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14, 3, 8-19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14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dx.doi.org/10.12677/acpp.2014.31002  

 8 

 
 

New View of Matter on the System Science 

Yongzeng Wen1,2, Lanjin Zhang3 
1Fangshan District State Tax Bureau of Beijing City, Beijing 
2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3School of Electric Power,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Email: wenyz0808@163.com 
 
Received: Dec. 9th, 2013; revised: Dec. 14th, 2013; accepted: Dec. 24th, 2013 
 
Copyright © 201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world knowledge of human has changed from the common material view to the deep system 
view of matter, and the system view of matter deepens and develops the view of matter.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ypothesis of emergence’s community, the new thought of matter 
on the system science is put forward with the thorough system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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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由—般的“物质观”转向更为深化的“系统物质观”，系统物质观是对物质观的深

化和发展。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在唯物辩证主义的基础上，结合涌生事物假说，提出坚持彻底系统精

神的关于“物质”的系统科学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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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具有完备哲学精神的科学的哲学，主要体现在其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以及对时代

精华的自觉融合——并不在于其理论的终极性，但就其精神而言确是贯彻人类始终的。系统科学精神是

21 世纪引领科学的时代精神之一，因此，探索系统及物质的关系，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而深

远的时代意义。“总之，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系统整体优化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自

然要由—般的‘物质观’转向更为深化的‘系统物质观’。……可看到物质观与系统物质在内容和认识

上的统一，又可看到系统物质观是对物质观的深化和发展”[1]。系统的世界观和物质的世界观是相通的，

系统科学研究的核心着力点是涌现；因此，坚持涌现为核心的系统科学原理思想，探索系统科学精神作

为时代精华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这里探讨彻底系统精神下的物质研究。 

2. 关于改进“物质”研究的思考 

高清海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材对于中国的哲学建设和发展的指导作

用是巨大的，但几十面没有改变，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简明体系在对于准确全面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全部精神是存在局限，并已经越来越突出的影响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贯彻和发展。任何一种理论

都是由概念或范畴、原理或规律组成的，要立足现有理论内容的基础，充分展开理论的形式，去创造性

的吸收与该理论内容和实质直接相关的发展(即适应时代的发展、认识的发展和内容的变化)，并使它的形

式更适于表现它的理论实质、反映新时代的精神及相关研究工作。系统科学精神是时代科学精神之一，

有必要坚持彻底的系统科学精神探索对物质研究在系统科学条件下的发展和丰富，这里在涌生事物[2]的
基础上探讨物质问题。 

2.1. 物质研究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已近百年了，许多理论和思想已经中国化并获得伟大的发展，但马克思主

义一些基本原理主要参照前苏联教材整理成为我国的教材使用，一直以来这种境况没有足够的发展——

至少没有获得如同马克思主义中的建党建国理论那样的中国化，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专业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者对于其本体论研究比较冷门。物质，是唯物主义本体论研究的核心。物质的研究，就属于相

对冷门的问题，在当前物质研究的现状，表现三个方面： 
一是、物质研究停滞于引经据典的范畴 
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那挽救过来，在克服旧唯物主义不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

学理论。对于物质定义的研究，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专门的篇章阐述；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列

宁对物质有一个明确的阐述：“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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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研究和阐述，在这个基础上，更多的是“举实例”的方式来完善，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把物质，从硬实体推广到“场”等。总体来说，对于物质的研究，主要处于引经据典的范畴，在哲学的

高度，在本体论的高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与时俱进的发展。 
二是、物质研究陷入“实证化”的悖谬 
高清海认为：有的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讲成是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万事万物归根到底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类问题的，而且认为它也确实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如果进

一步去问，什么是物质？于是引出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答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

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仔细分

析这一定义，它不过是说，所谓物质就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构成认识的来源的客观实在东西，或者说就

是非观念虚构的实实在在的存在……这里并没有告诉人们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学术界有人就

要修订列宁的物质定义，试图使它对类似上述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这种观点主张，哲学中的物质概念

不仅应指明它是客观实在，还应说明它是怎样一种客观实在，例如，它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整体和

部分、有限和无限、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静止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有规律的系统，等等；要求它提供

类似实证科学一样的现成知识。即使把所有的哲学范畴和科学已使用的范畴都附加上去，依照这种认识

方式，人们仍然不会完全满意。当前哲学中对物质的研究有“实证化”的倾向，这一做法，强调大量实

证材料，显现从实例中归纳出来的一些普遍原则——变成了现成的结论性知识，失去理论思维的内容和

特点；人们在学习完全部内容之后，除了一些普泛的结论性知识以外，在思维方法上所得的“哲学宗旨、

精神和意义”并没有想象的多——甚至有时候在沦丧一些。 
对物质在世界本原方向的实证化研究，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因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科学和哲

学也是如此，实证化的研究，只能在科学和哲学不断发展中才能不断完善解答——并且这一解答是趋向

无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万物归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整个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但不应完全按照旧哲学的“本体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

证化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相悖谬的。 
三是、物质研究发展的困惑 
哲学的物质观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主要可分三个阶段：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

观、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是物质

的”进行了科学的阐述，但之后对物质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引经据典”的层面，对“彻底物质性”有

开创性的研究不多——这表明物质的有效研究和发展是缺乏的。这种缺乏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比如：

在当前的境遇里，已经有把“实践”当作物质对待开展研究的，比如，教育部社政司组织编写的、陈先

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中认为：“作为客观实在，物质既包括一切可从感觉上感知的自

然事物，也包括可从感觉上感知的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3]；把实践作为物质这一观点，让人产生

困惑，在没有基础理论依据的前提下，值得商榷：如果实践是属于物质的范畴，可靠的理论基础在哪里？

如果实践不属于物质的范畴，物质在未来的研究又如何展开、如何把握？ 

2.2. 关于改变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研究的背景 

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4]。恩格斯只说了自然科学领域划时代的发现，那么由自然科学领域带动思维科学领域的划时代发现，

是不是也应当能够推动唯物主义的形式的发展呢？比如，系统科学思想。回答是肯定的。哲学是时代的

精华，自然科学领域划时代的发现，是时代的精华，思维科学和思想界的划时代的出现，也是时代的精

华(系统科学就是这种划时代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思想)。这意味着在今天要改变唯物主义的形式，最好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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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20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几个划时代的发现入手，如下[5]。 
一是、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原理表明，物质和能量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物质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就

是相应的能量。这说明广义的物质也应当包括能量。考虑到最初的宇宙仅存在标量场的能量，能量在广

义物质中的地位更显得突出。 
二是、量子力学理论认为，微观上的能量是不连续的，必须取最小能量(能量子)的整数倍。例如，电

磁场的能量子就是光子，其最小能量与相应的电磁波频率之比，等于普朗克常数。与光子的量子性相似，

微观上很普通的其他离子——电子、质子和中子等，其基本特征参量(电荷、质量等)的取值，也是有效数

字达八九位的物理常量。这表明基本粒子及其特征参量，都是同时出现、相辅相成的，没有第一性与第

二性之分。 
三是、细胞核内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及其相关研究表明，DNA 是生物遗传信息的

载体。虽然它的物质含量很少，但所载信息却很多。以人为例子，人体生殖细胞的 DNA 只重约 6 × 10−12

克，但却由 30 亿个“核苷酸对”按一定顺序以双螺旋形式排列而成。由于 DNA 的核苷酸只有四种，所

以对应的信息就相当于用四个字母写成的“厚重”密码本。考虑到四种核苷酸的三联体和 20 种氨基酸对

应，而这些氨基酸则是成千上万种蛋白质的结构单体，DNA 所载信息的确是生命遗传和生长发育的基础，

也是区别于一切非生命物质的关键。例如，不比一粒普通灰尘大的“非典”病毒，可能危及人的生命，

就是由于它载有与人体极不相容的信息。 
唯物主义改变自己随着科学划时代发展的形式，根本的就是促进物质研究。罗先汉列举了 20 世纪以

来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划时代的发现，它为物质研究提供了新背景。时代精华的丰富和发展，形成改进

物质研究的背景、条件和基础，但是，物质形式该如何改变，又将改成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 

2.3. 系统科学精神下改进物质研究应当把握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要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并科学提出“世界是物质的”；马克思

主义强调时代精华性，但当前的物质研究并不能让人满意。因此，对物质基本研究的探索，显然已成为

新时期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改进物质的研究，其实就是试图获得一个科学的、哲

学的规范的物质描述性认识而已。 
一是、物质的研究应当避开“实证化”。哲学不是终结的理论，而是不断发展的认识。渴望把物质

定位在一个开始点和一个终结点的想法是思维出现了“类比的局限”——把通常研究的具体事物的认识

的起始点和终结点的模式，强行的赋予了物质这种最高的、最全面的、最抽象的事物；这种类比是错误

的，而犯这种错误人们又觉得是自然的，这就是思维认识的一种自觉局限。实证化的物质研究方式，只

能是哲学在科学尤其物理学发展的后面做一些被动的工作，比如近代对“场”、“弦”的哲学物质解释

等，这种被动的工作并不是以其为跳板超越到前面——成为真正的理论引领者。“实证化”哲学研究只

能是被动的工作，不仅不利于提升其哲学研究的地位和意义，长此以往反而容易丧失并沦落为科学的奴

仆。 
哲学应该站立在科学理论前沿反思，跳跃超前而成为引领未来人类时代精神精华迸发的灯塔，成就

真正意识领域的引领者理论。在这方面，“实证化”作为一种根本支撑的方法是应当舍弃的，它最多只

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方法。 
二是、物质的研究应当有一个逻辑起点。物质的研究，我们在最深处总得有一个逻辑开始点。为什

么不提倡有开始点(实证的)，而又谈逻辑开始点呢？某种开始点，比如实在的开始点，客观的开始点，精

神的开始点，这些具体化的开始点，都是局限的；是与永恒的世界发展和认识发展的规律相互悖谬的。

但，作为抽象的、最本原的开始点，可以是逻辑的开始点，它仅仅是个本原开始点而已——除此之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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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意义。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既是局限的，又是不断发展的，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精华；换句话

说，本原开始点，在古代发展的时候，可以是金木水火等；在近代发展的时候，可以是原子；在当代发

展的时候，可能是基本粒子，是弦；在未来……但，不管是具体什么，它们在逻辑上都可以有一个共同

的开始点。我们研究的逻辑开始点，并不是具体的开始点，而是抽象的本原的开始点——它指向展开“物

质”。物质的逻辑开始点，对于显在的时代精华的物质开始点来说，是“隐性的”。如同理论与实践的

统一关系，即，逻辑开始点，作为哲学抽象理论，而具体哲学的展开(时代精神的产物)则是实践的，抽象

的逻辑开始点物质包括了一切具体哲学作为时代精华展开的物质，它们是统一的。 
三是、物质的研究应当加强时代精神及思想的吸收与借鉴。物质的研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基础上，

应充分吸收中国古代唯物思想的研究，应在辩证法发展中寻求探索的信息，应在系统科学发展前沿中寻

找突破口。 
在辩证法的研究中，陈书栋通过学习和钻研在其著作《基础论》中提出了矛盾的“一生二”理论。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陈书栋先生对矛盾的生成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阐述矛盾

是由一个基础和作用该基础的两个对立面事物形成的(“一生二”公式)。辩证法的“一生二”思想，在系

统科学研究中可具体应用表现为系统“生成论”的研究。 
高隆昌在理解系统本质的基础上，运用自己几十年蓄积起来“数理思维”和“大自然观”，提出了

物质“二象论”[6]。哲学基本问题也有两个方面：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何为第一性？这些研究都

涉及到“二”，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是一；一如何生成二，生成多？系统科学能否解决这个生成问题？……

本原在最抽象处，它是一个囫囵的抽象对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一旦展开开显——自然的就是一

个系统(有两个或以上的组分)。抽象的本原是如何展开的呢？ 
系统科学的分形论，也叫分维几何学，揭示大自然的一类广泛存在的具有自相似的结构特征。分形

结构特征在生物学上的表现即与我国张颖清教授创立的“全息胚论”不谋而合[6]。综合分析分形论和“全

息胚论”，透过系统本身，探索这一类系统的内在动力。抛开这些几何的、生物学的脚手架，提炼认为：

分形系统在生成元分形时的动力是自分形力——该自分形动力是物质与生俱来的，不仅组分有，系统也

有，是永恒的作用于物质自身的。系统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也给部分哲学问题的

回答与解决提供了新的平台。系统精神，主要的是整体性精神。世界是一个系统，事物也是一个系统，

世界处处是系统，或者说世界上没有绝对不是系统的事物。彻底的贯彻系统精神，认为：世界的本原只

是一个最高抽象的概念，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即：抽象的物质也是一个系统，一个能够展开为具体

物质的抽象系统。 

3.物质研究的系统解释模型 

物质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了经典传统科学的物质，也包括了系统科学的物质。物质不仅要使辩证唯

物主义具备了彻底系统精神(具备了彻底辩证意义)，而且物质自身不被彻底辩证法的熊熊大火自我焚灭。

要实现这种彻底系统精神的物质观，始终局限在唯心与唯物分割与对立的圈子里是不能得到宽广视角的。

系统为此带来的全新的视角，物质作为抽象系统，又作为系统科学的具体系统。 

3.1. “物质”与“抽象系统物质” 

对于唯物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中国和西方是略有区别的。中国的本体论研究称为玄学，而把西方的

本体论研究称为形而上学，原因是两者走向本体论的道路区别：东方是从直觉顿悟接近本体，而西方是

从逻辑思维逼近本体，它们都具有本体论的超验特性。西方的唯物主义哲学把物质作为本体，“在中国

传统哲学中，与西方本体论接近的是一种关于道的学问，即论道之学”[7]。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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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西方哲学中的物质，但它们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说明世界的本原。 
在传统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曾这样认为：囫囵整体。本原赋予囫囵整体的开

始，便注定要进入机械论和还原论的认识方法范畴，因为物质作为囫囵整体的开始，不管赋予这个囫囵

整体如何的外在功能和属性都丧失了其内在的动力，它失去了自我发展的事实，比如，把矛盾的大火烧

向彻底的终极辩证，在那里会把辩证法自身烧毁。物质的本原是囫囵整体，将禁锢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发

展：本原物质囫囵整体，一是不可分，即物质无法展开，只能作为囫囵整体与其它事物发生作用；二是

丧失自我发展，本原物质囫囵整体不可分，则不能自我发生改变，丧失自我发展能力。这与我们认识到

的世界是不相符的。 
因此，需要跳出这种禁锢，转换研究视角。认为，本原物质是系统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是一

种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 
本原物质作为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在唯物哲学本体论研究中，可以作为逻辑第一出发点。世界的

本原有一个逻辑出发点，即物质——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物质不展开，则物质是绝对独立的，

将失去理论基础的意义；所谓展开，是物质从“潜在”向“显在”过渡，从所谓的“囫囵”向“系统”

过渡。物质的逻辑第一出发点，在未展开之前，把物质系统的涌生物收敛为了一个囫囵物质概念；物质

的逻辑出发点的展开是一个抽象系统(物质的最高统一的开显的系统，而不是潜在的囫囵的物质概念)，这

个系统物质是一个整体——它作为了囫囵物质的展开。 
囫囵物质的展开是一个系统整体“一”，一切的事物作为物质——作为系统整体指向“一”——收敛

并“潜在”为一“囫囵物质”；我们说世界是物质的(不做任何展开)，这样的物质就是所谓的“潜在”的

“囫囵物质”。在系统科学和系统精神蓬勃发展的今天，有必要大力研究：把“潜在”的“囫囵物质”

过渡为。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不管它如何具有整体性和对外“一”性，它作为系统物质在其内

部总是可以做研究区分的。如何研究“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这是物质的系统解释模型需要解

决的问题。 

3.2. 抽象物质的“质道旋”系统解释模型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最核心概念是物质。当物质研究走向系统科学下的抽象系统物质，那么“开显

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的自我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答：物质的自分形力，本原的囫囵的系统物质的自分形力。 
物质是自我运动的，其动力就是自分形力。金岳霖认为“能不一”，能没有性质，如果说有就是“不

一”。借用这种思维：囫囵物质也没有性质，因为它只是个名称而已，如果有，则只有自分形开显性(向
“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过渡)，而具体的开显哪些性质是“不一”的。物质研究中，形不能无质，

质不能无形；这里的形主要为属性特性，这里的质主要为质料。“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有形有

质，“质”是第一的，最基本的“形”是囫囵物质在自分形力过渡联系下具有“分形前物质”和“分形

后物质”的“过渡共同属性特性的展现”。因此，我们认为“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内部可区分

两大类材料：一是“分形前物质”和“分形后物质”；二是“分形前物质”和“分形后物质”的“过渡

共同属性和关系部分”(即系统的涌生事物)；我们把前者称为“质料”(简称质)，把后者称为道料(简称道)。
“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的内部自分形力使系统物质呈现一种螺旋上升发展状态，我们描述称为

“旋”。“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具有质料、道料和旋三个内部划分(注：“质、道、旋”取名的

考虑：1) 质：对于西方哲学的汲取，西方哲学对于物质的研究侧重“质料”方向也希望人们研究物质的

感情能够继承和发展；2) 道：对于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继承，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哲学中，存在着儒、

释(佛)、道三家并立而崇道的现象，本体论的思想确立是以“道”的思想的确立为标志的。探索中希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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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名词的感情转移到新的发展上的关注来；3) 旋：在系统科学精神下，汲取世界联系与发展的超循

环研究思想，同时“旋”与物理学的“弦”、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具有某些渊源)。 
物质是任何事物的材料，它分为质料(简称质)和道料(简称道)，小的东西如电子有质料，有道料(属性

和关系特性)；大的东西如世界有质料，有道料(属性和关系特性)；质料和道料无所谓大小，只是一个名

称而已。“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有内在的逻辑，物质既是这个抽象的整体，

又是这个具体的整体；具有双重意义。不管是抽象的物质，还是具体的物质，都展现为三个面，即质、

道、旋。它们内在联系的逻辑第一动力是分形力，分形下的原质与分形质(紧邻的)博弈涌现的涌生事物具

有整形力。 
质，是抽象物质的第一开显，但这个第一开显是“潜在的”；它是研究对象的本原或者质料，对于

整体世界的抽象而言，直接收敛于物质；比如：对于物理系统而言，可以是进程中的原子基本粒子
弦……对于化学可以是分子，对于生物学可以是生物，对于社会系统可以是人……物质，它在抽象处不

直接是“显在的”；而在开显处，则直接是具体的。 
原质与分形质(紧邻的)的博弈涌生事物，称为“道”。在这里，道的意义，使存在从原质过渡为新质

——具有分形质的新质。道的意义在于整理质，贯彻世界的统一性，使物质呈现整体性。它具有使物质

成为一个系统的意义。通常而言，道是质与其它质的博弈涌生物，常常以“质”核心下的涌现为表现。

道，一旦获得高度的相对独立，比如在人脑中相对成意识，将在“道的世界中”(比如思维海洋中)参照“质”

的性质而具有复杂的“道”的意义。中国人认为道就是是事物的本源。道为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道的思想，侧重于演化的中介及其变化。而涌生事物具有旧质向新质过渡的中介事物意义。 
原质与分形质(紧邻的)在博弈涌现涌生事物的支配意义趋势及其支配过程的开显，称为“旋”。旋，

包括了运动趋势及运动，对应的为支配意义趋势及支配过程。运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质的分形趋势及

分形机能开显；另一部分是涌生物支配趋势及其支配机能开显。本质来说，这两者是统一的，前者是潜

在的，后者是潜在的显在，它们联结的纽带是分形和整形的统一。从这一方面来说，运动包括运动趋势

和运动两部分；分形趋势和涌生物支配趋势称为运动趋势，而分形开显和涌生物支配开显，称为通常的

“运动”。旋，在开显的时候具有运动的形式及其一切属性，在不开显的时候具有运动的趋势和准备。 
在彻底系统思想下，物质的研究可以这样：物质看做一个秩点，该世界秩点具有三个方面，即质、

道、旋。“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那种归根结底的追求；“道”是相应“质”所表现出来的涌生事

物，表现两个内容，一个是同道(原质与分形质(紧邻的)的博弈涌生物)，即自涌生事物；一个是异道(质与

其它质的博弈涌生物)，即他涌生事物；“旋”是“质”和“道”同体的运动。在本体论上，任何一个事

物都可以抽象为物质——“潜在”的世界本原统一、同一，这种抽象是直接的、笼统的；作为研究的展

开，任何一个事物也可以抽象为“质道旋共同体”——“潜在”的最高共同开显，潜在的最高的可展开

研究的、统一的开显，它是物质的具体化，准确的说是系统物质的具体化，但它是最高的、统一的开显。

在“质道旋共同体”的最高开显统一之下，任何的发展的开显，哪怕是迈过最高统一开显一步，它也是

“不一”的。因此，作为具体的物质，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但是，所有的世界事物都统一于物质

这个本原——表征世界统一的“潜在”的概念；统一于物质的唯一的最高统一开显模型——“质道旋共同

体”模型。物质，作为一个“潜在”的表征，不开显，我们无法展开研究——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概念

而已，换成其他概念也同样能够表征这个“潜在”，那么物质作为唯一一个能够表征世界最统一本原的

“潜在”是如何可能的？显然，我们只能通过物质的开显来论述它作为世界本原的地位。因此，研究世

界显在的唯一的最高统一模型是必要的，这个模型就是物质的最高统一开显模型。 
质，是主要指秩点的质料；质料是事物秩点的根本的一个方面，是事物作为物质的一个最根本的方

面。质料是物质的一种内在规定性，而道料是物质的一种外在规定性，只强调内在规定性，而不强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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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性的物质，不是严格的、完全的物质研究。“质料”和“道料”是物质的两个方面，是同等重要

的两个方面，另外这两个方面“共同时”必然具有第三个方面“旋”；因此物质具有质、道、旋三个方

面。1) 有“质”必有其对应的“道”，有“质”必有“质”的“旋”；2) 有“道”必有承载和携带“道”

的“质”，有“道”必有“道”的“旋”；3) 有“质道”必有“旋”，有“旋”必有承载“旋”的“质

道”。在非彻底系统精神下的哲学研究，显著的具有还原论和机械论方法的影子，要么直接是“质道”，

要么侧重“质料”而忽略“道”(传统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来源)，要么侧重“道”而忽略“质料”(唯心

主义的主要观点来源)，更为主要的是把表征“旋”的运动，作为次于物质或精神的事物，使其脱离了作

为整体的应有的地位。 
在这里并不是直接的走向二元论：笛卡儿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极近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

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8]。在这里说物质的“质料面”和“道

料面”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在根本上以它们同体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它们在宏观同等重要的基

础上具有“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规定性”的关系，具有携带者和被携带者的关系，具有“神”和“形”

的关系。因此，质料面和道面，在物质这个统一概念下，既具有同等重要的同一事物的两个面的基本属

性，同时又具有“神”与“形”的两个面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基本关系——内在规定性引领外在规定性、

外在规定性制约内在规定性；“形”要被“神”携带，“神”要被“形”显现，没有神就没有形，没有

形也找不到神。“旋”是物质的延展面，具体的说是“质料面”和“道面”的延展面——延展面主要以

时空纬度来表示，以运动来描述，蕴涵着联系的基本意义。因此，物质是由两个基本面和一个延展面构

成的纺锤状系统解构模型，如图 1。 
物质的系统解构成模型来看，物质系统的描述支点是“道”，“道”描述“物质”从抽象到现实开

显及其存在和发展，它向内支撑抽象物质，向外支撑开显物质，并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展现出超循环存

在和发展。 
从物质橄榄状系统解构模型来看，质料和道料在物质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在同一面，但区分中心

地位和外在地位，也就是说，物质区分质料物质和道料物质。旋，是由质料和道料、旋点、旋向共同构

成的运动物质体的描述。物质，与质料、道料之间的关系，不仅有模型上的构成关系，更重要的是具有

生成关系，并且质料和道之间具有相互生成关系。旋是这些生成的演化。从图形来看，在物质展开面上

的研究，即对“开显的最高抽象的系统物质”的研究，西方称为“本体论”研究，中国称为“形而上学”

的研究。“形而上”必须在物质展开基本面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物质展开基本面就是以质料为中心(内在)、
以道料为外在围绕的统一体的自分形螺旋发展的研究。因此，人们面对的任何具体事物，都是旋面超循

环轨迹上的具体物质体。 

3.3. 物质系统解释模型的“一本三面性” 

列宁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7]，根据物质的橄榄状系统解释模型，借用列宁的表

述来看：物质是标志“一本三面性”的哲学范畴。一本，就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的根本；三面中的面，

如何理解，可参照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两个面；面不独立于本，本必须以面显现，三面不能相互独立，

不能各自独立，是一本的三个方面。如果面独立，则世界会走向“一本三源论”，即世界有三个本原，

就容易走向多元论。 
一本是三面性的高度综合的高度抽象和提炼，三面是一本的展开、开显和显现。三面中，一面是质

料，二面是道料，三面是旋，三个面不是等同高度的，一面具有逻辑在先的意义，二面和三面具有机能

意义。质面具有分形力，分形力的开显以道为机能，以旋为形式。质道旋是一个共同体，不能独立存在。

任何本都必须展现开显全部三面，只开显一面或者两面的本是不存在的。任何物质都具有“一本三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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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aterial system model of the deconstruction 
图 1. 物质系统解构模型 

 

单独的质、单独的道、单独的旋是不是物质呢？不是。从理论上来说，世界上可以有单独的本，但本如

果不开显，则什么也不是——只有一个抽象的仅仅标志本原的称呼；如果本开显，一定是同时开显三面。

世界上任何一个属于本的东西都开显有三面，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属于本，因此，都开显三面性。世界上，

只要开显三面性的东西都是存在的，都是属于本，即属于物质。 
世界的存在，只要开显有三面中的一面，必然同时开显其他两面，三面缺一不可。在现实的具体事

物研究中，可以侧重三面的某一面或者某两面——这种侧重走向极端，忽略其他面；比如侧重质面和旋

面的客观实在的研究，侧重道面和旋面的精神唯心论等。一本三面性的系统唯物论，并不是“精神与物

质”的两元论，而是彻底的一元论——唯物论。 
一本是物质作为世界本原的潜在统一之本；三面性是物质作为世界最高统一开显的质道旋共同体的

质道旋三面性。物质的系统模型，并不是要把物质具体化、实证化，也并不期望获得“物质是什么”的

完全回答，而只是把物质作为物质且作为展开的系统物质来研究(系统物质的质、道、旋，如同物质一样，

仍是元概念)。“客观实在性”只是物质的描述性属性，抽象的质、道、旋却能够作为物质的系统展开研

究，当然，“客观实在性”必然的包含在系统物质的属性中。 
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来看，世界文明是相互统一的，统一为人类文明整体，正因为各国文明可以从系

统物质的一本三面中获得不同的侧重的研究而不脱离物质研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系统物质观的一本三

面性，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整合，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研究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4. 系统物质观下的意识 

经典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是显示世界的统一基础，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产生了人，并

“产生”了与自己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意识现象。但这一过程的说明并不能让人满意，主要的原因是对

物质的研究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高度——决定了意识的研究不可能令人满意。著者在《系统意识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观的继承和新发展》[9]认为，深入贯彻系统精神，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认为：物质

是显示世界的统一基础，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显现”出了与传统组分事物物质(客观实在性

的实体)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意识现象。从经典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到系统辩证法体系发展的“显现”，

更加精细的阐述了“意识是物质”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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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意识活动是人脑系统中高级涌生事物反映 

“反映”概念最初是用来形容光的反射性质的。因为外界客体作用于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后，能

在思维着的头脑中“复制”、“再现”客体，做出了相应的类似光的“反映”；但是，意识这种反映

是基于人体(人脑)系统自组织的需要的能动的反映。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不是一种“反射”现象，在

本质上是主体和客体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基于人脑系统的涌生事物的自组织过程，是人对周

围环境及自身的一种“能动的”系统自组织的把握，并以意识活动的方式表现。一般意义上来讲，反

映是一切物质普遍具有的特性，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表现和结果；具体的来说，反映是

世界的两种基本形态物质之间或内部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表现和结果。组分事物物质对组分事物

物质的反映为低级反映，在无机界仅仅表现为一物受到另一物的作用所做出的“印记”式的反应；涌

生事物对组分事物的反映为中级反映，比如植物和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涌生事物对涌生事物的反

映为最高级反映，由于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的相对纯粹的自组织，使涌生事物在人脑系统中

相对独立显现，形成意识活动；心理、感应在高等动物中才具有这种反映特性，而在人的反映是高级

的能动的意识活动，不但具有心理活动基础，而且更以生产实践、社会交往、语言符号为基础，形成

思维、意识、观念等人所特有的反映的系统形式。人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反映，也不盲目直观的摹

写，已经超越的这些低级的阶段，是最高级的、“能动的”反映。由于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

构成的纯粹涌生事物系统反映在人脑系统中的相对独立活动，使具有纯粹涌生事物本质的观念事物(如
神话、上帝、鬼怪等)得以在反映中出现——而本质上是具有某种人系统满足需要的创新的信息模式与

人脑中涌生事物的结合的显现。 
意识的本质是涌生事物，意识作为物质的一种基本形态显现的本质过程就是意识活动——笼统的来

讲，体现为人脑的机能。人脑是为的器官，但不是思维的源泉。仅仅有人脑，还不能使意识相对独立

显现出来，还需要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同外在的客观世界(包括组分事物和组分事物携带或组分事物系统

蕴涵的涌生事物信息模式)打交道，使人脑和其它各种反映器官同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才会产生意识活

动。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马

克思提出了观念是物质的，并且是“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并不知道所谓“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实质上是物质的另一种基本形态的显现。列宁说：“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本身的主观映象”[11]。
其揭示了意识活动的本质方式是“映象或反映”，是物质对物质的反映，而不是非物质对物质的反映；

随着系统科学探索深入，是人脑系统中的基于系统的一种基本形态物质(涌生事物)对两种基本形态物质

或两种基本形态物质构成的系统的反映。这种反映，按照传统的说法，仍旧采用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但
这里的“主观”已经是涌生事物的物质范畴)；反映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过程，一般主要包括两

大类：一、涌生事物对组分事物客观实体的反映，通常的对外界的实体事物的感觉和认识，常指低级

感性思维或无意识的反射方面；二、人脑系统中基于脑系统的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的反映，

通常的是高级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活动，从系统科学来看是脑系统中，由高级、低级的涌生事物构

成的“纯粹”涌生事物系统的自组织——是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的控制束缚的反映过程(这里

的“纯粹”是非完全的，必须有相应的脑细胞组分事物依托)。总的来说，反映的过程是这两大类反映

的综合的、复杂的系统过程。 
由于反映的能动性，“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即反映的表现，不同于外在的、未被人脑改造过的

物质本身。总之，人的意识是主观的映象，包括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以及该主观映象在人脑中的再次或

更多次的映象，也包括来自人脑系统本身的涌生事物的映象。传统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是相对的对

立统一，在本质上都统一于广义物质。因为，意识活动是人脑系统中高级涌生事物对低级涌生事物、涌

生事物对客观实体组分事物的系统活动的反映。 



系统科学下的物质观新议 
 

 
18 

4.2. 关于意识的存在 

意识在人的头脑中是怎样存在和活动的，这是个哲学问题，也是个脑科学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

证法》中谈到物质的运动形式时明确指出：“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

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12]。这里面所描述的都是意识的活动表现的过程或机制，不可简单归结为

脑的物理、化学和生理过程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些都没有对意识存在形式的本质进行阐述。列宁在《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13]。这就是说，人的意识

也是运动着的物质。但是，对是什么类型的物质？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进一步阐述。

意识虽然表现的过程或机制是有脑的物理、化学和生理的过程，这仅仅是脑系统的组分事物系统基础上

的脑系统的活动揭示——在这个揭示中，描述了有脑系统涌生事物的特性，但并都“强加”给了组分事

物，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因而没有发现也得不到意识的存在本质。有人认为，意识是物质运

动的一种形式，这种观点虽然有倾向“系统的涌生事物”的研究可能，但主体上停留在传统物质观点上，

无法突破——认为意识(涌生事物)是“次”于物质的，这种论断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使“意识是物

质的”论断达到科学的自恰的统一。因此，只有在涌生事物基础上，提出：意识是脑系统的于组分事物(脑
的实体事物)平等的涌生事物，才能使“意识是物质的”论断达到科学的自恰统一。总之，意识是物质的

一种基本形态的表现或展现，并不是“次”于物质的。这就是它的存在形式的本质。 
意识的根本特性，在各种唯物论哲学中阐述都没有“十分明确”——它就是物质性，即存在性。意识是

人类活生生的精神世界的活动，世界是物质的，它的根本特性必然是物质的，这一点可由系统科学发展下的

系统辩证律的涌生事物来对应而得到事实的证明。当系统科学相对传统科学建立起来，当系统辩证律中涌生

事物相对于组分事物提出，涌生事物相对于传统的物质观而确立——这种确立使传统的意识观得到了在物质

基础上的解释，使这种解释成为一种可能，最终使传统物质和意识的在系统条件下的统一提供了基础。总的

来说，辩证体系下，基于存在辨证基础上，在系统辩证律的基础上，存在体中的涌生事物，存在体中，定在

和变在之间“相互渗透、互为你我”的统一部分——是整体中真正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部分，直

至对立统一整体，这个涌生事物和一般系统中的涌生事物不同，因为，一般系统中能很明显的区分组分事物，

而存在体的组分事物是本身，它的涌生事物主要是自身存在体与自身存在体的组分事物关系，即定在与变在

的关系，涌生事物因而是定在和变在的涌生事物，它统一的是定在和变在的相互关系。这一广泛的揭示，使

意识的原始本质——涌生事物在世界物质中作为与组分事物(实体)同等地位的形态；揭示意识的物质本性。世

界是物质的，它的唯一根本特性是物质性，即存在性——定在性和变在性的对立统一性。意识从“改造过的

物质的东西”到涌生事物的本质，都在阐述意识的物质根本特性，也都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来阐述意识是

物质的。而只有涌生事物的提出，才提供了事实的证明。因此，意识的本质就是物质。 

4.3. 意识作为物质的一种形态显现的结构 

意识作为人类的活生生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相对于组分事物物质相对独立的复杂的观念活动系统。

意识是人类大脑反映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总和。人类的意识活动作为一个多水平、

多层次、多向度的观念体系，意识世界的各种内容和形式并不是彼此分离的、杂乱无章的，而是互相有

机地联系的，并具有一定结果和功能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始终贯彻着一种特别功能的狭义意识

——起控制协调人的思维和生理活动的涌生事物的“经常性”的“子系统”，我们称为主控意识。“主

控意识”被认为是人体人脑中的常驻的高级涌生事物子系统。它的本质是涌生事物；它的高级指相对于

初级涌生事物的高级；它的常驻指的是已经相对应人脑的组分事物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的涌生事物中、相

对独立的对该系统起主要控制和调节作用的子系统，伴随着人脑的存在而一直的经常性的存在；这个过

程与人脑组分事物是同步的，只要人脑形成存在，它就存在；这个涌生事物子系统的功能就是主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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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调人体机理，更多研究的是控制协调人的思维活动和生理活动。诸如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

断、推理、理论、假说、想象、动机、欲望、态度、目的、计划、观念、信念、理想、情绪、情感、意

念、意志、体念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生活等等，都是主控意识协调或控制人的思维活动的意

识系统结果表现，或协调或控制人的生理活动的意识系统同生命系统结合的表现。主控意识是高级涌生

事物聚合体，在人脑思维活动或意识活动弱的时候(比如睡眠时候)，被相对分散的由相应的脑细胞组分事

物携带(主要携带涌生事物当量，包括信息模式)；当人开始思维或意识活动时候(比如醒来)，相应脑细胞

将迅速释放相关涌生事物当量及信息模式，继而迅速形成高级涌生事物并在脑系统组分事物体系的作用

下迅速形成“聚合体”——形成“主控意识”对整个人脑的思维活动和意识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 
在以主控意识为主导的意识活动系统中，意识世界有几个基本结构： 
第一，由意识反映的对象而形成的内容结构。人们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是无中生有或纯粹凭空想象的，

而是现实活动着的人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能动反映，其主要是人们掌握和处理自己同周围现实

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因此，意识的内容由人外部世界、人体内部世界以及人同人体内、外部世界的

相互关系所直接规定的，这是意识世界的最基本的对象结构，所得到的反映是意识最基本的内容结构在

人脑系统中以涌生事物系统的形式显现。在这个层次的意识内容结构中，主控意识并没其多大的主导作

用，基本上由意识系统中的各种普通分子系统来共同完成。 
第二，由主客体关系内容而形成的意识反映的功能结构。意识根据主体现实地改造周围客观世界的

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归根结底是为合理有效地控制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服务，因此，在这个

意识层次的内容结构中，主控意识其主要作用，主要体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性关系，主要回答和解

决外界课题本身“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并且显示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评价关系。是一种在主

控意识下的意识系统的实践层次，着重解决主体于世界系统汇总“怎样做”和“如何做”的问题，达到

认知意识、评价意识和实践意识的统一，即知、情、意的统一。 
第三，由意识系统自身子组织的活动形式和水平而形成的意识反映的形式结构。世界的复杂性和人

类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意识活动能力和表现形态的多水平和多层次。在这个层次，主控意识高度的、

有效的运用，并且其目的主要是对较纯粹涌生事物系统本身进行调节和控制，或者通过较纯粹涌生事物

系统间接对外部组分事物进行调节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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