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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基础科学逻辑检查系列:非平衡态热力学和流体力学形式逻辑分析》汇集了著者自2005年末起
开始书写，涉及20世纪“非平衡态热力学”的逻辑反思，针对西方主流科学世界近期含蓄提出对“流
体力学基本方程”所作反思重新反思的文章。除了注重于形式逻辑方面的分析，指出习惯陈述中实际
存在的若干逻辑悖论以外，贯串全书，始终申述这样两个主题：首先，科学陈述必须逻辑自洽，而逻
辑自洽的科学陈述就必须符合物质第一性原则，任何缺失“实体论”可靠基础的陈述不仅流于空洞，
还必然因为相应缺乏必要的制约而充斥矛盾和悖谬；其次，人类的认识体系永远只可能在“批判性继
承和承继性批判”的进程中得以逐步深化，因此，只有努力读懂前人的书，并认真寻找和发现矛盾所
在，才可能真正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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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Ⅰ20世纪“非平衡态热力学”的形式逻辑反思 1熵增原理和熵增率极小原理的辩证统一——“非平衡
态热力学”研究的一个导引性分析 1.1引言 1.2热力学“有限论域”及其“子域”与宏观意义“复杂现
象”的抽象界定 1.2.1热力学描述“有限论域”的界定 1.2.2热力学描述若干“子域”的引出 1.2.3热力学
“定态”与宏观表象“复杂现象”以及相关“补充判据”命题的提出 1.2.4宏观表象的“均匀非恒常”
过程 1.3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的逻辑审查 1.3.1关于如何界定“热力学”的若干前
提性反思 1.3.2能量守恒定律的“逻辑基础”考辨 1.3.3能量守恒定律内蕴“普适性”意义的逻辑基础
1.3.4能量守恒定律“有限论域”的变异及其与质能变换关系“无矛盾性”的阐释 1.4热力学“熵函数”
概念的若干必要澄清 1.4.1热力学“熵函数”的重新引入 1.4.2熵的“统计力学”诠释 1.4.3熵函数的引出
与“可逆过程”无关 1.5Gibbs—Duhem方程 1.5.1Gibbs—Duhem方程的构造 1.5.2Gibbs—Duhem方程“一
般性”意义的重新阐释 1.5.2.1热力学“基本方程”的“普适性”意义 1.5.2.2熵的“不确定性”疑难
1.5.2.3Clausius“熵增原理”的杜撰和热力学体系“确定性”需求的反思 1.5.2.4质疑Gibbs—Duhem方程
“普适性”意义之思维基础的理性追思 1.6熵的“极大值”原理——热力学系统“复杂恒定状态”的判
别准则 1.6.1命题相关背景的补充陈述 1.6.2揭示经典热力学“平衡判据”期望表达的物理内涵以及隐含
的形式逻辑不当 1.6.2.1揭示经典热力学“平衡判据”期望表达的物理内涵与显存的“表观”合理性
1.6.2.2经典热力学“平衡判据”隐含的诸多逻辑不当 1.6.2.3用于离散复合系统的“熵极大值”原理
1.6.2.4复合系统“熵极大值”原理的若干补充阐释 1.6.3呈现“复杂现象”宏观物质“定态封闭系统”
的“熵极大值”原理 1.6.4宏观物质“熵极大值”判据与物理学“最小作用”原理的逻辑一致性 1.7熵
的“极小增加率”原理——热力学系统“复杂恒定运动”的判别准则 1.7.1宏观物质“复杂运动”的形
式界定 1.7.2呈现“复杂现象”宏观物质“定态开口系统”的“极小熵增率”原理 附：若干与“形式逻
辑”相关的“流体力学”补充阐释 1.7.3关于宏观力学“极值判据”的历史性回顾和小结 附：关于“极
值原理”的补充阐述 1.8结束语 附：关于“热力学”研究“方法论”的回顾与综述 参考文献 2Prigogine
“最小熵产生原理”的否定性证明——20世纪“非平衡态热力学”形式逻辑反思之一 2.1逻辑审查“最
小熵产生原理”的一般性背景 2.2若干与“最小熵产生原理”相关概念的澄清 2.2.1正视“非平衡态热
力学”众多基元概念的逻辑紊乱 2.2.2正视与“最小熵产生原理”相关的诸多“结构性”逻辑不当
2.2.2.1“定态”的不确定性及其引起的“循环定义”问题 2.2.2.2为“定常热传导”设置的“伪科学”命
题及其引起的“无效论证”问题 2.3关于“非平衡态热力学”为定常热传导所构造“变分问题”的介绍
2.4揭示deGroot证明中的大量逻辑不当问题 2.4.1唯象系数认定的前提性悖论 2.4.2泛函极值“极性判定
”的错误 2.4.3蜕化为“绝热系统熵极大值原理”的另一个悖论性推论 2.5证明结构中的“循环逻辑”
失当 附：关于“审稿意见”的简单说明 参考文献 3现代“非平衡态热力学”若干“悖论性”认识前提
——20世纪“非平衡态热力学”形式逻辑反思之二 3.1一个相关背景的简单说明 3.2“不可逆性”悖论
3.2.1熵作为“状态参数”必须满足的“确定性”要求 3.2.2Clausius“熵增原理”造成形式量不具“确定
性”意义的问题 3.2.3熵在能量传递形式表述中的“平凡性”意义 3.3热力学“平衡态”和热力学“可
描述态”的重新界定 3.3.1以热力学“平衡态”划界的逻辑不当与“局部平衡态”假设的虚妄 3.3.2热力
学描述“有限论域”的扩张与“热力学态”概念的重新界定 附：不满足“大数粒子”集合要求的“准
热力学”描述 3.4“熵产和熵流”杜撰 3.4.1提出“熵产和熵流”的基本思想 3.4.2杜撰“熵产和熵流”
概念的“伪科学”本质 3.5经典表述“熵极值原理”面对的“空言性”困惑 3.6“耗散结构”明显存在
的逻辑倒置 参考文献 4定态导热系统“熵极值原理”的重新构造——20世纪“非平衡态热力学”形式
逻辑反思之三 4.1引言 4.2绝热系统“熵极大值原理”形式表述的重新构造 4.3若干推论和思考 4.3.1对“
最小熵产生原理”的再次否定 4.3.2熵极大值原理的“一般性”意义 4.3.3熵极大值原理和能量平衡方程
“相容性”和“独立性”的辩证统一 4.3.4宏观物质温度场分析中“熵极大值”原理作为物理学“独立
陈述”必需的逻辑前提 4.3.5关于“熵极大值”原理“应用前景”的附加分析 参考文献 5导热微分方程
“变分问题”的构造与热力学封闭系统“熵极大值原理”的一般分析——20世纪“非平衡态热力学”
形式逻辑反思之四 5.1一般导热微分方程变分问题的构造 5.2定态温度场泛函极值物理内涵的探讨 5.3闭
口系统“熵极大值”原理的“一般性”意义 5.3.1否定强加于闭口系统“熵极大值”原理的“绝热条件
”限制 5.3.2闭口系统“熵极大值”原理作为的“独立性”分析 5.3.3闭口系统“熵极大值”原理的限制 
参考文献 6最简“泛函极值”问题的“不变性”表述 6.1空间域标量场的“最简泛函”问题与Euler方程
的构造 6.1.1恰当“函数族”的提出 6.1.2张量形式的Euler方程 6.2关于与Laplace方程相关的简单示例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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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性表述的客观性内涵和易推广特点 6.3.1矢量函数的“最简泛函”问题 6.3.2标量函数的“非最简泛
函”问题 6.4综述 参考文献 7关于Prigogine“耗散结构”理论一个必要的“否定性”补充交代 7.1若干错
误概念的澄清 7.1.1“耗散结构”与“自组织现象” 7.1.2Prigogine“自组织现象”概念的空洞性和虚妄
性 7.1.3内蕴于“耗散结构”的平庸性与“最小作用原理”的普适性意义 7.1.4不可逆性与时间 7.1.5非线
性与失稳 7.2关于“耗散结构”研究沉渣泛起的一个历史性反思 7.2.1当代众多“伪科学”命题的主要
特征 7.2.2支撑当代“伪科学”命题持续存在的“市场需求”基础 参考文献 Ⅱ流体力学“理性重构”
及其应用的若干进一步思考 8经典流体力学Navier—Stokes方程的“存在性”质疑及其反思 附文1 附文2
9流体力学理论基础研究提纲 9.1相关背景的大概交代 9.2流体力学基础研究现状的一般性思考 9.3Navier
—Stokes方程形式基础和物理内涵的重新界定 9.3.1构造流体力学“一般性动力学方程”形式基础的重
新认定 9.3.2变形、流动和“涡”的物理内涵 9.3.3Euler方程“客观性”、多区模型及宏观物质“复杂运
动”一致性 9.4流体力学“动力学速度边界条件”的重新提出 9.5绕流体“最佳型线”命题的提出 9.6压
力场和速度场“耦合模型”的重新构造 9.7流场“多区模型”的提出和合理构造 附文 简单评述 10速度
场和压力场“耦合模型”的流体力学分析 10.1相关背景的大概交代 10.2引言 10.3Navier—Stokes方程的
形式基础及其物理内涵的重新界定 10.3.1重构粒子系统“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简单介绍 10.3.2运动中
宏观物质的“动量不守恒”问题与流体黏性阻力的“动量输运机制”的提出 10.3.3流体力学“连续性
方程”的重新诠释 10.3.4经典流体力学“基本方程”的重新推导 10.4流体力学若干“基元概念”的澄清
10.4.1建构流体力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反思 10.4.2动量方程“守恒形式”物质基础与“物质导数”
合理性的反思 10.4.3流体力学“宏观表象参数”的重新认定 10.5现代流体力学基础研究中的若干基本命
题 10.5.1流体力学的“动力学”边界条件 10.5.2绕流体“最佳型线”的提出 10.6压力场和速度场“耦合
模型”的提出与分析 10.6.1相关“逻辑背景”的逻辑反思 10.6.2压力场与速度场“耦合模型”的构造
10.6.3压力场和速度场“耦合模型”的若干附加诠释 10.6.4一个单称的简化数学模型 10.7一篇相关文献
的介绍以及若干问题的补充讨论 10.7.1两种处理方案不同“物理背景”的论述 10.7.2边值问题的形式“
完备性”问题 10.7.3普适性“物质守恒”定律与流体力学中“连续性方程”的物理失真问题 10.8结束语
参考文献 11固壁处“无渗透”边界条件的逻辑否定与另一种形式“动力学”边界条件的重新构造 11.1
功率消耗形式表述中的“压差阻力缺失”反常 11.2固壁处“无渗透”必要条件的逻辑否定 11.2.1隐含于
绕流体“驻点”经典定义中的逻辑反常 11.2.2固壁处“宏观表象速度”物理内涵的重新界定 11.2.3绕流
体“驻点”概念的重新定义 11.2.4绕流体“驻点”处的若干流动特征 11.3关于压力场“边界条件”的一
般性思考 11.3.1珍惜Prandtl留下的一份历史遗产 11.3.2压力场“边界条件”的“一般性”表述 11.4绕流
体“功率消耗”形式表述的重新构造 11.5关于流体力学“理论模型”的一种“方法论”检讨 参考文献 
附录流体力学一般性动力学方程的逻辑再构

Page 4



《非平衡态热力学和流体力学形式逻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不难看出，对于这个习惯称作Clausius表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逻辑上需要涉及或隐含“三
个不同物体——作为传热逻辑主体的高低温物体，以及承受其他影响的整个物质环境”的共同存在。
因此，如果仍然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由此根本不可能针对“单个”物质对象逻辑地给出通常所说
的“不等式”结论，即它告诉人们：一个形式系统中形式量的“逻辑主体”不具确定性意义，将必然
导致整个形式系统出现逻辑紊乱。 在经典热力学中，习惯上只是将一个称作满足“热力学平衡态”要
求的宏观物质集合界定为形式系统的逻辑主体，此时无需也无法谈论任何与“方向性”相关的命题。
不仅如此，如果从“物理真实”重新考虑，归结于宏观物质的“粒子集合”本质，无论是涉及“做功
”还是“传热”现象，在所有相关的状态参数之间，其实同样隐含某种单向的“方向性”特征：由此
推知，即使从经典热力学希望表达的“方向性”特征考虑，熵与体积，压力和温度，它们在逻辑上仍
然应该处于几乎完全同等的地位。因此，何至于像Clausius当初所做，必须特别赋予同为某“单个”宏
观物质对象状态参数的“熵”以一种其他状态参数没有的“自发增大”意义呢？其实，经典热力学中
出现的这种“思维不对称”反常，根本渊源于“知识不对称”的历史真实。Clausius时代的人们，才刚
刚开始懂得如何根据科学实验，使用现代科学语言的方法，思考如何形式地表现与“热”相关的现象
。因此，诸多不当的人为揣测终究难以避免。当然，如果从人类逐步深化认识的历史真实考虑，类似
于此的“思维不对称”屡见不鲜，恰恰应该视之为是一种平凡或正常现象。 事实上，如果从哲学的“
认识论”角度重新思考，人们不难发现在“热力学认识困惑”的背后往往存在一种更为深刻和普遍的
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或者说，主要由西方人建构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所以陷入背离逻辑、放弃理
性的空前认识困惑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知识社会中的许多人总喜好妄谈“普适真理”之类虚
假命题，不愿意正视知识体系“有限论域”的存在，不具如何对思想所及自觉作“自我约束”的理性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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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基础科学逻辑检查系列:非平衡态热力学和流体力学形式逻辑分析》可供从事基础数学和应用
数学、热力学和流体力学基础研究的科学和哲学工作者、教师和大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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