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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论#道$的数学表述与现实存在形式

%

&代 金 平 ’重庆邮电学院(重庆 )***+,-

摘 要.#道$作为#无$与#有$的辩证统一(其数学表述形式是#零$(现实存在形式为#场$/
关键词.道0零0场0数学表述0现实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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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古老的道家思想日益引

起人们的关注/在当前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在科学文化

与人文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中(道家思想扮演着一个关

键性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道家思想体系中最

重 要的一个范畴#道$(与现代科学中的某些重要范畴

联 系起来研究(探求#道$在现代科学意义下的数学表

述和现实存在形式(就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一;零.#道$的数学表述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其哲学体系的逻

辑起点(由它展开引出#无$与#有$的概念/<老子=的第

一章就是按这样的逻辑展开论述的.
道可道(非常#道$0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

下之始0#有$(名天下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0常

#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名(同谓之玄/玄之

又玄(众妙之门/
可 见(老子对#道$的解释用的是#无$与#有$这对

对偶性范畴/#道$的内涵(即#无$与#有$的辩证统一/
做 为#无$与#有$辩证统一的#道$(能否给予它一个数

学表述呢>
数学是思维的科学(它的优越之处是以最严密的

形式表达人类各种可能的想象力/象<老子=这样的著

述所表达的思想(是很难确切把握的/历代注释家也往

往无法澄清那些晦涩文词的涵义/但是(数学却很少使

人的理解产生歧义/数学作为思维科学的数量方面有

很多内容是同哲学思想相通的/因此在数学中寻找老

子哲学中#道$的幽灵(颇有现实意义/
如 果 我 们 能 够 把 老 子 哲 学 中 的#道$与 数 学 中 的

#零$做仔细的比较研究(就会发现.#零$就是#道$的数

学表述符号/关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

论述中得到证明/
第一(#零$是#无$与#有$的辩证统一/用#零$来表

示#无$(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零$怎么来表示#有$
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恩格斯的论述/

零是任何一个确定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
相反地(零具有非常确定的内容/作为一切正量和负量的

界限(作为能够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唯一真正的中性数(
零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它一切被它所

限定的数都重要/事实上(零比其它数都有更丰富的内

容/??它是和其它任何一个数都有无限关系的一个数/
*@*可以表现AB和CB之间的任何数(而且在每种情

况下代表一个现实的量/一个方程式的真实内容(只有当

它们所有各项都被移到一边(从而把它的值约化为零时(
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在二次方程中已是如此(而在高

等代数中更几乎是一般的规则/一个函数D8E(F:G*(也
可以等于H(虽然HG*(却可以像普通的应变量一样地被

微分(而且确定它的偏微商/
但是(任何一个量的无(本身在量上还是规定了的(

并且仅仅因此才可能用零来运算(同样一些数学家毫无顾

忌地以上述方式用零来进行运算(即把零作为一个特定的

量的概念而用于运算(使它和其它量的观念发生量的关

系(但这些数学家在黑格尔那里读到这些被普通化为.任

何某物的无(是一个特定的无(就大惊失色了’3-/
恩 格斯的这一段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零$的特

征(即#零$所表示的#无$(绝不是子虚乌有(而是内涵

着#有$的#无$(这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讲的#道$(都是

#无$与#有$的辩证统一/
第二(零是万数之母/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从数学上可以理解为从*生成自然数列.
IG*0
IGIA3
由#*$生成自然数列的集合(是德国数学家策莫罗

在2*世纪初才完成的/策莫罗从空集角度出发(给出

了自然数的定义/如果以J??K表示集合(括号内写入

元素的符号(那么自然数列可以表示如下.
*G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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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可见)*+,就是万数之母)所有的自然数都是

由它生成的&而离开了+)所有的自然数也都失去了存

在的依据-这样)道家思想中的*道为万物之始)万物之

母,的思想)就在集合论中得到了数学表述-而*+,正是

这一数学表述中*道,的数学符号-
第 三)零包含万数-老子哲学中的*道容万物,思

想)从数学上可以理解为+的对称分割原理.我们暂且

这样称呼)想必人们能够理解/-这一原理可以用数学

公式表示为0
+"12.31/
上式中的1)可以是任何数-这一原理表示)+等于

任何两个绝对值相同)但符号相反的数之和-即0
+"42.34/&
+"!2.3!/&
+"’2.3’/&
((
毫无疑问)这一原理所揭示的深刻内涵)与以道家思

想为基础的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也是一致的.阳与阴)犹如

正 与负)都为*+,所包含/-这样)老子哲学中的*道容万

物,思想)在*零的对称分割原理,中也得到了完美的数学

表述)而*零,就是这一数学表述中*道,的数学符号-
这 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承认*无中生

有,)也并 不 违 反 宇 宙 的 质 量 守 恒 定 律 或 能 量 守 恒 定

律)因为宇宙在创生之初)粒子是成对产生的.如粒子

与反粒子/-现代天文学的观测实验和高能粒子物理学

的发展)也已发现了大量的反粒子)人们甚至据此推断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对偶性)有一个地球)也必然

存在一个*反地球,或*负地球,&有一个太阳系)也必然

有一个*反太阳系,或*负太阳系,-若果如此)*无中生

有,的观点)也就不能断定说它是纯唯心论的范畴)而

却是唯物辩证的统一理念-
二5场0*道,的现实存在形式

以上我们论述了*道,的数学表述-那么)*道,是以

什么形式在现实中存在的呢6这就是场-

现 代物理学表明)*场,是类似于老子哲学中的*道,
的 一种物质存在形式)它本身就是*无,与*有,的辩证统

一-当然)胡乱引用古人的某些说法来附会现代物理学是

没有意义的)更何况老子当初绝没有想为后来的物理学家

得益而写作-现代科学是在古希腊文明成就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定)只有古希腊人

的思想才能充当科学发展的唯一基础思想-同古希腊思

想很不相同的老子哲学已受到当代物理学家的重视-
*道,与*场,的出人意料的相似)表明道家哲学是一种很

值得重视的5具有借鉴价值的自然哲学-
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指出)真空不过是引力

场的一种特殊状态-狄拉克为了克服爱因斯坦相对论

中的电子波动方程的负能困难)提出两个假设0所有的

负能态都按照泡利不相容原理被电子占据&在负能态

的粒子不产生外场)因而对系统的电荷5能量5动量和

自旋不作贡献-所谓*完全真空,就是所有负能态都被

占据)而所有正能态都未被占据的区域-因此)*真空,
不是*虚空,)这为我们理解老子哲学中*道,的内涵)提
供了一个新视角-

现 代物理学.量子场论/表明)*真空,是量子场处

于基态 的 表 现)各 种 粒 子.以 至 现 实 物 质 世 界 中 的 一

切/都是由量子场的基态激发形成的-
结 合上文所讲的*道,的内涵)从*真空与场,的关

系 中)我们不难看出0道家哲学中*无,与*有,的关系)
在量子场论中)就是真空与粒子的关系)场的基态与激

发态的关系-一方面)粒子是由场的基态.即*真空,/激
发产生的&另一方面)被产生的粒子同基态中的虚粒子

云和凝聚态发生着相互作用-在这里)我们明白无误地

看 到了*道,的现实存在0粒子产生自真空)犹如*有生

于无,)粒 子 和 真 空 同 属 于*场,这 一 基 本 存 在)犹 如

*无,和*有,两者*同出.于道/而异名,-
由此可见)*场,5*真空,5*粒子,)就是*道,5*无,5

*有,的现实注解)*场,也就是*道,的现实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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