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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表现形式

幸 强 国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从 物理学中的互补原理出发 ,论 证

了
“
互补

”
这样一个辩证的哲学范畴,提 出了

“
互补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表现形式

”
这

一崭新的哲学命题。笔者认为 ,互 补是客观世界和思维领域中的普遍现象 ;科 学理论的

互补是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互 补思维方法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辩证思维方法。

关键词 互补 波动 粒子 对立统一规律

在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玻尔所提出的互补原理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因为这个原理

涉及到物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即对一个物理对象的完整描述必须通过两种不同的物理模型才

能完成。这两种物理模型不能相互替代 ,只能互相补充。互补原理不仅在物理学方面引起了巨大

的震荡 ,而且在哲学界引起了轰动 。互补原理在 ⒛ 世纪许多哲学流派的本体论、认识论的思维

模式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它启发人们从类比、推论的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物理学中

的互补原理在哲学领域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那么 ,究竟有没有哲学意义上的互补?应该怎样理

解哲学意义上的互补?笔者认为 ,互补是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 ;互补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表现

形式。

互补原理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它既是现代物理学发展的产物 ,又是哲学思维的成果。在物理

学革命中出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 :微观客体在某些条件下表现为波动 ,在某些条件下又表现为

粒子。传统的用单一模式解释一种客体的本质的信条已不能适用。在这种情况下 ,玻 尔大胆地提

出了互补原理。玻尔认为 ,微观客体的本质包括波动和粒子两个方面。因此 ,在对微观客体的描

述中,必须把波动图象和粒子图象结合起来 ,才能全面地说明微观客体的本性。单独用波动 图象

或者单独用粒子图象均不能完备地认识微观客体。波动图象和粒子图象在客体本性上、在科学方

法上均存在互补性。无独有偶 9我们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中可以找到与玻尔的互补原理惊人的类

似的思想。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谈到 ,在片面的人看来 ,哲学史是 一片死人的战场 ,是后

者消灭前者的恶性循环过程 ;而在深思熟虑的人看来 ,哲学史是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互补的体

系。只有这个互补的体系才代表整个理论思维的大厦。每一个哲学学派都与其它一切哲学学派

存在互补关系。忽略任何一个方面 ,都不能完整地描述哲学史即理念。抛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

义思想基础 ,应该承认 ,黑格尔的互补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正如笛卡尔的运动不灭来思想先于能

量守恒定律工样 ,黑格尔的互补思想先于玻尔的互补原理。无怪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海森堡

也承认 ,玻尔的量子分析与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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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

核心 ,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El]如 何去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 ,使这个学说在内涵上

超越古代、近代的思想家们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 ,更进一步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是一个艰

巨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营养是十分必要的。互补原理是具有辩证思维精

神的自然科学原理 ,也是研究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出发点。从矛盾的角度去理解、消

化物理学中的互补原理 ;反之 ,又从物理学中的互补原理去深化矛盾规律的内涵无疑会给我们不

少的启发。

唯物辩证法认为 ,规律之成立与否 ,首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客观性。物理学中的互补原理是

以科学实验为根据的 ,它的客观性不容怀疑。以光为例 ,光的干涉、衍射现象说明光是一种波 ;而

在光电效应中,光又是一种粒子即光量子。以电子为例 ,电子是有质量的物质粒子 ,它 的质量可以

精确地测得 ;而 电子衍射实验又说明它又是一种波。这样 ,在物理实验中,微观粒子既可以表现为

波动图象 ,又可以表现为粒子图象。在理论上 ,微观粒子既可以用波动理论解释 ,又可以用粒子理

论解释。由于实验装置不一样 ,波动图象与粒子图象不能相互代替。相应地波动理论和粒子理论

也不能相互代替 ,二者是解释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互补的理论。总之 ,互补原理是建立在物理实

验的基础上的。没有物理实验这个客观基础 ,互补原理就不能成立。

哲学理论是思辩的产物 ,它的任何一个命题不可能通过实验来证实。然而 ,哲学的研究范围

决定了任何一个哲学范畴、哲学命题的成立都离开不了它必须具有客观的、普遍的意义这样一个

条件。

自然界是一切客观事物的总体 ,每一种事物与其它事物都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 ,即 一种事物

与它的外界环境共同构成自然界。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与狭义的自然界 ,即除人以外的

自然界也具有互补关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构成广义的自然界。简言之 ,当 我们把自然界

的某一部分、某-方面、某一现象与其它部分、其它方面、其它现象对应起来时 ,被对应的双方就

存在互补关系。

在人类社会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各种事物、现象中,互补关系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 ,在儿童的

成长中9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是互补的。学校教育不能代替家庭、社会教育。没有良好的家

庭、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的目标就不能实现。反之 ,家庭、社会教育也不能代替学校教育 ,因为前者

不能实现后者的教育目标。又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互补的 ,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两个方面相互补充 ,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 ,都会影响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此外 ,如教育发展与国民经济成长之问 ,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 ,

公有制经济与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环境保护与生产发展之间 ,无一不存在互补关系。从事物发展

的全过程看 ,对立的双方只有在互补的基础上才能和谐地、顺利地发展。

玻尔的互补原理在认识论上有重要的意义 ,困 为它体现了一般科学理论、科学认识的互补

性。在物理学革命的一系列关键性实验中 ,出 现了这样一种局面 ,即 已经不可能用-种理论模式

耒解释微观客体现象的本质 ,必须用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微观客体的运动规律。玻尔的互

补原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 ,得到大多数物理学家的承认 ,成为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出

支点和根据。因此 ,互补原理与其说是玻尔的发明,不如说是玻尔对物理学发展的现实的承认。在

宝然科学的研究中,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式解释、描述同一客观对象的情形是不胜枚举的。例如 ,统

廾热力学从分子的无规运动出发研究热运动规律 ,而宏观热力学从物质体系的热效应出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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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运动规律 ;二者是互补的对热力学体系的理论描述。又如 ,在量子力学的理论计算中,薛定谔采

用波动方程 ,海森堡采用矩阵方程。这两种方程都能对量子运动规律进行数学描述 ,二者是互补

的两种数学物理方法 ,并且可以相互导出。再如 ,在结构化学中 ,有两个基本的理论模式 ,一个是

价键理论 ,一个是分子结构理论。价键理论把分子视为两个结构在静电引力下的结合 ;分子结构

理论把分子视为外层电子重新组合而形成的统一体系。前者在计算化学键的键能上十分方便 ,而

后者在说明分子体系的外层电子活动规律方面很奏效。两种理论在研究分子结构时是各有其长 ,

相互补充 ,缺一不可的。在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学科分支中,用互补的理论体系解释客体的

运动规律是普遍的现象。这是不容回避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事实。

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同理论的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两个 :

第一、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实现理论的优胜劣汰 ,才能有新理论对旧理论的辩证否定。这里是指相

对真理战胜相对谬误。例如氧化学说战胜燃素说 ,原子结构理论战胜道尔顿原子不可分的理论等

等。这一点容易被人们接受。第二、通过不同理论的争论形成互补的理论体系 ,促进科学的进步。

玻尔的互补原理是一个典型实例。关于光的本性 ,从牛顿的时代就在科学界内引起了热烈的争

论。光的波动学说和光的粒子学说曾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占主导地位。直到现代物理学革命 ,光的

波粒二象的本质才得以确立 ,玻尔的互补原理才成为物理学中的一个普遍原理。争论产生出互补

的理论体系 ,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而这也是科学发展过程中比较普遍的情况。在科学实践过

程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形 ,即 不同的理论模式对同一认识对象的解释具有不同的优势。在一种

情况下 ,适合于采用某一特定的理论模式 ;在另一种情况下 ,适合于采用另一特定的理论模式。不

同理论模式的结合使用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有效方法。采用不同的理论模式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

选择 ,而是由于在认识同一客观对象时 ,或者由于实验条件不一样 ,或者由于认识的角度不一样

而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模式。这些理论模式都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的内部矛盾是科

学发展的动力。这种推动作用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 :一种途径是促进新旧理论的新陈代谢 ;另一

种途径是形成互补的理论体系。两种途径对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必要的。

科学思维的方法一般说来都具有互补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

合都是互补的科学思维方法 :“ 归纳和演绎 ,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 ,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

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 ,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 ,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只有注

意它们的相互联系 ,它们的相互补充。
”E2彐

从科学认识的全过程来说 ,只有全面地运用各种互补的

科学思维方法 ,才能达到比较完整的认识。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曾经指出,开放性思维和收

敛性思维对科学研究都是必要的。开放性思维是突破传统框架的思维、收敛性思维是基于传统原

则的思维 ,二者是互补的。库恩认为 ,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同时具有开放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两种

品格。库恩的看法确有其独到、高明之处 ,值得辩证地吸取。

互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 ,既互相区别 ,又互相补充。互补关系是对立统一关

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的辩证关系。同时 ,互补又认识论中的辩证关系 ,它是

思维方式之间的联糸的总结。

互补是对立统一 规律的基本表现形式 ,它扩展、深化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涵。矛盾的统一包

含矛盾双方的共存、互补、转化等。为什么要强调互补?一方面 ,互补是客观的、普遍的 ,应该作出

这样的总结概括。这是它的理论意义。另-方面 ,互补还有它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 ,人们在运

用矛盾规律分析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等这一类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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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时 ,总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强调对立多一些 ,强调统一少一些。在
“
文革

”
时期极左路线肆虐

的年代 ,对于对抗J跬矛盾 ,基本上是只讲对立 ,不谈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这种情形已经有

了根本的转变。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方法又重新成为分析对抗性矛盾的正确方法。然而 ,对于两

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这一类矛盾的分析 ,通常还只是限于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承认矛盾双方的

统一性。如两大阶级、两种社会制度共存于一定的历史时代 ,一定的范围之中;两者的地位在一定

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等等。笔者认为 ,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分析矛盾的统一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的实践已经给予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这对于矛盾学说的研

究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认识到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

义制度尽管社会性质不同,实行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中却有许多互补因素。这

些互补因素不仅体现在经济贸易、技术合作方面 ,而且还体现在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的互相借鉴

等方面。

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源于实践 ,同 时又要对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和提高。两种社会制度的互补

性是客观的、活生生的矛盾的统一性。它在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的基础上 ,使矛盾的统一

性在内容上更加具体 ,含义更为广泛。互补是矛盾规律的表现形式 ,这是针对所有矛盾而言的。

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因此 ,深入地、现实地认识资本

主义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 ,在哲学指导思想上就要有辩证的观点。一方面 ,我们

要竞分认识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互补因素 ;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的本

质的表现。在实践中,这两种认识是同步增长的。即我们认识到的互补因素会不断增多 ,而资本

主义腐朽本质也会越来越深刻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在全

面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才更有勇气、有力量去发展社会主义新事业 ,克服资本主义各种腐朽影响。

伟大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 ,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由此可见 ,互补的思想早在古

希腊就已经以闪光的语言的形式出现了。然而 ,玻尔的互补原理与古希腊的互补思想既有不谋而

合之处 ,又在实质上、内涵上有原则的区别。因为 ,互补原理是辩证思维在物理学革命中奏出的最

强音符之一。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互补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表现形式这一命题 ,既源于本世纪初物

理学革命的思想 ,又源于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思索。提出这一命题是为了坚持和发展对立统一规律

的学说 ,使矛盾学说与当代社会实践的脉搏更好地发生共鸣。

注释 :

E1彐《列宁全集》第 55卷 ,第 192页 。

E2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 ,第 54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