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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收集和保存
———塞涅卡的时间观阐释

黄琬璐

  摘要:晚期斯多亚哲人塞涅卡曾在写给其友人卢基里乌斯的第1封道德书信中指出,时间是每个人都应该收

集和保存的财产。那么,应当“如何收集和保存时间”呢? 塞涅卡诉诸早期斯多亚哲人克律希珀斯的时间理论做了

如下阐释:时间本质上是人的生命财产,它为此应该被收集和保存。但收集和保存时间之关键不在于把握更多的

时间量,而在于合乎自然的生活,即在当下自愿从过去筹划未来,以便自己能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时做到泰然处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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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斯多亚哲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年-公元65年)曾写作124封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书信给其

友人卢 基 里 乌 斯 (Lucilius)①,这 些 书 信 后 被 收 录 于 《塞 涅 卡 道 德 书 信 集》(AdLucilium Epistulae
Morales)三卷本中。在第1封道德书信的开头,塞氏就劝告卢氏说:“亲爱的卢基里乌斯,你这样做:为你自

己而解放你自己吧! 而时间,它至今要么已被抢走,要么已悄悄被夺走,要么已偷偷溜走。你收集和保存它

吧!”②在此,“解放你自己”与“收集和保存时间”之间存在如下关联:收集和保存时间是人得以解放自身的一

种途径。而根据《牛津拉丁语词典》(OxfordLatinDictionary),“从危险中解救……”只是拉丁词vindicare
的引申含义,其原始含义属于法庭用词,即“在法庭上索要作为自身财产的某物”③。假如我们依照该词的原

始含义来理解vindicatetibi这句话,它说的便是:为了你自己,你应该以“收集和保存”这种方式合法地索

要时间,因为它才是属于你的财产。但如同塞氏在《论人生短促》(OntheShortnessofLife)一文中所说,
时间是这样的事物:无论你是否把握住时间,它都会溜走④。而且,它当下就正从那些紧握着它不放的人们

的指缝中偷偷溜走。既然如此,时间在何种意义上是人应该索要的财产? 人又如何能收集和保存时间呢?
一 时间即生命

鉴于塞氏曾自诩为斯多亚学派的侦察兵⑤,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应该考察正统的斯多亚时间理论的代

表,即早期斯多亚哲人克律希珀斯(Chrysippus,公元前279年-206年)的时间理论。克氏将时间(χρνο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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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基里乌斯(Lucilius)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在罗马皇帝尼禄(Nero AD37-68)的执政期,卢氏是西西里岛的行政官。此外,他也被认为是

《埃特纳》(Aetna)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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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宇宙运动的间隔(δια'στη̄ματη̄ςτοῡκσμουκινη'σεωç)”①。按照大多数斯多亚哲人的说法,宇宙是一个

有生灭的、在同一地点做自我旋转运动的、圆球形的有限整体②。因为,宇宙会在周期性发生的宇宙大火中

被焚毁。但克氏对宇宙的解释却有别于这些人。他认为,宇宙虽会在宇宙大火中被焚烧,但却不至于被焚

毁。因为,宇宙是动物③。对动物这类有生命者而言,死亡意味着灵魂与肉体的分离④。然而,当宇宙被宇宙

大火焚烧时,宇宙的肉体正处于“火”(即宇宙的灵魂)的统治下。为此,宇宙不会被宇宙大火焚毁。而且,即
使宇宙中的复合物,如动植物,会被宇宙大火焚毁,构成宇宙的四元素,即火、气、水、土,也不会被宇宙大火焚

毁。因为,这四种元素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在宇宙大火焚烧期间,水、土、气会暂时转化成火。一旦宇宙大

火熄灭,这三种元素又会再度产生,并重新结合生成新的宇宙。克氏认为,当宇宙大火耗尽旧的宇宙中的所

有燃料之后,它会逐渐熄灭并留下湿气。随后,新的宇宙又会在湿气中诞生⑤。由此可推测,克氏的上述定

义说的是:时间是无数宇宙周期中的诸多不同的宇宙由生到死所消耗的总时间量,它是无限的。
诚然,克氏的这番解释确保了时间的无限性,却也引发了有关时间的连续性的问题。因为,他的解释暗

示,在旧的宇宙焚毁到新的宇宙诞生的期间不存在任何宇宙。而时间是宇宙运动的间隔。假如在新、旧宇宙

交替期间不存在任何宇宙,那么时间又如何能是连续的? 鉴于斯多亚学派用“宇宙”一词指称物理宇宙和神

两者⑥,笔者推测,克氏在上述定义中所谓的“宇宙”应该指的是神,而不是物理宇宙。这意味着,作为神的宇

宙的永恒运动才确保时间的连续性。然而,这个推测又会面临如下挑战:当斯多亚学派谈论物理宇宙时,他
们总把神视为宇宙的气息、宇宙的灵魂或宇宙的理性。可是,神如何能赋予时间连续性呢?

德国学者萨缪尔·桑伯斯基(SamuelSambursky)在其研究性著作《斯多亚学派的物理学》(Physicsof
theStoics)中谈到,虽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Physics)中宣称时间是运动的计数,计数者是人的灵魂⑦,
但由于受漫步学派哲人斯特拉托(Strato,公元前340-公元前270年)的影响,并且也为了维护时空的亲缘

性,克氏对亚氏的时间观做了如下修订:用“间隔(δια'στημα)”代替“数”,以及取消作为计数者的灵魂⑧。笔者

认为,萨缪尔用“时空的亲缘性”说的是:在斯多亚哲学中,神是宇宙的原因和推动者,它自始至终都与构成宇

宙的质料充分混合,并且它们两者共同充满整个宇宙⑨。正如神始终在宇宙这个空间中运动一样,他也始终

在时间中运动。由此可推测,凭借对亚氏的时间观的修订,克氏要表达的是:在斯多亚哲学中,神不是在时间

之外的静态神,而是在时间之中的动态神,并且他始终以推动宇宙的质料运动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宇宙万物的

关心,甚至在宇宙大火发生期间也不停歇。依照这种理解,时间不是神通过静观在他之外的宇宙的运动产

生的计数,而是他在自己的操劳活动中消耗的时间量。按照斯多亚学派的说法,人的灵魂是宇宙灵魂的碎

片。这示意我们,人的时间也不是其灵魂通过静观宇宙的运动产生的计数,而是人在自己的日常操劳活动

中消耗的时间量。既然人的日常操劳活动是人把握一部分宇宙时间的工具,那么人终其一生能把握到的全

部宇宙时间就理应被看作他的生命时间。也就是说,对人而言,时间即生命。由此可知,塞氏之所以劝告卢

氏要收集和保存时间,就在于它是人的生命财产。
可是,作为人这一生会实施的全部操劳活动所消耗的时间总量,生命不就是以被消耗的方式被人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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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既然生命或时间本就会被消耗,人又如何能收集和保存它呢? 塞氏回答说,虽然损失时间的方式多种多

样,“但因疏忽导致的时间的损失最为可耻”①。在此,塞氏用以表述“损失”的是拉丁词jactura,其原始含义

是:在航行中,为避免沉船而将货物抛入大海②。根据斯多亚学派的“价值三分法”,生命与健康、名望、财富

和力量等事物一样,它们本质上都是不具有善的价值的中性物,即便它们因自身可能带来合乎自然的生活而

具有“可选择的价值”③。由此可推测,正如每个航海者都会为了靠岸而不得不在航行中扔掉多余的货物;同
样,每个人也会为了抵达其人生旅程的终点而不得不沿途丢弃他的生命或时间。而且,重要的不是时间的损

失,而是损失时间的方式。因为,并非每种损失时间的方式都是可耻的,也存在一些高尚的损失时间的方式。
换句话说,人既能可耻地浪费时间,又能合适地消耗时间。由此看来,塞氏所谓的“收集和保存时间”应该是

指合适地消耗时间。可是,如何消耗时间才是合适的呢?
二 当下:唯一属于人的时间

塞涅卡曾在谈论时间的三部分(即当下、过去和未来)与人的关系时说,虽然“时间由过去、当下和未来三

部分构成”④,但“你将不会存在,你也不曾存在;过去和未来都不属于你”⑤。这表明,唯有当下真正属于人,
并且人也仅仅存在于当下。那么,当下是如何的呢?

塞氏表示,当下具有两个特点:首先,当下极为短促,它总是在转眼间就变成过去,并且这种转变快到令

人无法察觉的地步;其次,当下是每一个在场的此刻,它们的到场是前后相继的⑥。此外,常识也提醒我们,
当下正飞逝着,因为,每当我们试图描述当下时,还未等我们说出“当下”时,它就逝去了。既然当下是如此短

促易逝,那么为什么塞氏还认为,“唯有当下属于人,人只存在于当下”呢? 笔者以为,克律希珀斯提出的“当
下理论”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克氏说:“没有时间完全是在当下之中的。”⑦笔者认为,这句话包含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时间是连续

体,而连续体是可分割的。假如时间只是当下,那么它便缺乏“过去”和“将来”两个部分。照此讲来,时间是

不存在的。因此,为了确保时间存在,时间不可以被理解为是在当下之中的。第二,任何具体行动的实现都

必然会消耗一定量的时间。而时间是能被无限分割的连续体。假如时间完全被置于当下之中,那么任何具

体行动的实现所要消耗的那段时间就会被无限分割,以至于行动不能发生。因此,为了确保人能实施具体的

行动,时间不可以被理解为是在当下之中的。但是,克氏紧接着又说:“整个时间允许被置于当下之中,但却

是在广义上这么说的。”⑧在笔者看来,这两句相悖的话合起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整个时间不是狭义上的当

下,而是广义上的当下。可是,要如何理解“广义上的当下”?

  克律希珀斯说,只有当下是属于(某人)的,而过去和将来是潜在的,绝不是属于(某人)的。恰如表

述事物当前属性的谓词才能被说成是属于(某物)的,走只有在我正在走路的时候才属于我,而在我正坐

着或躺着的时候,它则不属于我。⑨

这段话示意我们,当下属于(υ'πα'ρχειν)某人就如同谓词属于主词一样。可是,克氏借由这点要表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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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 首先,根据斯多亚语义学,谓词(κατηγορη'ματα)是“可言说者(λεκτν)”的一种,它的语义功能就在于

述谓主词的特性①。由此看来,克氏以“走”为例旨在表达的是:当且仅当我正在走的时候,“走”这个行动谓

词才在当下述谓我;相反,当我正坐着或躺着的时候,“走”这个行动谓词则没有在当下述谓我,而是在“过去”
或“未来”述谓我。这示意我们,“属于(υ'πα'ρχειν)”与“潜在(υ'φεστα'ναι)”是克氏用来表述谓词的两种对立状

态的一组词:“属于”被用来表述一个合乎主词的当前状况的谓词的状态,而“潜在”被用来表述一个不合乎主

词的当前状况的谓词的状态。
其次,根据斯多亚存在论分类,最大的属是“某物(τι)”,它包含两个种:其一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性事物,

其二是次级存在的非物质性事物。一方面,非物质性事物可以进一步被四分为时间、处所、虚空和可言说者。
这示意我们,作为可言说者的一种,“谓词”与“时间”同为非物质性事物。因此,正如行动谓词“走”只会在我

正在走的时候才是述谓我的谓词;当下也只会在我正在走的时候是属于我的时间。另一方面,真实存在的物

质性事物也可以进一步被分为以下四个范畴:“基质”或“实体”、“特性”、“状况”和“关系”②。在这方面,斯多

亚学派明确表示,“性质”、“状况”和“关系”这三个范畴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对主体的述谓”,而是被述谓

或被定性的个体。例如,不存在“苏格拉底是审慎的”这个述谓着苏格拉底的性质的事件,而是存在“审慎的

苏格拉底”这个被一定性质规定的个体。当我正在写的时候,不存在“我写”这个述谓着我的当前状况的行为

事件,而是存在“写的我”这个被一定行动状况规定的个体。当我正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不存在“我坐在沙发

上”这个述谓着我当前正处于其中的关系状况的关系事件,而是存在“坐在沙发上的我”这个被一定关系状况

规定的个体,等等。这示意我们,对坚持物质实在论的斯多亚学派而言,“性质”、“状况”和“关系”三范畴———
它们是被述谓的个体———均可被视为事件。由此可以设想,当我正在走的时候,当下就是被“走的我”这个事

件所占据的时间。
根据以上分析,可理解的是:当行动主体正实施某种行动时,当下是被行动主体的“状况”(即事件)所占

据的时间;相反,当行动主体未实施某种行动时,当下就是未被行动主体的“状况”所占据的时间。例如,假设

我当下正在走路,并且当下是2020年11月30日早上8点10分,那么这段时间就被“走的我”这个事件所占

据。相反,假设我当下正躺着或坐着时,当下是2020年11月30日早上8点10分,那么这段时间就未被“走
的我”这个事件所占据,而是被“坐的我”或“躺的我”所占据。由此可知,克氏之所以说“广义上的当下是时

间”,其原因就在于:当行动主体正实施某种行动时,当下与那段被行为主体的“状况”(即事件)所占据的时间

是相互重叠的。同样地,塞氏之所以宣称“唯有当下属于人,人只存在于当下”,其原因就在于:当人为生存之

故实施操劳活动时,当下就与“生存的人”这个事件所占据的时间是相互重叠的。
此外,据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46年-公元120年)记载,克氏还在其著作《论部分》(OnParts)中说:

“当下的一部分是过去,一部分是将来,一部分是当下。”③而我们知道,从“宇宙是不朽的动物”这点出发,克
氏提出了永恒宇宙循环论。该理论宣称,虽然在无数不同的宇宙周期中存在诸不同的宇宙,但每个宇宙周期

中的所有宇宙事件都是无差别的,并且它们会重复发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迪士尼乐园的建立、特朗普当

选美国总统等,所有这些事件都会在其他宇宙周期中重现④。据此,我们也能结合先前有关当下的阐释对克

氏的这句话作出解释,即:在任何一个宇宙周期中,宇宙(物理宇宙)都始终保持运动。当宇宙正运动时,当下

与那段被“运动的宇宙”这个事件所占据的时间是相互重叠的。因此,对宇宙而言,任一宇宙周期内的所有时

间都能在广义上被称作当下。只不过,笔者在此所谓的“运动的宇宙”(即事件)不是一个宇宙周期中的某个

具体的宇宙事件,而是前后相继的宇宙事件的统一体。有关这点,斯多亚学派对“四季”的解释就是证据。他

们说,“冬季是由于太阳远离后地面空气的变冷,春季是当太阳靠近我们后所产生的空气温度的适宜,夏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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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运行到北方时引起的地面温度的变热,而秋季是太阳再离开我们。”①这表明,当太阳远离地球且地面空

气变冷时,当下就与这段被“冬季”这个事件———它是从冬至到春分发生的所有宇宙事件的统一体———所占

据的时间相互重叠。这段时间是冬季,它从11月持续到1月。当太阳靠近地球且地面空气变得适宜时,当
下就与这段被“春季”这个事件———它是春分到夏至发生的所有宇宙事件的统一体———所占据的时间相互重

叠。这段时间是春季,它从2月持续到4月……由此可知,冬季是被“冬季”这个事件所决定的时间统一体,
它从11月持续到1月;而春季则是被“春季”这个事件所决定时间统一体,它从2月持续4月……这示意我

们,在斯多亚哲学中,时间单位的制定不是任意的,而是被占据着该时段的前后相继的宇宙事件的统一体所

决定的。既然一个宇宙周期内的所有宇宙事件是前后相继的,并且它们构成了一个宇宙事件统一体,那么它

们占据的时间总量就是一个宇宙周期所包含的时间。因此,对宇宙而言,“广义上的当下”是指宇宙在一个宇

宙周期内运动所消耗的时间总量,后者能根据诸宇宙事件的秩序被划分为过去、当下和将来。
众所周知,在斯多亚学派看来,宇宙是一个被宇宙理性或神意统治的神圣整体。每个生存在宇宙中的人

都应该努力去实施合乎宇宙规律或自然法的行为,以此过上合乎自然的生活。上文说过,人是通过把握一部

分被其日常操劳活动消耗的宇宙时间来把握其生命的。这暗示着,假如人想要合适地消耗时间,那么他用来

占据当下的那个行为事件就应该是对当下发生的宇宙事件作出的正确的解释。照此讲来,收集和保存时间

之本质就在于:通过在当下实施那些能正确地解释前后相继的宇宙事件的行为(即诸合乎自然的行为),合适

地消耗时间。可是,要如何在时间层面来理解这点呢?
三 合适的生存方式:在当下自愿从过去筹划未来

塞涅卡曾在谈论时间的三部分之关系时说:“我们中无一人回顾②他的人生,这使我们变得极为糟糕。
我们思考的是我们将要做的那些事。然而,对未来的筹划却源于过去。”③这意味着,要想在当下实施合乎自

然的行为,人就应该从过去筹划未来。可为什么是这样呢? 塞氏回答说:

  时间无限飞逝,这在回顾过去之人看来十分明显。因为,时间欺骗了专注于诸在场的事物的人们,
它的向前逃遁是如此轻快。你要问时间为何是这样的吗? 每一段已逝的时间都位于同一地点;它们展

现的是同一面;它们平静地躺在一起。所有时间都会落入同一深渊。④

这段引文示意我们:首先,所有已逝的时间都聚集在“过去”这个地点中。其次,虽然每一段已逝的时间

所承载的事件各不相同,但由于它们均被冠上了“过去”之名,它们也是无差别的。最后,这些时间平静地聚

集着,它们是无可变动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过去不同于未来,它不急着赶往当下,随后逝去。作为已逝

的时间,过去不可能变得比它本身更老旧;另一方面,过去也不可能被任何人复制。因为,人总是面向未来去

生存。即便某人一直重复做某事,他所做的也不过是让过去作为未来的可能性到场⑤。正是过去的这种稳

定不变性使塞氏感叹道:“过去属于我们,没有任何地点比过去更安全。”⑥

根据斯多亚伦理学,行为被称作“灵魂的冲动”,它是因行为主体的心灵(即灵魂的理性部分)对述谓其行

为的命题表示明确同意或默认而产生的伴有一定情绪感受的实际活动。在此,行为命题不是行为主体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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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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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363页。
塞涅卡这里使用的是拉丁词rescipit。根据《牛津拉丁词典》,回忆、回想等只是该词的引申意义,它的原始意义是:将目光从手头上的事务上

移开,转而看向过去。笔者将之译作“回顾过去”,意在强调这种回顾的自愿性,即:刻意扭头不看在场的事物,将目光投向过去。参见:Ox-
fordLatinDictionary,1632。

Seneca,AdLuciliumEpistulaeMorales,Vol.2,258-259.
Seneca AdLuciliumEpistulaeMorales Vol 1 322-323 
Seneca OntheShortnessofLife 120 
Seneca AdLuciliumEpistulaeMorales Vol 3 130-131 



动的当下才构建起来的,而是他根据自己当下的处境,从那些已储存在自己的心灵中的抽象信念①处采集

的。那么,这些行为命题有什么特点呢? 笔者认为,该问题的答案需要诉诸塞氏对宇宙的解释。简单地说,
塞氏赞同克氏提出的永恒宇宙循环论。他说,宇宙是“永恒且无可匹敌的事物(aeternaresetinvicta)”,它会

依照不同的秩序来安排和塑造始终为它所持有的质料,进而使自己作为无数不同的宇宙持续存在于无数不

同的宇宙周期中②。据此,我们可以将已储存在每个人心中的诸抽象信念分为三类。第一,人通过抽象化他

在当下这个宇宙周期中经验到的诸事件而获得的诸行为命题,如吃饭、睡觉、运动等。这类抽象信念旨在刻

画人们的日常生活。第二,人通过抽象化他当下正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宇宙周期中发生的诸人类历史事件而

获得的诸行为命题。这类抽象信念旨在刻画人类历史的进步。如,通过从“阿姆斯特朗于1969年的首次登

月”这个人类历史事件中抽象出“登月”这个行为命题,杨利伟先生于2013年10月15日成功地登陆月球。
第三,人通过抽象化他在此前无数不同的宇宙周期中经验的全部事件———无论是个人经验,还是人类历史事

件———而获得的诸行为命题。这类行为命题旨在描述人类的创造发明。如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居里夫

人发现镭、青蒿素的诞生,等等。
由此可知,正如塞氏宣称“过去是我们的时间中神圣而特别的部分”③,过去之于每个人都堪比一个聚宝

盆。因为,它是聚集着每一个个体的全部抽象信念的集合,这些抽象信念要么是对个体在当下这个宇宙周期

中经历的诸个人事件和诸人类历史事件的抽象,要么是对个体在此前无数的宇宙周期中经历的全部事件的

抽象。由此可设想:根据自己的当下处境,将目光投向过去,在其中采集一些抽象信念并将之作为未来的可

能性在当下展开,每个人都能构筑独属于他的未来。可是,过去已逝,未来尚未到来,人又如何可能在当下从

过去筹划未来呢? 塞氏说:

  你瞧,我们的心灵是多么盲目啊! 我所谓的未来当下正发生,并且它的大部分已经发生了。因为,
我们已度过了这段时间。然而,我们却犯了这样的错误:恐惧最后一日。因为,像这样逝去的每一日,它
们聚集起来才完成死亡。……诚然,最后一日才抵达死亡,但每一日都逼近死亡。死亡会逐步消耗我

们,而不会一下子擒获我们。④

这段引文表明,作为终有一死者,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当人在度过人生旅程时,他也在完成死亡。也就

是说,死亡是一个过程,发生在最后一日的“亡故”才将之完成。鉴于死亡是每个人的终极未来,可以设想的

是:对每个人来说,未来都不纯然是尚未到场的,只能说只有一小部分未来是这样的。因为,一部分的未来已

沦为过去,一部分的未来正急匆匆地赶往当下。这示意我们,时间的三部分都能被理解为未来:过去是“已到

场的未来”,当下是“正到场的未来”,未来是“尚未到场的未来”。由此可见,人总是面向未来去生存的,其生

存维度就在未来。这表明,我们每个人对生存的理解都深受未来的影响。那么,这份影响是如何的呢? 笔者

认为,凭借“盲目(caecitas)”一词,塞氏指明了这份影响之恶劣,即: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误解,人遗忘了自己

的有死性。由此,他切断了过去、当下和未来三者间的联系,错误地将未来理解为尚未到场的时间。但事实

上,未来却是人从过去筹划并在当下展开的时间。因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就是在当下从过去筹划未来。上

文说过,塞氏主张永恒宇宙循环论。在他看来,虽然在无数不同的宇宙周期中存在无数不同的宇宙,但诸相

同的宇宙事件会在不同的宇宙周期中重复发生。既然每个人都曾在此前无数的宇宙周期中生存,那么他就

经历过所有这些宇宙事件。由此可推测,在时间层面讲来,正确地解释诸宇宙事件说的是:当诸宇宙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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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按照斯多亚学派的说法,灵魂是与身体一样的物体,它们以保持各自本性的方式充分混合着。当身体遭受内或外的刺激时,心灵(即灵魂的

统治部分)首先会根据诸刺激来塑造自身形状,产生表象着诸刺激物的诸印象。这些印象主要是表象着刺激物的诸感觉观念,如红、冷等。
其次,通过运用类比、缺乏和相似等方式组合诸感觉观念,心灵将之扩充为各式各样的复合观念,如独角兽、米奇等。再次,通过整理、分类和

抽象化诸复合观念,心灵便产生了一些类属的观念,即诸概念。最后,通过组合诸不同的概念,心灵就形成了诸抽象信念,并将之储存于自身

中。

Seneca AdLuciliumEpistulaeMorales Vol 1 400-402 
Seneca OntheShortnessofLife 120 
Seneca AdLuciliumEpistulaeMorales Vol 3 390-393 



生时,根据自己的当下处境,自愿回顾过去并从中采集一些抽象信念作为未来的可能性在当下展开,使自己

能泰然自若地面对这些变化。这表明,收集和保存时间之本质在于:在当下自愿从过去筹划未来。
此外,根据正统的斯多亚伦理学,行为命题本质上是心灵对诸宇宙事件———它们述谓宇宙万物———作出

的理性价值判断。这意味着,是否拥有宇宙万物的知识决定了人能否过上合乎自然的生活。而按照斯多亚

学派的说法,唯智慧者拥有宇宙万物的知识,他们好似宇宙之神宙斯(Zeus)一般,总是能适时地运用自身的

认知和言行,正确地解释发生在这个受宇宙理性和神意统治的宇宙中的所有事件。而我们所有人却是愚蠢

者,由于缺乏宇宙万物的知识,我们无法持续对诸宇宙事件做出正解。这致使我们无缘于合乎自然的生活。
但根据上述结论,决定人能否过上合乎自然的生活的关键不在于人是否拥有宇宙万物的知识,而在于人是否

真的领会自身的生存方式。在此,笔者所谓的“真的领会”说的是:总是在当下自愿从过去筹划未来,使自己

沉着冷静地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这示意我们,塞氏所谓的“收集和保存时间”其实是对斯多亚伦理学的突

破,因为它为我们普通人过上合乎自然的生活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收集和保存时间之本质不在于占有更多的时间量,而在于合乎自然的生存方式,即:在当下自

愿从过去筹划未来,使自己泰然自若地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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