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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教学难点及

解答：虚拟世界的本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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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怎样认识虚拟世界”被列入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教育部重点问题征答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中，

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难点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出发，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虚拟世界能否归为物质世

界；虚拟世界是不是规律的例外；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信仰该不该动摇……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借助科学知识“最近发生

区”的科学性，从特殊上升为普遍，得出物质世界统一性原理适用于虚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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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世界的出现，是否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统一性原理”？这个难点曾被列入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３０个重点难点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仅从原理逻辑上分析是不够的，
本文提倡从问题导入，过渡到科学原理，结合学生的“科学知识最近发生区”，最后帮助学生巩固物质统

一性原理。

１　问题的不同导入
虚拟世界的出现，挑战了本体论。但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思维仍然迷茫，如“虚拟世界是什么样的世

界？”“它与物质世界有什么关系？”“物质统一性原理还管不管用？”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涉及信仰问题。

为了帮助学生分析问题，有必要导入以下几个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建立一种科学的逻辑。

１．１　虚拟世界能否归于物质世界
狭义的虚拟世界，是指数字化方式的仿真存在，即通过计算机网络模拟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创造诸

如仿真家庭、仿真社区、虚拟疆界等等。广义的虚拟世界是指信息技术为纽带的物质要素和社会生活总

合，相当于动态的网络社会。

为何提出“虚拟世界能否归于物质世界”，因为在狭隘的虚拟世界里，居民“人替”有意识，能独立思

考，这与“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这一原理有矛盾。到底这个虚拟世界是什么呢？有认为它是“世

界３”，既是物质又是精神［１］３０７－３６０；有认为它是数字和信息组成的新本体；有认为虚拟世界的规律可以

由人自己创造。分析这些问题有必要回到“虚拟世界能否归为物质世界”。

１．２　虚拟世界是不是物质世界的规律例外
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虚拟世界的人替却有意识，算不算规律的例

外？如果认为规律都有例外，那一切皆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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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虚拟世界的出现，马克思信仰该不该动摇
马克思主义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恩格斯对此曾有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

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

学。”［２］３０如果对物质统一性原理产生怀疑，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可能动摇。所以，这个问题不

仅是个科学问题，还是个世界观的问题。

２　解答导入问题的科学依据及其讲解
把虚拟世界的问题分解为３个导入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系统的回答。关键点是在讲解的逻辑上

把科学依据与学生的“知识最近发生区”联系起来。这个“知识最近发生区”就是学生最近接触到的计

算机科学知识和其他学科的科学知识。

２．１　虚拟世界的时空与人脑意识时空本质上是一样
要证明某对象物是物质，只要举证它有时间和空间；反过来，对象物没有时间和空间，则它不是物

质。这就是“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形式”的原理。恩格斯有过深刻论述：“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

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２］５６－５７

在虚拟技术出现之前，理论界没有挑战“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３］３１，信息技术突然造出了一个

“虚拟的人”，它能思维，能在虚拟的网络中战斗、结婚、积累经验、自我优化。在“虚拟的人”的背后，人

反而成了“虚拟的人”的智囊团。更为不解的是，关闭电源，这个世界消失了。虚拟的思想哪里去了呢？

虚拟世界的接口离不开人造的硬件，如电脑、芯片、组件、光纤等，这些硬件并不因为断电而消失。

关键点在虚拟思维哪里去了？是不是像杜林所说的它是“思想的虚无和没有思想的对偶语”？［２］４８要解

答这一问题，首先回到人的意识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人在脑子里有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被意识占据？从解剖学来看，大脑里只有神经簇在记忆我们接

触到的事物，这个神经簇是有空间的。没有这类神经簇，就没有意识。可是，人们常常犯了一个错误，把

神经簇的空间看作是意识的空间。意识是神经系统运动的机能而已。意识在人脑之中没有独立的时间

和空间，它与神经系统的活动相关，时空的变化依赖物质的运动。如果说意识有时间和空间，也只是神

经系统有运动的时间和空间。

所以，人的意识只是神经系统的运动而已，可以从物质统一性角度得到完美的解释。“凡运动都是

物质的运动”“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２］６５在人脑意识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不矛盾的。恩格斯有过论

述，“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时间和空间）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

洞的观念、抽象。”［４］５５６

虚拟意识是不是类似于人的意识呢？如果是，那么可以坚定物质统一性原理。信息科学使意识离

开了人脑，找到了新的物质载体。虚拟世界的思维在哪里？在芯片上吗？

先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书里面有意识吗？很多人都认为书里面有意识。书本来就是纯物质，由纸

张和墨水构成。能感知到意识吗？从书中感知到的意识只是一种符号的联想而已，如同看到遥远天空

产生的联想。遥远天空的浮云本没有意识，为何把书本里的文字看作有意识呢？符号是约定俗成的联

系，如果外星人智能高于人类，没有俗成，也破解不了联想。云彩不附着思想，书也不附着思想。

如果把书碾碎仍然从中能读出思想，那就证明有“客观精神”，恩格斯坚决反对了黑格尔这一假设。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

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的‘观念’的现实化的

反映。”［２］２７

如同对书的解码，粒子流的视觉冲击形成了似乎有意识的存在。智能生物就对粒子流的符号信息

没有惊愕和愉悦的感觉，完全是粒子流对人的神经系统的视觉冲击而已，虚拟意识只不过是一种粒子流

的运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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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虚拟意识的本质是人脑对粒子流的反映而已
说明虚拟意识脱离人脑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人替都有自己的意识，并且在相同软件和硬件条件下的

人替的思维都不同。要回答这个提问，又要回到人的意识的主观差异性。如果我们设想人类个体在相

同环境下思维都一样，那就是只承认了必然，否定了偶然。在相同条件下，个体思维都具有差异性，没有

绝对一样的思维。电脑系统造一个人替居民也是基于不同粒子流的差异，并没有完全一样的粒子流。

从偶然性角度完全可以解释人替居民思维的差异性［５］１－２２。

虚拟世界的运动具有非感觉性，是粒子层面的运动，被人误认为是一种思维运动。粒子运动也是辩

证变化的，正因为这样，运动才体现复杂性和多样性，“虚拟意识的运动”同样符合自然界本身的

运动［２］２５。

人的意识与虚拟意识从反映角度来说，本质是一样的。如果有差别的话，一个是人的神经系统对外

界的反映，另一个是电子系统对粒子流的反映。后者的反映是机械的电子过程，前者的反映是神经的生

物的过程，后者最终要体现在人的视觉和听觉下的反映。也就是说，虚拟意识最终没有违背意识是人脑

的机能和属性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的本质［６］。

２．３　虚拟世界的特殊规律并不是物质世界规律的例外
物质形态只有在转化为另一物质形态后才消失，可是虚拟世界的存亡却与电源密切相关。接通电

源，虚拟世界来了，关闭电源它就消失。这是否可以证明黑格尔的思想存在于世界之中，你找到它，它就

来了。

从过程来看，虚拟世界的出现和消亡的规律与事物消亡的时间和空间是同时的。激活，材料出现，

能量出现，虚拟世界出现；关掉电源，能量消亡，虚拟意识消亡。难道虚拟意识在停电后去寻找另一个物

质载体了吗？看来科学难以证明这样的假设。虚拟意识和电能同步产生，恰恰又能证明规律与事物同

步产生，消除意识的神秘性。所以，虚拟意识与事物同步产生，类似于人的意识与神经系统运动同步

产生。

２．４　虚拟世界只是物质的个性而已
从物质无穷转化的角度，任何物质形态都只是物质的个性，这同样适合于虚拟世界。

乔治·勒梅特（ＧｅｏｒｇｅＬｅｍａｉｔｒｅ）在１９２７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宇宙诞生于爆炸［７］。宇宙开始

的时候只有一丁点那么大，密度惊人，高密度的物质叫做“原初物质”（ｐｒｉｍｅｖａｌａｔｏｍ），正是这个“原初物
质”不断膨胀形成了今天的宇宙。后来英国天文学家爱德温· 哈勃（ＥｄｗｉｎＨｕｂｂｌｅ）证明了遥远星系正
在以光的速度远离我们的星系，证明了宇宙正在膨胀［８］１１。另一些却从更微观的角度探究宇宙，提出了

平行世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ｗｏｒｌｄｓ）［８］ｐｉｖ，这些词与虚拟世界具有一定的关联［８］２。

许多关于宇宙的新理论都可以引导我们去思索虚拟世界。其中平行宇宙理论对我们的思维具有启

迪。该理论认为，宇宙不只有我们人类感知到的宇宙这一个，有很多宇宙与我们的宇宙平行或交叉。这

些宇宙之间的基本规律差不多，具有亲缘关系。只是我们没有察觉到［８］４。

认为平衡宇宙是可能的是基于量子力学的基本假设：“量子力学提出，科学的预言必然是概率性

的。”［８］４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平行宇宙，甚至多重宇宙都是可能的。它解释了多种可能同时发生的现

实性。从我们的世界角度来理解，只有一种可能才能变为现实，平行宇宙能把多种可能同时变为现实。

如同数学的概率，有多少就有多少现实［８］４－５。

当前，平行宇宙仅仅是纯理论的，美国物理学家就呼吁不要相信缺乏实证支持的东西［８］８。这仅仅

是数学上可能［８］３５０，不一定对应现实。如果真存在平行世界，那把平行世界、虚拟世界都理解为物质的

个性并不影响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３　结论
虚拟世界的出现，冲击了学生的世界观。“原理课”有必要解答“虚拟世界的出现是否推翻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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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统一性原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学生的“知识最近发生区”与教学的层层逻辑递进关系。大学

生和研究生一般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其对人替居民的意识有不同的看法，对接这一看法，引入哲学思

辨是很好的方法。提倡先把问题分解为“本体论问题”“规律问题”“信仰问题”，然后围绕这些问题进

行科学分析，科学与哲学的结合是教学的基本方法，要求教师既具有基本的哲学思辨，又具有科学素养，

这是新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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