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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世界的本原，古希腊与古中国都形成过各种学说，在古希腊有水、火、

气、土、无限、数、一与多、爱与恨、以太、种子原子、理念等学说。在古中国有

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天、道、理、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等各种学说。古典哲学始终是一种纯思辨的猜想，因此至今人们都无法对哲学

这一概念进行定义。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哲学逐渐分化为宗教与科学。宗教

认为上帝是世界的本原，现代文明的宗教都已不同程度已演化为伦理学。科学以宇

宙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神经学、信息学、美学等逐渐揭示了各种事

物的属性，同时也发现世界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科学家们知道世界有一个非

神的本原，却一直苦于没有找到什么是真正世界本原。从生物的生命体验（包括如

饥饿、性欲等自发性感受）出发，综合性论述了选择与自由、必然与偶然、可能与

现实、原因与结果等之间的关系 . [New York Science Journal. 2008;1(3):45-49]. 
(ISSN: 1554-0200).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的目的在于找到世界的本原，并且在本原的基础上对千差万别、千变万

化的世界做出全面、统一、简洁、自洽的解释。 
古哲学包罗万象，并希望在万象中找出世界的本原。关于世界的本原，古希

腊与古中国都形成过各种学说，在古希腊有水、火、气、土、无限、数、一与多、

爱与恨、以太、种子原子、理念等学说。在古中国有阴阳、五行（金、木、水、火

、土）、天、道、理、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各种学说。古典哲学始

终是一种纯思辨的猜想，因此至今人们都无法对哲学这一概念进行定义。 
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哲学逐渐分化为宗教与科学。宗教认为上帝是世

界的本原，现代文明的宗教都已不同程度已演化为伦理学。科学以宇宙学、物理学

、数学、化学、生物学、神经学、信息学、美学等逐渐揭示了各种事物的属性，同

时也发现世界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科学家们知道世界有一个非神的本原，却

一直苦于没有找到什么是真正世界本原。 
古典哲学与古典物理学猜想以太存在，却一直没有证明以太的存在。自爱因

斯坦创立相对论后，近代与当代的科学理论最大失误就在于忽视或否定以太的存在

。以太旋子学不但站在自然哲学高度，以物理学实验与观察为基础，如从粒子物理

学（基本粒子是微观以太漩涡）、光学（光以以太为传播介质）、宇宙学（星系是

以太漩涡的产物）等方面或层次证明了以太的存在，而且发现以太是世界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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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们人在内的世界上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所有事物都不过是以太相同与不同

的表现形态而已。世界是以太的世界，质子、中子、电子等基本粒子都是由以太构

成的微观以太漩涡，它们都是旋子。以太旋子学对世界做出全面、统一、简洁、自

洽的解释，在重建科学理论的同时颠覆了现有的科学理论。以太旋子学终结了古典

哲学猜想，以物理学对哲学进行了定义，或者说以物理学实验终结了古典哲学猜想

，将古典哲学还原为现代物理学。 
  
二．论选择与自由及偶然 
 1、选择与自由 

为讨论必然与偶然的关系，首先需要将生物界从非生物界划分出来。生存环

境对生物的形成、生存、进化等既具有利的一面，又具有害的一面，生物能够对生

存环境进行生命体验，以实现其趋利避害之目的，即生物能对环境进行选择。达尔

文的进化论强调的是环境对生物的选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然而站在生物的

立场上看，适应环境就是选择环境，环境选择与选择环境是同一问题的两方面表现

。 
生物对环境的选择具多样性，选择意味着自由，意味着自由意志。动物选择

环境的能力优于植物，越是高等动物其选择性越强。生物提高其选择能力就是提高

其选择环境的自由度，自由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生物向着争取更大自由的方向进化

，生物史与人类史就是一部争取与实现更大自由的历史。 
自由意志有盲目与自觉之分，争取更大自由于一般生物是本能的即盲目的。为争取

更大自由，人逐渐进化出高级的认识能力。高等动物只能够进行具象思维，自从人

学会以概念命名具象后，人逐渐学会了概念思维，只有人能够通过概念思维逐渐走

向对自由的自觉追求。 
  
2、选择与偶然 

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偶然，但始终没有找到产生偶然的原因，实际上选择才是

产生偶然的原因，选择是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选择前是无法确定的。没有选择

、自由与偶然就谈不上生物的进化，法国生物学家莫诺说：“自由的偶然性才是生

物界总的一切革新和所有创造的源泉。” 
  
3、必然与偶然 

必然与偶然的关系，从来就是哲学家们关心的课题。自从哲学分化为宗教与

科学后，在宗教领域，上帝具全知全能的自由意志，能够进行任何选择，必然与偶

然的关系被简单化了；在科学领域中，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需要证明的重

要课题。爱因斯坦等人认为世界受必然律支配，他说上帝不掷骰子。以波尔、海森

伯等为代表的量子学哥本哈根学派则认为世界受偶然律支配，包括光子在内的微观

粒子以几率波方式运行着。争论至今尚未了结，必然与偶然的关系仍然是个谜。非

生命物质无所谓适应不适应环境，非生物不具自由意志，不能够进行自由选择，非

生物界受必然律支配，比如所有天体或气体中的气体粒子都以必然的方式运行着，

在任何时刻，无论是天体还是气体粒子，它们都有确定的空间位置、即时速度与即

时方向，具确定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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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不具选择性，必然只具唯一性。由于生物产生于非生物且受必然律制约，因此

偶然产生于必然且受必然律制约。选择、自由不可能是任意的，在必然律的制约下

，偶然表现为偶然律。 
  
4、可能与现实 

在选择成为现实之前，选择还只是可能。但选择一旦由可能转化为现实，如

果没有选择的干扰，偶然就成为必然。比如打台球前，我们击打台球力度与方向等

具选择性，此时台球将要运行的速度与方向等具偶然性。然而一旦击打台球，如果

没有选择性干扰，台球将以确定的速度与方向运行，即以必然的方式运行。如果此

时进行选择性干扰，比如对正在运行的台球吹气，由于吹气的力度与方向具选择性

，这时台球的运行又具偶然性。只是吹气后，如果再没有选择性干扰，台球又以必

然的方式运行。又比如甲请求乙做某事前，甲的请求具选择性，但是甲最终只能在

诸多请求中选择其一，一旦甲使可能成为现实，偶然就成了必然。乙得到请求后，

对甲的请求乙也具选择性，同样地，乙也只能在诸多选择中择其一，一旦乙使可能

成为现实，偶然也成了必然。最终选择具唯一性，选择是以唯一的方式使可能成为

现实的。在选择存在的前提下，必然与偶然可以相互转换，偶然可转换为必然，必

然也可转换为偶然。 
自由与偶然都产生于选择，选择性越强，偶然性与自由度越高。同时选择、

自由、偶然等都受必然制约，其具体表现为：首先生物界产生于非生物界，且生物

的生存环境极为有限，生物对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其次任何生物都不是全知全能

的，生物的选择能力非常有限。正如上所述，最终选择具唯一性，选择一旦从可能

转化为现实，偶然就转化为必然，因此自由与偶然是必然在极为有限条件下的一种

特殊表现形式。 
  
5、原因与结果 

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处在因果关系中，并且任何结果的产生必定有其原因，

而原因成立则必定产生结果，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的原因，所有事物都处在

因果链的关系中，原因与结果有着必然的关系。然而原因可能是无选择性的，或者

说是必然即唯一性的，也可能是选择性的。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不同的原

因产生不同的结果，选择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不同选择产生不同结果。只是选

择可能对也可能错，但是无论是对还是错，它们都会产生结果。 
选择具偶然性，偶然同样可以成为原因也可以成为结果，偶然也处在因果关

系的长链中。原因总在前，结果总在后，现在不可能成为过去的结果，将来不可能

成为现在的结果，比如人的过去、现在、将来都处在选择的因果链中，虽然过去的

选择一去不复返，但它们虽不决定却影响着现在的选择，现在的选择虽不决定却会

影响将来的选择。 
任何结果的产生都有其原因，有时原因或因人的感知能力有限、或因原因本

身非常复制或瞬间变化而不为人所知，于是人们有时将非生物界的不知其原因的结

果比如突发事件也称之为偶然，这是对偶然的一种片面或错误理解。 
  
6、必然、偶然与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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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物都具数量性，必然可用数学进行精确描述，事实上如果非生命事物

不具必然性，我们就不可能运用数学公式对它们进行精确计算。尽管偶然具多样性

，但它仍然受必然制约，即偶然仍具规律性，因此人能以概率、统计或模糊数学等

对它们进行描述。然而即使是必然，人们对它们的精确计算仍然是极为有限的，比

如产生某一结果的直接原因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在因果链中的间接原因却是无穷的

，我们不能对无穷多的原因进行精确计算，无穷多原因中的量是不可测的量与不可

计算的量。人类甚至现在还不能以数学公式对三个相互作用的天体的运行进行精确

描述，更不能用数学公式对以电场、磁场、万有引力场等场相互作用着的气体粒子

运动进行精确描述，温度只是对粒子平均动能、势能、波能的统计。 
  
7、人类社会 

建立在生命体验基础上的选择与自由一方面是自觉的，另一方面又是盲目

的。越是高级的动物其自觉选择性越强，自由度也越高，在所有物种中，只有人能

够进行概念认识活动，人的自觉选择性最强自由度最高，人类社会最富偶然性。然

而即使是上帝也不可能全知全能，上帝也创造不出他所不知与所不能的事物来，至

少上帝也不知道用怎样的方法创造出一块他既举得起又举不起的石头来，实际上全

知全能是一个悖论。世界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且不断变化的，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全

知，更无法达到全能。 
选择性增强意味着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的增强，就具认识能力的人而言，选

择性增强还意味着改变环境能力的增强。生物的进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

生物与人的选择性增强与自由度的提高。选择性或自由度的提高既是生物进化的原

因与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与动力。 
结果的产生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最终结果产生之前，人还可反复进行选择

，这样就可以改变因果关系，改变事物发展方向，使事物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以便

实现原有目的。人一生都处在自觉或盲目的选择中。人类社会由所有个人有机构成

，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一生的经历书写与改变人类历史。在历史形成因果长链中，绝

大多数历史人物湮灭在产生现在结果的间接原因中，只有语言、重大历史事件、重

要历史人物、历史中的发现发明、文物、著作、传统、传说等还在起着产生现在结

果的直接原因的作用。现在的人不可能改变过去，然而每个现在的人都能够并且必

定以自己的选择改变人类的将来，正如每个股民都以自己的选择决定股市曲线的走

向，只不过不同的人改变的程度不同。 
生物在争取更大自由时需要遵循生存规则，人类在争取更大自由的同时，人

类社会的发展也受必然律与偶然律的约束，因此尊重自然规律，以道德、法律约束

自己，对每个人来说都成了不可避免，理当更自觉。社会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弯

弯曲曲甚至倒退的，在人类发展的滚滚长河中，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大大

小小的漩涡。 
认识的目的在于预见，在于获得更多选择与更大自由。如果世界不具必然性

即不具唯一性，事物是不可预见的。认识必然律可进行精确预见，认识偶然可进行

概率预见。我们能以数学公式精确描述自由落体，却不可能以数学公式精确描述人

的活动，不可能以数学公式精确预见股市曲线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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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具多么高的选择能力，不管人多么自由，当可能成为现实时，任何人

的现实性活动总是唯一的，人一生的活动最终表现为一条唯一的运动轨迹。对于没

有选择性的自然来说，即忽略选择性，这条唯一的运动轨迹是以必然的方式存在于

因果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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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尊敬的老师，读者，您好！ 
我以自己一辈子的兴趣、学习与思考，再敲打 8 年的计算机，写成了约 60

万字的《世界的本来面貌》，其上篇《以太旋子学》约 27 万字，于 07 年 10 月出

版，下篇已成初稿。该著作不但发现了世界的本原——以太（Ether），而且从以

太出发，对纷纭复杂的世界做出了全面、统一、简洁、自洽的解释。近代与当代的

科学理论最大失误在于忽视或否定了以太的存在，而新理论恰恰以以太为本原，新

理论在重建过程中颠覆了现有的科学理论。 
实验与观察是建立科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实验与观察是一回事，人们对它们

作出怎样的解释以及建立起怎样的理论是另一回事。尽管后者力求真实反应前者，

仍然可能是片面或错误的。《世界的本来面貌》一书中没有提供一个新实验，却几

乎对所有基础性实验做出了新的解释，这些实验见诸于现行中学、大学相关教材

中，正是这些实验构建了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以太旋子学建立在众所周知的经典

实验基础上，决不是纯思辨的产物。 
如需查看原著，请将您的详细邮寄地址及邮编告知，我将免费赠此书。诚请

斧正，谢谢。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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