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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世界论》内容简介
民革宁夏区委会 周生俊

《超世界论》一书，由周生俊著，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8 月出版，19 万字，大 32 开

本，228 页。

《超世界论》一书，前饰超世界图、超历史图、超现实图、超未来图和序。 核心内容包括 3

篇 24 章 72 节 288 目 1000 多个子目，具体分为五个层次：第一，篇层。 全书包括超历史论、

超现实论和超未来论 3 篇。 第二，章层。 每篇包括超世界、超生物、超人类、超脑理、超认识、

超改造、超工具、超文化等 8 章，共 24 章。第三，节层。每章包括超、准、亚 3 节，共 72 节。第

四，目层。每节包括前、现、后、虚 4 目，共 288 目。第五，子目层。每目包括○、Ⅰ、Ⅱ、Ⅲ、Ⅳ、

Ⅴ、Ⅵ、Ⅶ、n 等 4 至 n 个子目，共 1000 多个子目。 后缀跋。

《超世界论》一书，总体结构为概念加实例的论证体系。 共有五个特点：第一，特有的思

想方法。全书思想方法包括四个创新：一是从世界想象出超世界；二是从准世界想象出超世

界和亚世界；三是从现世界想象出前超世界和后超世界；四是从实世界想象出虚超世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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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未来序列；三是超世界史+准世界史+亚世界史序列；四是前超世界史+现超世界史+后超

世界史+虚超世界史序列。 第三，特有的空间结构。 全书空间结构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超世

界结构；二是超世界→准世界→亚世界结构；三是前超世界→现超世界→后超世界→虚超

世界结构。 第四，特有的重大发现。 全书重大发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是

历史层面、“准”层面、“现”层面和“实”层面，实践和认识是想象的基础；二是人类想象的是

未来层面、“超”层面与“亚”层面、“前”层面与“后”层面以及“虚”层面，想象是实践和认识

的先导。 第五，特有的语言风格。 全书语言风格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采用格式化的语言；二

是提出许多新概念；三是创造了很多新名词。

《超世界论》一书，虽经自己长期思考、反复斟酌、多次修改，但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

一家之言，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谬误，欢迎感兴趣者积极参加讨论，提出完善建

议和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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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世界论，之所以取这个书名而不取其他名称，是因为广义的

世界与宇宙同义，是抽象与实体的统一，时间与空间的统一，物质、

能量、信息的统一，且又是完整而未分化的名词。 假如，取名超宇宙

论，则其中的宇宙已经打破了完整性，把一个超世界整体区分成了

空间和时间两个部分。又如，取名超天地论，则其中的天地已经打破

了完整性，把一个超世界整体区分成了天和地两个部分。再如，取名

超哲学论，则其研究的只是超世界的抽象部分，而撇开了超世界的

实体部分。

超世界论，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而不选择其他课题，是因为它

是扩大人类视野的学问。首先，目前人类研究的最大客体是宇宙，而

超世界论研究的最大客体是超世界，即由无数宇宙构成的超宇宙体

系。其次，目前人类研究的主体和文化只限于人类自己，没有给可能

存在的高于人类、等于人类和低于人类的超人类留下对接口，而超

世界论研究的主体和文化从人类扩展到了超人类 、 准人类和亚

人类。

超世界论，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而不选择其他时间，是因为超

人类进入融合阶段。 首先，人类血缘在地球范围融合。 其次，人类文

化在地球范围融合。 第三，人类开始离开地球进行宇宙探索。 第四，

人类开始关注思维、人类和自然。第五，人类自觉地寻找地外生命和

地外文明。

超世界论， 之所以选择这种研究方法而不选择其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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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它是解决人类文化最大弊端的学问。 人类的研究对象虽然是

唯一的一个，就是宇宙，人类也是宇宙的组分，但因研究方法和看问

题的角度不同，结果是盲人摸象，五花八门，没有一个完整的总体的

关于世界的学问，最大的学问哲学也只是抽象的世界或宇宙的抽象

部分。 而超世界论则把人类已有的各个科学门类看作一个个零件，

充分利用一切文化材料组装成人类知识的航空母舰，形成超世界论

的内核，以此外推，绘制出超世界图，使人类在知识的海洋中确定各

自的方位。

超世界论，之所以设计成这种构架，而不设计成其他构架，是按

照超世界进化历史序列安排的。 总论，从总体上概括了超世界的共

性或通用的东西；第一篇超历史论，从超世界史论、超生物史论、超

人类史论、超脑理史论、超认识史论、超改造史论、超工具史论、超文

化史论八个环节回顾了超世界历史；第二篇超现实论，从超世界论、

超生物论、超人类论、超脑理论、超认识论、超改造论、超工具论、超

文化论八个横断面论述了超世界现实；第三篇超未来论，从超世界

未来论、超生物未来论、超人类未来论、超脑理未来论、超认识未来

论、超改造未来论、超工具未来论、超文化未来论八个环节展望了超

世界未来。每篇以世界、生物、人类、脑理、认识、工具、改造、文化为“准”

层次，向进化高级想像出“超”层次，向进化低级想像出“亚”层次。

周生俊

2008 年 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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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超世界论，即超学。 亦称超进化论、超循环论、超宇宙论、超天

理论、超宗教论、超神话论、超诗性论、超哲学论、超科学论、超理想

论、超想像论。 是以超人类为主体，以超世界为客体，以超历史为基

础，以超文化为背景，以超进化为主线，以超能量为动力，以超信息

为联系，发现、创造、建立起来的超世界历史、现实、未来的总体及

其理论。超世界论为超历史论 + 超现实论 + 超未来论。超世界论包

括超历史论、超现实论和超未来论。

Ⅰ 超世界论特点

超世界论特点，是指超世界论与世界论的不同之处。 超世界论

特点包括超历史观、超现实观、超未来观。

超历史观，有两层含义。 一是总体在一个准宇宙史基础上，向

平级延伸出无数准世界史，向高级延伸出无数超世界史，向低级延

伸出无数亚世界史，从而形成超世界史 + 准世界史 + 亚世界史。 二

是具体在现宇宙史基础上，向前延伸出宇宙前史，向后延伸出宇宙

后史，另增虚宇宙历史，从而形成前世界史 +现世界史 +后世界史 +

虚世界史。

超现实观，有两层含义。 一是总体在一个宇宙基础上，向平级

延伸出无数准世界，向高级延伸出无数超世界，向低级延伸出无数

亚世界，从而形成超世界 + 准世界 + 亚世界。 二是具体在现宇宙基

础上，向前延伸出前世界，向后延伸出后世界，另增虚世界，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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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世界 + 现世界 + 后世界 + 虚世界。

超未来观， 有两层含义。 一是总体在一个宇宙未来基础上，向

平级延伸出无数准世界未来，向高级延伸出无数超世界未来，向低

级延伸出无数亚世界未来， 从而形成超世界未来 + 准世界未来 +

亚世界未来。 二是具体在现宇宙未来基础上，向前延伸出前世界未

来，向后延伸出后世界未来，另增虚世界未来，从而形成前世界未

来 + 现世界未来 + 后世界未来 + 虚世界未来。

Ⅱ 超世界论地位

超世界论，是目前最完整的人类理论知识体系。 它以人类已有

知识为内核多维度虚拟拓展，使世界向超世界与亚世界、生物向超

生物与亚生物、人类向超人类与亚人类、脑理向超脑理与亚脑理、

认识向超认识与亚认识、改造向超改造与亚改造、工具向超工具与

亚工具、文化向超文化与亚文化反向延伸，形成了超世界←世界→
亚世界、 超生物←生物→亚生物、 超人类←人类→亚人类、 超脑

理←脑理→亚脑理、超认识←认识→亚认识、超改造←改造→亚改

造、超工具←工具→亚工具、超文化←文化→亚文化的圈层结构理

论。 把人类文化时空推向无时无终和无边无际。

Ⅲ 超世界论对象

超世界论对象，是指超世界论主体研究的客体。 超世界论对象

包括超对象、准对象和亚对象。

超对象，是指进化层次比准世界、准生物、准人类、准脑理、准

认识、准改造、准工具、准文化高级的一类研究对象。

准对象，是指进化层次同世界、生物、人类、脑理、认识、改造、

工具、文化相似的一类研究对象。

亚对象，是指进化层次比准世界、准生物、准人类、准脑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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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准改造、准工具、准文化低级的一类研究对象。

Ⅳ 超世界论内容

超世界论内容，是指超世界论主体研究的范围。 超世界论内容

包括超世界循环、准世界循环和亚世界循环。

超世界循环，是指超世界产生超生物，超生物产生超人类，超

人类产生超脑理，超脑理产生超认识，超认识产生超改造，超改造

产生超工具，超工具产生超文化，超文化回归超世界的循环过程。

即： 超世界→超生物→超人类→超脑理→超认识→超改造→超工

具→超文化→超世界。

准世界循环，是指准世界产生准生物，准生物产生准人类，准

人类产生准脑理，准脑理产生准认识，准认识产生准改造，准改造

产生准工具，准工具产生准文化，准文化回归准世界的循环过程。

即： 准世界→准生物→准人类→准脑理→准认识→准改造→准工

具→准文化→准世界。

亚世界循环，是指亚世界产生亚生物，亚生物产生亚人类，亚

人类产生亚脑理，亚脑理产生亚认识，亚认识产生亚改造，亚改造

产生亚工具，亚工具产生亚文化，亚文化回归亚世界的循环过程。

即： 亚世界→亚生物→亚人类→亚脑理→亚认识→亚改造→亚工

具→亚文化→亚世界。

Ⅴ 超世界论成分

超世界论成分，是指超世界的构成成分。 超世界论是一个超巨

型的自组织体系。 由四种成分构成，一是超物质，是超世界的实体

成分，它构成超世界的构架。 二是超能量，是超世界的虚拟成分，它

构成超世界的动力系统。 三是超信息，是超世界的虚拟成分，它构

成超世界内部的联系体系。 四是超精神，是超世界的虚拟成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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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世界然化的最高级形态。

Ⅵ 超世界论坐标

超世界论坐标，是指超世界论的时间方位和空间方位，即超世

界论的纵坐标和横坐标。超世界论坐标包括：零维，即原点；一维，即

直线；二维，即平面；三维，即在任何一个点上只能引出三条相互垂

直的直线；四维，即三维加时间；n维，即四维以上时空。

Ⅶ 超世界论记忆

超世界记忆，是超历史论的基础，没有超世界记忆就没有超世

界历史。 超世界记忆包括超世界记忆的普遍性和超世界记忆的连续性。

第一，超世界记忆的普遍性。 从超空间考虑，超世界记忆的普

遍性是指超世界及其万物都是超物质、超能量、超信息和超精神的

复合体，它们总是以不同方式把自身运动、变化、消亡的有关信息

贮存在体内，而且可供超人类研究，这就是超世界记忆的普遍性。

超世界记忆的普遍性反映在超世界记忆、超生物记忆、超人类记忆、

超文化记忆等方面。

第二，超世界记忆的连续性。 从超时间看，超世界记忆的连续

性，是指超世界及其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过程中连接不断的特性。 后

一次运动变化中包涵着前一次运动变化的信息， 前一次运动变化

在后一次运动变化中得到延续。 超世界记忆的连续性包括超世界

记忆的连续性、超生物记忆的连续性、超人类记忆的连续性、超文

化记忆的连续性等。

Ⅷ 超世界论转换

超世界转换，是指超世界及其万事万物运动过程中巨大的、本

质的、不可逆的变化。 超世界论转化的关节点是“〇”。 “〇”是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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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终结和新事物的开端。 超世界论转换包括始终转换、 有无转

换、生死转换和虚实转换等。

第一，始终转换。 是指一个事物前边是终、中间是始、后边也是

终。始终转换的通式为“终 - 始 - 终”，即“〇- 非〇-〇”。〇是始与终

转化的临界点，它既不是始也不是终，也是始也是终。 〇既是始的

前提，也是终的开始，两个终的中间是始，一个始的两头是终。

第二，有无转换。 是指一个事物前边是无、中间是有、后边也是

无。有无转换的通式为“无 - 有 - 无”，即“〇- 非〇-〇”。〇是有与无

转化的临界点，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也是有也是无。 〇既是有的

前提，也是无的开始，两个无的中间是有，一个有的两头是无。

第三，生死转换。 是指一个生命前边是死、中间是生、后边也是

死。生死转换的通式为“死 - 生 - 死”，即“〇- 非〇-〇”。〇是生与死

转化的临界点，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也是生也是死。 〇既是生的前

提，也是死的开始，两个死的中间是生，一个生的两头是死。

第四，虚实转换。 是指一个事物前边是虚、中间是实、后边也是

虚。虚实转换的通式为“虚 - 实 - 虚”，即“〇- 非〇-〇”。〇是实与虚

转化的临界点，既不是实也不是虚，也是实也是虚。 〇既是实的前

提，也是虚的开始，两个虚的中间是实，一个实的两头是虚。

Ⅸ 超世界论兴衰

超世界论兴衰，是指超世界及其万事万物遵循抛物线状的发展

变化过程。 超世界论兴衰通式为“兴 - 半 - 衰”，超世界论兴衰转换

界面为“半”，半是二分之一，半的前边是兴，兴的后边是衰。 超世界

论兴衰包括时间兴衰和空间兴衰。

第一，时间兴衰。 是指超世界及其万事万物发展变化过程的长

延性兴衰。 时间兴衰的通式为“兴期 - 半 - 衰期”，半是兴衰转换的

时间界面，半前是兴旺期，半后为衰落期。 譬如，一天二十四小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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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时为界面，〇至十二时为兴旺期，十三至二十四时为衰落期。

第二，空间兴衰。 是指超世界及其万事万物发展变化过程的广

延性兴衰。 空间兴衰的通式为“兴域 -半 -衰域”，半是兴衰转换的空

间界面，半前是兴旺域，半后为衰落域。 譬如，一座山以最高峰为界

面，上山前地面至最高峰为兴旺域，最高峰至下山后地面为衰落域。

Ⅹ 超世界论主体

超世界论主体，包括主体和主客体。

第一，超世界论主体。 是指超认识活动和超实践活动的承担者。

超人类、准人类和亚人类是超世界论主体。 譬如超人类、准人类、亚

人类是超世界的认识者和改造者。

第二，超世界论主客体。超人类既是超世界论主体，又是超认识

和超改造的对象，具有主客双重属性。 因此，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Ⅺ 超世界论方法

超世界论方法，是超世界论主体认识改造超世界、超生物、超

人类、超脑理、超认识、超改造、超工具、超文化最根本、最普遍、最

通用办法。

第一，自然方法。 学习和运用自然无始无终、无边无际、自我组

织、联系一体、造化万物、对立统一、规律运行、运动不息、新陈代谢

的优良方法。

第二，人类方法。 学习和运用人类从无到有、不断进化、开发脑

理、紧密团结、新老交替、相互交流、自觉劳动、追求奇异、永创奇迹

的优良方法。

第三，动物方法。 学习和运用动物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和谐相

处、顺其自然、勇于牺牲的优良方法。

第四，植物方法。 学习和运用植物坚定不移、不畏寒暑、自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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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终生辛劳、无私奉献的优良方法。

第五，微生物方法。 学习和运用微生物不嫌渺小、适应一切、顽

强生存、吞浊吐清、甘做基石的优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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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超历史论

超历史论，是以超人类为主体，以超世界为客体，以超历史为基

础，以超文化为背景，以超进化为主线，以超能量为动力，以超信息

为联系，发现、创造、建立的已经消亡的和现实存在的超世界总体与

进化环节的运动变化的过程及其理论。 超世界史为超世界史 +超生

物史 + 超人类史 + 超脑理史 + 超认识史 + 超改造史 + 超工具史 +

超文化史。 超历史为动态概念，随着时间推移，超现实将不断变为超

历史。 凡是超历史中有的都将以不同形态存在于超现实和超未来。

超历史论包括超世界史论、超生物史论、超人类史论、超脑理史论、

超认识史论、超改造史论、超工具史论和超文化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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