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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演通论》

前言

无论出于什么根据（甚至可能全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根据），只要我们认为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世
界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系，则无异于已在逻辑上给出了如下一项默认：世界应该而且必然自始至终被
“某一个”法则所支配。进一步讲，这项默认还暗含着这样一系列顺延：该法则不仅支配着“世界”
，也同样支配着作为世界“存在项”之一的“精神”或“社会”。否则，“统一”的概念就不能成立
。所以，几乎像是发自某种本能，古往今来的一切思想家都不自觉地——或者说是在尚没有什么根据
的情况下——企图为这个世界的统一性寻找根据。于是，不约而同地，在全球各地方和各时代的所有
人种中间，均无例外地产生出足以解释一切的原始宗教，其后又都以不同形式杜撰出种种探讨终极的
哲学奇谈，即便是近现代的科学，也无非是在继续施行或顺从这种禀赋于人性中的天然倾向。说起来
，这个定向的“人性之流”倒像是“世界必定统一”的惟一根据，因为，对于那个先验的“统一性设
定”，迄今也没有任何学科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统一证明”。况且由于科学似乎无法将“精神”和
“社会”摆在实验案台上解剖分析，结果不免更把这类求证弄得无望——这大概就是最经不起推敲的
神学以及最让人无从推敲的哲学在科学昌盛的今天仍然可以大行其道的原因。由此看来，罗素的下述
说法是很有一些道理的，他曾讲，哲学是介乎于神学和广义上的科学之间的一门学问，因为哲学所要
解答的是神学和科学都无法面对的问题。不过，这样讲虽然照顾到“哲学”的特性，却不免遗失了“
学问”的共性。如果剥去表层掩饰的话，则一切学问更像是人类理智的一种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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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演通论:自然存在精神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哲学原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哲学大概总归要处于两
难境地的吧。在思想史早期，哲学倾向于凭借感性直观表象来否证感性；而今，哲学又倾向于凭借理
性科学逻辑本质询理性；这使得哲学不免陷于尴尬的局面：它先行捣毁了自身赖以立足的基础，然后
却又说它似乎才是惟一站得住脚的学问。然而，回首远望，当代科学的最前沿，譬如粒子物理学，不
就是两千多年前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所提出的“原子论”哲理的继续吗？也就是说，科学观念作为哲
学思脉的承传产物，其本身不也照例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再说，假如由理性所导出的人类现实生存
境遇未曾给我们造成麻烦，或者，假如由科学所导出的人类逻辑延展序列未曾给我们提出疑义，哲学
又怎么可能去凭空诉说呢？因此，一味地鄙薄形而上学是毫无意义的，反倒是当前的科学进程愈来愈
呈现出某种超脱具象的思辨化趋势，很值得思想界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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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子非鱼，生卒年月暂不可考。此人虚无如老子，飘逸若庄周，一身孤悬，浪迹魂梦，仰观天道，俯察
尘寰。虽系医学硕士及生物学技师，却无固定职业；身兼某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却无正式职称；看
似自由撰稿人，却从未有应景文章发表；曾著一书《物学通论》，文字晦涩，意境渺遥，味同嚼蜡，
读者寥寥。如今勉强献出随笔若干，竟是戏弄人生、调侃智巧的奇谈缪想，万一有人不慎堕入他的思
绪，敬请一笑置之，及早脱身，断不可如痴如醉，信以为真。须知他本人尚且一再宣称‘天下无真’
，你若视同至理，岂非荒唐自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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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第一版序言修订版序言卷一 自然哲学论——自然哲学的递弱代偿衍存原理卷二 精神哲学论——
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卷三 社会哲学论——社会哲学的生存性状耦合原理跋《物演通论》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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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物存形态之转化和跃迁的直观序列提示，从物理存在到化学存在，再到生物存在乃至“人物”存
在，宇宙存续的演化进程的确表达着物态存在效价的某种弱化规律，或者说，自然存在度在世界流变
体系中必然呈现为逐层递弱的分布趋势。其基本态势可概括为：a.相对时度递短。即处于演动或跃迁
格局中的物态存在，其进位层次的提升必然伴以在位存续的时间跨度分布呈反比例缩短；b.相对量度
递减。即处于演动或跃迁格局中的物态存在，其进位层次的提升必然伴以在位存续的空间质量分布呈
反比例减少；c.存变速率递增。与a项相通，表现为物存稳定性下降，物态活跃性上升，变异速率随演
动位相的前移而逐渐加快，亦即呈现出跃迁加速度的存续态势或失存态势；d.衍存条件递繁。与b项相
通，表现为相对依存性上扬，绝对自存性下倾，衍存所须依赖的外在条件随层位之跃迁而呈正比例地
激增。亦即在质量上和种类上逐层积垒的下位物存，构成上位物态势如累卵的叠加根据或脆弱基础
；e.“自在"存态递失。即愈来愈不能仅仅依据自身单调枯燥的存在本性而存在。所谓“存在本性”就
是前述的那个“存在效价”或“存在度”之根本规定。愈原始的存在物其存在度愈高，因而它可以保
持某种相对无条件或少条件的存在势力，亦即保持某种相对无活力或缺乏机能的静态存在；【本文沿
用“自在”、“自为”等双项式陈旧范畴意在使其从背反的干瘪的词壳转变为元一的自丰型概念。
】f.“自为”存态递强。即愈来愈必须依据自身光怪陆离的存在属性而存在。所谓“存在属性”系指
后衍性存在物在其变态演运的进程中所获得的独特机能或活化质态。愈进化的存在物其存在度愈低，
相应地，存在本性之缺失换来了存在属性之繁华。因而它可以显示某种相对活跃或较为主动的存在“
能力”，亦即不得不借助于日益精巧的求存功能来为日益失落或日益衰弱的“自在”自负其责。【本
文之“本性”概念指谓原本之存在性；“属性”概念指谓演化之存在性；可见“物性”本身就是某种
相对自演之产物。】总而言之，从超然于任一自然学科及人文学科的哲学视角来审度纵横延展而又宏
阔统一的世界体系，存在效价呈现为分度递降的必然趋势无疑具有最根本的确证性。第十四章在此，
有必要澄清几个有所特指且容易混淆的概念：“存在”——它不仅表象为一般外延上的所有具体存在
者之总和，而且抽象为纵深内涵上的所有具体存在物之源流，而并不与存在物的感应状态或感知状态
相关。惟因如此，它才得以从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性存在逐渐演成（或相对存在为）不可望而可及的理
性存在。（此意解于卷二）“存在者”——与“存在物”同义，均指具体的存在物体。不过，虽然尚
不能确认何者为存在的“本体”或“质料”，却可推测一切存在物均由某种极简单的本原质料（如某
种“始基”粒子或量子）所构成。因此，在本卷中，这些词义并不仅仅是指任一实物单体，而是多指
潜在质料相同但存在度内涵相异的类别化了的存在形式或存在形态。【此说虽然类似于自沃尔夫以来
的德国哲学之“定在”概念，但其“质的规定性”（黑格尔语）到底是什么？甚至应该问：何谓之“
质”？】——所以，我用“存在形态”或“物态”等词项，意在泛指一切存在物质或物体，只是更加
强调这些存在物的非质料性质及其形式类别。至于造成所有物质或物体的形式化变迁之原因，正是需
要我们予以深入探讨的题旨所在。鉴于上述意理，应该不再发生这样的误解：当说到表达某物存在效
价的时度或量度之时，却去联想该类物质的单体寿限或个别质量。譬如有些单个基本粒子的闪现仅为
百亿分之一秒，有些个体单细胞生物的分裂间期仅为数十分钟，但它们作为一个自然物类的“存在形
式”却分别保持了物理学上最坚韧的上百亿年和生物学上最耐久的数十亿年而不衰。第十五章老子曾
有如斯二言，意味颇为深长——前一句是：“反者道之动”，意指“道”的演动是循环往复的，这是
一个典型的有限无止的逻辑模型，后来被黑格尔独立给出了详尽的逻辑学证明；【这项证明诚属伟业
，然而距离“绝对真理”实在还很远，因为代表着“绝对真理”的那个“绝对精神”实体尚不自知其
来由何在。】但后一句话可能更为重要，不解其意则不足以查知包括人类逻辑禀赋在内的整个自然衍
存之道的根脉，其言日：“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四十章），大意应该是说，弱化现象是“道
”的展开和实现。不过，此言从未被系统理解，因而也从未被加以证明。显然，在当时，老子本人亦
无从为之提供论证，然而在他借水论道的直觉感悟中却处处流露着对弱化效应的深刻体察，故日“天
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乍一看，老子所谓的“道”似乎游离于存在之外主宰着存在
，其实更根本的哲学动机在于对游移不定的存在本身给以某种柏拉图式的确定性把握，或者说是对把
握不住的存在本身提出了这样一种独到的质疑：存在者何以趋弱？趋弱者何以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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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演通论:自然存在精神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哲学原理》由书海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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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反倒是当前的科学进程愈来愈呈现出某种超脱具象的思辨化趋势
2、人们追问的，不是本真，而二十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本书可以给你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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