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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盘古开天地，于是有了空间。乾为天，坤为地，空间是

万物存在的基础，生命得以修养生息。空间不仅是物理学概
念，也有深厚的社会哲学意义。深入探索空间涵义有利于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我们大家赖以生存
的空间，建立正确的时空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正确理解空
间，合理利用空间，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才能正确地践行
碳中和绿色生态发展道路。

茫茫宇宙中，人类没有同伴，地球形影孤单。造物主集
智慧与灵性于人类一个物种，将美丽如画生机勃勃赋予蓝色
星球。如同将万般宠爱给一个独生子，安置于独一无二的理
想花园。自古以来，人类探索空间，希望找到自己的同伴，
发射了各种信号，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也希望能找到地球
之外，适于人类生存或移民的“第二家园”，遗憾的是两种
尝试今天还未实现。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加速追求物质消费和占有财富，过
度浪费资源，万物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人类将几千万年形
成的石油煤炭挖出来一把火烧掉，取出热量用于消费，排放
出过多二氧化碳，导致气温升高，引起气候变化，引发频繁
自然灾害。人类应该敬畏大自然，尊重客观规律，认识地球
只有一个，人类已造成生态链破坏，威胁自身生存和生态平



衡。人类需要深刻反思，只有保护好这颗美丽且唯一的地球
空间，人类才能生存得更久一些。

二、空间的物理属性
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有了相对足够的空间，

才能相对自由地生活和工作，追求自己的理想，创造绚丽多
彩的人生。空间大小适中，人就会有舒适感。空间不够或拥
挤将会感到挤压，或心理上的压力。空间也不一定是越大越
好，按东方文化讲，镇不住气场。

经典物理认为空间由三维组成。有了长宽高，我们生活
的空间就确定了。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空间认知尺度越
来越大。大爆炸理论讲，宇宙产生于 138 亿年前的一个点。
这个点爆炸了，于是有了宇宙。宇为空间，宙为时间。现在
宇宙如此之大，要以数百亿光年来衡量，并且还在以加速度
方式膨胀。现代物理学认为宇宙中还有大量的暗物质和暗能
量，但还没有听说有“负空间”，也许暗物质暗能量也需要
空间吧。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原理的表述，再过
数百亿年后，宇宙归于热寂，一起都将终止，空间和时间就
不存在了。这些都是假设，这种模型过于悲观，大家不愿意
接受，期待物理学家继续研究，给我们一个乐观的解释。百
亿年很遥远，人类也是宇宙长河中一个片段。吾等普通人只
能活到百年，应该珍惜时光，活好当下，安排好自己的空间。

空间也可以无限小，经典物理讲粒子可以无限分割。万
物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
原子核有质子和中子构成，再往下有夸克、光子和量子等等。
到这一微观层面，既有粒子的特性，又有波的特性，科学家
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和“波粒二象性”。即万物既有物质
属性，也有能量属性。在极微尺度观察，物质或以粒子或以
波形态存在于空间，或空间由粒子或波构成。

空间有多空？物质密度是单位体积内的质量。比如黄金
比铁重，因为金元素的密度比铁元素密度大。如果把北京市
比方成一个原子，那原子核可能只就天安门城楼那么大。外
层电子也许是跑在六环甚至更远的一台或几台车。绝大部分
空间是空的，但这不是绝对的空，只是我们无法认识或无法



观察的其中奥秘。现代科学推算空间有大量的暗物质和暗能
量，也只有这样宇宙才能平衡。

古代人类认知和生存空间有限，摘果子打猎依靠木棍和
石头，交通工具主要依靠自己的手和脚，驾宝马良驹也就日
行千里夜走八百，地域空间是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主要障碍。
地理空间形成天然屏障，保护族群不被猛兽或敌人伤害。如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长城有效抵御来自北方民族的侵扰，可
以在相对固定的地盘内耕地种粮和饲养家禽，农耕文明得以
发展，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封建”的本意即是地理空间决
定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古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抢夺土地，
占领资源。谁的地盘大，谁的发展空间就大，谁的国力就强。
传统地缘政治延续到现在，国家空间概念依然重要，“每一
寸土地都是鲜血换来的”。纠纷和战争从陆地到海洋，从地
下到天空，占有空间就具有资源和地理优势。有了对空间的
正确认识，现代文明已经超越了“地缘政治决定论”。这个
唯一的地球村并不是很大，过度的资源开发使得地球村愈发
显得拥挤。现代人不该野蛮行事，应该像好邻居一样坐下来
好好商量，友好相处，建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加拿大印第安人很早就对空间有科学的认识。加拿大地
下矿产丰富，印第安人矿权的定义是以地表面积向下延伸一
直到地心。地球半径约 6300 千米，矿权面积向下的锥状空
间的矿资源都受法律保护，叫“Freehold property”，至今
加拿大法律依然保护印第安人的合法权利。随着科技的发展，
理论上可以向下打钻几千公里，所有的矿都归矿权主人。现
在人类活动只能深入地下不到十千米，往下延伸的几千千米
常常引起无限遐想。联想全世界的房地产，都是以“平方米”
计价，科学上应该是“立方米”计价才对，毕竟装修和维护
消耗的资源和能源是以空间计算的。笔者无意改变“平方米”
的概念，因为地产税如何计算已经很烧脑。地产税的推出使
得大家认识到无论是对“面积”还是“空间”占有，不是越
大越好，而是合适才好。

智慧的人类文明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人类的物理空
间大大延伸，“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南极北极五
大洋，已经没有人类到不了的地方。汽车、飞机和高铁比飞



鸟快，航天飞机太空傲游将是家常便饭，人手一台的手机把
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万水千山无时差。木棍、汽车、房
屋、宇宙飞船，是人类手脚的载体和延伸。生命由物质和思
想组成，空间也由此分为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手机、万物
互联，虚拟空间和元宇宙是人类思想的载体和延伸。物理的
载体会老化甚至死亡，而思想不会。马斯克研发的芯片已经
可以植入人体大脑，与数据云相连。人类已经可以把人类物
理地送往太空，量子科学工程或元宇宙或将人类思想传播得
更快更远更久。理论上，数据在，思想就在；肉体可以消失，
思想得以永存。

三、空间的社会属性
空间既有物理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人类起源都现在大

约上百万年，早期大多数时间个体数量很少，空间广阔，物
资匮乏，需要共同面对许多自然界的天敌，那时是原始共产
主义，一切都是共享。一起居住洞穴，一起打猎，一起生活，
一起繁衍生息。

圣经讲，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他们一起快乐地玩耍。
任何东西都是大家的，可以定义为“公域”。直到有一天蛇
的出现，他和她萌生了羞耻心和分别心，即有了隐私，于是
用树叶隔开，“私域”便产生了。“私域”与“公域”是相对
的，需要时既可以互相转化，又可以各自区分。这个空间不
仅是物理的，也是心理上的。有了空间和边界，人类有了相
对独立的活动范围，也就有了私有财产，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社会规范和体系制度。人与人之间有了边界，于是私有制
就产生了。早期人类为了生存，保护自己，建立部落，形成
自己族群的空间。族群逐渐发展壮大后，要与其它部落争夺
食物和领地，谁的空间大，谁就有更大的生存发展优势。从
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空间的概念被制度
化和具体化。“私域”是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个体、家庭、
部落和国家都是建立在空间和物质基础之上。家庭的院墙和
国家的边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化制度确立了个体的
空间和财产属性，现代社会制度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财产和空间的拥有量化为金融和财富，每一位社会人因此确
立在社会中的地位。



《心经》中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简单的理解是空
间充满内涵，内涵构成空间。庄子的弟子们十分尊敬师长，
在老师临终前请求，您百年后需要怎样华丽的棺木和珠宝陪
伴？庄子说，再多的珠宝也比不上天上的星星，再好的棺木
也不如与大地一体。对财富和空间不过度占有，是人类文明
所倡导的。庄子思想境界高远，在两千多年后依然闪耀光芒。
这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

四、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延伸
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和对物质的追求，逐渐形成了唯

物价值观。随着人类物质商品的极大丰富，和互联网时代的
互联互通，对物质占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将发生改变。2000
年左右中国老百姓许多一家三代挤在一起，空间十分狭小，
大多数家庭没有自己名下的房屋。2010 年左右，房屋供应量
剧增，房地产成为中国最大的产业。到 2020 年全国人口统
计，14 亿人口，3 亿多家庭，拥有 5 亿多套房，每个家庭平
均约 1.5 套房。其中存在很大的不均衡，许多家庭没有房或
者居住环境较差，许多家庭有多套房。多余的房已经不是生
活必备的空间，而是被资产化或证券化，成为资产或投资的
属性。多余的房子卖给谁呢？投资房子还能保值增值吗？房
子面积不会增大，功能只会变旧变老。

当您在办公室时工作时，您的卧室、厨房、客厅和汽车
都是闲置的。空间被分割成各种功能区域。一个人只能在一
个时间出现在一个地方，使用效率很低。卧室只能睡觉吗？
客厅只能会客吗？办公室只能办公吗？汽车只能驾驶吗？
其实一个空间可以实现很多功能，互联网和物联网已经实现
很多共享。以后“开会”不需要去“会议厅”，“看电影”不
用去“电影院”，“上班”不一定去“公司”，智慧建筑和万
物互联可以有效调节“公域”和“私域”，空间可以转化，
可以共享。疫情以来很多单位不用去上班，网上沟通，工作
效率好像没多少影响，顿时节约了许多交通、时间、资源和
能源。曾请教年轻的双职工会不会为抢夺书房发生矛盾，被
告知使用率最高的是卧室，床上也可以写电脑程序开网络会
议。一下子理解了“躺平”并不是完全的躺平。只要脑子还
在动，就可以工作；这样的生活工作方式颠覆了传统认知。



空间的智慧合理利用，将大大节省建筑面积和材料能源，楼
堂馆所不需要那么多了。我们的生活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巨大
的改变。新的发展模将是节约资源和能源的，不会产生大量
的二氧化碳，这就是理想的未来生态。

汽车是移动的空间。全世界大约有十亿台私家车，平均
使用时间大约两小时，使用效率不到十分之一。一台车重约
两吨，一个人按 70 千克算，质量效率约 3.5%，大城市拥堵
的汽车浪费了巨多的能源，挤占了巨大的空间。互联网和物
联网实现了汽车的无人驾驶，人从方向盘上解放出来。未来
汽车里面可以开会、休息、健身和娱乐，唯一不需要的是驾
驶。汽车具有所有房屋的功能，还能移动。信息化打通了建
筑、汽车与交通之间的共享互联，移动空间与不动产之间的
功能正在逐渐融合。汽车把客人送到目的地后不用进停车场，
智慧地去接下一位客人。如果汽车的使用时间从现在平均 2
小时提高到 12 小时，效率将提高到五倍。无人驾驶汽车智
慧化、减量化和共享交通，汽车占地、资源和能源消耗将大
大降低，这是绿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之一。

以物质为基础的价值观正在改变，未来房子和车子可能
不是最值钱的。什么才是最价值的，或应该追求什么？马斯
洛理论将人类的幸福层次分为五层，最底层是物质基础的满
足，如吃穿住用。在此之上，应该有爱，有被理解，荣誉，
快乐和幸福等。越往高层次，似乎越不太需要占有更多的资
源和能源，也不需要太大的物理空间。现在人类逐渐认识到，
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唯物和唯心只是认识世
界的两个角度。浩瀚宇宙中，人类是一股沙尘，个体只是沙
尘中的细微颗粒。生命虽然像夏花一样短暂，但每个人都希
望绚丽多彩。科技进步为人类创造了更好的载体，但生命的
意义还需更深入地探索，更多对宇空的认知，可以指导我们
更加幸福美好地生活。

五、元宇宙、虚拟空间与未来发展
元宇宙首先是虚拟空间概念。具体内容目前众说纷纭。

虚拟空间也可以称为思想空间。在元宇宙时代，每个人都可
以在云端开设各种虚拟空间，开展各种各自喜欢的生活、工
作，追寻自身的幸福。元宇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



更高的效率，更多的幸福快乐和生活体验。那时候，人类的
活动空间和思想空间将大大延伸，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
都会显著增加，人类也许可能接近永生。

元宇宙也被称为平行宇宙，即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两重
或多重维度。物理世界负责吃穿住行基本物质能量需求，保
证生命物质载体正常工作，思想可以驰骋在无限的虚拟空间
中。如同孙悟空七十二变，同时出现在众多虚拟现实中，您
可以在虚拟现实中身临其境，感知触摸虚拟空间中的音容笑
貌，体验多重生活，感受近乎极限的快乐。列子传中记载周
穆王驾八骏马去昆仑山瑶池相会西王母，自身享受三年各种
荣华，但一觉醒来大臣们提醒穆王并未离开，只是做了一个
梦。这个美丽的故事流传了数千年，也许中华圣贤早有元宇
宙的思想，只是没有当代的物质条件。元宇宙可以带您回到
美好的童年，可以去会您暗恋的女友，没准这次她就同意了，
可以弥补您考上北大却没有卖过猪肉的体验，可以和人生知
己幻化为两块石头等待海枯石烂。元宇宙随时切换到过去和
未来，将人类带入四维或多维世界。人类的脑容量显然装不
下这么多信息，但思想在无界的虚拟空间任意翱翔，无需骏
马豪车或宇宙飞船。也应该意识到，元宇宙能创造快乐与美
好，就可能带来痛苦和伤心。如同有物质和能量，就有暗物
质和暗能量。

元宇宙将依靠巨大的算力和数据储存，仍可能需要消耗
资源和能量，但至少节省了上下班交通拥堵消耗的能源和浪
费的时间。如今人类已经离不开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说已经
走进元宇宙而无法回头。生活方式已经改变，未来发展模式
不可逆转。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警示人类需要生态绿色发展。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碳减排、碳达峰、碳中和”，
正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虚幻。
未来虚拟空间肯定不会以“平方米“或“立方米”计价，也
许可以依照快乐和幸福程度来计价？古人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念，“千顷良田、家财万贯”很难
流芳百世。满足基本生活条件后，健康、快乐和幸福才是美
好人生，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将建立在此基础上，而不只是追
求物质。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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