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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类探索理性和知识统一性的过程就是哲学存在与发

展的历史。关于自然、思维和人类社会的知识存在着统一

性，统一的理论基础就是形而上学。“形”是人的感官所感

知的物质的表象。形而上学是以可靠性的、确定性的“形”

及物性经验知识为基础的认识论体系。

形而上学可分为唯心论形而上学和唯物论形而上学。

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是唯心论形而上学。

存在于人头脑中的观念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于人的感

官，是关于物体“形”的知识；另一种是人的思维加工的抽

象观念抑或是思维创造的形的观念。“形”是人类知识的最

初来源，但是，“形”并不是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而是由

人的物质尺度——感官和物体的表象共同决定的东西；或者

说人获得的客观知识不是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人不能获

得与人的感官无关的客观物质的属性知识。然而，在受“身

心二元论”影响的传统哲学中，存在于人头脑中的对客观

事物的认识观念是与人无关的或分离的——认为对事物的认

识观念是存在于事物中的“表象”“本质”；人的认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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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就是获得存在于事物之中的真实反映客观事物的“表

象”或“本质”——这就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基础。

“本体”“先验理性”“非物质实体存在”和“绝对普遍真

理”等理论是这种分离认识观念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唯物论形而上学与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主要区别在于

“观念的感官决定性”和对“非物质实体”是否存在的认

识。唯物论形而上学来自于对感性的物性经验知识的抽象归

纳和总结，是从分析观念的来源和人的确定性观念出发。唯

物论形而上学认为：物性知识是确定性的，而非物性知识

（先验理性、灵魂等）是不确定性的，不能作为真理性知识

的基础；对客观物质存在的认识结果——观念，有着人（感

官及思维）的规定性。而唯心论形而上学是从人对客观物质

存在认识的抽象结果出发，它们是在语言概念分析中归纳总

结普遍性知识的。他们认为：客观真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真

实反映，存在非物质的实体（先验理性或灵魂等）。

实际上，早在二千年多前，唯心论形而上学认识论的

开山鼻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认识到感觉

与真理性观念的必然联系和“非感知实在”①的不完全确定

性，所以，他在《形而上学》②中写到：“求知是所有人的

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

觉本身，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不仅是在实际活动中，就在

① 即非物质实在。

②书名原意为“物理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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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打算做什么的时候，正如人们所说，和其他相比，我们

更愿意看。这是由于，它最能使我们识别事物，并揭示各种

各样的区别”（980a22），“设若在自然组成的物体之外没

有别的实体，那么物理学就会是第一科学。设若存在着不动

的实体，那么应属于在先的第一哲学，在这里普遍①就是第

一性的”（1026a25）。显然，在亚里士多德所在的时代，

科学技术水平还很落后，尤其是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等科学

知识极为匮乏。因此，在那个时代，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抽象

归纳总结出唯物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体系。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二千年来，尽管笛卡尔、康德、黑

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都在研究和建构形而上学，

但是他们的形而上学都没有脱离与“人的尺度”无关的“精

神实在”和先验理性存在——这一错误认识的窠臼，因而，

他们的形而上学必然是唯心论的。传统哲学，无论是唯物论

还是唯心论，都受到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禁锢和影响。因此，

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从整体上是先验理性的唯心论认识体系。

唯物论形而上学（以下形而上学是指唯物论形而上

学）是我对人类知识统一性研究的成果。它是对传统哲学的

终结和完成，它消解了传统哲学的抽象晦涩和不确定性的思

辨特征（形而上学不是传统的思辨哲学），它揭示了思维的

奥秘（由此否定先验理性的存在），它对哲学史中的所有基

① 先验理性的一种表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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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都给予确定性的回答；它为各门具体学科提供统一的

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是非科学的）；它

为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知识理论进行理论定位和提供评价的标

准（人类历史中，所有关于自然、思维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理

论都是有价值的）。它是唯物唯理性系统性功利性的认识

论体系。

笔者即将完成的《形而上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

分是“唯物认识论纲”，主要阐述对自然、思维和人类社会

知识进行统一的形而上学基本原理；第二部分是“思维与人

性”，主要阐述揭示思维的人性心理现象及其物性机理（生

理心理学）；第三部分是“哲学史与形而上学”，主要阐述

在唯心论形而上学禁锢下的哲学发展史。

此次出版的《形而上学——基于以太及形变的物理学

理论》是“唯物认识论纲”中的重要篇章，是根据形而上学

原理对物理学所作的考察。考察的主要内容是物理学理论的

来源和确定性，即物理学理论是否来自确定性的经验物性知

识。在考察中，我发现不仅思维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建立在

“形”及物性知识的基础上，作为物性知识的基础理论的物

理学——也必须受到形而上学的约束。在这之前，我并没有

意识到物理学中还存在着违背形而上学的不确定性理论。然

而，这正是目前物理学理论难以统一的原因。

在考察中，我推导出一些与现代物理学理论相异的结

果（经典物理学理论完全符合形而上学理论），这使我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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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尽管在考察中，我力求推论过程的严谨，并始终以客

观实际和确定性的经验理论检验推论结果，但是，由于对物

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知识存在着不足，我怀疑还存在着没

有考虑到的却很重要的因素。因此，新的推论结果使我感

到惶恐不安。为了避免粗浅、错误和不足，我决定将这部

分内容提前发表，以期得到广大读者与相关领域专家的关注

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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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1 物理学理论的统一与形而上学

人类很早就获知了“万事有因”的理性观念。在现实生活

中，人们所感知的一切现象都是物质现象( 尽管人们把感知的

一些现象称为精神现象，但有别于物质现象的精神现象并不

存在) 。对所感知物质现象的“因”的解释有三种: 第一种是物

性知识的解释，如昼夜交替现象的原因是地球的自转; 第二种

是人性知识的解释，如“万物有灵”; 第三种是神性知识的解

释，如雷电是天神的震怒，神性知识来源于人性知识。采用何

种知识解释感知的物质现象取决于个人的知识结构( 物性的、

人性的、神性的) 、水平和思维能力。当人们不足以运用获知

的物性知识确定性地阐释具体的客观物质现象时，就会因事

物的相似性，借用获知的人性或神性等非物性的知识去阐释

它。因此，用非物性知识阐释物质现象显现了人的物性知识

的不足。

物性知识①是用物质的结构、物质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解释

物质现象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它主要用来解释无目的、无

1

①物性知识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宇
宙学等等。物理学归属于自然科学，是研究物体的结构形变、运动和作用属
性的学科。



思维的物质存在和现象，而人性现象不同于一般的物性现象，

人性现象主要的特征是人具有观念、思维和行为的能动性。

人性知识主要包括人的观念( 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表象印象和

意象印象等) 、心理( 情感、情绪等) 和行为等方面的知识。在

现实生活中，人们只能用人性知识来阐释有观念、思维和能动

性的人及人类社会。

哲学追求理性，也追求各种知识的统一。在哲学史上，哲

学家无法用物性知识来解释人性现象，但是他们可用人性现

象来解释物性现象，这种解释的结果就是认为“万物有灵”，存

在着“绝对精神”，这就是传统哲学整体表现为唯心主义的现

实原因。因此，传统哲学尽管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

区别，但是它们都是不彻底的，或者说传统哲学中不存在具有

界限分明的、严格的、系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知识体系。

一般而言，物性知识是形象直观的、可证实的、确定性的，

而人性知识是抽象模糊的、难以证实的和不确定性的。物理

学始终是坚持用物性知识阐释物质存在、运动和变化规律的

学科，但是，物理学并不是没有受唯心哲学影响而独立地发

展，因为物理学存在着还没有被认识的客观物质存在领域。

人们没有获得和掌握对所有物质现象的经验知识和确定性的

理论，所以就不能用现有的、确定性的物性知识对所有的物质

现象进行客观的、确定性的解释。因此，物理学移植非经验的

物性知识( 在物理学中的非经验物性知识不一定是人性知识，

但却和人性知识一样———是人的思维创造的与客观存在不一

定符合的主观知识) 就不可避免; 物理学中充斥一些不确定性
2



的“不着调”理论就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物理学还不是完备

统一的可靠的确定性的物性知识的理论体系。

对人类而言，客观物质世界是绝对的———客观物质的存

在、运动和相互作用过程是唯一的。我们所感知的宇宙只能

有一个必然性、确定性的历史，它不会是来自随机的偶然或任

意———“上帝不会掷骰子”。因此，我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真

理性认识必然是统一的和确定性的。

物理学也必须是不存在悖论的、统一的、真理性的理论体

系———它是对客观物质存在的结构、运动与作用属性的正确

反映。一切非物性的物理学理论不仅是不确定性和悖论的根

源，也影响物理学的统一与发展。物理学理论的统一需要哲

学理论，而这种哲学理论就是形而上学。

1．1 考察物理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基本原理

人类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中不存在先验理性或者纯粹理

性，所有确定性的、普遍的理论知识都是对经验知识的抽象归

纳和普遍化。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来源于客观经验知识，是

对确定性的客观经验知识的抽象归纳和普遍化( 演绎) ，并且

普遍化的理论在实践应用中不能出现不确定性，或者说普遍

化的理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考察物理学所涉及的形而上学原理主要有物与形、客观

存在( 或实在) 、确定性原则、对象与属性等。

3



1．1．1 物与形

物①或物质是客观存在对象，“形”是指由人的感官感知

的物质的表象。人的感官是感知物质“形”的器官，物质与感

官相互作用时，感官本身会产生形变。作为观念的“形”( 印

象) 或“物”的表象是物体与感官相互作用导致感觉器官形变

的结果。我们把由感官获得的物质属性称为感觉属性，也称

为“物质的表象”或“形象”。

“形”是从物质对象的属性认识中抽象归纳出的物质的普

遍属性。我们所感知的物体都具有形，无形的物体不存在。

人不能感知客观物质世界中无形的东西，无形之物的存在也

无法得到人的实践检验。人的无知或人无法解释的客观物质

现象并不能证明无形之物的存在。

人的无形之物的知识来源于有形之物，是人的思维创造。

因此，无形的、抽象的东西只是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单纯观

念。场作为物质性存在，必然是有形之物。

1．1．2 客观存在

在宇宙中，只存在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空间、时间。空间

和时间是物质的属性，人们是通过物质的形和运动属性认识

了空间和时间。物质、空间和时间的存在是绝对的。

物质不能从无中产生，我们感知的无中生有的现象最后

4

①物质、物体等概念是对作为认识对象的物的表征，“质”与“体”都是物
的抽象属性且都归属于“形”。但是，物并没有异于“形”的质或内在的质或
本质的属性。



都被否定，即使人的思维创造的观念，也是加工大脑中已经存

在的来源于感觉的印象观念的结果。

物质世界的存在是绝对的———物质的存在和运动是绝对

的，空间的存在是绝对的。相对是对于人的认识观念而言的。

1．1．3 确定性原则

确定性是指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认识结果的唯一性———

一种物质现象只与一种真理性的理论相对应。客观物质世界

的存在、运动和相互作用是绝对的，人的感觉是绝对的，所以，

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知识必然是唯一确定的; 或者说人们对某

种物质现象也许存在着多种解释，但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解

释只能是一种。自然界不存在悖论，悖论只存在于人的思维

中;悖论来自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错误认识，是人类知识缺乏

统一性的表现。

人的确定性观念是经验知识和对经验知识合理抽象归纳

形成的理论。形而上学只抽象归纳确定性观念，对非理性的

东西持保守态度。形而上学要求理论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

验，在理论出现不确定性即理论与新出现的客观现象不符合

时，要继续深入认识实践活动，并对理论重新归纳总结，以使

理论始终与客观实践相一致。我们不可能对未知( 未感知到)

世界的知识进行归纳总结，也不可能获得对客观物质世界认

识的终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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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对象与属性

对于物质对象，部分构成整体，不存在没有部分的整体。

首先，客观物质不存在可被人感知的独立的或“内在的”决

定其他所有属性的“总的”“本质的”属性。人们通过物质对

象的个别属性才产生了对物质对象的整体或总的观念，或者

说人们对物体整体性的认知或总的观念是人们获得的物体

个别属性的集合。其次，物体都有着无限的层级结构，不存

在最小的基本粒子。一方面，人们不断地发现基本粒子不

“基本”，任何粒子都存在着次级结构; 另一方面，“没有次级

结构的基本粒子”犹如“最小的数存在”，都超出人的经验知

识的理解范围。

1．1．5 物质的基本属性

物理学中物体的基本属性是结构属性、运动属性和作用

属性，其他属性都是这三种属性的复合属性。结构和运动属

性是物质对象自身的属性，作用属性是关系属性，是相互作用

物体共同具有的属性。物质的属性不能够脱离物质的结构

( 形) 而独立存在。因此，运动属性是物质结构的运动属性，作

用属性是物质结构的作用属性。物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物质

的结构和运动属性发生变化。

空间和时间没有任何物质的属性。空间和时间观念来自

人们对物质的空间属性和物质结构运动变化属性的抽象归

纳。哲学家把空间和时间的属性抽象归纳为广延和绵延。

物的所有属性都归属于“形”。物体的结构和运动属性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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