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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相对论对经典物理学的超越及其影响 ①

黄朝志
（湖北省大冶市 金牛镇中学，湖北 大冶４３５１１９）

摘　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场论消解了经典物理学的“体”“力”，或者说，重新定义了经典物理学中的“体”与
“力”，既而消解了“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但使得物理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使得形而上学与宗教随之出现未曾

预料的变化，直接消解了形而上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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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序　言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理论，但

因为这种理论在自然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是给精

神科学也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要明白这种变化的产生与

由来，必须从相对论对经典物理学的超越来看。

２　相对论对经典物理学的超越
首先，相对论消解或重新定义了经典物理学中的

“体”。这里的所谓“体”是指绝对的时间与空间及物质实

在体，如“桌子”等这样的殊别的实在个体，这些在经典物

理学与哲学中都是圆足而坚实的“体”，世界由此得以被

理解。故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里，像“桌子”这样的殊别个

体称为“第一实体”，它具有“基座”的性质，其余的一切概

念与范畴都因它而得以维系。即便是其师柏拉图不承认

个别的“桌子”为实在，但他依然承认有个更为实在的“理

念的桌子”，这依然是有“体”的精神。但在相对论的世界

里，这些都是不必要的。爱因斯坦在《相对论和空间问

题》一文论绝对的时 －空观时说：“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独
立存在这观念，用极端的说法，可以表达如下：倘使物质

消失了，空间和时间仍旧会单独留下来（作为表演物理事

件的一种舞台）。”［１］这就是说，如果存在绝对的时空，则

一定有物质消失后的“虚空”的时空，这是可能的吗？当

然不可能。于是，爱因斯坦说：“不存在空虚空间这样的

东西，即不存在没有场的空间。空间 －时间本身并没有
要求存在的权利，它只是场的一种结构性质。”［１］这样，绝

对时空就被“场”所取代，不惟此也，还可以“用场来透彻

无余地描述物理实在”［１］。这样一来，“场”成为了相对论

这种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元素，并进而取代了经典

物理学中的时 －空，粒子（或称为“质点”、“物体”）等概
念。基于此，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与实在》一文中说：“因

此，在这理论中，场最后取得了根本的地位，这个位置在

牛顿力学中是被质点占据着的。”［１］“在任何一个贯彻一

致的场论的基础中，场这个概念以外不应当再出现粒子

概念。”［１］正因为时空、实在个体等经典物理学中的“实

体”在相对论中都被奥坎姆剃刀给剔除了，是以牟宗三名

之以“无体”之精神。既由“场”消解了“体”，亦必随之消

解“力”。爱因斯坦在《牛顿力学》一文中对于经典牛顿力

学进行了检讨，他认为，牛顿力学在麦克斯韦的电学理论

中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因为人们已经明白，“物体之间的

电的和磁的作用，并不是即时传递的超距作用，而是由一

种以有限速度通过空间传播的过程引起的”［１］。以后，在

法拉第、Ｈ·赫兹等人的努力下，“使场的概念干脆摆脱了
由力学的概念武库而来的一切障碍”［１］。这样，电磁场理

论的发展导致了这样的企图：“想以电磁的路线来解释牛

顿的运动定律，也就是想用一个以场论为基础的更加精

确的运动定律来代替牛顿运动定律。虽然这种努力尚未

完全成功，但是力学的基本概念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物理

世界体系的基本组成了。”［１］这就是说，随着绝对时间、空

间与有形物体的消解，“力”在物理学中必然成为了不必

要，相对论由此而产生。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与实在》一

文中总结说：

在古典力学里，空间和时间概念都变成独立的概念。

有形物体这个概念在这个基础中为质点概念所代替，因

此，力学基本上就变成了原子论性的了。当人们企图使

力学成为一切物理学的基础时，光和电产生了无法克服

的困难。我们由此被引到电的场论，并且随后又企图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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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全部建立在场的概念上。这种企图导致了相

对论［１］。

更进一步，“世界”在相对论中亦被消解。爱因斯坦

称之为“实在的外在世界”。那么，“实在的外在世界”作

为一种物理事实，真的能客观地呈现出来吗？抑或只是

一种人工构造。爱因斯坦认为，“实在的外在世界”只是

一种虚映，实不过是一种人工织造，即在感觉材料这种心

理经验上的人工织造。亦即是说，除了感觉材料这种心

理经验外，并无所谓“实在的外在世界”。但我们对“实在

的外在世界”的信念是如此坚挺，这是如何出现的呢？爱

因斯坦在《物理学与实在》一文中对此作了解释，他以为

之所以出现这个“实在的外在世界”乃基于以下两步：第

一步是形成有形物体的概念，其形成是基于此：“在我们

的许多感觉经验当中，我们在头脑里任意取出某些反复

出现的感觉印象的复合，并且给它们一个概念———有形

物体的概念。”［１］进而第二步是“给有形物体这个概念以

一种独立的意义，它高度独立于那个原来产生这个概念

的感觉印象。这就是我们在把‘实在的存在’加给有形物

体时所指的意思”［１］。但爱因斯坦一再声明，有形物体的

概念并不等同于上述那些感觉印象的总和，它只是人的

头脑的一种自由创造，尽管此概念的意义与根据都唯一

地归源于感觉印象的总和。而我们之所以要把“实在的

存在”加给自由创造的有形物体这个概念，乃是“借助于

这些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心理上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在

感觉印象的迷宫里找到方向”，“比起单个的感觉经验本

身来，我们觉得它们更强有力，更不可改变”［１］。“实在的

外在世界”只不过是基于感觉印象基础上的假设。这种

假设之所以能被允许，乃因为我们的感觉印象能够借助

思维而被整理出一个秩序来，尽管这是令人叹服而又无

法理解的奇迹，但却是事实。我们即以这个“秩序”为“实

在的外在世界”，由此，世界变为了可理解的，但这可理解

仅是指概念与感觉经验有某种确定的关系。然而，概念

与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爱因斯

坦说：

照我的见解，关于各个概念的形成和它们之间的联

系方式，以及我们怎样把这些概念同感觉经验对应起来，

这中间并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先验地说出来的。在创造

这种感觉经验的秩序时，指导我们的是：只有成功与否才

是决定因素。所需要的只是定下一套规则，因为没有这

样的规则，就不可能取得所希望有的知识。人们可以把

这些规则同游戏的规则比较，在游戏中，规则本身是随意

的，但只有严格遵守它们，游戏才可能。可是，这种规定

永无终极。它只有用于某一特殊领域，才会有效［１］。

这样看来，“实在的外在世界”就是概念“秩序”，而所

谓“秩序”只不过是一套人工规则，则“世界”亦不过是一

套规则，所谓“相对论”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

对于康德的先验论非常不满，他在给 Ｍ·玻恩的信中说：
“我必须把这个‘先验的’冲淡成为‘约定的’，才不致同

他非发生矛盾不可，可是，即使这样，在细节上还是格格

不入。”［１］

如实说来，以相对论的方式来解释现象世界并非不

对，因为那绝对的、与主体无关的“实在世界”确实是一个

“密窟”，在人的认识能力之外，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感觉材

料。但感觉材料是否即等同于那客观的“实在世界”，是

大有疑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物

是观念的聚合”等都是可以说的。康德有现象与物自身

的区分，而现象可知，物自身不可知也是表达这种意思。

既然我们只知现象，则我们不得不仅仅在信仰上假定在

我们之外的物，这种信仰是基于从外物那里获得了认识

本身的全部材料。但如果有人要怀疑外物之存有，则我

们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能够反驳他。所以，康德认为，不

能弥合感觉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的鸿沟，乃哲学和

普遍人类理性的耻辱［２］。注释一 由此可见，似乎我们只

能以感觉材料的构造来代替“实在世界”，这是人类的宿

命。爱因斯坦在《麦克斯韦对物理实在观念发展的影响》

一文中说：

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

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但是，既然感官知觉只是间接地提

供关于这个外在世界或“物理实在”的信息，我们就只能

用思辨的方法来把握它。由此可知，我们关于物理实在

的观念决不会是最终的。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

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这

些观念———也就是说，准备改变物理学的公理基础［１］。

这是相对论最基本的思考方式，这在科学的范围内

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但在爱因斯坦那里，相对论是

有限度的，他严格地把它限制在科学的范围内。尽管爱

因斯坦承认我们可以有构造感觉材料来代替“实在世界”

的自由，但这种代替品是否等同于“实在世界”本身，却是

有疑问的。也就是说，在爱因斯坦那里，至少还有“实在

世界”的信仰。他在《物理学和实在》一文中说：“可是这

种选择的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于作家写

小说时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得

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

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是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

字谜。”［１］可见，在爱因斯坦的意识里，“实在世界”应该是

有的，而且必须有，只是在科学上则完全不必要。这是爱

因斯坦相对论的精神实质。

３　相对论的影响
但我们知道，科学的世界并不是人类所要面对的唯

一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之外，爱因斯坦并没有持相对论

的观点，反而是绝对的信仰主义。在《关于实在的本性问

题同泰戈尔的谈话》一文中，爱因斯坦与泰戈尔讨论“实

在”、“神”与“真理”等问题，泰戈尔的意思是一切都不能

离开人而独立，但爱因斯坦不这么看，他说：

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我们这种自然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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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得到解释或证明的。但是，这是谁也不能缺少的一

种信仰———甚至原始人也不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真理具

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

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是我们必不可少

的———尽管我们还讲不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１］。

当然，爱因斯坦最终并没有说服泰戈尔，于是，他只

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比您更带有宗教感情。”［１］所以，

尽管相对论在无“体”、无“力”与无“理”的精神之下，把

现象世界条分理析得金玉满堂、声光四溢，但爱因斯坦并

没有陷入唯科学主义之中，因为他深知，科学只能断言

“是什么”，但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他在《宗教同科

学不可和解吗？》一文中说：“科学从它掌握因果关系这一

点来说，固然可以就各种目标和价值是否相容作出重要

的结论，但是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

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３］那么，目标与价值靠什么

去确立呢？靠宗教。“宗教关系到人对整个自然界的态

度，关系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理想的建立，也关系到人

的相互关系。”［３］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不认为科学与宗教

有冲突，因为一方面，宗教固可以决定目标，但可以从科

学那里学到用什么样的手段达到目标，另一方面，科学只

能由全心全意追求真理的热情来创造，而这种热情正来

自于宗教。这样，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总结

说：“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疯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

瞎子。”［３］

以上所述，即在表明，尽管相对论在科学领域内把对

绝对时空、有形物体、力与理的信仰给扫除殆尽，但并没

有作僭越，即在精神领域没有扫除信仰的根基。但是，必

须指出的是，由于侵润于科学精神之中，爱因斯坦这种精

神信仰的根基之实在论意味相当的强。他在《科学和宗

教》一文中说：“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

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情感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

的恐惧，也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３］

在《关于科学的真理》一文中进一步表明：“同深挚的感情

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

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１］他并且还表明，纯

粹宗教的真理，对于他来说是莫名其妙的。这些都体现

了爱因斯坦宗教思想的实在论立场，其后的精神乃是一

种智的冷光的美学情调，离真正的道德情感、宗教精神相

去甚远。总之，尽管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排除

道德情感、宗教精神，但确实暗含有消解的潜在可能。然

而，当相对论的精神潜入到哲学而形成分析哲学或逻辑

实证主义以后，情况就大不同了，他们为捍卫科学精神而

拒斥形而上学，从而彻底排除了道德与宗教。这是爱因

斯坦所未曾预料到的，也不是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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