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辩证法概论



第一章   导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是一次人类从来

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
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

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
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
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
业上放射出光芒。…



            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
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
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
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
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
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
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
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
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
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



一、学习自然辩证法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

义自然观，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在
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提高理论思维能力。

          第二，有助于我们你整体上缠清科学
与伪科学、非科学的界线，在科学技术研究或
实际工作中更自觉地发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
态度、运用科学方法，获得创造性成果。 

          第三，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理论
支撑。



怎样看待中医—非科学?

            实际上，有关中医的科学性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
五四时期，随着科学的引进，科学在中国知识分子心
目中一度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时人们认为中国一
切学术均要重新系统化、条理化。而在中医界则表现
为“中医科学化”思潮。“中医科学化”其意即包含
中医不科学在内。1916年，余岩（字云岫）已公开宣
称中医不科学，他说：“岐黄学说，乃自欺欺人之事，
绝无学术上之价值”，因而主张“废止中医”“中医
科学化”虽然反对余岩“废医”，但也默认了中医不
“科学”，中医科学化主将如陆渊雷、谭次仲等人肯
定中医有实用价值，但认为思维缺乏逻辑，且未有实
验验证，中医科学化就是要补足这些方面，以“使中
医观之谓之中医，科学医观之谓之科学”。



•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外国思潮纷至沓来，

特别是科学哲学的传入，在中医理论界再掀波
澜。与哲学界着重讨论知识的“逼真性”和波
普的“三个世界”论，及其他科学界关心科学
知识的进化等问题不同，中医怀疑论者重点关
心科学哲学的科学观，即科学划界问题。他们
根据波普尔、库恩等人的观点，或认为中医不
能证伪，或认为中医缺乏稳定范式，只是前科
学，甚至只是技艺，否认中医的“科学”。

• 今天，随着英国对中医药安全性的调查，“中
医是否是科学？”“中医是否是伪科学？”“
中医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如何实现传统中
医的现代化？”等问题再度引起争论。



风水学—伪科学？
• 就风水说的性质，清华大学建筑系景观研究所所长孙凤
岐认为，风水说并不全是迷信，它是中国古代的生态建
筑理论，很讲究人以及建筑跟环境的关系。但同时他也
表示，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时，还是不宜
大规模地搞这类培训，否则老是提一些“天人合一”之
类的空泛概念还是不免有迷信的嫌疑。

•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则认为，所谓风水中的科学
性，无非就是地质、地理、结构、采光、通风、构图、
布局等现代技术与审美学科的知识。比如“坐北朝南
”，连蚂蚁、老鼠都知道坐北朝南，还用得着请教“风
水师”吗？四合院里水不能直着流出去，要拐两个弯，
风水书上认为水就是财，但用现代建筑理论来解释，水
拐两个弯再出去根本就是多余，还会造成排水不畅。



• 今年1月12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顾问、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图书馆原馆长陶世龙，在做客中国城市网时，
对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武汉大
学唐明邦教授将风水视为科学的行为予以公开批评，提
出“警惕学院派的风水大师”。

• 陶世龙在论坛中称，风水这种“迷信”正在假借科学之
名沉渣泛起。“将先人遗骸葬在他所选择的风水宝地里，
便可以升官发财，多子多孙。这才是风水追求的目标。
”与陶世龙持相近观点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此
前，他曾发表文章认为，风水之说绝对不是什么科学，
而是阻碍中国人去发展科学的祸害。陈志华说，现在在
农村经常看到这种事情，两家人为了争建筑的风水打了
起来，一打就是好几代，这就是愚昧，是民族的悲哀。
它妨碍了真正的科学，混淆了研究的方向，另外还使一
些骗子大发其财。



科学与玄学

             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
题为《人生观》的专题演讲，并整理成文，发表于《清
华周刊》第272期上。张君劢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它
受因果律的支配，方法上则以逻辑与分析方式为主；人
生观则是主观的，为自由意志的表现，了解人生观要采
用直觉与综合的方法，主张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针对
这一观点，丁文江于同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一文，首先向张君劢发难，挑起了论争。
《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首先向张君
劢发难，挑起了论争。丁文江认为，科学与人生观不可
分离，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作用，“今日最大的责任
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张君劢
随后对此作了详尽答辩。



           由于这一争论涉及众多哲学问题，立时引起
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
东荪、林宰平、王星拱、唐钺、任鸿售、孙伏园、
朱经农、陆志韦、范寿康等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文
章，并结合本体论与认识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等
理论问题展开辩论，从而使科学与玄学的争论不
断深入并成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热点所在。

            这场论战，就哲学观念来说，双方都
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但是论战的真正实质
并不在于关于科学的评价和哲学的分析，而在于
争辩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信仰。这是一场关
于人生观的争论，这种关于人生观的争论，又是
与选择何种社会改造方案联系在一起的。



思考题

1.社会上出现“科学”与“人文”之辩的原
因是什么？

2.工程技术人员为什么要具备一定的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



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
性质；课程内容框架

1、研究对象

           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
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

2、自然辩证法属哲学门类。属应用哲学。

3、自然辩证法的课程内容框架



三、自然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

1、自然辩证法创立的标志

           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拟定的《自然辩证法》
写作计划寄给马克思征求意见。从1873到1883年马克思
逝世为止，恩格斯花了10年时间撰写此书。写成了10篇
论文、169个扎记和片断。

2、自然辩证法创立的时代背景

一是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步 

向机器大工业过渡。
二是19世纪自然科学全面发展。

3、自然辩证法创立的意义。



四、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方法

1、认真读书，掌握理论

      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变。

2、理论联系实际

3、解放思想、发扬学术民主



第二章  自然界的系统存在方式

自然界应有两种存在方式
物质的存在方式

系统的存在方式

第一节 自然界物质多样性与统一性

 一、自然界物质多样性 



1、从物质分类看物质形态的多样性

自然界

非生命界

宇观——星系
宏观——团聚体
微观——元素
渺观——基本粒子

生命界 

微生物——20多万种

植物——30多万种

动物——150多万种



2、从物质聚集态看物质形态的多样性

自然界的多态

固态——内部有较强的内聚力，有一定体积和形态。

液态——内部有较强的内聚力，有一定体积，但无一定形态。

气态——没有一定体积，亦无一定形态。

等离子态——气体的原子外层电子脱离原子
（气温在几千度时），于是中性的原子变成了带阳电的离
子。宇宙中有99.9%以上的物质处于等离子态。

超密态——当物质在超高压（几百万个大气压）
物质密度极大，千吨或亿吨/CM3

真空态——物质形态的一种，是负能态的粒子海。

反物质态——由反粒子构成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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