民”，人类

的生存发展离不开日月星辰。虽说人类在宇宙中显

得非常渺小，但是人类的探索精神确实是无穷尽的。

正是勇于追求科学真理的先哲，披荆斩棘，历尽辛

苦，百折不挠，走过曲折的道路，不断获得新的发

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谱写了源远流

长的天文学史。 
在经过了迷茫的星占学时代、漫长的肉眼观天

时代之后天文学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望远镜

天文学时代。在 1609 年，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首

先把望远镜指向了天空，由此大大地扩展了人们的

眼界。在 19 世纪中叶，随着照相技术、分光学和光

度学应用于天文观测之中，诞生了生机勃勃的天体

物理学，人们通过使用各类天体光谱仪、光度计等

可观测研究天体的物理特征、化学组成等，使天文

学产生了新的革命性巨大飞跃。20 世纪初，诞生了

射电天文学，观测波段已由光学扩展到射电波段。

20 世纪 60 年代著名的天文四大发现——类星体、

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微波背景辐射都是由射电观测

发现的。随着 20 世纪中期星际航行时代的到来，空

间天文学如异军突起。人类先是飞上太空，接着实

现了登月的梦想；后来由空间探测器发射登陆舱，

降落到金星、火星、小行星、土星的卫星大陆考察

探测；各种宇宙飞船、空间探测器频频发射升空，

不仅飞掠探测了水星、太阳两极、木星、土星、天

王星、海王星等天体，有的探测器已飞往太阳系以

外的宇宙深处；哈勃空间望远镜、斯必泽空间红外

望远镜、赫歇尔空间望远镜、普朗克空间望远镜、

开普勒空间望远镜等正在空间运行，宇宙背景辐射

探测卫星、威尔金森各向异性探测卫星、伦琴 X 射

线天文卫星和康普顿伽马射线卫星等已有大量新的

发现……总之，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早已飞出了地球

和太阳系，正迈着时代巨人的步伐向宇宙更深的层

次进军，现代天文学已成为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

崭新科学，深刻揭示新的宇宙奥秘，探索宇宙，开

发太空的前景正日益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科学事实说明，人类的好奇心是探索大自然的

一种动力。著名的科学大师伽利略曾说过：“哲学是

写在这部永远摆在我们眼前的大书中的——我这里

指的是宇宙。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学习用来书写

它的语言和掌握其中的符号就不能了解它，它是用

数学语言写成的”；“科学的真理不应该在古代圣人

的蒙着灰尘的书上去找，真正的哲学是写在那本经

常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最伟大的书里面的，这本书

就是宇宙，就是自然界本身，人们必须去读它”。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在牛顿诞辰 300 周

年之际曾说过：那些为现代技术的发展所不可缺少

的工具，主要来自对星空的观察。爱因斯坦在《自

述》中写道：“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在

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宇宙在我们

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但通过我们的观察

与思考，它至少有一部分已为我们所了解。人们凝

目瞻望并苦思冥想着这个世界，为它所诱惑着，就

仿佛它能为人们带来一种解放。的确，我已经看到，

有许多我所崇敬和钦佩的人物，正是在对这一事业

的专心致志和孜孜不倦地追求之中，获得了心灵的

自由和安宁。”   
在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镌刻着一段他的

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

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

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康德的这句话反映了哲人那崇

高的精神境界。仰望星空，探究那遥远的宇宙深处，

人类将展示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仰望星空，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仰望星空，意味着一种

摆脱落后愚昧的思维，意味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提升。

仰望星空，进行天文观测，必须尊重事实才能获得

研究成果，所以真诚地对待科学研究，摈弃功利主

义，就像搞艺术和美学一样具有精神升华的功能。

仰望星空，使地球人知晓：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必

须要践行科学发展观，爱护地球，珍惜地球，实现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以为，温总理的《仰望星空》诗和题记，

不仅是对广大莘莘学子的期望和鞭策，也是对所有

天文爱好者的期望和恒久鞭策。“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一个有志气、有理想的青年人，不仅要学

好知识，练就本领，厚积待发，最根本的是要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做一个关心世界和祖国命运的

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矢志不移，艰苦奋斗，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北京天文馆  10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