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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代以自然科学主导的自然认识上，无论是牛顿的“微粒”还是爱因斯坦的“有限无边”，可以说都

继承了原子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观点，力求一种如原子一般的“充实存在”组成的自然宇宙。但可以发

现的是，从古希腊至于现今，作为承载“充实存在”的自然实在“虚空”，似乎一直都仅仅作为“充实

存在”的背景板而没有被统合于对自然实在的一体认识之中。质是在形式中实现的质，一切自然实在都

有于自然整体的形式，都同样有着实在的性质，可以说，这样以原子论为传统的自然认识观一直存在将

“充实存在”为本质从而构成自然整体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对象实体化的错误，这对于要求认识完整的自

然实在的自然主义而言就必然有了消除形而上学实体化，以至于对包括“充实存在”和“虚空”的同归

自然实在一体的需求。本文也将就这样的需求通过将“充实存在”与“虚空”都作为无限时空的自然整

体的一部分而得有形式性质进行对自然认识观的一种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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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dominated by natural science, whether it is New-
ton’s “particles” or Einstein’s “finite and boundles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y have inherited the 
atomist view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strive for a natural universe composed of atom-like 
“full-fledged existence”. However, it can be found tha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present day, the 
“void” of natural reality, which carries “full existence”, seems to have been only used as a back-
ground plate for “full existence” and has not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unified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 reality. It can be said that such an atomistic view of nature as the tradition has always had 
the error of materializing the metaphysical object of knowledge that takes “full existence” as the 
essence and thus constitutes the whole of nature, which for naturalism that requires the under-
standing of complete natural reality necessarily has the need to eliminate metaphysical materia-
lization, so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the unity of natural reality, including “full existence” and “void”. 
This article will also reshape the concept of nature by reshaping the formal nature of both “ful-
lened existence” and “void” as part of the natural whole of infinite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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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子论的主要内容及特性 

原子论是一种源于古希腊哲学家留基波提出，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发展的重要哲学理论思想，

它一脉相承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主义思想。在这之前，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于物质和宇宙的本质进行了深

入的思考。在泰勒斯的“水”、阿那克山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永恒活火”以及四根说和种子

说之后，原子论沿着探索物质内部结构的路径，将构成物质的永恒不变的原子规定为本原[1]，认为自然

世界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和虚空组成的，原子(atomon)的原意是不可分割，它被用来表示充实的最小颗粒，

“虚空”的意思与“充实”相反。[2]在原子论者看来，“充实”能够解释万物的存在，“虚空”给予了

万物运动的可能性，两者都是本原概念，都是解释世界的原则。原子在虚空中聚集，产生漩涡，在漩涡

中旋转、撞击、分离、结合，世界万物由此产生和消失，[3]原子的不同组合和排列方式决定了物质的多

样性和变化性。 
在通常认为的于古希腊时期将原子论最大发展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他将“致希罗多德的信”看作自

己物理学研究的大纲。皮埃尔·玛丽·莫雷(Pierre-Marie.Morel)从信中概括出了六条关键的原则：(1) 没
有任何东西产生于无，也没有任何东西消失为无；(2) 一切都是由物体和虚空构成的，它们是唯一完整的

自然/存在本身；(3) 一些物体是复合物，而另一些物体是形成复合物的元素；(4) 在原子的数量和虚空的

范围内，所有东西都是无限的或无穷的；(5) 我们无法知道不同原子的形状和数量；(6) 原子因虚空的存

在而不断地、无休止地运动。这六个基本原则构成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基础。[4] 
而在这样对原子论的认识中，我们可以提取出原子论在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上的三个特性：1. 实在论

特性；2. 自然运转的因果性；3. 还原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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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论强调物质是由处于虚空中的原子组成的，原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位，其性质表达的运动

聚散使得物质之所以为物质，而在其之外便没有其他的目的或超自然的神秘因。这种思想体现了一种实

在论的倾向，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被观察和实验所检验。 
原子论认为原子性质表达致使的运动致使的的原子之间的聚散构成了物质，这种思想体现了自然世

界运转、自然物质变化的因果性。原子论对自然世界的因果性认识对于自然主义哲学的发展非常重要，

在它之前赫拉克利特认为永恒活火由一定的尺度生灭，而这样的尺度便是逻各斯，正是因为逻各斯这样

因果性更强的概念，所以使得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更能拒斥超自然的存在，也就相较于之前的水论与气论

使得其哲学的自然主义更加明显，也就更有启示了人们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自然现象。相似

的，较于之前的理论，原子论将对世界的理解归于基本单位原子和承载原子的虚空，将自然世界的运转

的因果认识置于原子之上，同样进一步的强调了自然运转的因果性、拒斥了超自然存在。 
基于原子论存在着因果性，即认为复杂的物质现象的本质是原子性质的表达所致，即原子性质表达

是因，原子互相作用、运动是果，从另外一面看来也就意味着可以从果至因，可以将一切现象还原至于

原子的如大小、粗糙光滑、重量、颜色等自有性质认识的原子之上，以其性质表达而互相作用所成的旋

涡运动来解释一切现象，而这样对自然世界的现象解释也就体现了一种还原论思想的特性，即一种认为

复杂的事物可以通过分解为其组成部分并进行研究来理解其本质和规律的思想。 

2. 自然主义的世界认识观对原子论的特性承袭 

作为一个哲学传统，自然主义在概念上并不明晰，但通过简单的考察可以发现在自然主义的含义中

被共同承认并被广泛强调的特征有两个：(1) 自然主义主张用自然原因或原理去解释世界，反对超自然实

体或原因的存在。这是自然主义的本体论主张。(2) 在研究自然世界时，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反

对任何非理性的神秘方法。这是自然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主张。在这两个特征之中，前者与哲学

唯物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则得到了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的一定印证。[5] 
自然主义的哲学强调对自然现象进行客观、系统的研究和描述，以揭示自然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我

们知道古希腊哲学家在对世界本原的探求屮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的取向[6]，也因此在古希腊哲学中自然

主义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而原子论作为古希腊“基始本体论”的集大成者，原子论这样一种关于物质和

现象本质的理论，对后世的自然主义哲学以及由自然科学主导的自然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能清晰

地在后世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认识观中窥见其相似的特质。 
原子论的实在论倾向对于自然主义的世界认识观的发展非常重要，它启示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理解

和探索方向。 
自然主义哲学继承了原子论的实在论立场，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独立于认识经验之外的，但可

以被观察和实验所检验。自然主义哲学强调对自然现象进行客观、系统的研究和描述，以揭示自然界的

本质和规律。这种思想与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如牛

顿便试图用物体的小部分(微粒)的运动，或一些尚不知道但原则上可知的事物来解释物体的运动，同时，

他认为对天体现象的力学解释也能应用于所有的自然现象，对自然现象的物理解释是普遍成立的，我们

可以说这就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复活。[7] 
我们了解到原子论的于自然世界认识上的第二个特性，即自然运转、自然物质变化的因果性，而之

后的自然主义哲学同样继承了原子论存在的因果性，认为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自然实在论者

将这样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归于使得现象产生的自然存在，并致力于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认知。 
由于这样因果性的存在，自然主义哲学中同样存在着如影随形的还原论思想，认为复杂的自然现象

可以通过分解为其组成部分并进行研究来理解其本质和规律，并且在自然科学中同样可见无数科学家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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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不倦的企图寻找到一种根本的“充实”存在，或是某种粒子、或是弦、或是波。自然主义哲学，以及

从自然哲学脱离出的自然科学，它们都强调对自然现象进行客观、系统的研究和描述，以揭示自然界的

本质和规律，将一切现象还原为自然存在的自然体现。 
而除了于世界认识观上的三大特性之外，在从朴素认识到实证经验的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方式上，在

从自然哲学独立而出的自然科学中，原子论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它经历了古希腊时期的兴起与十七世

纪的复活，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探索的思想结晶。[8]考察近代科学的起源以及科学革命

的发生，若没有从泰勒斯到原子论者这些希腊哲学家对自然的探究，就不会有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机械

自然观，也就不会有近代科学的诞生；[9]如以伽桑狄和牛顿为代表的微粒哲学，承认和强调虚空或绝对

空间的存在，在物体的“不可穿透性”名义下强调微粒的不可分性，认为我们应该依照物质理论来解释

微粒论。[10]根据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还提出了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11]，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有限无

边”的自然认识上看到原子论的“充实”与“虚空”的深刻影响。 

3. 以原子论为传统的自然认识观的解决问题的发展与问题 

对于实在的认识是自然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它决定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是自然科学研

究纲领的出发点。[12]而在古希腊时，便已经存在了两种似乎对立的观点，即以原子论为传统的自然实在

认识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对质料的实现。 
我们了解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理论，它试图用自然的原因解释世界的产

生和发展，而在具体运用自然的原因解释世界上，他将自然世界的一切现象还原为“充实”的原子在虚

空之中运动，由于原子在虚空中运动，它们之间的碰撞和结合产生了万物，即原子本身具有自我运动和

自我发展的能力，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而这样的自然认识则是将一切现象完全还原于质料因，但这

样的认识是否真的是归于同一实在本体呢？在这样的原子论上，整个自然世界应当由虚空与无数不同的

原子共同构成，尽管虚空似乎只是一个为原子提供活动场所的背景板，而我们只需要认识原子便可以认

识一切的自然现象，但这样纯粹将原因归于纯粹质料的原子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一切原子，那么在

这样大小、光滑、颜色等性质不同的原子认识上，我们要认识的对象就是无数的原子，而原子论追求的

同一的本体与一元的认识也就必然没有达成。 
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在对原子性质的认识上，他认为原子还有重量

的差异。他提出了“原子在虚空中做直线运动”的观点，认为原子之间的碰撞和结合产生了万物，并提

出了“原子偏斜运动”的观点，认为原子在运动中会发生偏离直线的现象，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会有

偶然性和自由意志。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离直

线的偏斜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13]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伊壁鸠鲁的认识中潜在的蕴含了从自然实在

的作用表现“运动”中对“本质”的认识，也因此他通过运动的方式“偏斜”初步为作为本质的原子赋

予了形式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不赞同原子论者关于实在的主张，认为实在就是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14]对他而言自然

现象背后现实的实在物是形式和质料的特定结合物，每一个自然实在物的都是一种形式和质料的统一体，

不存在没有形式的质料。 
而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他同样拒绝先于存在的本质，他说：若就原子的纯粹概念来思考原子，

原子是绝对的、本质的形式，是被毁灭了的自然；若就进入现实世界的原子来思考原子，原子转而成为

绝对质料、无形式的基质。针对作为物质基础的原子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原子一旦被假定为抽象的、个

别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后，便必然不能再显现为多样性的力量，所以在现实世界里，其仅能以一种“形

式”的样态而存在。[15]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他认为纯粹概念的原子并不是完成的原子，具有质的原子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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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原子，现象世界唯有从完成了的、从其概念异化了的原子中才能产生。[15]我们可以说这样概念异

化了的原子就是在不同原子的本质性质支配的运动下构成了的自然世界之中得以如此为之的原子，原子

作为自然世界的基质是在无数拥有质的原子共同表达性质的运动之中、在无数原子的整体中，得以被表

达性质的运动中共同拥有自身质的表达的性质与被其他原子质表达的性质，原子之质的性质是其作为“充

实存在”本有的性质，而被其他原子的本有性质表达而得到的被致使运动的性质是形式的性质，而无数

原子之所以构成自然便是因为原子本身共有这两种性质，即本有的“充实存在”之质的性质和形式的性

质。如此，原子论的自然认识也就在原子的质性和互相的形式性质上统合为了一体。 
而在自然科学的世界认识上，牛顿提出经典力学以确定了无数“微粒”的统一，企图将微小的尘土

和巨大的天体都统一于经典力学的自然认识中。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上也可以看见完全基于“充实”

的具体物的运动的对时间的衡量，与其有限无边的宇宙观同样体现了以原子论为传统的以“充实存在”

为基础的自然认识观。 
事实上，我们在以原子论为传统所发展的自然认识观中可以看出现如今原子在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上

已经达致了对物的质与形式的认识统合。但如果审视种种自然认识观的诞生、问题与基于解决问题的发

展，我们会发现自然认识观的根本追求是企图将对一切现象的认识还原同一于自然实在之中，拒斥一切

的超自然存在与形而上学的认识的实体化。 
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开始，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他的认识中认为原子是绝对的充实，是不可再分的

最小物质微粒。认为虚空是不充实的，是空的空间，但是它同原子是一样实在。[16]即使后来经过伊壁鸠

鲁和马克思对原子论的发展，解决了原子之间的自然整体对原子的形式性质问题，但时至如今由自然科

学主导的自然认识观中仍然仅以“充实存在”为一切现象的基础来进行对自然世界的解释，而无视了同

样实存的虚空。 
或许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天能够认识到真正不可分的“充实存在”，以对“充实存在”的认识

进而把握一切“充实存在”与“充实存在”组成的自然整体，但难道“充实存在”之间的虚空便没有性

质吗？即使虚空仅仅是“充实存在”的承载，而对虚空的描述也基于“充实存在”，那么虚空同样会因

为“充实存在”的存在而存在性质。 
由于自然科学的独立，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更多的转向了经验实证的方法，而经验实证的方法也就必

然需要经由“充实存在”而进行对自然世界的把握，或许这就是导致如今我们似乎忽略了与“充实存在”

同样实存的虚空而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转向了对可知宇宙的认知，自然世界仿佛仅仅是有限无边的世界而

非同虚空在内的无限的时空。如黑格尔所说：发现了更为观念化的原理——原子与虚空；思想的范畴更

进一步地深入客观世界——这就是关于物体的形而上学的开始。[17] 
随着现代哲学的发展，对自然的认识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究其原因，是我们凡是要认识实在，必

然需要通过现象，而任何“充实存在”都仅仅是我们对现象认识的一种实体幻象，“充实存在”在性质

表达的自然运动中被认识，但既然我们未曾直观自然实在的静止，又怎么能说自然实在就是由“充实存

在”与虚空所构成，而虚空仅是“充实存在”的运动场所，事实上，尽管在对“充实存在”的认识中已

经达致了一切“充实存在”直接质性与形式的统合，但将“充实存在”与“虚空”二分，将“充实存在”

作为一切自然现象的本原，而忽略了同样实在的虚空，这正是一种自然认识的形而上学实体化的错误。 

4. 对于形而上学实体化问题的解决设想 

要解决这种以原子论为传统的自然认识观的形而上学实体化的错误，就必须要依照自然主义的认识

宗旨，将一切认识到的自然现象还原于自然实在之上。 
对于人而言，我们无法直观的认识自然存在，所以一切对自然存在的认识都必然从现象得知。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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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而言，它相信在现象的本质是自然实在，而一切现象的产生必然是自然实在的表达，本质上是

自然实在性质表达的自然运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认识现象，凡一切有关的存在必然从有关的反应中

得以发现，如虚空中互相碰撞的铁球必然因为碰撞得以发现，或是磁铁必因互相吸引而发现，如果毫无

这样有关的反应那么就必然无法发现、必然不有关，所以凡是有关的存在其必然互相有关[18]，凡是能够

观测到的现象必能从中窥见与其显现的自然实在的一切有关，这也就意味着一切“充实存在”都与自然

整体、与无限时空有关，我们自以为的质的性质都是在有关中、有限部分的互相联系的运动中认识的，

我们通过其现象所认识的性质就必然是其于无限时空的自然整体的形式而得有的性质，这也就意味着我

们可以不分别“充实存在”与虚空，而是将一切有限的自然实在都作为无限时空的自然整体的一部分，

一切有限的自然实在的性质都是由于其得于无限时空的自然整体的形式与其自身之内的实在所组成的形

式的性质而存有的，一切实在可能都存在一种不变的性质，即一种凡某种形式而必成为某种形式的“由

此达彼”的自在自为的性质，一切的运动变化都可能是自然实在的“由此达彼”的性质的自在自为，而

不可分的“充实”仅仅是在这样一种“由此达彼”的规定中的一种规定的不可分的对于存在形式的一种

尺度，而并非是一种作为本原的“充实”。 
当然了，之所以现今以自然科学主导的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会陷入以“充实存在”而忽略虚空的境地，

从对“充实存在”与虚空的二分来看，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把握虚空，无法直接把握无限时空的自然整

体，所以需要从“充实存在”进而自然主义所要求的经验实证的把握，所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现今的自

然认识上，必然是基于“充实存在”为切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需要认为自然实在是由“充实存

在”与虚空构成。而对于自然而言，自然实在的性质并不会因为认识而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仅

将“充实存在”出发的对自然的认识作为认识，作为对自然的一种衡量的尺度，而在对自然实在的根本

认识态度上仍然持其整体一体化，那么这就并不会破坏我们对自然实在的认识的追求，这也就意味着我

们在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上，并不要求我们从虚空入手地把握虚空，我们依旧可以基于对“充实存在”的

认识进而延伸至虚空的认识，通过“充实存在”的认识进行对包括虚空的自然实在的认识，进而对“充

实存在”与虚空同一的自然实在的整体进行认识。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原子论与自然主义的世界认识观的认识，审视了当下以原子论为传统、以自然科学为主

导的自然认识观，指明了其形而上学实体化的问题，同时提出了一种对这样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过对于

这样的方法而言可能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缺漏与错误，但好在指明了错误，从而为以后更正对自然世界

的认识做了一点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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