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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韦三立教授，园林植物学家。1954 年生于北京，

1978 年 9 月至 1985 年 9 月为北京月坛公园花卉工

人。1985 年考取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硕士研究生，

于 1988 年获得该校农学硕士学位。1988 年考取北京

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博士研究生，于 1991 年获取该校

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主讲课程有

园林花卉学、花卉采后生理学、花卉化学控制、观赏

鱼饲养学、观赏植物采后学、植物生理学等。发表专

业论文数十余篇；编写教材 2 部；主译英文译著 3

部，主译日文译著 1 部；审校日文译著 6 部；出版

中文著作 18 部。 

 

【1、生物全息研究中的奇迹】 

开创我国生物全息先声的张颖清教授是走了，

但像我国著名花卉专家韦三立教授这样的、早期追

随张颖清教授的新人，却站了起来。 

1983 年我们在第一次全国生物全息研讨会上，

认识韦三立，他还是北京市西城区园林绿化管理处

的一花工，不到 30 岁。 

文革，中断了他的中学学业，但韦三立参加工作

后善于学习，并掌握不少观赏园艺植物的培养技术。

1981 年他读了张颖清 1981 年在上海《自然杂志》第

四期发表的《生物全息律》论文后，并没有把生物全

息律继续泛化，而是分化定位到叶插法繁殖金边虎

皮掌，出现的颜色特征变化的具体实验上。 

他取用两片无病的金边虎皮掌叶片，横切成 6厘

米左右长的段共 10 段，经过晾晒然后插在盛有素土

的花盆中，除其中一段插穗腐烂之外，9 段插穗长出

形成的新株，金边消失，其余外观与虎皮掌相似。检

查结果，发现长出的新根壮茎，都是从金边虎皮掌插

穗绿色部分发的芽，有部分与部分相似的联系。 

在 1983 年第一次全国全国生物全息研讨会上，

张颖清拿着韦三立的这些实物，赞扬了韦三立的工

作，这使韦三立的钻劲更大。 

1984 年 8 月韦三立又在北京市黄土岗公社，找

到金边虎皮掌植株由插穗中部的绿色部分长的新植

株，虽为全绿色和含有褐色虎纹，但由插穗边缘黄色

部分长的新植株，叶片却为全黄色，没有褐色虎纹。 

即叶片边缘黄色部分，分出的芽，长成的新植株，

呈现出强烈的叶片边缘的黄色性状。这种更加证明，

部分与部分相似的强烈效果，使颜色特征的变化，与

使用营养繁殖法繁殖的新植株，可以很好保留亲代

母体特征的花卉繁殖理论相悖。 

1985 年韦三立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

的研究生。1988 年又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以后成

为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植物科学系的一名教授。

40 多年中，韦三立教授集中在专项农业技术和观赏

园艺植物组织培养实验上，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受到

读者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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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本体论说生物全息】 

自然科学出现的形式逻辑和形式本体论之间的

区分，胡塞尔是西方最早作这种区分的学者之一。继

后，史密斯的《形式本体论框架》，给出了这种区分

的特征：史密斯把形式本体论，界定为二维空间里的

形式话语操作，这使它与科学研究的实验生产方法

有区别，又使它与符号代数类似的形式逻辑有一致。 

在东方，说形式本体论，用之讨论我国的生物全

息，其实形式本体论是大脑实验结合数学推演的一

种科学研究方法。但形式本体论不等于科学假说，而

是在科学假说的基础上，推进实验生产、形式逻辑、

分析哲学的深化。因为一个深层次的科学实验或原

理，不经过形式本体论的证明，可能都是不完善的。

然而从我国生物全息研究走出的张颖清和韦三立教

授分析，他们的灵感最初是从形式本体论的命题图

像分析开始的，并没有受西方的影响；而体现的是，

东方传统的整体论。 

这里，形式本体论通向实验的道路，也许是漫长

岁月。因为这只能从逐步分化定位到具体的实验，才

能设计出公认的形式取得定量的数据。例如，张颖清

提出的生物全息律，抓住与激光摄影的全息效应“部

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相似”的联系，核心是说部分

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这只能是形式本体论讨论

的问题。 

早在 1866 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阐述的生物

重演律，就讨论过这类问题。但作为整个生物学实验

定律，海克尔的理论并没有得到认可。而形式本体论

是存而待论类似灵感思维，也类似形式逻辑科学并

不一定在于做实验；科学实验的本质是创造人工自

然、人工智能。 

但在天然自然中，也散发着无数自然规律的证

据。这方面张颖清收集生物全息现象时，做了大量出

色的工作。如他主动地到大自然中观察植物的叶形、

果形及叶柄的长短，动物身上毛的花纹，角的分枝，

冠的分裂，找出了大量实物证据，扩大了人们对海克

尔生物重演现象的视线，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 

由于当时我们在县科协工作，在与张颖清的通

信中，建议他向内蒙古自治区科协，申报召开全国生

物全息学术研讨会，张颖清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时内

蒙古自治区科协主席武文斌教授，曾帮助著名数学

家陆家羲解决路费，参加最后一次、也是陆家羲的第

一次参加全国数学学术研讨会，对此有好感。在这位

科协武文斌主席的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83

年 9 月第一次全国生物全息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

集宁市顺利召开了。我们为什么积极促成张颖清扩

大影响，因为在我们苦苦探索自然全息现象时，张颖

清突破了一点坚冰。 

早在 1962 年，我们观察到竹子早期生长发育的

竹笋，与后期竹桠枝端上的发育，有形态既相似又有

不相似的类似海克尔生物重演现象，把我们从 1959

年开始思考的物质无限可分：现实中的物体可分，开

始近乎颗粒的球形拓扑类型的表面，是否预示宇宙

早期，球面图像与后期大量物体分立个体近似球面

的形式重演，有联系？这种衔接起来的联想，使我们

产生了“自然全息”的概念。即我们对竹子，“从早期

端上的发育，可以从后端上的发育看见”的、类似“宇

宙蛋”界面的类比研究，一下升腾为"自然全息"的理

智： 

自然全息，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自然联系与思维

联系的印记。这个灵感发现虽使我们非常高兴，但这

是一个包括物质、宇宙、思维、时空；既涉及宏观，

又涉及微观的范畴，无论设计多少具体实验，都难以

给出整体的定量，只能属于一种形式本体的逻辑思

维。 

后来我们知道，早有宇宙蛋学说和宇宙大爆炸

学说。但我们没有放弃，在努力掌握四大力学和高等

数学的 20 多年里，我们取得了一些好结果，但也发

现了不少新的问题。1981 年张颖清，在上海《自然

杂志》第四期发表的《生物全息律》，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从整体到部分，逐步分化寻找证明的启示。 

形式本体论的自然科学研究，是在人工物化实

验之外，也可以接受一部分类似天文实验仪器的观

察，以及类似思想实验、思维实验或理想实验结合数

学分析的研究方法。由此，我们是否能够把形式本体

论定义为是：大脑实验结合数学推演的一种科学研

究方法呢？ 

因为我们定义的大脑实验，不是不做实验；大脑

实验不仅是依靠实物显示、资料、自然信息，在众多

的人群中进行理性思维，而且还是在尽力而为地，做

一些或找出一些模拟实验或相似实验。 

所以它同目前称呼的思想实验、思维实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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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有区别，也同真实实验有区别。应该说张颖清的

生物全息律，在 1983 年时取得的积极成果，主要还

是属于大脑实验的范畴。 

1983 年我们去他工作地点内蒙古集宁市开第一

次全国生物全息研讨会，亲眼看到他做的一些具体

实验，也还类似麦克林托克的转座因子实验，是属于

宏观生产表现的范畴，涉及微观机制的实验是不严

密的。例如，他公布的同一生物样品，体现部分与整

体相似的几张氨基酸云图，其相似也仅类似分形分

维图像。 

我们伸进他的暗箱实验的手指和手掌，通过光

电子的荧光屏闪烁，计数得的数据比较，也极为不稳

定和模糊。以后张颖清把这类有争议的具体设计实

验都取消了，也不再提，而专注于农业生产和医疗治

病的实验。这是受传统科学宣传，要重视实践应用走

的道路。 

而形式本体论的主旨，是科学求真：在从整体到

部分，逐步分级定位到具体的实验，还未取得众多主

流科学家公认的情况下，由于一批热衷于实践应用

的追随者，匆忙推进类似全息生物治疗仪等医药用

品和方法，以及筛选的农业生产对比实验报告，冲击

着另一些人的日常科学、生产活动，全息生物学遭到

一部分人的否认，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但我们至今

仍然认为，张颖清教授开创的生物全息律，是极有意

义的一项科学创新。 

 

【3、生物全息研究韦三立教授之谜】 

1985 年第三次全国全息生物学研讨会，在济南

山东大学召开。 

张颖清教授在大会上，介绍韦三立在北京黄土

岗公社发现金边虎皮兰的这批材料时，他没有提到

韦三立，也没有重复去做韦三立做过的实验，更没有

做分子水平上的严密实验，而是径直把它上升为“高

活性基因组合理论”，以后又发展为“全息胚学说”。 

如果高活性基因组合理论，不在金边虎皮掌微

观基因层次做定量实验，在第一次全国研讨会上对

这种生物全息律的获得性遗传研究方法就有争论：

生物全息现象，不但涉及宏观表现，更涉及微观机制。 

在组织培养方面，无论是细胞学说还是基因学

说，都有很多成熟的实验方法和理论可供参考。张颖

清教授的高活性基因组合理论，像是深化发展了，但

这样下去的可证实性，会有更多的丢失。 

会间我们与韦三立教授交谈时，韦三立教授才

说：北京市黄土岗的这批材料是他首先发现的，然后

才转告张颖清的。 

我们鼓励他做微观层次的实验研究，韦三立教

授说他的知识和条件不具备，但他想到中国农业大

学去读研究生，因那里有一位教授看到他已经出版

的一本园艺栽培方面的书，想收他作研究生，但单位

上不让考，不给他出介绍信。对此，我们想法帮了他

这个忙。 

39 年来，韦三立教授集中在专项农业技术和观

赏园艺植物组织培养实验上，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受

到读者们的欢迎。 

像韦三立教授这样定位到具体的实验上的人，

全国有不少，有的还作了数理演绎方面的探索。例如，

四川大学李后强教授认为，张颖清教授提出的生物

全息律、全息生物学和全息胚等概念，是分形生物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分形分维的具体计算出发，还

得出一些生物体分形外显性的量化指标。又如当时

南京理工大学祁洞之教授的生物全息数学模型，更

是建立在纤维拓扑空间群的描述上。 

但所有这些努力，都还没有脱离形式本体论的

范畴，达到量化全息生物普遍规律的地位。而形式本

体论除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外，离得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的实验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很早我们提出了全息生物学的复杂性讨论，意

在深化“部分包含整体的信息”的形式本体论的讨论。

钱学森院士不赞成扩大生物全息的范畴，1983 年 11

月 1 日他给我们的来信说：“生物科学几十年来一直

在研究从受精单细胞发育过程中出现规律形态的道

理，即胚胎学及形态发育学，这才是'生物全息律'的

学问”。 

我们曾把钱学森院士的话，转告过张颖清教授。

我们认为，钱学森院士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把

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相似，部分包含着整体的全

部信息的猜想无限扩大，搞成了从生物到社会、到宇

宙、到诗词艺术，都是这种统一规律的泛泛系，既不

是形式本体论，更不是实验研究方法，那只能是哲学；

当然哲学也是可以研究的。 

张颖清教授搞全息胚生物学，是听从了钱学森

院士的话的，但他狭隘地理解了钱学森院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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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是山东大学教授的张颖清先生，1989 年 12 月

2 日给我们的来信说：“生物全息律的全息一词，一

开始是借用，而无有物理学上的全息的内容。到了全

息胚学说，已经完全可以不必再借用全息（物理学上）

的一词了。所以现在译成英文时，全息胚是 ECIWO

（包含着整体信息的胚胎的缩写），全息生物学是

ECIWO Biology，这已完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了。所

以生物全息律与复杂性，并不是针对全息生物学的

内涵来讨论，在实际上，是把问题搞复杂化了”。 

生物体中是否有完全独立存在的、脱离细胞学

说和基因学说之外的“全息胚ECIWO”的实体？类似

英国克隆羊的成功，是否完全是张颖清教授的全息

胚学说的预言所致？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

法做实验；鉴于我国古代经络学说的巨大影响，以及

金凤汉小体的经络实体的不存在，我们决定不再参

与张颖清教授现说的内涵上的讨论，后来我们之间

就中断了通信。我们认为，现代的全息科学，都有借

鉴物理学家戈柏和罗杰斯在 1948 年提出的“全息”概

念的含义，这是在全息摄影中，全息照片记录了位移

和相位两方面的信息产生的效应。 

这是一个具体的科学实验，而不是哲学推论。我

们提出的“自然全息律”受此启发，延伸出的 A、B 两

种界面集合效应的形式本体论思想，深知它与实验

研究方法的区别。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英国著名科学家玻姆，为了

突出隐序运动的隐藏性与复杂性，专把涉及隐序的

运动叫做变状，而把包含有变状元素的代数，叫做隐

序代数，而提出“宇宙全息”的概念。他认为，在隐秩

序中，每一个事物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别的任何事

物相联系，即对任何单个元素的仔细研究，原则上都

可以揭开这个宇宙中的其它任何一个元素的详尽信

息；但玻姆的“宇宙全息论”并不成功。 

到了 1994 年，索斯金德和特荷夫特提出了宇宙

全息原理，他们指出：我们周围的物理事件，都可以

完全通过定义，在更低维世界的方程来说明。这是限

定在类似矩阵元的弦理论的数学上的运用，它可以

把高一次的维数空间，减低一维投射到低一次的维

数空间来运算，这类似全息图形，是由特制的 2 维

胶片再现 3 维影像。 

索斯金德和特荷夫特的全息原理，即是分化定

位到弦理论中的一个具体的数理分析演绎归纳方法

的运用，但要作为实验研究，至今也还只是一种新的

且富有争议的思想；而且有不同的人，提出了这个原

理的不同形式。数年来经过一些讨论，对于全息原理

的确切意义，还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但作为形式本

体论，它可以成为物理学基础研究的一部分，量子论

和相对论都有可能作为特例由它导出。 

但全息原理不是哲学，也不是泛系泛泛系一类

的研究。 

 

【4、结束语】 

中国农业大学博导韦三立教授奇迹，在生物全

息律早期研究中是一位杰出青年，对张颖清教授支

持很大。我们在成长上认识他，是因我们曾开的介绍

信，让他去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他由此并继

续一步一步刻苦努力走上去。事情的经过是： 

那是 1985年在济南山东大学开第三届全国生物

全息讨论会，我们与韦三立教授奇是第二次开会见

面，原因是 1984 年在内蒙呼和浩特市开第二届全国

生物全息讨论会，韦三立教授缺席了。 

当时韦三立教授还是北京的一位园林普通工人，

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当时他已经出版了一本有关

园艺方面的书。在私下交谈中，他给我们说：他想考

研究生，但他单位不同意，不给开证明。 

我们那时是四川盐亭县科协干部，出去开会为

了方便办事，单位同意我们可以多带几张空白介绍

信。我们就叫韦三立教授拿我们单位的介绍信，试试

去考研究生。他害怕，我们说没有什么害怕的，这不

是做坏事，我们给你开介绍信，你能考上，给国家做

出贡献，是给国家出力。果然他拿我们开的介绍信，

报上了名，也考起了研究生。 

后来，他来信给我们说：他很高兴、很感谢。韦

三立教授读研究生毕业工作后，又出了很多书。但我

们认为这是韦三立教授，自己刻苦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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