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五彩缤纷的世界，千变万化的自然，错综复杂的社会，欢乐苦难的人

生，给人们变幻莫测的感觉。这种变幻莫测的自然运动、社会运动构成了

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过程。人类融合于运动之中，运动促进了人类的生

存变化。变化不断进行，运动永无止境。运动的奇妙奥秘，变化的玄幻莫

测，引导了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无限的思维和探索，也激发了文学家、

艺术家、诗人的智慧灵感。运动既提供了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又提供了

文学艺术的创作源泉。但人类到现在还未完全揭开它的奥妙，这不仅受到

时代思维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受到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古代思想家

把这种运动，看作一种道、一种气。道可理解为宇宙运动的自然规律、自

然法则；气可理解为宇宙运动的自然物质、自然能量效应。道生气、气生

万物，这似乎有点朦胧的唯物主义思维意识。古希腊哲学家针对这种运动

提出了粒子学说、精神主体学说等。神学家则把这种运动看作一种虚幻、

一种玄禅、一种神灵作用。科学家则用实验的方法、观测的方法，收集资

料、分析研究进行逻辑推理、数学运算、实验证明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从

而使人们的思维由虚拟假设、杜撰想象，进入实验观测、分析研究、推理

证明的发展阶段。这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巨大进步，一个质变性的进步。这

一进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促发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加速进化。由

于宇宙的无限性，人类思维认识的有限性，尽管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实验

观测手段不断进步，但宇宙的奥秘、运动的奇妙，人类也不过仅仅揭开了

几层薄薄的面纱，进行了初步的了解。 

宇宙演变，万物竞存，混中有序，序中有混，进化、退化，振荡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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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始无终，循环无穷。这种运动、变化的机制，到底是什么？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通过实验观察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能量作用机制，是物质能量相

互作用、互相转化效应。但这种能量作用机制，物质能量相互转化效应，

是否适用于社会运动呢？笔者通过广泛阅读资料，探索、思考认为这种能

量作用机制，物质能量相互作用转化效应，也基本上适用于社会运动的研

究。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生命是物质运动的一部分，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

殊形式；生命是能量运动的一种过程，是能量运动的一种特殊效应。生命

是自然环境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由此可见，作为生命运动的群体组

合，社会运动也就很自然的属于物质运动、能量运动的范畴了。只是运动

形态不同，运动方式不同，运动效应不同而已。这种把自然运动和社会运

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把社会运动看作自然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特殊过

程来进行研究。那么适用于自然运动的能量作用机制，适用于自然运动的

物质能量相互作用转化效应，在人类生命能量主导作用下，在人类生命能

量转换作用下，也就自然地产生了社会能量作用机制、社会能量运动效应

了。因而提出社会能量学说这一观点。用社会能量观点研究社会运动，提

供给有兴趣的读者进行研究思考。 

什么是社会能量呢？社会能量就是人类生理能量和有控自然能量相互

结合、相互作用产生的运动效应。也就是在人类意识能量主控作用下，通

过一定的劳动消耗，利用物质改造物质，利用能量转化能量的运动效应，

或者是人类为了生存需要，进行生产、创造、使用和消耗产生的效应。社

会运动主导因子是人，人是社会能量运动的主宰。但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

思维意识所主导、所支配的。而思维意识是由信息所引发、所反映的。信

息来源于经验和实践，来源于观测和研究。信息可转化为知识，知识可转

化为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可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作用。信息把人的意识能

量和物质能量相互结合起来，产生自然物质能量有效利用作用，产生科学

技术效应。信息反映物质能量的运动特性，具有物质能量的相互联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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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掌握信息，积累知识，就可产生利用物质改造物质，利用能量转化能

量的效应。信息开发愈深，知识积累愈多，利用物质改造物质，利用能量

转化能量的效应愈大。因而信息知识具有社会能量的发展和放大作用。人

类生理能量的主控作用，信息知识的放大作用，物质能量的转化作用，产

生社会能量的运动组合。根据人、信息、知识、物质能量的相互联系作用，

可推导出社会能量运动公式。我们设U代表社会能量，K代表人的生理能量，

M代表物质能量，n代表信息知识，则社会能量运动公式：U=Kn×M。这一

公式表明了社会能量的运动机制和发展效应。 

社会能量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效应就是财富。财富是社会能量的抽象

概念。财富既包括了物质能量物质效应，又包括了精神能量精神效应。财

富是由劳动创造的，更准确地说，财富是由劳动功能创造的。劳动功能是

劳动+知识信息的作用。在社会能量运动公式中：Kn就表示这一效应。Kn是

人体生理能量和信息知识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运动功能。Kn代表劳动功

能。信息知识有放大作用，所以劳动功能有放大作用。信息知识积累愈多，

劳动功能愈大，因而创造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能量也就愈多、愈大。在古典

政治经济学中，财富是用价值来衡量的，而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劳动

量愈大，价值愈高。事实上价值并不等于财富。劳动量愈大价值愈高，说

明生产很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劳动功能很弱。劳动功能愈低，创造的

财富愈少。劳动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功能是由劳动+信息知识决

定的。劳动功能愈大，财富创造效应愈多，而相对价值反而愈低。所以劳

动功能和劳动量成反比关系，或价值和财富成反比关系。本书在社会状态

函数中将阐明这种关系，并推导出社会状态函数S= /
/

p q
q p

= 2

2

q
p

。在社会状态

函数中S代表了社会发展时期，代表了科学技术发展效应，代表了劳动量和

劳动功能的相互关系。S值愈大社会愈落后，S值愈小社会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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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功能包含了劳动量，劳动量也反映了一定的劳动功能。劳动量和

劳动功能虽然是统一的，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劳动量是劳动×时间的作用。

劳动功能是劳动+信息知识的作用。在生理意义上劳动量是不能放大的，而

劳动功能是可以放大的。劳动功能的放大并不是生理能量的放大，而是信

息知识作用效应的放大。劳动功能愈大，劳动量消耗愈小。这也是劳动量

和劳动功能的巨大差别。劳动量是社会运动的启动作用、基础作用。劳动

功能是社会运动的发展作用、机制作用。没有劳动量的基础作用，就没有

社会运动。没有劳动功能的机制作用、放大作用，就没有社会发展。人类

社会的进步，不是劳动量的大小，劳动力的多少，而是劳动功能的放大，

劳动功能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功能是社会能量运动的主导和核心。由于

社会能量运动的不平衡作用，社会运动永远处于振荡涨落过程中。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或学说观点，都是一个逐渐认识、逐渐实践、逐渐

深化、逐渐发展的过程，绝对准确、绝对正确、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观点是没有的，都有一定的相对性、时效性和时代局限性。任何一种

学术思想或学说观点，若能引发思维、活跃意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对社会的运动和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本书完全属于学术探讨性质，不存在

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本书主要论证社会运动是社会能量运动这一观点，

社会发展是劳动功能这一效应。在论述过程中，对于某些专业知识、专业

用语或历史过程，阐述得不够准确的地方，敬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指

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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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永恒地处于运动变化之中、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上一切物质都处于永恒地运动和变化之中。大至

宇宙、星系、星球，小至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都无时无刻地不在运

动和变化。运动变化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运动的物质，

世界上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 

世界上一切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不同数量的基本粒子、电子、

质子、中子在不同的温度能量作用下，在不同的压力条件下，结合成不同

的元素。不同的元素在不同的温度能量作用下，在不同的压力条件下，又

结合成不同的物质。元素的聚变、裂变，物质的化合、分解，都是物质运

动变化的一种效应，一种能量运动变化的作用效应。只是温度、压力、能

量梯度不同，作用的效应结果不同而已。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各种物

质的运动和变化，就是我们现在地球表层，这样的温度，这样的压力条件

在太阳辐射能量作用下，所发生的各种物理、化学现象。 

在高温高压作用下，也就是说在极高的能量作用下，例如：几千万度、

几十亿电子伏的能量作用下，基本粒子也可分解为各种亚粒子：介子、胶

子、玻色子、中微子、层子等。这些亚粒子在 10-13厘米范围内，在核力的

约束作用下也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永不

停息地旋转和振荡。 

截至到目前，科学家已发现的自然元素有 100 多种。地球上的一切物

质都是由这 100 多种元素在一定的温度、一定的压力条件下，由一定的能

量驱动，相互作用、相互结合而形成的各种运动形式和花样。每一种运动

形式和花样都是一种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形态，一种不断变化、不断运动、

具有一定时效的结构平衡体系。例如：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生命形态和

非生命形态等。这些不同的形态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运动特征、结构花样，

并永不停息地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有机物质可以转化为无机物质，

无机物质也可以通过生物介体转化为有机物质；生命物质通过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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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死亡转化为非生命物质，非生命物质通过生命介体吸收转化、生长、

发育转化为生命物质；元素可以衰变、裂变转化为另一种元素，物质可以

通过化合、分解转化为另一种物质。永恒不变的物质形态是没有的；绝对

静止的物质效应也是没有的。 

在我们发现的 100 多种元素中，最简单的是氢元素。氢元素是由一个

电子和一个质子组成的，电子围绕质子旋转。在热核聚变中，两个质子、

两个中子、两个电子又可结合成氦元素。在更高的热核能量作用下，氦核

又可结合成碳核。随着热核能量的增加，碳核又可转化结合成氧核等。另

一种情况，重元素通过热核裂变反应，又可以裂解为轻元素。原子弹是重

元素裂变为轻元素的例证。氢弹是轻元素聚变为重元素的例证。不管是聚

变或裂变都需要一定的能量作用机制并都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最简单的

氢元素，氢核即质子在不同的热核能量作用下，可以结合成任何一种元素。

元素结合是能量效应，元素分解也是能量效应。一切元素的形成都是在极

高的能量作用下，在星球演化热核效应中形成、产生的。一切已形成的元

素在一般的自然条件下，也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例如，衰变现象就是这

种效应，铀、镭的放射效应，就是一种衰变现象。科学家指出任何元素都

有衰变现象。有的衰变周期很长，有的衰变周期很短。即便是最不易变化

的质子也有衰变现象，只是衰变的周期非常长。科学家推测，质子衰变周

期可能需要 1030年。 

任何元素的运动变化都要吸收能量或释放能量。聚变、裂变反应产生

物质能量的相互转化，既可以使一部分物质转化为能量，也可以使一部分

能量凝结为物质。质能转化的能量释放是十分巨大的，一切天体演化、发

生、发展和存在都是质能转化的效果，都是热核反应的效果。我们观察到

宇宙中各种星系、星球是在这种效应中形成的，太阳系也是在这种效应中

形成的。热核反应是太阳内部运动的基本方式，是太阳辐射能量的基本来

源，也是构成现在世界上各种元素的基本条件。 

一种粒子可以转化为另一种粒子，一种元素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元素。

质子可以转化为中子，中子也可转化为质子。永恒不变的粒子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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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不变的元素也是没有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着，一切运动、变化都

是能量作用机制。在一定的能量作用效应下，电子可以裂解为光子，光子

也可凝结为电子。不同数量的电子、质子、中子可以结合成任何一种元素。

任何一种元素，在一定的能量作用下都可以转化成另外一种元素。任何物

质都是由一定的基本元素组成的。任何物质在一定的能量作用下，都可转

化成另外一种物质。中国古代有句神话叫“点石成金”，这在过去是一种神话，

是一种梦想，是一种发财的幻想。但从现在的科学角度上来说，从物质元

素的组合成分来说，这并不是神话，并不是梦想，而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

在一定的高能量作用下，经过聚变、裂变效应，石头是可以变成金子的。 

化合、分解是地球现阶段自然环境条件下，物质运动的一种基本方式，

是物质转化、能量流动的一种基本过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每时每刻都

在进行。原子、分子总是不断结合，又不断分解。无机物质不断结合成有

机物质，有机物质又不断转化成无机物质。碳、氢、氧、氮、磷等元素，

经过光合作用，可以结合成碳水化合物，结合成生命物质，结合成植物、

动物、微生物等各种生命形态。植物、动物、微生物通过生化过程化合、

分解、吸收、排泄、衰老、死亡，又可转化为非生命的无机物质。各种物

质的结构形态，运动效应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一切都是温度、能量、

压力条件下的产物，一切都是能量作用变化的效应。一切都是在一定的自

然环境条件下，原子、分子相互作用、相对结合的结果。能量不停流动，

物质不停转化，永恒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现在的自然环境，是地球几十亿年自然演化、运动变化的结果。是现

在物质形态存在的基本条件。温度不高又不低，压力不大又不小，既提供

了物质结合的条件，又提供了物质分解的条件。使物质在一定条件下，能

结合成一定的、相对的、不断变化的运动形态或结构花样。若温度太低了，

分子运动过于迟缓，大部分分子将凝结成团块和晶体，物质就难以形成多

种多样的运动形态或结构花样；若温度太高了，热能扰动太大，原子、分

子运动过于迅速，就很不容易在较长时间里结合在一起，因而也不能形成

一定的运动形态或结构花样。所以现在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适宜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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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压力，既给物质提供了相对结合的能量，又给物质提供了相对分解

的能量；既能维持原子、分子相对结合的运动形态，又可促进原子、分子

化合、分解的运动变化。由于地球表层的这样一个自然环境特点，形成了

各式各样的物质运动和变化，形成了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物质形态和运动

花样，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五彩缤纷、无限美妙的客观世界。由于地球

表层的这样一个自然环境特点，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并且在不断

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人类这样的具有高级智能的智慧性的生命形态。由

于人类的智慧、智能效应，产生了不完全属于自然性质的，并不断创造、

不断开发、不断超越、不断升华的人类社会。由于人类的创造和智慧，出

现了现在这样无限美好、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根据科学研究观察分析，大约已有 46 亿年

了。它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的物质实体。它是在一定天体运动条

件下，自然演化的产物。它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当然也可以在另一

种演化条件下消失。运动形态、自然环境，随时随地都在变化、发生或发

展、消退或衰落。地球表层上一切物质形态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是一定

条件的自然平衡效应。平衡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随时随地出现

平衡，随时随地又在破坏平衡。从运动的意义来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

衡是绝对的。在平衡中有不平衡，在不平衡中有平衡，这就是运动的特点，

渐变、突变交错进行。地震、火山频频发生；地壳板块不停地迁移，时而

分离，时而组合；昨日的大海，今日的陆地；往日的海湾，今日的高山。

沧海桑田，变化万千。殊不知今日的喜马拉雅山，在 6500 万年以前还是春

光明媚的海湾哩！而欧非之间的地中海，也曾和它紧密相连。还有那冰天

雪地的南北两极，也曾度过百花争艳的春天。今日的印度大陆，曾经在浩

瀚的印度洋水域中游窜。而欧非大陆和南北美洲在几亿年前很可能连成一

片。我国东南沿海大小岛屿，又何曾不是我们大陆古老的边缘。一些岛屿

在产生，一些岛屿在消失。地壳永远不停地在运动，地貌永远不停地在变

化。这就是地球，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繁衍的客观世界。 

板块理论告诉我们：地球表层的薄薄地壳就像板块一样，一直不停地

 ·6· 



 社会是一个物质 能量运动过程、  第 一章

在运动变化，游动潜移，分离组合。板块俯冲碰撞，既可能形成高山峻岭，

也可能形成海沟深壑。板块分离既可形成陆洲、岛屿，又可形成大洋海湾。

这种运动变化，对于人类极为短暂的生命来说，直观上是很难觉察的。但

对于地球的自然演化历史来说，这种缓慢变化的累积效应却是十分巨大的。

假设地壳板块每年移裂一厘米，经过几十万年至几千万年，就可达到几十

公里，甚至几千公里了。据科学家考证，现在的大西洋就是非洲板块和美

洲板块迁移、分裂的结果。 

人类生活最密切、感受最深、影响最大的是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大气

运动的变化。时而狂风骤雨，时而雪雹冰霜；酷暑寒冬，春暖秋凉；花开

花落，草绿草黄；生老病死，兴盛衰亡。这些运动变化，无时无刻不在进

行。而且都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既是自然现象，又影响社会效应，影

响人类的社会生活；既给人类带来幸福，又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我们经常看到的陆地上的地形、地貌、丘陵、平原、河湖、江海、高

山峻岭、荒漠、草原都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有的在升高、有的在降低、

有的在聚结，有的在耗散。风吹雨淋可把山丘削成平原，水土流动、河流

冲积也可以把湖海沼泽填成人类生活的乐园。细流可以汇成江海，干旱可

以把绿洲变成沙漠。过去的肥美草原，现在荒漠一片；往日的沧海湖泽，

今日的丰收良田。我国最丰饶的土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湖平

原，昔日不都是大海、湖川。一切运动变化都是能量作用机制，或者是地

球外部的能量效应，或者是地球内部的能量效应，或者是各种物质运动、

生命运动和非生命运动相互作用效应。能量运动、自然运动是永不停息的，

人类社会运动也是永不停息的。总是这儿在扩大，那儿在缩小；这儿在产

生，那儿在消亡。这就是既给人类带来快乐幸福，又给人类带来痛苦灾难

的客观世界。 

仰视天空，星光闪烁，若明若暗，若近若远。有的姗姗而来，有的悄

悄而去。这些美妙的景象，显得那样宁静、和谐。古往今来，不知引发了

多少诗人、文学家的赞美歌颂，不知引发了多少科学家、哲学家的探索和

研究。在人民中间，这些神奇、美妙的景象，又不知塑造了多少美丽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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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提供给人们精神快乐。宇宙是无限的，天空是奇妙的。星外有星，

天外有天。银河不停盘旋，星系变化万千。它们的美妙、神奇、绚丽、奥

秘、变幻莫测，历来都是人们崇拜、恐惧、神化、热爱的精神象征，历来

都是人类思维、想象的灵感源泉。 

通过科学手段进行观测研究的结果表明：宁静的宇宙并不宁静，和谐

的星空并不和谐。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高速运动和变化。一些星系、星团

在结合，一些星系、星团在分离；有的星体在产生，有的星体在消亡；有

的星系在发展，有的星系在衰落；大的星团、星系、星球可以变小，小的

星团、星系、星球可以变大。宇宙中的微小粒子、电子、质子、中子、中

微子等在运动过程中，通过引力吸附、压力收缩，可以结合成巨大的星云、

星系、星团、星球。而巨大的星云、星系、星团、星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又可分解成各种微小的粒子。每一种运动形态，都是暂时的、相对的、随

机的、耦合的。而每一种运动变化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而每一种

运动变化，既可能是前一运动的结果，又可能是后一运动的开始。无始无

终，循环无穷，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地球、太阳系是这样产生、发展的，

也必将这样消亡。银河系以及宇宙中所有的星云、星系、星团、星球也都

是这样产生、发展、运动、变化、生长和消亡的。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人类已可用射电望远镜观察到 150 亿光年的宇宙

星空。人类研究的航天飞行器，已可载人登上月球。美国 1978 年以来发射

的宇宙飞行器多次对地球以外的其他星体进行观测研究。例如旅行者 1 号、

2 号都曾穿越过木星、土星。2000 年发射的航天飞行器已将火星车送上火

星，并直接或间接地观察了这些星体的运动情况。观测传来的信息表明：

那些我们看来十分宁静、柔和、绚丽、美妙的木星、土星其实并不宁静！

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剧烈地运动和变化。狂风、沙暴频频发生，地震、

火山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而土星那美丽的光环，仅仅是众多宇宙尘粒围

绕土星运动的光感反射而已。火星车在火星上取回的资料表明：在我们认

为最有可能发生生命的火星，却是凹凸不平的岩层沙原。当然这也可能是

自然演化历史条件的变化。从目前已观察到的太阳系星体，其星体表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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