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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与范畴关系探讨

徐 健 仝

相互作用这一范畴既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相

对独立的哲学范畴提出来研究,则是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当代自然科学推动的结果。长期以

来,我国哲学界忽视这一范畴的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相互作用同矛盾、联系等范畴

等同起来,从 而不承认这一范畴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也就认为没有研究的必要了,黑格尔曾

经指出: “
误解有限范畴不足以达到真理,就会否认客观知识的可能性。结果当然是依据情

感和主观意见来作肯定或否定,而且在本来应该加以科学证明的地方,便提出一些主观的论

断和事实叙述来代替。
” (《 小逻辑》第6页 )因此,研究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不仅需要弄清它

的基本涵义,而且很有必要对与它相关的范畴之间的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说明。不依据科学

事实,不对范畴关累展开分析,就主观地肯定或否定,必然堵塞科学认识的道路。关于相互

作用与矛盾的关系,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 (参见《四川师大学报》1986第三期)作过论述, 这 里

试图进一步对相互作用与联系范畴的关系作一探讨,并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 )

相互作用与联系是既相互区别又相联系的两对范畴。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都十分重视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康德早在
“
前批判时期

桫
根据牛顿理论阐述整个宇宙的结

构和起源时,就从引力相互作用原理出发论述了相互作用与天体联系的关系。他说: “
要在

整个无穷无尽的范围内发现把宇宙各大部分联系起来的系统性,要运用力学定律从大自然的

原始状态探讨天体本身的形成及其运动的起源,这些想法似乎远远超 出 了 人 类 的 理 性 能

力。
” (《 宇宙发展史概论》第3页 )尽管如此,康德认为,人类应该深信,不论是天体的 形 成

还是生物的起源,都是受物质世界自身的运动规律所支配的。而不是象古代原子论者那样 ,

把物质和生命的起源及其联系归结为不同元素的盲目混合。这是因为 ,“ 整个大自然 ,特别是

无机界,到处都有这样的证明,使人们认识到物质通过自己的力的作用,会得出某种正确的

结果,并能自然雨然地满足理性规则的要求。
” (同 上笫8页 )因此,康德说, “

我不 需 要

任意地虚构,只要按照给定的运动定律,就可以看到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个系统产生出来 ,这使

我感到欣然满足。
”(同上第10页 )可见,从相互作用阐明宇宙天体的系统联系 ,这是康德写 仵

《宇宙发展史概论 》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当康德把相互作用作为

基本的哲学范畴提出来时,对相互作用与联系的关系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 “
由此种

交互作用 ,种种现象各在其他现象之外雨又在相互联结之限度内构成一复合体。
”(同 ~L第190页 )



这就是说,不同现象之阀的联系以及帘物的整体复合性冖曲于水lE作用形成。李泽厚同志对

此正确地指出,在康德那里, “
有因果原理 (必然的连续 ),才可能认识事物的变异;有交

互原理 (同时的共存 ),才可能认识事物是有联系均。
” (《 批判哲学的批判》第149一叫 50页 )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虽然没有把联系作为独立的范畴,但是,他的整个逻辑学都是在论述一

切过程、一切概念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正如珂宁指出的: “
联系的必然性

”
和

“
差别的内

在发生
”

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的两个基本要求,尽管黑格尔在推论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

空洞的学究气,但
“
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闽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

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
” (《 哲学笔记》笫95、 153—— 154页 )关于联系的形 成 ,

黑格尔认为是由于绝对观念自身的运动 ,而且一切联系最终都归结为概念的联系,是概念的变

化过程。但是,黑格尔又认为,概念的联系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辩证运动中实现的, “
概念

的变是由这个运动表现的。
” (《 逻辑学》下卷笫2逛 0页 )如果撇开黑格尔对客观世界普遍联 系

作了颠倒的反映这一点不谈,黑格尔实呼:上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一切联系和转化都是在相互

作用的辩证运动中形成的,并且它就足 j峦种活生生的联系的具体体现。`因 此,在 黑 格 尔 那

里,相互作用就成了整个客观逻辑的最高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时,同样对相互作用与联系的关系 有 不 少 论

述。在历史考察中,我们已经指跬l,恩格斯认为,当 我们深思熟虑地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

动来考察整个客观世界的时候, “
首先置现在我们眼前虏i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

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 (《 马克思恩格所选父》笫3卷第60页 )。 有人曾经把这段话作为联系和

相互作用同义的论据。其实,很 明显,恩格艹在这里是把相互作用和联系并列使用的,如果

二者同义,那就纯属同语反复了,也没有必要用一个
“
和

”
宇把两个概念连接起来。从语词

上说,,二 者也不能完全等同。在英语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因 而

不是用一个词来表示的,相互联系是炯矽f〃 eJ四莎c、
'm莎

召γ/召
`夕

扌
'O彳

;而相互 作 用 则 是 饧扌饣r口 c扌 、
j耐召/四ε扌氵o昭。前者表示相互联结、关联,侧重于关系;后者表示 相 互 作 用 、 相 互 影 响 ,

侧重于相 互关系的 行为和 关系的状态。因此,无论在 语 义 上 还是在 语感上 ,它们都右

在差另刂。如果说,在上面的论述中,恩格 斯 只 是 把 相 互 作用 和 联 系 作为不同的概念 来

使 用,并没 有直 接 论述 它 们的相互关 系的 话 ,那 么,恩 格斯 在 论述 物 质世 界 的总

体联系、相互作用和运动 时, 这种 关系 则明 白地 表达 出来 了。 恩格 斯指 出, 整个自然

界 是由各种 物体 相互 联系 的总 体, “
这 些物 体是 相互 联系 丘I,这就是说 ,它 们是

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
” (《 羊i然△:讠王法》第54页 )显然 , 在 恩

格斯看来 ,要获得对物质世界的科学认识 ,只 谈联系还不够,必须进一步追到相互 作 用 和 运

动,用相互作用和运动进一步解释和阐明联系,从 而把联系具体化、精确化。正是曲于这个

缘故,恩格斯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思 维 中 的反

映,只有经常注意普遍的相互作用才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恩格斯指出,要在自然和

社会历史中清除那些臆造的、人为的联系,必须从相互作用中找出一般的运动规律;也正是

由于这个缘故,恩格斯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事物真正的终极原因。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在不同著作中的这些论述是前后一贯的,表达了同样的基本思想:认识和把握联系必须深

入认识相互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说明,一 切联系都是建立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的,都是通过

对相互作用的认识因而也是对运动的认识而认识联系的。维纳说过 :“所有各种联系严格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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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能量的耦合:一 个处在统计平衡的系统就是对熵和对能量都达到平衡的系统。
”
〈《控制

法》第59)页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说法 ,但并不全面。能量是以物质为依托的,而物质和 能 量的

耦合必须有信息的传递和形式的规定。因此,严格说来,所有各种联系,都不过是通过物质 .

和能量的交换、信息的传递实现冉l,这正是相互作用。

(二 )

那么,相互作用和联系究竞表现在哪些方面昵?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事物

关系的分析,我们认为,它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相互作用是一切联系的基础和客观依据。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

点,从整个自然界、社会历史到人类思维,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经过相互联系而存 在 的。 但

足,为什么有这种普遍联系,或者说一切联系的根源在哪里?依据什么而联系?这些问题仅

仅研究联系本身是不可能作出正确回答的。联要有联的媒介,系要有系的依托,世界上不存

在无缘无故的联系。乩如,无机白然界的各种物体及其不同物质元素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生

命界各种微生物、植物、动物是相互联系的,无机界和有机界也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历史领

域中人与人之间、各个经济都门之问是相互联系山1,而社会作为有机系统同自然界也是相互

联系的,如此等等。这种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普遍存在的联系,决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从主

观臆断中得出来的,它有着客观的基础和共同的根据,这就是一切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诸要

素之间普遍存在的相互作用。没有相互作用,联系既元根据,也无法被人们所认识。比如 ,

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实现的。不仅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相互

作用的产物,i而且人作为自然界的对立物,为了生存和发展,只有运用工具9通过劳动变革

和改造自然,既改变自然沟面貌丿冂时淡白身得到攻变。又比如,当代脑科学和科学哲学对

大脑和精神之间联系的发现,也是通过对脑和精神相互作用的分析而提出来的。如果不能说

明它们的相互作用,对脑和精神的联系就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联系有它的客观依据,相互

作用也有它的客观基础。这一点,我们在探讨相互作用的涵义和分析相互作用层次时已经指

出,一切系统都不可能是绝对封闭泅,它们要不断地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

这就必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事物之闷白J苦遍联系。因此,世界一切事物的普遍联系

不仅是客观的,简苴是必然发生白i,相互作用则是这些联系的基础和依据。i关 于这一点,我

们比较赞同苏沃洛夫的一段分析。他说: 
“
奋物与现象的普遍联系不单是静止状态,不单是

并存,而且是彼此联系着的要素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任何联系都必须以作为普遍联系着的

要素的相互作用的那种过程为前提。
” (《 唯物辩证法》第1了 页 )

其次,相互作用不仅是一切联系沟基础和客观依据,i雨且构成了一叨联系的客观内容 ,

揭示了一切联系F勺 内在机制。当然,这 i丙 个方面密切相关,但侧重点不同。前者说明,为什

么一切事物都必须是普遍联系的;后者则说明,这种普遍联系是怎样形成的,是通过什么途径

实现的。既然相互作用是联系的基础和前提,而相互作用作为系统的联系过程,归根结底是

物质和能量的相互交换、信息的相王传垃,这样 j迓 们就必然逻辑地得出另一结论:一切联系

的形成及其内容,都是由相互作用所规定的。Ⅱk系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范畴,并不是亳无

内容 n1|丨 h象,有 它沟内在规定和∴j1体 内Ιf。 丨吐t'要 i酱示联系内容∴V客 观性,就必须深入研



究相互作用,通过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来说明。因为一切现实的联系,都是物质、能量和信

息的交换过程,否则,联 系就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达尔文在论证生命世界的普遍联系时,

曾提出过著名的
“
生命之网

”
的论点,这可以说是对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的最好说明。达尔

文通过观察发现、在一个由田鼠、猫、三叶草和熊蜂组成的生态系统中,动植物之间存在着

很密切的联系。当初始条件是猫少鼠多时,结果是熊蜂少,蜂少则三叶草少。如果初始条件

改变,是猫多鼠少时,则熊蜂随之也多,蜂多则三叶草茂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 必 然 联 系

呢?原来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直接沟物质t能董和信息的交换。猫多鼠少的结果是大量淘

熊蜂窝遭到田鼠破坏,使熊蜂难以生存,熊蜂少的直接后果是减少了三叶革花粉的传播,从

而使三叶草难以繁殖。这就表明,只是由于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才构成动植物之间的现实联

系。这种联系的客观内容,就是相互作用机制所调节和制约的不同物质要素之间的消涨变化

过程。生态系统的联系是如此,社会系统、思想系统的联系也是如此。例如,思想系统的联

系主要是通过信息变换实现的,信息变换本身是一种相互作用,而且信息交换还必须以物质

和能量为基础q因此,相互作用不仅决定一切联系,而且构成了一切联系的客观内容。

再次,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决定了联系的多样性。联系从层次上说 ,有无机物质系统的联系、

有机生命系统的联系、社会系统的联系、思想系统的联系以及上述系统之间的联系;从类型

上说,有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外部联系和

内部联系等等。尽管联系形式多种多样,但只要构成联系,都需要以相互作用为基础。联系

和相互作用在多样性上的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是从前ェ种关系中派生出来的。既然一切

联系的形成及其客观内容是由相互作用决定的,而相互作用的每一个层次又存在多种形式、

多个侧面,它们相互渗透、内外交织,这种多层次、多侧面的相互作用的必然形成多层次、

多类型的联系,构成系统的联系和转化过程。分析这个系统的联系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和认

识种种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联系,把一事物和他事物、此系统釉彼系统区别 开 来; 综 合

这个系统的联系过程,又使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总体,不同事

物、不同系统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断促进事物的运动、

发展和转化。这样,整个世界不仅具有系统性而且具有多样性。

最后,相互作用不仅规定联系 ,同 时也表现和反映一切现实的联系。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

识过程表明,一般说来 ,入 们是通过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来认识事物内部和 事 物 之 间的

联系。例如 ,达尔文揭示生命世界的普遍联系,就是通过不同生物体的运动变化 ,发现了生物之

间的相互影响,从 而确定了它们的相互联系;法拉弟揭示电磁联系,就是根据电场的变化引

起磁场的变化,磁场的变化引起电场的变化,从而确定了电场与磁场的联系。同样,不同社

会现象、意识现象之间的联系,也是根据它们相互间的变化、影响雨被人们认识的。特别是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要么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直接观察,要么是通过实验,分析不

同因素的变化 ,确定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发现规律 ,得出定理。恩格斯指出:“各种物体的形

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 ,离开了运动 ,离开了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

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它是什么。因此,自 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

物体 ,才能认识物体。
”(《 马克忠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7页 )而 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作用

的,相互作用本身就意昧着运动和变化。因此,一切现实的联系都是通过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运

动表现和反映出来岣。离开了相互作用,离 开了运动和变化 ,人们就很难认识和把握联系。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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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s见

,相 互作用与运动和联系走不玎分 :∵刂始:要了解亨钫 I、联系 ,必须观肛分析丰物△运动和

变化'而对运动和变化钧真正把握则叉必须深人到事物戊相互作用。只有这社`扌能点ΙE珏斛

事物勹l运动是自山lt运 动
'客观世舁沟昔遍联系是必然ⅠⅠ末系这个辩证 r纟物主义廿妄本观点。

r=、
`-ˉ

艹

'

祜互忤用虽然是-△扌t系 |J基 础和市工`规定众系△形戌、内宅f和形式,并且灰现和反

映一;J现实均冖t丁。伍屈,这并不等于说,J嘈J是求系都是招置作用Ⅱ。∶‘℃如 ,厉t始 社会同社会

主义社会有联系,入和早已灭绝蚜古生物有鞋虿。可是,它们并不构戍对1实 勺相互作用,尽
管其间存在物厌或信息的连按,但就它们恃定南关系来说,其作JJ严格说未并不△相互的。

这种恃况表明氵必须对相三作用与联系的关系作进一步汾分析。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挹耜互作用本身和出和互作用柯成户I不 同关珏区别开未。任

何相互作用本身邙拘成现实妁、活生生均联苏,一切:∷系门形成△足以扪互作用为基锚、由

相互作用所规定冖。但是,相互作用作为系统∴i^t系 过程,它是茳运动和变化中实现的,其
中交织音有Ji:和 置序、集台与离嵌等多种多样iI关 系,溉有新字物诗产生叉有旧 事 物 泅 消

亡,从 雨使新旧事物炭生联系。例如,社舍历史的进化是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幻,原始社

会内部各种因幸均相互作用,导致了它自身的解体,这而产生出奴隶拄会这个新 沟 社 会 系

统;奴隶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经过长朔的相互作用,又使它自身解体,录片被封建 社 会 所 代

替,如此遴进,经过一系列中介过程'使 我们今天冶社会同历史上均社会联系起来。通过这

种联系,古 代社会遗留给现代社会沟,既有物质幻困素,也肓信息闸团扌。我们泞了刊用古

代宓1物质成果,锞存了它们南科学技术和文化传统外,还从发讯出来 |l原始工具、各个时代

的遗址、典锫等考古发现中,进一步认识到了当今社会同历史上的社会之问均联系。然而夕

i坷 的社会系统△竞崩溃和消失了,我们再也无法作用于过去均社会,只有通过追湖以往的历

史,才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入和古生物的联系也是这样。人足生物经过长瑚进化沟结果 ,

从原始生命出1产生到人的出现,经历了漫汝均历变9因而人同某些古生物均联系是必然的。

但是 lr.h于绝大多数古生物早已灭绝,虽然人类同它们有联系,但 已无法构成相互作用。就这

是历史和时间昀不可逆性。对于这个道理,屉·格斯曾以人和陨石为例作了说明。他说,初一

看,人和 i咖 石是毫不相干的。可是
“
在此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元隈系到婶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

程,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这个系列填补起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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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就迁从元机物到有机生愈物质再到人类这样一个多层次的作用

过程,正是这一过程,确立了人和陨石的联系。但是,人和某些古生物之间、和 陨 石 之 间

(除非对陨石进行加工冫,以及原始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虽然通过互相作用雨构戍了

联系,今天却并不构成现实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说,它们之问灼物质、能呈和信息妁连按是

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

由于联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联系并不完全是被动的。一旦事物通过相互作用形成

了联系,这种联系反过来又可以为事物占l榻互作用创造更为有利山I条件。这里讲灼联系不是

指历史的联系,而足指以楣互作用为基础l力现实联系。一般说来,现实沟联系都是相互作用

宥的联系,这时,系统的联系常常会成为加强彼此间相互作用的纽带。洌如,在囡民经济系



统中,各个部门由于相互作用雨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它作为一种结果反过来又对原因发生作

用,促使各个部门之河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南交换,增强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在科学研究

中,这种情况更明显。已发现的联系往往为探讨更本质的相互作用创造了条件。例如,法拉

弟和其他科学家通过对电磁规律的研究,发现了电磁之间的联系,这就为麦克斯韦建立完备的

电磁相互作用理论准备了前提;牛顿通过对引力相互作用的研究,发现了宏观客体的普遍联

系,这就为我们今天探讨引力相互作用的本质开辟了道路;而从牛顿引力理论到现代基本粒

子物理学建立起来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理论,则为当今科学家研究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统一

本质奠定了基础。可见,相互作用与联系的关系并不是
、
僵硬、死板的,而是生动活泼的。

相互作用与联系的关系虽然是相互沟,但是作为系统沟联系过程,相互作用比联系有着

更深刻、更丰富的含义: (1)揭示了联系的客观必然性,从物质世界的普遍本质上找到了

一切事物联系的根源,进 一步说明了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 (2)揭示了联系的具体性,不仅从客观世界的内在发展

过程及其各个侧面论证丁联系的必然性,而且指明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

换与形式的规定,从而真正找到了联结整个世界的纽带; 〈3)揭示了联系的确定性,不仅

指出客观世界的联系是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这些具体环节实现的,而且说明了赳量分析这

些环节的可能性; (4)揭示了联系的系统性。这就是说,它不是简单地谈联系,而是把联

系放在系统过程中来考察,阐明了作为系统而存在的联系,并从相对性、整体性、多向性、

开放性等特点分析事物幻联系过程,揭示出这一过程的层次序列和网络体系。尽管某些历史

联系并不构成现实的相互作用,但它不仅是相互作用钧结果,而且并不排除它和世界系统中

的其它要素发生相互作用,因此,它们仍然是普遍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在我国现行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很有必要研究和引入

相互作用范畴,并给它应有的地位,这不仅是尊重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需要,而
且也是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认识水平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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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按照自己精神文化发展的需要 ,有 选择地汲取外国

的思想文化因素。即使是进步的思想文化囚素。在汲取过来的同时夕还要经过自己机体的消

化接受,变为自己的血和肉。正如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思

想体系'也是经过学习、汲取并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沟实践相结合
`才逐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

变成我们的指导思想,成为我们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闸精神文化的进步因素为中

国人民所汲取、接收,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这是世界文明向中国文明的渗透和转化。

与此同时,中国精神文明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谳,因为世界文明就是

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因素汇聚而成的。正象历史上中国的四大发明变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

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

展,丰富了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一样,今天我们建设和改革的新经验,思想文明和科学

文明的新发展,也必然会为世界文明增添新的内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是相互渗透、相互

转化的。我们要正确认识这种关系,自觉促进它们之间的渗透和转化,推动我们的精神文明

沿着世界文明发展止V大道不断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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