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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经历 2000 多年漫长岁月的洗礼, 兵器自然哲学思想的胚芽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构

筑现代自然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也是本世纪一系列科学理论新的生长点。韩非子/ 矛盾之说0

已发展成为现代/矛盾对立统一0的宇宙观。胡非子/令合弓矢0的观点也成为在现代条件下探索自

然界互补性、并协关系、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驱。自古以来关于/ 镞矢不行不止0、/飞矢

不动0和/ 时间之矢0旷时持久的讨论, 启迪了人们/找到自然界无数奥秘的答案0。由人们最熟悉的

兵器自然属性出发,从形象思维跃升为抽象的哲理,再回到实践, 引发人们对现代自然观若干重大

课题进行诠释和深层次思考。这就表明:兵器自然哲学思想经历了一条/ 历史的和逻辑的相统一0

的漫长的发展道路,对现代自然观变革产生一种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兵器是一种人工自然。人类早期的兵器虽然比

较简单,但是十分重要, 又是后来复杂兵器的基础。

它们不但是打仗时必用的武器, 而且也是古代农牧

渔生产常用的工具, 正是人们习见熟知的东西。在

制作和使用矛、盾、弓、矢、刀、剑、枪、炮等过程中, 从

它们的自然属性的辩证特点出发, 人们由直观形象

思维不断跃升为抽象辩证思维, 从而悟出一系列深

刻的哲理来。这些哲理由胚芽而不断发育成长, 表

现出十分强盛的生机活力, 对现代自然观的变革已

经发生了重要作用。本文分三个方面试作探究, 尚

祈读者指正。

1  / 矛盾之说0与现代自然观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 / 矛盾0一词最早见于5韩非

子6。韩非是战国后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

辩证法思想的学者。据5韩非子#难一6所载: / 楚人

有鬻盾与矛者。, ,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

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 矛盾之说也。0应

该说, 韩非在这里是在形式逻辑意义上谈论/ 矛盾0

的。在韩非之后, 我国古代学者对/ 矛盾之说0 又陆

续有所发挥。例如, 记述南北朝史事的一部史书5北

史6 ,就在/ 李业兴传0中写道: / 亦云上圆下方, 卿言

岂非自相矛盾?0 唐代哲学家刘禹锡在5因论#儆舟6

中谈论物质实体发生运动变化的原因时, 在辩证法

意义上使用了/ 矛盾0这一概念, 使其自然哲学思想

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他这样说: / 祸福之胚胎也, 其

动甚微; 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0

本世纪以来, / 矛盾0 一词的使用愈见频繁。

1916至 1917 年,李大钊接连在5民彝6和5宪法公言6

等杂志上发表文章, 文中屡次使用/ 矛盾之说0、/ 矛

盾性0、/矛盾生活0、/ 矛盾之哲学0、/ 矛盾之社会0、

/ 矛盾之政治0等一连串术语。1917至 1918 年, 毛泽

东在阅读5伦理学原理6时随笔写了批注, 他曾批注

上/ 必陷于矛盾0等语。1925 年和 1927 年,毛泽东分

别写了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6和5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6 ,文中出现/ 矛盾惶遽状态0和/城乡矛盾0

这两个词组。后者已经是在哲学概念上使用/ 矛盾0

一词的了。1929 年 4 月李达出版5社会之基础知识6

一书, 书中说: / 辩证法是矛盾的发达的法则。0 1932

年 9 月李达又和雷仲坚合作翻译出版了原苏联西洛

可夫等人著作的5辩证法唯物论教程6 , 这个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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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使用/ 基本矛盾0、/ 主要矛盾0、/ 矛盾的主导方

面0、/ 矛盾的特殊性0、/ 内的矛盾0、/外的矛盾0、/ 社

会和自然的矛盾0、/ 不同质的矛盾0等术语。至此

/ 矛盾0已经正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常用的哲学范

畴了。毛泽东自 1936 年 8 月起多次精读这本教程,

并在书上作了许多批注。他写的批注同样大量使用

/ 矛盾0这个哲学范畴。不久, 毛泽东在自己所作的

5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6一文(作于 1937 年

5 月 3 日)更加得心应手、浑洒自如地使用/ 矛盾0这

一哲学范畴(多达 22 处)。1937 年 8 月,毛泽东完成

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

务,取名/矛盾论0。他的讲稿5矛盾论6 , 连同5实践

论6 , 都在延安/ 抗大0讲演过。和培元是当年在延安

崭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家,他听了毛泽东讲演后不久,

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认为5矛盾论6代表/新哲学中

国化的正确道路0 112。此语可谓中肯, 长时间以来一

直发人深思。

这个/ 中国化的新哲学0对于现代自然观变革起

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5矛盾论6所说: / 自然界的

变化, 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0 122
中

国古代虽然产生过朴素的辩证自然观, 但由于社会

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完全地、深刻地解释自然现

象,它往往抵御不住各种错误观点的侵袭,也难以为

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科学家和哲学家

曾经用过/ 阴阳0、/ 两端0、/ 耦0、/ 道气0、/ 五行生克0

等来解释某些自然现象的成因, 他们终究未能正确

地、统一地回答自然界发展变化根本原因的问题。

毛泽东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同本世纪传入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巧妙地结合起来 ,推出/ 中国化的系

统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0。这个哲学教导人们要

善于观察和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矛盾运动, 从而找到

解决其中矛盾的正确方法, 因此它/ 在人类认识史上

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0132。

毛泽东生前十分关心自然观发展中的新问题。

1957年 11 月 18 日, 他在莫斯科的一个国际会议上

说: / 在原子里头, 就充满矛盾的统一。01421964 年 8

月,毛泽东又多次召集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座谈/ 新

基本粒子观0问题。他多次指出,基本粒子还充满矛

盾,物质是无限可分的。1965 年, 我国科学家运用矛

盾分析方法,提出了闻名世界的/ 层子模型0 , 统一地

解释 200多个强子的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

某些强相互作用的问题。1977 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

的第七次国际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 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格拉肖教授提议, 把比夸克和轻子更深一个层

次的粒子命名为/ 毛粒子0 ( Maons)。毛泽东用矛盾

对立统一观点分析当代自然科学新出现的问题, 已

经引起了国际科学家的普遍重视。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曾经提出过一个命题: / 道

始于虚廓, 虚廓生宇宙, 宇宙生气。0 (5淮南子#天文

训6 )这种组成宇宙万物的虚廓究竟是什么呢? 过去

的自然哲学是无法具体地解决的。本世纪科学和哲

学都在向前飞跃发展, 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组成宇

宙万物的基本物质是场, 粒子只是场的特殊情况, 是

矛盾特殊性的一种表现。虽然,在宏观世界中,人们

看到的是各种粒子组成的宏观物体, 但是这并不代

表问题的本质, 正如人们看到天空中太阳绕大地转,

但这并非本质。在现今高能物理实验中, 一个高能

电子在轰击原子核时, 可以转化成数量达几百亿的

电子与正电子对。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微观粒子实验

中也可以观察到。可见, 在高能物理领域微观粒子

的自由度可以大大地改变。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可知, 场是一种连

续形态的物质, 它可以包括非常多的自由度, 而粒子

只是场的某种特殊形态, 自由度是有限的。人们发

现, 只有满足量子化条件的那些以平面波形式而振

荡的东西才相应于微观粒子, 这是矛盾的特殊性表

现。由于具普遍意义的场, 其内部存在一系列矛盾

性, 这就决定了场仍然是可分的, 可以一直分下去。

毛泽东在 60 年代说过: / 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

质子, 中子,电子仍然是可以分的。现在实验上虽然

还没有证明, 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

可分的。0152毛泽东所作的这些论断 30 多年来不断

为越来越精确的科学实验所证实。

2  / 令合弓矢0与现代自然观

古人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 弓与矢形成一种互

补、和合、协调的关系。在我国历史文献中, 胡非子

最早就这种关系提出/ 令合弓矢0的观点。胡非子是

战国时代的学者, 他的老师则是先秦著名思想家墨

翟。墨翟主张/ 兼相爱, 交相利0 , 对于发展/ 耕稼树

艺0和/ 纺绩织 0等科技和生产也十分重视。胡非

子师承墨翟, 在某些方面有所发挥。据5汉书6所载,

胡非子说: / 目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见其眦。一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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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弓良, 无所用矢。. 一人曰: -吾矢善, 无所用弓。.

羿闻之曰:-非弓何以往矢, 非矢何以中的。. 令合弓

矢,而教之射。0胡非子借用夏朝时东夷族首领, 擅长

引弓射箭的后羿的话, 在这里阐述了/ 弓矢密切配

合0的道理: 没有弓则矢射不出去, 没有矢也中不了

目标,只有弓矢紧密结合才能完成引弓射矢击中目

标之事。胡非子以强弓利矢优势互补的事例, 说明

了事物之间普遍存在并协关系, 要人们善于去发现

和利用这种关系。

谈论弓矢关系的还有5管子6、5周易6、5孙子6、

5司马法6、5吕氏春秋6等重要古籍。5管子#形势解6

就指出: /调和其弓矢而坚持之。其操弓也, 审其高

下,有必中之道。0 还有许多学者从哲学上把反映弓

矢关系的并协原理加以阐发。荀子在5天论6中说:

/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0宋代著名哲学

家张载提出一种/ 太和理论0 , 认为/ 不有两则无一0 ,

由两个对立面谋求/太和0 (即统一)可以推进事物的

变化发展。历代军事家也经常研究和灵活运用/ 令

合弓矢0的观点。如战国时代兵书5吴子6常称: / 兵

贵其合,和则一心。05白豪子6也说: / 合则势张, 合则

力强,合则气旺, 合则心坚。0

古代学者还把/ 令合弓矢0的并协原理运用到科

学实践中去。被李约瑟博士誉为/ 中国古代和中世

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0的宋代学者苏

颂当初在研制举世闻名的水运仪象台时, 就运用并

协原理,巧妙地把时钟机械与天文观测仪器两者紧

密结合起来。他在著作5本草图经6时, 又创造性地

把 933幅药物绘图与 635种药物的文学说明并列比

照,完成了/ 中国医药研究史上一项杰作0。清代学

者李光地从并协原理出发, 提出过一种在他所处时

代罕有的观点,他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与人相陪

而生的万物都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份, 必须重视

人与大自然协调发展的问题。他说: / 天要生人, 不

得不辟世界以为之地步, 又必生物以陪之。0162李光

地还敏锐地指出,当时西方人士过份地掠夺自然, 而

没有注意到/触怒0自然界, 他们似乎还没有考虑到

人与自然/ 调理不周0时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他说:

/ 西人历算比中国自觉细密, 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

, ,不知天于人君,犹父母也。父母或有病, 饮食不

进,岂不是风寒燥湿所感? 自然有的, 但为子孙者,

自应忧苦求所以然之故,必先自返其身: 或是己有不

是处触怒致然? 否则亦是我有调理不周而致然?0172

李光地既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之灵秀, 又主张人必须

与天地万物协调发展, 以便/ 收其利, 远其害, 能尽人

之性, 能尽物之性, 赞化育而与天地参矣0182。李光

地在 300 多年前提出这种重视生态平衡的初步思想

在其行动中也得到了体现。他在担任直隶巡抚期

间, 就采用/ 畿辅艺稻0、灭蝗、护林、抗旱抗涝、扼制

耕地盐渍化等一系列措施, 尽力维护华北地区的生

态环境。这样的远见卓识和务实作风确实令人钦

佩。另一位崇尚实学、心系生民社稷的清代学者蓝

鼎元在 200 多年前也极力主张人要合理地开发和利

用自然资源, 使/ 地灵0与/ 人杰0相互补益, 即/ 地灵

可挺人杰之生, 亦人杰能补地灵之阙, 二者相因0 192。

现代生态伦理学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

施韦兹在检讨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时, 对中国古代

在生态自然观上一贯强调人与自然互相协调的观点

表示/ 由衷的敬佩与赞赏0, 认为/ 这是现代环境保护

意识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先驱0 1102。

弓矢并协观念所起的思想前驱作用在本世纪一

系列重大的科学事件中一再表现出来。著名的现代

物理学家惠勒曾经指出: / 在西方, 并协观念似乎是

革命性的。然而, 玻尔高兴地发现, 在东方, 并协观

念乃是一种自然的思想方法。01112中国古代产生的

这种/ 自然的思想方法0在现代科技革命中一再显示

出强盛的生机活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丹麦物理

学家玻尔就在 1927 年 9 月提出轰动科学界的并协

原理: 在描述自然现象时,必须将互斥而又互补的概

念相互结合起来, 才能完备地描述该现象。玻尔认

为, 这种并协关系涵盖十分广泛, 包括: 微观世界波

粒二象性互补、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关系、因果性与机

遇性互补、连续性与间断性互补、有序性与无序性互

补、平衡与非平衡互补、可逆与非可逆互补、线性与

非线性互补、吸引作用与排斥作用互补等等。玻尔

还广泛地考察了本世纪在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天

文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领域研究的新成果, 他

都找到许多并协关系的实例。因此, 他认为并协原

理带有普遍意义, 他甚至称之为/ 并协哲学0。1947

年,玻尔为丹麦皇室授予他/ 大象勋章0 自己设计中

心图案时, 特地选用中国古老的太极图。玻尔认为,

再也没比它能更好地表达并协关系宇宙观的图案

了, 他为自己的哲学理念与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

证自然观完全一致而感到十分欣慰。

本世纪另一项辉煌的科学成果是爱因斯坦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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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因斯坦于 1905 年提出狭义相对论并于 1915

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发现, 时间和空间存

在并协关系, 它们共建/ 四维时空连续区0。他还发

现质量和能量的并协关系, 当物体以辐射形式释放

能量 $E, 相应地它的质量就减少 $E/ C2 ; 质量守恒

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可以并协成/ 质能守恒定律0。

爱因斯坦证明:不存在脱离物质的时空, 也不存在脱

离时空的物质, 因此时空与运动着的物质也存在并

协关系。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在

1932 年发现了中子,次年海森堡等人就提出: 由中子

与质子并协组成原子核。这种新的原子核结构模

型,使困扰科学家几十年的/ 同位素之谜0 即刻迎刃

而解了。继 1932 年发现/正电子0之后, 人们陆续发

现了许多种反粒子, 由此说明正物质与反物质也存

在某种并协关系。人们还发现, 由正、反物质组成的

正、反世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目前人们正在深入

研究这种并协的特点。

本世纪以来/ 伟大的物理学革命0全面地有力地

推动自然科学迅速向前发展, 它所导引的技术和产

业革命也已经给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方式变

革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另一项伟大的科学革

命发生在生物学领域,它以发现 DNA 双螺旋并协结

构和确定蛋白质多重并协的晶体结构为最主要标

志。上世纪人们还以为蛋白质是生命活动中唯一的

基础物质,而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们从科学实践中

明白了,核酸与蛋白质二者并协,则是所有生命活动

的主要物质基础, 从而开辟了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

命现象的崭新学科(分子生物学 ) , 这一学科已经成

为现今科技发展中的带头学科, 它对下个世纪的科

技革命和人类社会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3  / 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

之时0及其他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在观察箭(矢)的飞行

时,启发了一系列的哲学思考,发表了许多有科学价

值的言论,为后世的科学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

料。5庄子#天下篇6记载了公孙龙学派的哲学命题:

/ 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0。古希腊爱利亚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芝诺也从/飞矢0这一具体事物出发进

行一番哲学思辨。他提出著名的/ 飞矢不动0悖论。

芝诺认为, /飞矢0所经过的时间和空间都是由可分

的点组成的, 它经过任何一个点都在每一个瞬间占

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同的空间, 所以这一瞬间它是

静止的, 而所有瞬间的静止总和仍然是静止。由此,

芝诺得出/ 飞矢0既有运动又不运动的悖论来。

以上有关飞矢的思辨, 牵涉到科学与哲学中一

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因而两千多年来,引起了不少科

学家和哲学家的苦苦思索。在本世纪科学与哲学革

命的浪潮中, /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0及/飞矢

不动0的命题又重新摆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面前, 引

发他们从更深层次和更新意义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法国科学家德布罗意在他

所著5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6一书特地用较大篇幅重

新论证这个命题。他在本世纪 60 年代做出精辟的

分析: / 在宏观世界, 爱利亚的芝诺是错了, 他把过分

尖锐的批评又坚持得过分 ; 但是, 在微观领域、在原

子的尺度内, 他的远见卓识胜利了, 就是说, 如果

-矢. 一旦被完全确定的运动所激励, 它就不再可能

占据其轨道上任何一点。, ,正是这个世界才能作

为全部物理实在的基础并且无疑地由此可找到自然

界无数奥秘的答案。01122德布罗意早已觉察到, / 飞

矢0一类的悖论反映了用/ 粒子0 概念描写的物质所

属时空与用/ 波0概念描写的物质所属时空存在一种

尚待揭示的关系。为了尽快/ 找到自然界奥秘的答

案0 ,他首先提出/ 物质波0的预见性构想,创造了/ 一

切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0的新观念。后来戴维逊

等人所做的/ 电子衍射0以及其他实验都证实了德布

罗意的构想是完全正确的。

自古至今, 围绕/ 时间之矢0命题的探讨一直没

有停止过。而这种思想上的追索也是科学进步的动

力之一。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 米利都学

派创始人泰勒斯就研究过时间的属性,他认为/时间

是永恒和无始无终的0。此后, 赫拉克利特、巴门尼

德、芝诺、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卢克莱修等人都花了不少精力悉心研究/时间0。

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 时间不能脱离运动和变化, 时

间具有一维的单方向性和均匀性。17 世纪末, 牛顿

提出一种观点, 他认为时间独立于空间, 两者互不依

赖。他说, 时间除了具有独立性以外还具有均匀性、

一维性和单方向性。19世纪末 20 世纪初,奥地利物

理学家玻尔兹曼指出, / 热力学时间之矢0与牛顿所

说的时间性质有所不同。在热力学中, 状态函数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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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单调地增大, 直至达到极大值(处

于热力学平衡态)。这说明, 时间像射出的箭那样是

有方向性、不可逆转的。在孤立系统中, / 时间之矢0

总是指向熵增加的方向,换一句话说, 时间的方向是

从小概率态走向大概率态。但是, 这种/ 热力学时间

之矢0却和生物界(包括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事实

发生了冲突。如所周知,生物进化是朝着/ 更加有序

化0的方向发展的, 而热力学系统的自发倾向是朝着

/ 更加无序化0(熵增)的方向发展的。这个问题引起

了现代许多科学家的密切关注。

本世纪中期以来, 控制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新

的科学理论相继问世。它们都从讨论时间入手。维

纳的成名著作5控制论6第一章就以/ 牛顿时间和柏

格森时间0为题而展开讨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

里戈金在其名著5从存在到演化6开篇就声明/ 本书

是论述时间问题的0。普里戈金建立了/ 耗散结构理

论0 ,证明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 当满足一定

条件,系统即可以由无序转化为有序, 保持总熵不变

甚至总熵减小,使系统达到稳定发展。例如, 激光现

象、生命体发育生长和某些定向的化学反应都是这

种耗散结构。普里戈金坚持时间的不可逆性, 在不

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前提下找到一条新途径, 使

开放系统由无序状态转化为新的有序状态, 否定了

/ 宇宙热寂说0。

当今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也证实了/ 时间的

不可逆性0。一系列科学实验证明, 质子和中子都在

衰变,这个过程是单向进行的,一往而不返。大爆炸

宇宙学也认为,宇宙处于不断进化过程之中, 时间是

不可逆的。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表明, 人是在长期的

社会实践中产生时间意识的。皮亚杰提出5发生认

识论6 ,说明了人并非先天就有/ 时间之矢0 的概念,

这种观念是由后天积累起来的社会实践所确立的。

古人长期经历/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0 的自然程序而

产生时间意识, 在积累了许多经验事实之后发出那

种/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0的理念,表达了对时间不可

逆性的心理感悟。

各种科学的发展正在/ 重新发现时间0。同时,

在对时间的重新发现中形成许许多多新学科的生长

点。热力学、相对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

论、协同论、信息论、分子生物学和广义进化理论等

学科创建时无不经历了对/ 时间之矢0的重新思考。

现代科学百花争妍, 提供了人们对时间从各种视角

和各个层次进行全面分析的条件。人们已经认识

到, 在一般宏观低速运动情况下, / 时间之矢0由过去

指向未来, 是不可逆转的, 它既是一种意识观念, 又

具备客观实在性与均匀性。在高速运动情形下, 时

间与空间共建/ 四维时空连续区0 , 它们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 而且与物质及其运动状态有关。在广义相

对论中, 时空结构由黎曼几何来描述, 时空出现弯

曲。量子引力理论则表明, 精确测量时间是有界限

的, 其精度不可能超过 10- 43秒。

围绕/ 时间之矢0 的科学与哲学思考, 自古及今

诱发了一连串的奇妙联想, 通过各种实践, 人们更全

面更深刻地理解时间, 逐步达到对自然界越来越清

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与注释

112和培元:5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6 , 见

5中国文化61941年第 2期第 2页。

1221325毛泽东选集6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02、304页。

1425毛泽东选集6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498页。

152钱三强: 5毛主席指引我们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

峰6 ,见5高能物理6 , 1977年第 2期第 2页。

162172李光地:5榕村语录6卷二十六5理气6。

182李光地:5榕村全集6卷八5尊朱要旨6。

192蓝鼎元:5鹿洲初集6卷一5请修补普宁形胜序6。

1102施韦兹:5敬畏生命6 ,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7页。

1112查有梁: 5牛顿力学的横向研究6 , 四川教育出版

社, 1987年版,第 193页。

1122德布罗意:5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6 ,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第 100页。

=作者简介> 刘青泉,男, 1939年生,厦门大学

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组副教

授。

邮编:厦门 361005

(本文责任编辑  范勤宇)

17

弓、箭、矛、盾之喻和自然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