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格斯在论述唯物主义哲 学 发展 时指

出: “象唯心主义工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

⊥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

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

改 变 自 己 的形 式
” (《 马充已E=斯 迄 矢 》笋匚卷

第224页 )。 随着当人自然科学正在 配 酿吉新

的重大突破,当 代哲学也正在酝酿着重大突

破。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要求把皙学从

疽代水平推进到现代水平,这 是 时 代 的要

求,科单发展的趋势。当前 ,在现代自然科学

和社会实践的水平上,国 内外的哲学界已纷

纷把结构、层次、系统、信息等概念上升为

哲学范畴加以研究,业有在揭示这些新哲学

范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把它们辩证地综合起

来的趋势。因此,比唯物辩证法现有图式、

规律和方法更高级更复杂更深刻的新图式、

新规律、新方法正在被人们揭示出来。这是

不以入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也是一个

很值得探索的极有意义的课题。

(一 )

本文将提出的唯物辩证法新规律,它首

先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关于宇宙发展新图式

基础之上的,唯物辩证法关于宇宙发展新图

式是它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哲学关于宇宙的图式是随着自然科学的

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在十八世纪自然科学成

试论
“
系统的层次绵掏联 幕

”

是 唯物辩诞 法鞲新飙律

杨 正 江

1迎

就基础上形成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

义。宇宙不变论是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关

于宇宙的图式。十九世纪中期三大发现和自

然科学的其他达步,给形可上学的宇宙观打

开了一个个麸口,形成了宇宙发展论,揭示

了转 :匕 联系的宇宙图式。正如思格斯所说 :

“
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 的基本过程,对 自然

的全部认识都综合 于 对 这 个 过 程 的 认识

中。” (《反杜林论》·第1n页 ,1970年版)

在现代 自然科学基础之上 形 成 的 结构

观、层次论、系统论及其它们的辩证综合 ,

给我们描绘了一幅
“
系统的层次结构联系”

的字宙发展新图式。

现代 自然科学在普遍理论意义上的第一

个进步是揭示了结构观。

十九世纪末,电子和放射性的发现,标
志着科学研究深入到原子内部的结构。在二

十世纪一系列微观世界新发现基础上,人们

认识到原子核和核外电子通过 电磁相互作用

组成原子结构多而质子和中子 i予 过强相互作

用组成原子核结构;基本粒子由夸克通过胶

子超强相互作用构成,夸克内部也有结构 ,

正在探索之中。

人们对生命的徵观绾构的研究也由细胞

水平发展到分子水平,揭示了核酸和蛋白质

的生物大分子结构。现在又从分子水平发展

到量子水平,正在揭示电子结构在生命活动

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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玑代自然科学在深人饣l宄物质的钣观结

构的同时,也向物质的宇观结构发展。建立

在现代科学水平~L的地球、太盯l系 、恒星、

恒星系以至总昱系结构和演化的理论也正在

迅速发展。单就现代宇宙学来讨,就有从静

态有限无边模型到字宙膨胀模型再到热大爆

炸摸型。而且,宇宙结构和演化的研究正和

微观粒子的结构和演丨匕的研究融为一体,两

极相通。

现代自然科学在普遍E论意X上的第二

个进步是揭示了层次沦。

思格斯在近代科学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

法提出了层次论思想。他说: “
关于物质构

造不论采取什么观点,下面这一点是非常肯

定的:物质是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

列较大的,容易分洁的组,⋯ ⋯可见的恒星

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

最后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

(《 自然辩证法》,第 2炉页,1971年版)现代自然科

学的发展,揭示了自然界的微观、宏观和宇

观物质层次及其普遍联系。为现代层次论观

点奠定了科学基础。

现代层次论认为:自 然界是按物质结构

的不同,分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由低

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无限发展的物质

层次。

自然界物质层次普遍联系,包括了转化

联系、包含联系、交叉联系。今天自然界无

限多样、丰富多彩的物质层次是宇宙物质由

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长期进化、发展

的产物。因此,自 然界不冂物F层火之问一

定存在内在的必然的转亿联乐。转 {匕联系首

先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由△Ⅰ
==复

杂∷∶t

展联系,高级层次一定包合低圾层只.复 未

层次一定包含简单层次,因而,转 化联系必

然导致包含联系。又由于自然界物质层次具

有质的相对稳定性,它们一 旦通过转化形戊

以后,就同时并存于自然界之中,它们之间

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彼此

·卫4·

灰生交叉联系。

层次概念是和绾萦概念紧密联结在一起

的。物质的层次总是以物质的 结 构 来 划分

的岁而物质的结构总是一定层次上的结构 ,

脱离一定物质层次的抽象的空洞的结构是没

有的。物质的结构具有层次性,故称物质的

层次结构。

现代自然科学在普遍理论意义上的第三

个进步是揭示了系统论。

如果说,现代层次论观点是对现代自然

科学结构理论和自然界物质层 次 的纵 向概

括,那未现代系统论观点是对现代自然科学

结构理论和自然界物质层次的横向概括。它

是多种学科综合的产物,是 自然界物质层次

和结构普遍本质的反映。当然,层次论和系

统论也包括对社会的物质层次和结构的概括

和总结。

在物质世界中,小到夸克大至宇宙,从
无生命物质层次到生命物质层次,从自然界

到人类社会,以至构成社会的大小
“
细胞”

(如工厂、科研单位、学校等 ),甚至-架
机器等都可看作系统。现代系统论撇开这些

对象的微观、宏观和宇观以及 非 生 命 和生

命、自然和社会的具体物质运 动 形 态 的特

性,仅仅从整体和部分、整体和环境的相互

关系中来考察。对象作为系统,它 由部分组

成,相对于更大系统,它又是其中的组成部

分。因此,整体和部分、系统和环境是相对

的,在一定条牛下可以相互转化。

系统概念⒎层 i廴 、结构概念也具有内在

的必然联系。作力乐统其内部总是有一定结

抟的,没有内茚结污的乐统是不存在的。同

「扌,作为系统又总是走于一定 物 质 层 次上

的,它 包合比它低的一切层次 (系 统 内部

也足分层次的:母系统、一级子系统、二级

子系统⋯⋯ ),同时叉被更高层次上的系统

所 己含。系统、层次和结构概念三者是辩证

的统一,我们通称为系统的层 次 结 构。因

此,作为系统的任何客观事物,不论相对于



高层次系统,还是相对于低层次系统,它总

是处于系统的层次结构联系之中。

把现代自然科学中最普遍的结构观点、

层次观点和系统观点 (包括信息观点,因为

信息是系统之间、物质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

和联系的中问环节 )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

如实地进行辩证的综合,并把它推广到社会

和意识形态领域,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 “系

统的层次结构联系”的宇宙发展新图式。这

是一个比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

的 “
转化联系”的图式更高级更复杂的立体

的综合的图式。

(二 )

“系统的层次结构联系”,作为唯物辩

证法新规律,它有自己的具体合义和特定内

容。

要了解什么叫系统的层次 结 构 联 系规

律,首先必须考察一下系统结构概念。系统

结杓应包括下列五要素:

(1)物质成分:这是形成系统的结构的

首要的基本的条件,没有它,根本谈不上系

统的结构问题。

(2)相 互作用:这是形戌系统的结构的

最重要条件。只有吻质成分,没 有 相 互作

用,物质成分就成了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和

彼此孤立、静止地存在着,就无所谓系统的

结构。

(3)运动和演化g物质成分的相互作用

决定了系统结杓的运动下口演化形式,从一种

系统的结构形态转化为另一种系统的结构形

态,例如从较低级的系统结构发展豇较高级

的系统结构。

(4)数量和时空:在任何系统的结构中

都有一定的数量关系和叫空形式。系统的结

构性质主要是由物质成分及其相互作用两要

素决定的9但数蚩和时空在一定条件下也能

决定系统结构的性质 9

〈5)性质和功能:以上四个要素的综合

作用决定了系统结构的性质,而系统结构的

性质又决定其功能。

其次,我们要进∵步考察一下系统的层

次结构联系的概念。系统结构都是在一定层

次上的结构,不同层次上的系统结构都有内

在的必然的联系,那么到底有哪些联系呢?

现代自然科学已揭示或正在揭示的系统的层

次结构联系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

1.不同层次物质形态或成分之间的联

系。

一般说,某一层次物质的基本形态 (如

原子 )是高一级层次 (如分子层次 )的物质

成分,其内部的物质成分 (如原子核 )又是

低一级层次 (原子核层次 )的物质形态。不

同层次的物质形态和物质成分之问是可以相

互转化的。

而且,距离较远的不同层次之间的物质

形态或成分之间的联系也是 很 密 切 的。例

如,目前自然科学研究所涉及的自然界最大

层次总星系和最小层次基本粒子之间存在着

出乎人们意料的惊人的联系。大爆炸宇宙学

所研究的总星系起源问题,就有赖于基本粒

子物理学成就,拄 算出衤t大屠炸零点之后的

10ˉ
“¨Ⅱ

秒钟总星系的状况,因为 在 热大

爆炸后一秒钟以内的 “
宇宙的极早期”中宇

宙的组成只有基本粒子及其柙互作用。另一

方面,有关基本粒子的物质结构的研究已经

进入了所谓 “
大统一理论”阶段,即试图发

展一种把电磁作用、弱作用及强作用都包含

在内的统-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估计,统一

所相应的能量尺度约10” 电子伏,这样高的

能量通造加速器似乎永远也达不到,只在宇

宙大爆炸的极早期曾有过能量尺度为10∵ 电

子伏的粒子生存过程,可能是捡验大统一理

论的高能行为的唯一的 “实验室”。因此 ,

人们对基本粒子物质结构的认识又有赖于大

爆炸宇宙学的发展。可见,自 然界最大层次

和最小层次物质之问也是密切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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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层玖物质相互作用或运动形式

之间的联系。

人类已发玑的自然界四种 基 本 相 互作

用,是不同层次物质的作用力。引力相互作

用是决定宏观物体运动的主要作用力,在微

观世界影η气甚小,可以忽视不计;电磁相互

作用是一种决定分子和原子结构的相互作用

力;强相互作用是使质子和中子紧紧地束缚

在原子核中的相互作用,强力很大,作用范

围却很小,弱相互作用 与原 子 核 β衰变有

关,也是∵种短程力,雨且作用很慢,时间

很长,作用力很弱。高能物理学家根据多年

来不断提高加速器能量却都不能把夸克从强

子中打出的实验事实,推测把夸克禁闭在强

子内部的作用力是超强相互作用。这说明自

然界不同物质层次有不同性质 的相 互 作用

力。但是,不同层次的物质柏互作用力又可

能是统一的,可能是更基本的自然力的不同

表现形式。理论物理学家试图建立把这四种

相互作用力统一起来的大统一理论9这种理

论认为在宇宙大爆炸一瞬间自然界可能只存

在一种统一的原始力,后来随 着 宇 宙 的演

化,新的物页层次不断分化出来,统一的原

始力也就逐渐分化为今天自然科学已发现的

四种自然界相互作用力。科学已经证叨弱相

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是统一的。

物质相互作用决定物质运动形式。不同

层次物质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决定了不同

层次物质运动形式也是对主统一的。恩格斯

早就证明,机械、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

五种物质运动基本形式不仅有 质 的区 别 ,

又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匕、辩证地统一起

来,反泱了物体、分子、原子、生物和社会

这五个基本物质层次运动形式的对立统一。

现代自然科学更普遍证明不同层次物质运动

形式之问的对立统一关系。

3.不同层次时空形式之间的联系。

在宏观世界,时空是平直和均匀的;在

宇观世界9时空是弯曲和不均 匀 的 , 在微

·16·

X/mb世界,时空有可能量子化。在不同的物质

层次中时空性质是不同的,时空也具有层次

性-但是,不同层次的时空形式又有内在联

系,具有统一性。

就空问形式来谫,现代几何学的发展表

明,反映不同空问形式的几何学也由低级向

高级发展着,新创立起来的几何学不断地把

过去的几何学作为极限形式包括进来,这说

明不同空间形式具有内在联系和统一性。例

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反映曲率为零的平直空

间,罗 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反映曲率为负数的

弯曲空间,它把欧氏几何作为极限形式包括

进去,而黎曼几何又把罗氏几何学作为极限

形式包括进去,使曲率为正数、零、负数的

空问形式统一了起来。黎曼几何也可以被比

它更一般更普遍的几何学 所 包 括。例 如 ,

H· 韦尔企图建立一种同时包括引力场和电

磁场理论的几何系统一一具有仿射联络的空

问几何学,而黎曼几何不过是这种更一般的

几何学的特例。E· 卡登用更一般的观 点去

建立保角联络和射影联络的空间的几何学 ,

这种几何学已被用来建立引力场和电磁场的

新型的统一理 论 (A· Π。诺尔金:《 罗巴切夫斯

基几何学初步》,第 214至 215页 )o几何学 发 展的

趋势表Vl,几何学岜有可能形成把不同层次

空问形式包括进去的 “
大统一理论”。

硅.不 同层次物质结构之间的联系。

如上所述,物质结构包括五个要素:物

质成分、相互作用、运动和演化、数量和时

空、性质和功能。而上述关于不同层次物质

形态或成分之间的联系,不同层次物质相互

作用或运动形式之间的联系和不同层次时空

形式之问的联系的论述,说明了不同层次物

质结构中有关要素之问具有内在联系和统一

性。不同层次物质结构中有关要素之间的内

在联系正是不同层次物质结构之间的联系的

反映,而不闫层次物质结构之问的联系,则

是上述二个方雨联系的辩证综合。

(1)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



的转化联系。

根据现代白然利学成就,关于宇宙的发

展可以追逆到总星系的起源。热大爆炸宇宙

学认为我们的宇宙起源于厅奸火球一次大爆

炸,在极早期宇隹r中 ,温度密 度 部 是 极高

的,只有基本粒子及其杠互作用。随若宇宙

继续膨胀。物质密度和温变下降9开始形成

化学元素。当宇宙温度下降刭几干度,开始

形成气态物质。从气云再逐步发展出各种星

体和星体的体系。在太阝r丨 系冉t演化中出现了

能够认识宇宙的丿、类。

字宙的发展,从结将最简萆的基本粒子

发展到原子,再 由沉l子发展夕l气 态分了;从

结构简单的气云发展出纩构较△杂的垦佟和

星体的汴系;'~∴、乍⒈较∷△广:天 机 0fr}∴

展出结构较复杂的扌机分子;扌太 I口 忑il,

从有机分子发展出结杓更高级更复杂的生物

大分子和原始生命。生物 (例如动物 )也有

一部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史。%:始 单细胞动

物的结构是最简单的,后来分化出原始多细

胞生物,属于无t扌 i∴ 动物,从无脊‖动物叉

发展出脊伫动桫。忄I∴ 动物 :u有一部″、低r9

弼高级的发叹史:鱼 类一◇ⅠI`彡t一◇ t行

类一→鸟类和 Ij乳 类。;亍 ;″、最高众 |勹 Ι

男'类
-— 斐̄丿、狞中分亻匕l!|人 炎。人

=t礻

L会 :∶

结杓也是一邙从低9到高9的
'F史

。

(2)不 同层大物j;的联不,还表△力
=

级、复杂的绔构包含低织、简革的结iⅢ 。辶

是结构从低级到高级9从衍羊引复杂|t转 |-

联系必然导致的不 }司 层 r夂 结杓之问沟但￡r联

系。

现i`生 0讠:引 学缶诉我亻丨:,任 何 结 竹 高

圾、复杂的主

'什
,其体内有⒈丨j它 低级均生

物入分干纺构、以至更低级的:L,丁片杓。而

核酸和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结构幻变亻扌:以 及

内部的电子运动叉j· 墼个生∷;纣构的存在和发

展关乐极大。

又如在分于结构屮包台fⅠ子结钧,在△

子结构中包兮圬:子核结构,在 吓子垓t;均 中

包含基本粒子结构等。

再如9在社会结构中包含∵三∵钅七 ,

在经济结构中包合着工ⅡL结 椅,苎工⊥二济

结馅串包(兮 萏轻IJ∶经济结构等。

佴足,处于札只:独立状态的低纫t结 }勹 冂

处于高级综杓之中的低级纣构 有 着 质 的差

别,例如处于相对独立状态氢原子中的电子

结构和处于水分子中氢原子的电子结朽迥然

不同。同时,处于不Ⅱ高级结构之中的同一

基本绾构有不同质的表现9例如冂一元素的

原子处于元机杨中同处于有机吻中有若质的

区刖,处于有机杨屮 F∷ 处于蛋白质神l核 吱生

物大→子中有衬Ⅱ“i区 刖9在艹n屮一个仄

子抖列 :t△
ˉ
∶'∵ ∷9}可 壳L刂 ii三 FⅡ∫∶的突

主。 iⅠ ∵|≡ 高纟T∷ 圩 匕 :饫纟:l结 卜̌讨,讠【上

∷丁|∷ l∶ Ⅰ必了豇、谓,辶 足乐纹 }L所要求的。

(3)不 日层冫彡(扛及结杓之

"l的

联系,又

表现为不同层次结构的个性中包含若共性 ,

属于不同级次的较高级、复东的结构中都包

含有基本的低级绾构。

例如,原子扌l止 孱次的扌饣质结杓中都包

台有电子结△;分子以上〓沙的l9匚 综构中

社 L∠j有 FL子 纟:i{t、 只子纟∶i托 ;在生午层次

亡∷∴'i结 ifJ中 ,肀io包 {Ι 有 t,子 fr∶ 构、原子结

i~J、 生△大分子结}1等 ,t辶 1L走不汽层火杨

J纟∵∶钧之问联系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同上

达第一、二和|形式札联系,是肘第一、二种

J彡 式的达一步深人办l蜗示。

此外,不同层火的结构,不论它们多么

高级、复杂或多饣、低级、简单,不 iε 它们之

问有多么太的质的芏异,亻 Ⅱ !饣∵I Ⅰk分、桕

互作用、辽动不Π演 丨。、辶 |f和 ∵iΙ 、怔肛和

功能这五个要素织戊 ,i主 是不 E层 次叶J质结

构的个性中所包 i亠

′
的共∵∶。

系统的层次纡杓联 系规律lF是建立在 系

绞的结构和系统的层次结构联孚概念之 L的

立体的 -扌i合 的辩讧规袢。它不仁是⒎扌豸l统、

罢次和绊构范畴均辩 汪纣舍,而 且 是 对 切

质、迓动、时空、性质和i功 能范畴的辩讧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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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系统的层次结构联系规律也是对

立统一规律、量交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

律的辩证综合。众所局知,规律就是关系 ,

就是存在于客
"革

物之中的某种内在的必然

的关系。为了把规律从客川∷世 界 中抽象出

来,必多l把客观事物中其币;∶ 必然关系从总关

系中分割出来,使之简单什:、 条理化。为了

分别描述各种规律,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它

所反映的是客观牛物总关系中某种关系,而
不是总关系本身。唯仞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

是事物某种最一般关系的规砟性反映。对立

统一、量变质变和l否定之否定规律分别是事

物对立而关系、量和质关系、肯定和否定关

系的规律性反呋。i而系统的层次结构联系规

律在一定的犭t平和裎度上反映了客观芊物内

在的总夫乐本身。

在唯物辩证法中”叶立统一、量变质变

和否定之否定规卒作为三个独立规辞祆提出

来,但是,元论在客观世界中还是在主观世

界中这三个规律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综合

地起 fl=用 的。系统的层次结构联系规律正是

把这三个基本规袢辩证地综合为一体。在系

统的层次结构联糸规律中,物质成分及其相

互作用等要东把对立统一规律包禽在其中;

运动和演化、效曼和时空等要素把量变质变

规伴包f氵 在自身之中氵在物质成分相互作用

ΠJ刂 丨起不r彳 自我否定的运动和演比的炫旋式

发展中,必然包禽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

f统的层

't纟

亡i构 联系规律辩证地综合这三个

基本规伴,"此它更{l台客观世界的本来面

日承∷评iF{∶支石。

圩亡是1t变 和飞跃。系统的层次结构联

系规律把Ⅱ住物艹1E法三 个基本规梓综合于自

身之中,把物 Tl、 运动、时空以及系统、冒

次、结构等斫旧范畴综台于自身之中,必然

丨0∶ 冖己戍为更高级、更复杂、更深刻的辩证

规伴。但是”它不能代替原有 的 规 律 和范

畴,L女 l∶ 趸田:∶ iJi且 相对}f∶ 包含但不能代替牛

·18:

顿力学-样 ,因为它们各有各的具体八容、

适用范围和作用。我们所主张的只是在唯物

辩证法中,除了对立统一规行、量变质变规

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徉外,把系统白1层次结构

联系作为新的基本规律补充进去,用来丰宙

和发展唯物辩证法。

系统的层次结恃联系仵为唯物辩讧法的

新规徉同其他新范畴一起,不仅把唯物辩证

法大大地向前推进 了,使之提
′
高到现代自然

科学的新水平上,而且,联结唯物片证法的

规律和范畴为科学沐系的
^彡

式也次变了,从

转比联系提高到系统的层次结 构 联 系 亡1高

度。

在原来的|i物 辩证法的体乐中9转 化联

系楚它古1基本线索和基本特征,而唯物辩汪

法的三大规彳芎i桕一系列范畴,只不过足转化

联系在白然界、社会和思维中最一脞虼规律

性表现形式。在思格斯看来,量 变质变规碎就

是量和质的转 '丨乜;刈^立
统一规仟主要讲对立

面的转化,否定之否定规徉是由矛后引起的

发展,也是讲亨物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所形成

的发展的螺旋形 式 (见 《自杰韩证法》,第 3页 ,

197王 年版)o转 化联系象一条红ft不 但贯穿于

唯物辩证法的三忄基本规律之丰,而且 山贯

穿于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范畴之中。思格斯

认为: “
辩i正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

定不变的舁限″。 “-—切差异郢在十闸阶段

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门习i ti:ll可 互 桕过

渡
”

(《 自然辩证法》,第 190页 ,19?J年 坂 9。 这 就

是说,思格斯认为打学上卩jˉ △的t诗祁可以

通过相互转化而联结起来。

由此可见,转 化联手是唯物辩讠E∶ 法沐系

的基本线萦和堪本特征9它把唯物辩 ;Ⅱ∶法的

三个规律和一系列范畴联窍戊一个有机的科

学体系。而系统的层次结构联系仵为新图式、

新规伴包含转化联 系,是 在转 |L联 系甚础上

的新发展,LL转化联系更革 J、 更产I刻、更

高级。它是在更高的水平上把Ⅱ住物 j评 讠:E泛t的

新丨H规律和新旧范畴统一为一叫
′
觅科学更完



整的哲学休系 Q

(三
)

“孑统的层次结构联系”作为唯物辩证

法的新规彳l!,它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

科学的方法论,只 有重要的普遍的方法论意

义。由于系统的层次站构联系是辩证的挂体

性联系、辩证的层次性联系和辩证的综合性

联不,这戏决定它具有整体件、层次性和综

含性的方法论功能。

(1)整 体性方法 :

系统Ⅱ和结构仕决定了整体性,整体性

方法就是系统的整体结构方注。整体性方法

要求我 1,l△充氵]Ⅰ 必丁八1ii勹 t】
·
苎牛I:发 .

从音″〉和苎∫∷1联 丁},j:厅Ij穿 占0i土 吁和

运动规律。这就 :罗 脱丁把茔体先分△成部分

然后再综合的f孛统方法的束缚。在整体和部

分的关系中,首先应有哏于整体,这是因为

事物的眭回是在整体中获得其质的规定性 ,

即由整体性决定的;其从,部分是在整体性

联系中获行其:i均规它性的”离开了整体 ,

部分就不厂t芦 力∷分.置如f∴开了丿̀~体 ,

不成为人手一∷。申ri'是 t冬个汀分及其柏

互作用中丨0j在 冬个∷分
"F乓

丁中i∶ |∷ l身
0

的规定性,整 饵决不是社分沟|1枝 |、 和苡任

意结合。

整钶i性方法告诉我们,要认识整体中的

部分,必顶从整体「j发 .从整本和部分的关

系中去认识邙分,把捱部分。例∴“,i圣用系

统的孱久结构联系规伴。^j唯
物辩证法夫于

物贡元Ⅱ飞⒎∶「分的观点可以避免作机械分割的

理解。奶1△ “夸芘艹闸”理论是 L匚 确的,那
么、我Fj仍 然Ir Ⅱt从系f`辶 砷整体结构社系中去

发现和认识夸克。

(2)层次性方法 :

任何⋯个事物再简△山,决不可能rh一个

层次组戍。自杰界的物贡以冫氵(是无限友灯i、

无限多样的。田此任何一级物f层次亡、是包

禽若比它低的层汰,这廾一级一纡的包含关

系,我们称之为物质层次的多阝性。而这些

层次之问在宇宙物质发展史上 有 若 转 化联

系。高层次和低层次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

系,相互之问既有质的区别,又密切联系。

除了它们之间有转化联系外,高层次总是包

禽若低层次,但决不能归结为低层次,因为

低层次不能把高层次的本质包括无遗。因此

把高层次简单地归结为低层次的还原论是错

误的。高层次是以低层次为基础的,只 有认

识了低层次,芷把离层次和低层次联系起来

加以考察9然后才有可能阐明高层次的本质

和规律。作为还原方法是正砬的,可取的。

革物妁本F不是由
=一

织层次结构决定

的,而是由招互联系的多级层 次 结 构 决定

的。我们研究事妆,不只是要认识它的最高

一级层次,而且还要认识比它低级的层次 ,

因为只有认识了较低的层次,然后才有可能

更深入地认识较高层次,才能真正阐明该事

物的本质。这里就有一个关于事物层次结构

的多级住和事物本质的多级性的关系问题。

列宁在 《哲学笔记》中指出: “人对事物、

现客、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员、从不

甚汪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无限过程。
”

(笫 2θ 3页 ,1qT4年版)又说: “人的思想 由现象

彐i本 Ⅰi,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 ,

j上 佯不犭地加深下去,以 至于 无 穷。” (第

"8页
,1;T告 年钣)事扌勹本质的多级性和事物层次

结构的多级性是⒊切联系的.冫i者 决 定 前

者,前者反映后宕,舌岩是前 右 的客 观根

据。两者之间不是一级对亡一巧.而是芋物

的-级本质对应于该事吻的最离一级层次 ,

丰物的
=级

本质对应于讠亥事彷的ˉ级层次和

工级层次的结合。事犄的三级本质对应于该

△物的一级、工级和三级层次的结合,依此

类推。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级次效越大,反
映革物本质越深刻,成正比例关系;而革物

的层次吸次数越大,层次就越低级.戍反⒈
ˉ
匕

倒关系。因此9事物的本质级次和辜物的胃

·19、



次级次不可能成-ˉ对应关系,只有把事物

中一定数量的高低层次结合起来,才能和该

事物的一定级次的本质形成对应关系。自然

科学史事实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已经证明

了这个原理。仞如.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是沿着这佯路线发展的:器官层次一→细胞

层次 一◇生物大分子层次⋯◇量子层次。但

是不论深'\到那一级层次,总是和整个生命

体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低级层次的

研究始终哏从和绾合高级层次的研究。随着

对生命层次结沟Ⅰ千究的深人,人 们对生命本

质的认识岜越来越深刻。

关于享物本了的级次性和事物层次结构

的级次性关系原理,可能对于涉及到物质多

层次结构的科学理论 (如分支学科等 )和社

会实践问题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3)综合性方法 :

综合性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任何整体

(系统 )都是这些或那些部分 (要素 )l匝过

一定形式的联结而组成的综合体。因此,综

合挂包括整体性。其次,要求在研究复杂事

物时,必须对其作综合考察,即通过揭示事

物各种关系的总和来认识事物的本质。

研究事物可以从某一个侧面出发,揭示

事物内郎的某种本质的关系。例如,研究对

立面之间的最一般关系9揭示出对立统一规

律 ,-∮T宄聂和质的最一般关系,揭示出量变

趸变规彳|’ ;研宄事物发展的最一般形式,揭

示!1否 定之否定规律。因此,唯物辩证法的

(上扌第 [11∷ )

“
给龙工爷咕丁个头 说: ‘

龙工爷:我也要

诂仃币讠I、 我房背后二亩谷子也得赶紧浇一

浇 `κ
Jˉ 。

’”乍 者这样结束全文,意叫t是很

深长的。它说℃,于天佑虽然信奉龙王爷 ,

但作为一个农民9他更信事实,更受庄稼 ;

而他 Ji Γ闸知过水是开娱引来的 ,不 是
“
求

三个基本规律都是从某一个侧面帮助人们去

揭示未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9而系统的层

次结构联系规律则不同9它不是要求研究事

物内部的某种本质关系”而是要求从事物的

关系总和出发研究事物,包括横向关系有事

物的内部各种关系、外部各种关系,纵向关

系有事物的过去、现在和 {年 来之问的各种关

系。囚此,它的综合性就在于对事物横向和

纵 i气 各种关系的科学综合。

现代自然科学在深入研究和蝎示不闹层

次物质形态、相互作用、运动形式、时空特

性和结构规律的基础上,需要建立关于不同

层次物质形态、相互

`1=用

、运动形式、时:}

特性和结构规牢的统一理论。例如,现代自

然科学在认识强力、屯磁力、弱力和引力基

汕上,试图建立关于自然界这四种基本泪互

作用的大统一理论。还有没有关于不 i司 层次

的其他方面的类以的大统一理论需要建立?

刨立大统一理论是不是现代自然科学向更高

水平发展的一个重耍趋势和侧面,是不是一

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按照系统的层次结构

联系规徘来膏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回答是

自定的。

总之,关于不同层次物质形态、相互作

用、运动形式、时空特跬和结ifJ规 f芎
:的统-

性原理,可能对于涉及到不同I匆厌层次统一

性的科学理沧《如大统一理论苷 )和社会实

践问题的研宄具有方法论指导志义。

雨”求下来的,临走时叉i≡ 要向龙工爷磕个

头,请龙I爷原谅9这又告诉我↑I,封建迷

信思想并不会因为 一次开泵汐Ⅰ廴利而彻底清

除9它将很长时瑚地在农民灼垴子中存在。

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裎中9邾应把

肃清封建思想的流毒作为一 个重点。这样的

结尾,就进一步深化了作J:的 主忑思想。

。2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