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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相互作用的内涵、实质及其特点

徐 健 全

相互作用是物质世界一切事物的普遍

特性。从无机自然界到有机生命过程,从

社会历史运动到人类思维的发展,相互作

用无处不有。

恩格斯曾经科学地预言: “
相互作用

是事物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

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

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

(《 自然辩证法》第209页 )现代科学 的

发展证实了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今天 ,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那些时髦和流行的自然

科学、哲学著作,就会发现,相互作用是

极为普遍地使用的一个概念,如 同控制、

信息、系统概念的使用一样。但是,熟知

并非真知。究竟什么是相互作用,特别是

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范畴,如何对它的

基本内涵、实质及其特点作出科学说明,

目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根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结合现

代科学成就,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探讨。

相互作用作为哲学范畴提出来是近代

自然科学的产物,它始于康德的《纯粹理

性批判 》。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相互作用现

象的认识,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这就

使得我们很有必要作一点历史的考察。

我国殷周之际的《易经 》,从观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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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观念出发,最早用乾坤两种力量的交

互作用,解释宇宙万物的变 化。 此 后 ,

《易传》又提出
“刚 柔 相 摩, 八 卦 相

荡
”,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
的思想。古

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最早使用了相互作

用这一术语,并从谮能和现实的关系,把
相互作用理解为事物之间引起的 某 种 变

化。他说:谮能和现实
“
这样的东西会同

时以许多方式发生相互作用:它们每一个

都能够同时引起其他东西的改变而本身又

被其他东西所改变。” (《 古希腊罗马哲

学》第273页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 这 种

改变与被改变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作用与

反作用的同一,因为 “作用与反作用的潜

能在某一意义上是合 一的
” (《 形 而 上

,学 》第172页 )。 亚里士多德对相互 作 用

的理解,已经具有某些科学成分:但是,

他主要还停留在对现象的直观描述上,并
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相互作用的实质。

到了十七世纪,牛顿经典力学的创立

不仅改变了当时整个自然科学的面貌,而

且也改变了一代哲学的面貌。此后,人们

对相互作用的理解深受机械力学思想的影

响。特别是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 主 义 那

里9他们把一切相互作用鄱归结为力的作

用,但与古代相比,它却是建立在经过科

学论证的基础上,已不是直观地猜测。狄

德罗说: “一切物体都在作用与 反 作 用

屮,都在一种形式下破坏,在另一种形式



下组合。”
而力则来自物质分 子 本 身,

“分子赋有一种适合其本性的性质,本身

就是一种活动力。” (《 十八世纪法国哲

学》第359、 357页 )此外,他们还把这种

力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解为物体之间的吸引

和排斥、原因和结果的关系。霍 尔 巴 赫

说: “
假如我们把自然界理解为实际上的

自然,理解为一个体系,它的各个不同部

分都有不同的特性,因而都本着这些特性

而活动,都处在一种不断的相互作用中,

⋯⋯它们互相吸引与 排 斥、 结 合 与 分

离。” (同 上第583页 )十八世纪法 国唯

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来理解

相互作用,并接触到了作用的某些机制;

但是,他们用力学来解释一切,特别是把

生命、社会等高级运动形式也归结为机械

力的作用,这就不是科学的了。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是德国古典

哲学的全盛时期。康德在其著名的代表作

《纯粹理性批判》的范畴表中,第一次明确

地把相互作用确立为哲学范畴。但康德作

为牛顿力学的崇拜者,并没有摆脱形而上

学的羁绊。他说: “
实体直接或间接必在

力学的共同相处之关系中⋯⋯故现象领域

中之一切实体,在其同时共在之限度中,

应在彼此交互作用之彻底共同相处之关系

中云云,实为所必须者。” (《 纯粹理性

批判 》第189页 )不过康德比十八世 纪 的

形而上学沦者有所进步,他已开始意识到

相互作用范畴所体现的系统性。黑格尔继

康德之后,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相互作用辩

证法。他全面清算了康德相互作用观中的

形而上学成分,从批判机械的因果决定论

出发,对相互作用的含义作了明确论述。

他说: “这种机械作用在相互作用中被扬

弃了”, “
相互作用首先表现为 互 为 前

提、互为条件的实体的相互的因果性;每

-个对另一个都同时是能动的,又是碘动

的实体。” (《 逻辑学》下 卷 第230页 )

可见,黑格尔主要是从实体的互为因果性

来理解相互作用的。但是,从 《逻辑学 》

一书的结构及其范畴演绎来看,黑格尔并

没有把相互作用等同于因果性。在黑格尔

看来,这两对范畴各处在不同层次,只有

当因果关系作为与自身相关的东西时,它
才转化为相互作用。因此,相互作用是因

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再者,根据范畴的

递属关系,黑格尔把相互作用作为整个客

观逻辑的最高范畴,它包含着以前所有范

畴的丰富内容,具有辩证的综合性、系统

性。所以他说: “
实体通过因果性和相互

作用的辩证运动,是概念的直接发生史 ,

概念的变是通过这个运动来表现的。”而
“
概念,这个从相互作用而发生的总体 ,

是相互作用的两个实体的统一。” (同上

下卷第240、 2冱 5页 )尽管黑格尔不愧为辩

证法的太师,但 由于深受时代和阶级的局

限性,他对相互作用的解释仍然存在许多

缺陷,这不仅在于他是以绝对唯心主义的

形式论述相互作用的,而且他和 前 人 一

样,并没有揭示出相互作用的丰富内涵和

深刻实质。

十九世纪,曾被人称为
“科 学 的 世

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

古典哲学中的相互作用思想,建立了辩证

唯物主义的相互作用理论。一方面,他们

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从 自然、社

会、思维三大领域论证了相互作用的客观

普遍性,探讨了相互作用与矛盾、联系、量

变质变等范畴的相互关系,确立了它在唯

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另一方面 ,

他们对相互作用的基本含义、辩证性质及

其研究方法作了经典论述。恩格斯指出 :

“
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首罢性和次

要性;可是,同时它又是一个两 面 性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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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从两种不同沟观点

加以观察 ;为 了把它作为丁个整体来理解 9

在全部结果尚 未 综 合出来以前,甚至必

须分别接两种观点一一地加以 研 究。 但

是,如果我们片面地抓住个别观点,⋯⋯

我们抓不住整体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

-个的矛盾之中。” (《 自然辩证法》第

146页 )这就告诉我们: 1。 相互作用体现

着事物间的相互过渡、彼此规定,克服了

把事物绝对化、片面化的形而上学观点;

2.相互作用还具有整体联系、系统 综 合

的辩证性质,在研究中必须运用分析和综

合相结合的方法;3。 相互作用同时 又 是

一个两面性过程,必须从整体联系出发 ,

处理好它同矛盾范畴的关系。恩格斯的这

些论述是我们今天探讨相互作用理论的墓

本指导思想。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以来,各 门科

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惊人发展, 日益证实

着辩证唯物主义相互作用观的正确性,并
为揭示相互作用的实质提供了日益丰富的

材料。例如,现代物理学研究的整个自然

界,冫 从宏观客体到微观基本粒子存在四种

基本相互作用:万有引力相互作用、电磁

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现
代化学研究的取向相互作用、诱导相互作

用、色散相互作用;现代生物生态学研究

的生态因子相互作用包括正相互作用、负

相互作用等。此外,现代控制 论、 系 统

论、信息论的建立也从不同方面丰富了相

互作用理论。然而,正当辩证唯物主义的

相互作用观伴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而

日益丰富和发展的时候,现代西方哲学中

唯心主义的相互作用观也有新 的 发 展。

在这方面颇有影响的,是 以卡尔 ·波普为

代表的二元论的相互作用观。波普在他和

艾克尔斯合著的《自我及其大脑——相互

作用论的一个论》据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

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的理论。他说氵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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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的对象和状态外,我推测有 精 神 状

态,由于它同我们的身体相互作用因而这

些状态是实在的。” (《 世界 1,2,3》

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0年 第 1

期 )我 Fl认为,波普内三个世界的理论中

有某些合理因素,物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

确存在相互作用9怛精神状态是以物理状

态为基础并且统一于物理状态的。但是,

波普却极力反对这一沧点,坚持身心二元

论。他说: “我提出要缭护相互作用和过

时均工元论⋯⋯·我甚至还要维 护 多 元

论,因为我认为有三种 (或更多些 )相互

作用∴i层次、领域或者世界″。 (《 自然

选择和精神的出现 》同上 )波普的相互作

用观虽然不科学,但这种新恩湖均出现却

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我饣l马克思主义哲学

工作者如何结合现代引学成就,对相互作

用的内涵、实质怍出科学说明,在批判资

产阶级哲学中把唯物辩证法Ⅱ研究摧向前

进。

历史∴1考察使我 r∶看到,在不同时代

人们对相互作用有着不同灼理解,但是,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有可能对它作出科学

说明。这不仅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坚持从客

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T玎且在于辩

证唯物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它既

要从不断发展 :讠 △代科学中吸取养料来充

实和完善自己,处 Iy好哲学同各门具体科

学的关系,又要对历史上听有优秀的哲学

遗产进行批判的继孓,垃 t历史主义的态度

认真剖折和吸收已有Ι1研宄成果,从而站

在更高的阶梯上对相互作用作出 新 的 概

括。

从我国和苏联哲学界来看,日 前对相

互作用的研究都很不够,特别是我囝哲学

界长期以来不提这对范瞬,更谈不上系统



的研究。但从枚见于国内外某些书刊中的

观点来看,由于受历史上不同思 想 的 影

响,人们对相互作用也有种种不同理解 :

I。 相互作用就是指矛盾,即事物的 对 立

统一关系· 2。 相互作用指事 物现象 间的

因果关系;3。 相互作用指事物之 间 的作

用与反作用;遮 。相互作用指物 质客 体和

现象之间的一切联系和关系。持前三种观

点的人不很多,目 前影响最大、最具有代

表性的是第四种观点,它最初是由苏联哲

学界提出来的,最近几年我国新编的哲学

教科书也大多采纳此说。苏联在五十年代

以前并未把相互作用列为哲学辞条。1963

年由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哲学辞典 》

对相互作用的解释是: “
物体相互影响的

过程,各种物质客体和现象之间的一切联

系和关系。” (《 苏联哲学资料选辑 》第

10辑 第380页 )苏联著名哲学家凯德 洛 夫

也说: “
相互作用,我们指的是自然界的

物质客体间的相互联系”。 (《 外国自然

科学哲学资料选辑 》第8辑 第134页 )1979

年苏联出版的另一本由一大批 哲 学 专 家

新编的《简明哲学辞典 》,对相互作用的

解释也基本上沿用了上述说法。 我 们 认

为,这种解释很不准确:第一,把相互作

用说成是联系,混淆了 它 ￠l二 者 之 间

的区别。按这种观点,相互作 用 就 是 联

系,而联系也就是相互作用,这是同语反

复。第二,掩盍了相互作用的实质,即各

种因紊相互作用的共同本质。第三,没有

反映出相互作用范畴的根本特点,从而很

难与其他范畴相区别。

那么,应该如河准确地规定相互作用

的基本内涵呢?恩格斯说: “所谓客观辩

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

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

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

(《 自然辩证法 》第189页 )列 宁在 《哲

学笔记 》申论淹辩证法十六要泰时第一条

就指出,辩证靖首先要注意观察 的 客 观

性。经典作家从不冈帜J面 向我Ⅱ闼述了同

一条重耍原则:要从客观世界的本来过程

概括辩证法。那末,客观世界 r卜 普遍存在

的各种相互作用妁共性又是如河表现出来

的呢?

大量∴0观察和分析使我童
、
1发现,任何

相互作用总是'∮乍为系统而存在沟。我们面

对的整个自然界,从抬太的星系到微观粒

子,它们郜是相置作用着均,正是这种普

遍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自然、社会各个领域

千姿百态均运动,组戍了丰富多 彩 的 自

然、社会和思维体系。比如,受万有引力

相互作用所支配的各宇宙天体的运动,构

成了气象万千、风云变幻的宇宙系统;受
电磁相互作用所支配均宅子绕核运动构成

了微妙的原子系统。地球表面各种动物、

植物、微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

相互作用掏成了生物圈,组成了光怪陆离

的生态系统;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个

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社

会系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各 生 产 领

域、经济部门如农业、轻工业、重工业、

服务行业之间以及各个部门内部复杂的相

互作用,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国民 经 济 系

统。因此,哪里出现相互作用,哪里就组

成系统,而任何系统也无一不存在相互作

用。

其次,大量沟观察和分析使 我 帘l发

现,任 河相互作用系统至少有二个以上的

要素组成,否则,相互作用就无法进行。

事实上,在 自然、社会和思维各个领域存

在的所有柑互作用往往不止两个要紊,而
是多因素、多层次的复合体系。例如,生

物学家们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发现,一个

小池塘组成的生态系统,参与相互作用的

因子可达二千多种,而这些因于根据它们

在生态系统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又分为若

千居洙。又如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

∶gji`



用中,参与作用的各种要素也多 达 几 千

种,而这些要素也是分门别 类 的。所 以

恩格斯说,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相互作用 ,

“
有无数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

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

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

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

力量的产物。”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硅卷第478页 )至干思想文化领域 的 相

互作用,要素和层次之多吏是不 言 而 喻

了。

再次,大量的观察和分析使 我 们 发

现,任何相互作用都是作为动态过程来实

现的。恩格斯指出: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

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 集 合 体”

(同 上第厶卷第2压 0页 )。 事 实 正 是 这

样。在客观世界中,对于一个特定的相互

作用系统来说,不管其久暂如何,总是处

在一个从始至终的时间序列中,有一个从

系统的形成、发展到系统瓦解的过程。现

代科学证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所描述的

瞬时超距作用是不科学的。其实,脐谓瞬

时,也总是可量度的。例如参与强相互作

用的基本粒子,它的存在寿命 只 有 10ˉ
23

秒,但即使这样的一瞬,仍然是作为过程

来实现的。不同耍素相互作用着,这本身

就意味着运动,因而它必然是以过程出现

的。

最后,大量的观察和分析还使我们发

现,任何相互作用总是伴随着物质、能量

和信息的相互交换,而这种交换又总是在

一定形式下进行的。有人以为, 好 象 物

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只存在于物理学的

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中。其实并非如此。不

仅物理、化学、生物、社会历史过程中的

相互作用是通过物质、能量的交换来实现

的,就连思想文化和信息的交流也要借助

物质载体并伴随能量交换才能实现。如用

无线电传遴信息,首先要有发射机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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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以及电磁波等,这些都是物质载体;其

次要有一定功率,这就需要能量。又如 ,

人们进行学术讨论,在这一思 想 和 信息

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既伴随着太脑的生理

活动,又伴随莆发音器宫的能量输出;当

然这一过程也可以用书面形式来进行,但
同样离不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也许有人

还会举出手语的例子米反驳。其实,不仅

手语的表示要借助手的活动,就是手语应

如何进行,需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也需

要大脑和其他生理功能妁正常 发 挥。 否

则,就无法准确传递信息。此外,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又总是在一定的形式中

进行的。尽管不同的物质、能量、信息存

在和参与作用的方式不同,但是相互作用

总要采取一定的形式,这是确定无疑的:

世界上不存在无形式的物质、能 量 和 信

息,因而也不存在元形式的相互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衣l互作用的内

涵定义为 :

相互作用是指一切事物通过物质和能

量的相互交换、信息的相互传递以及形式

的相互规定而形成的多要素、多层次的系

统联系过程。

我们认为这样定义作为哲学范畴的相

互作用,一方面比较符合马克恩主义哲学

创始人的基本恩想。马克思指出: “
不同

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鼙

体都是这样。”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第102页 )恩格斯在论及相互 作 用

时明确指出,相互作用是作为整体联系、

作为过程出现的,而且 “整个伟太的发展

过程都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 进 行 的”

(同 上第丛卷第486页 )。 另一方面 这 个

定义吸收了现代科学的新成果,体现了哲

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再

次,这个定义突出了自身的特点,把相互

作用同其他哲学范畴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



来了。比如作为系统的联系过程虽同联系

有关系,怔又不同于联系,因为它实际上

指出的是联系的过程,揭示了一切联系的

内在依据。

在给相互作用作出界说之后,我们还

很有必要对耜互作用的实质作系统分析 ,

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对这一范畴的深刻理

解。所谓实质就是指各要素发生相互作用

的内在根据或共同本质。从上述 定 义 可

知,相互作用的实质是 :

(一 )物质与物质的相互交换

通过物质的相互交换或者伴随着物质

的相互交换而发生相互作用,在元机自然

界、有机生命过程以及社会历史和思想科

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非常普遍,而且是

一切相互作用得以遴行的基础。为什么不

同要素之间能够通过物质交换而发生相互

作用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

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整个物质世界的每

一事物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同体系和

要素之间经常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

交换,这是它们的本性,正是这ˉ点决定

了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和普遍的 相 互 作

用。例如,现代物理学研究的自然界的囚

种基本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是通过胶子

的交换;电磁相互作用是通过光 子 的 交

换;弱相互作用是通过中间玻色子 (W+
W、 ZO)的 交换多引力相互作用是通过引

力子 (?)的交换。在化学反应中,无论

是物质的化合还是分解,都是通过不同或

相同的物质粒子拘迁移和耦合即粒子的交

换来实现的。同样'在生物领域,不论是

生物与环境、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作用,还

是器官与器官、细胞与细胞的相互作用 ,

都要经过物质变换。例如现代分子生物学

证明,细胞核与绷胞质的相互作用是通过

核糖核酸的传递来实现的。核内物质之所

以能够进入细胞质,是因为细胞质内有管

状的内质网构造,而核膜和细胞膜都有小

孔,内质网管道与核膜小孔相通,从而物

质能够转移。在经济领域,生产与消费的

相互作用更是直接的物质交换,一方面生

产把大量的物质产品投入消费领域,而消

费领域同时又把许多劳动力投入 生 产 过

程。

值得注意的是,相互作用的物质变换

在思想科学文化领域比在自然和社会物质

过程里复杂得多。这是因为,运动形式愈

高级,其过程就愈复杂,而高级运动过程

既包含低级过程,同时又依赖于 低 级 过

程。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思想、文化

间相互作用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过

程等同于物质过程,避免重犯机械唯物论

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

出的,思想、文化间相互作用不能没有物

质变换过程相伴随,它是以物质过程为基

础的,只 是由于这种变换的层次 比 较 复

杂、中介较多,而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

但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这一点,思想、信息

不能独立存在,任何相互作用归根结底都

必然伴随物质变换或者就是这种物质变换

本身,这却是客观的事实。

(二 )能量与能量的相互交换

一切相互作用不仅是物质的变换,同
时也是能量的交换。这里讲的能量不只是

指机械能、化学能9还包括其他形式的能

量。现代天文物理学证明,在一个相互作

用着的宇宙系统中,地球与太阳之间、地

球与月球之间,太阳系与其他星系之间无

时不在进行能量的交换。在微观基本粒子

领域,能量交换对相互祚用具有 决 定 意

义。没有能量交换,相互作用既 不 会 发

生,我们也无法知道基本粒子的存在。相

互作用的能量交换在化学中尤为明显。例

如化学键的生成和破坏就离不开 能 量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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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键结构的破坏要输入或吸收能量,而

键的生成 (原于结合成分子 )则要放出能

量。在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生物体

一方面要受到自然界热、光、电的作用 ,

如植物吸收热、光产生叶绿素;另一方面

生物体又通过异化过程排出一定的能量 ,

继续参加大自然中物质和能量的循环。

在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间的相互作

用中是否存在能量变换呢?回 答 是 肯 定

的。在社会经济中,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

部门之闸的相互作用就经常要通过物质和

能量的交换来实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它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粮食、原

料和资金等,粮食和原料就是物 质 和 能

量,资金则是物质和能量的货币形式;而

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为了不断从农业中得到

这些物质和能量,又必须以另外的物质和

能量的形式去装各农业,如供绐 农 业 机

械、化肥、电力、农药等。此外,思想文

化的相互传播、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不仅

需要物质载体,而且需要能量伴随,比如

书刊、电影胶片、磁带以及其他各种艺术

产品等的传播和交流,既需要由物质材料

来构成,又要伴随能量消耗。当然,这种

相互作用中的能量变换与自然和社会中其

他物质过程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思想

文化要发生相互作用,就决不能没有物质

和能量相伴随。

(三 )信息与信息的相互传递

一说到信息传递,人们往往以为它只

在社会通讯、思想语言交流中才存在。其

实,信息作为物质的一种普遍属性,它在

人类出现以前就早已存在。信息同物质和

能量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以人们的

意志为转移在客观世界中发挥作用。控制

论的创始人纳 ·维纳说过这样的话: “
信

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 是 能 量。”

(《 控寺刂论》第133页 )白勹秒打, 信。軎、刁<完

全是物质和能量本身,但它又和物质和能

sθ

量密不可分,一 切物质系统的存在都不可

能没有信息。

相互作用中的信息传递在一切无机自

然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如宏观物质客体

之间的距离有的远至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光

年,我们要了解它的存在,就要借助精密

工具通过观察和分析它们之间的信息变换

来实现。不仅如此,自 然物质客体在无人

干预的情况下也经常存在信息变换氵Ⅰt程 。

火山爆发、地震就是通过物质扩散、震动

来传递事变的信息,直接影响地球表面以

及地球之外的物质客体的。在有 机 生 命

界,信息的传递更为普遍。生物体之所以

能够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是因为生物体

内各细胞、器官之间能够通过神经、体液以

及其他各种通道传递信息,从而发生相互

作用。此外 ,生物与环境之间特别是生物个

体与个体之问也经常在进行物质和能量交

换的同时相互传遴信息,从而调节它们的

活动。在社会生活中,信息传递具有决定性

意义。政治集团之间、经济部门之间、社

会个体与群体之间,都是根据对信息的接

收,整理从而发出指令来调节各 自的活动

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信息是社会系统

循环的血液,没有信息的相互交换,一个

社会系统是不能组成的,也不可能存在相

互作用。在思想科学文化领域,通过传递

信息而发生相互作用更是占主导地位。所

谓知识程度实际上就是信息积累的程度 ,

没有信息,当然也就不存在知识系统。

(四 )形式与形式的相互规定

物质、能量、信息是一切相互作用过

程中相互交换、传递的共同的 东 西。 那

么,形式的相互规定是不是共同 存 在 沟

呢?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所谓形式,主要

是指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相互作用过程中

进行交换和传递的方式,以及物质、能量

和信息的组织形式。在事物相互作用过程

中,物质的交换或者伴随的物质交换必有



一定的结椅方式,而晓置也只能存在于这

种结构方式中并通过相互作用而 表 现 出

来s至于信息,它虽然不是物质和能量本

身,但任何信息传逮必有一定的通逋、载

体,与物质过程相'丨卜池,因此它仍然存在

着形式规定。正如堆纳l9亍说: “
信启:必须

通过某种物理过程来传跬,比如说通过某

种形式的轱i射来传递。” (《 控制论 》第

59页 )不仅如曳,形式规定不同,作用的

范圃、速度、程窒都会受到影响。比如无

机物瑛与扌机生命物质氵i存在和交换方式

不同,相互之问闪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就

不同;自然物质 n∶ 存在和作用 方 式与 思

想、文化闸存在和 ii∶ 用方式不同,它所伴

随的物质、能量变换也会不闷。怛不管发

生哪一类型的相互作用,也不管交换什么

样的物质、战虽和信息,它氵J都要伴随形

式规定 ,这却足共 i可 Ⅱ。如果说相互作用只

归结为饬质、能里和信息的交挟
——

它们

构成相互作用的实在内容,而没有相互之

间的形式规定闪话,在我们看来这至少是

不全面的,既没有如实地反映出客观世界

的本来面目,也没有把相互作用的主要机

制揭示出来。

概而言之,物质和能量的相互交换、

信启、的相互砖遇以及形式的相互规定是-
切相互作用的实质。以上我们对这四个方

面——作了分析,这里再简要地 综 合 -
下:物质、能量、信息稆形式是自然界、

社会、思维各个领域普遍相互作用中共同

存在沟东西,正是它Fl构成了相互作用 ,

从而联结古整个物质世界。但是,在一切

相互作用过程屮占们并不是彼此孤立的 ,

而是共存于一个作用系统 /I。 在这个系统

中,不能只有扬质、能量而没有信息以及

这三者的组织结构和作用方式,也不能只

有信息、形式而没有物质和能量的伴随。

但是'从 f刂 然史 }门 角皮来看,物质是最基

本的,有了物质才谈得上能量和信息的存

在以及它们的构成方式。因此,能量总是

以物质为基础的并通过物质来表 现 的 能

量,信息也只能是以物质为载体并通过物

质属性表现出来的信息,而形式当然也只

能是物质、能量、信息的存在和传递的形

式,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一元论的相

互作用观。那种把精神、思维状态看成是不

依赖于物理状态两独立实在的观点是不能

成立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在不同的

作用领域,这几个方面表现的隐显程度是

不同的。在无机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物

质和能量的交换占突出地位,而信息的交

换则不易被人们所注意;在生命领域,物

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现在都显得比较明

显,但生物内部信息传递的发现应归功于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在思想和科学文

化领域,信息传递的相互作用特别突出,

两其中伴随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则容易被

人们忽视。这种情形主要决定于各个领域

的不同特点,并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

们的认识水平有关。如果人们缺乏对上述

几种情形的科学分析,把握不住 这 些 特

点,就容易导致机械唯物论或者陷入唯心

主义泥潭。

四

相互作用既然是指一切事物通过物质

和能量的相互交换、信息的相互传递以及

形式的相互规定而形成的多层次、多要素

的系统联系过程,因此它与其他传统范畴

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其 中最根本的就是

系统原则。什么是系统呢?普通系统论的创

始人冯 ·贝塔朗菲说: “一个系统可以定

义为处于相互联系中的元素的 集 合
”

或
“
相互作用的元素的复合物。” (《 普通

系统论》英文版第55、 91页 )可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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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而相互作用

也都是作为多要素、多层次的系统过程而

出现的。这样,相互作用范畴在反映客观

世界时就有如下特点 :

(1)多要素的相容性

从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相互作用及其

范畴规定米看,参与作用的要素往往不是

一个或几个,而是多要素的过程集合,这

就与传统的两点论不同。的确,在 自然、

社会、思维各个领域很难发现只有单向过

程的两点,差不多每一事件的发生、发展

都要涉及到若干相关要素,从而组成多要

素的系统。正是从这种系统观出发,相互

作用体现了多要素的相容性。按照这种观

点,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绝对不相 容 的 东

西,过去以为不相容的,今天或以后可以

相容起来;过去认为完全对立的,今天或

以后可以走向融合。正如恩格 斯 指 出 :

“
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

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
‘
非此即彼:’ ,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

差异互相过渡,除了
‘
非此即彼:’ ,又在

适当的地方承认
‘
亦此亦彼!’ ,并且使

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最高地适合

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 段 上 的 思 维 方

法。” (《 自然辩 证 法 》 第 190页 )因

此,这种多要素的相容性正是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精神,是辩证思维的特点,它和形

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根本对立的。

(2)系统的整体性

相互作用作为多要素、多层次的系统

联系过程,并不是把各种因素杂乱、简单

地加在工起,而是把相关要素作为一个整

体来看待,把多要素作为系统来研究,发

现这些要素间的有机联系,从中获得规律

性认识,从而用于指导改造客观世界的活

动。按照这种观点,各要素的加和性质不

同于作为整体来看待的系统性质。科学研

究证明:整体的性质与规律只存在于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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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各组

成部分的孤立特征和活动的总和,不能反

映整体的特征和总和3作为整体中的部分

的性质与行为不同于在孤立状态下部分的

性质与行为。例如分开来的三个导体各自

的电荷不同于用导线连接起来以后各自的

电荷,处于机体总联系中的一只手不同于

从机体中割下来的-只手。因此把各种要

素作为一个系统内的整体来看时,就出现

了把它们分割开来时所不具有的新质。这

种思考和分析事物的方法与传统的矛盾分

析法不同。过去我们常用的大多是单向性

思维方式,总是从这一个方面到那一个方

面,片面地抓主次关系,而忽视主次之间

的系统整体性。实践证明,它往往带来许

多不良后果。从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观出

发则不然,它本质上是双向性以至多向性

思维方式,这就克服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局

限性。

(3冫 多层次的综合性

相互作用作为系统的联系过程并不是

忽视主次分析,不主张对事物进行多方面

考察。但是,相互作用所注重的是综合而

不是分析,即使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分

析,也是系统综合中的分析而不是孤立地

分析。所以恩格斯说,在研究相互作用时
“
为了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全部

结果尚未能综合出来以前,甚至必须分别

按两种观点一一地加以研究。”因而分析

是为了综合,为了把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

理解。科学文化史表明,整个人类科学文

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分析走向综合,现代

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包括相互作用论

的兴起,大量的边缘、综合性学 科 的 Ⅱ丨

现,正是这种综合潮流的反映。此外 ,相互

作用从多要紊的相容性原则出发,它所讲

的综合也并不限于个别对象的各个方面,

而是相关的一类对象的各个方面、各个层



次的综合。这同样是唯物辩证法基本精神

的体现,因为唯物辩证法不是弧立地看世

界,而是从相互作用的系统过程观察世界。

(甚 )研究的定量性

对于唯物辩证法,过去只注意定性分

析,而忽视定量研究,这主要是受科学技

术发展水平的局限和传统思维方 式 的 束

缚。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为辩证法研究从

定性逐步向定量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

可供观测、实验的手翰,使得我们有可能

用象蜜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眼光对它加以描

述。这一工作,马宽思、恩格斯生前极为

关注,并作出过科学的预言。恩 格 斯 指

出| “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

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

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9只 有经常注

意产生和消失之问、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

变化之间的普遍的栩互作用才能做到。”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62页 )

为什么只有坚持用相互作用的辩证方法才

可能精确地描绘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类思

维的发展呢?限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

平,恩格斯并没作出令入信服的论证,在

那时,人们不妨钯它看作一个科 学 的 假

说。今天, 自本艹学突飞猛进地发展使这

一假说正在变成现实。科学证明,客观世

界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相互作用,大部可

以作出比较持确的定量分析,如物理学上

的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

用;生物学上的生态因子耜互作用;化学

中的分于、键能耜互作用·社会生活中各经

济部门之问的相互作用以及神经思维活动

中的信息耜互作用等等。这是因为9相互

作用的实质已拉揭示出来,它归结为不同

要素之间物质、乩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以

及形式的相互规定,而物质、能童、信息

是可以运用科莓i技术手⒊加以精确地观测

和计量的,比如参加仵用的物质成分的多

少、能筻的增蚊、信息量的太小等,都可

以潜助数学模垫来农示和通过电子计算机

的运算来完成。马芄思曾经指出:任何一个

知识邯门9只 有它广1主要标准和基本规律

性得到数童表现翎数学衰示之后才是精密

的。(参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73、 346

页)相互作用研宄的定量化9正是使唯物辩

证法这一学科走向完善、精密化的新开端。

讠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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