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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关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学问
,

是人

们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

因

此
,

哲学与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密切 的联

系
�

这里
,

以粒子物理学为例
,

谈谈哲学与自然

科学的关系
�

千百年来
,

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直在探索

这样的间题
�

我们周围的物质
,

从天上的星星到

海边的沙粒
,

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 如果人们尝

试把它们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分割下去
,

将会出现

什么情况  是无限可分
,

还是存在最小成分 若

是后者
,

物质的最小成分究竟是什么  不同的哲

学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

希腊哲学

家德漠克利特认为
,

物质是由许多微小的
、

不可

分割的单个颗粒组成的
,

这种颗粒称为
“

原子
” �

这些
“

原子
”

是永恒的
、

不变的和不可穿透的
�

物质的多样性是由于构成它们的原子的形式不

同
、

状态不同或结合方式不同而造成的
,

德漠克

利特的回答对自然科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
�

! ∀#∀ 年
,

英国科学家道耳顿根据他所

发现的倍比定律提出了原子论的科学假说
,

成功

地解释了许多化学现象
,

从而证实了德漠克利特

的预言
�

虽然现在我们知道
,

原子并不是永恒不

变的
,

它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
,

原子核又是

由质子和 中子组成的
,

质子和中子内还有夸克
,

但是德漠克利特关于物质具有不连续结构的哲

学思想至今仍影响着粒子物理学家的思想方法
�

与德漠克利特的原子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

一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回答
�

他认为
,

在把物

质一次又一次地分割下去的尝试中
,

人们最终遇

到的将是数学形式
�

立体几何学的正多面体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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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正多面体可以由它们的对称性来确定
,

而人佰

可以用三角形来合成它们
�

这些形状本身不是

物质
,

但是它们构成物质
�

在实验上已经通过电

子显微镜
“

看到
”

了分子
、

原子
,

特别是在原子的

类太阳系结构已经被实验发现以后
,

柏拉图的这

种观念显然很难为人们所接受
�

但是
,

在晶体结

构中就存在这种对称性
,

另外
,

按照粒子物理理

论
,

质子
、

中子
、
二介子⋯⋯

,

这些统称为强子的

粒子
,

都是由夸克组成的
。

例如
,

质子是由 % 个

夸克组成的 & 汀介子是由一对正
、

反夸克组成的
�

强子的夸克结构也具有对称性
,

即所谓 ∋从对称

性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实验上至今尚未直接观

察到单个的夸克
,

而且理论上认为
,

夸克被囚禁

在强子内部
,

实验上根本无法观察到单个夸克
�

因此
,

夸克可能就是柏拉图所说的
“

数学形式
” ,

它们正是通过 ∋从对称性来构成物质的基本组

分
—

质子
、

中子和 二介子等
�

那么
,

究竟是德

漠克利特对呢 还是柏拉图对呢 哲学家和 自

然科学家再次为康德的二难推论所困扰
&

一方

面
,

人们可以将周围的物质 (固体
、

液体和气体)

分割为分子
、

原子
,

将原子分割为原子核和 电

子
,

将原子核分割为质子
、

中子⋯⋯ 因此
,

很难

想象这种分割有朝一 日会到一个终点 & 另一方

面
,

实验上确实无法把夸克从强子中
“

分割
”

出

来
,

因此
,

人们又不能不怀疑
,

物质是否可 以永

远分割下去
�

综上所述
,

哲学与 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相

互依存的关系
�

一方面
,

哲学
,

不 管 自觉不 自

觉
,

总是支配着 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
,

影响着 自

然科学家的思想方法 & 另一方面
,

哲学的规律
,

哲学家的观念
,

必须接受自然科学实验的检验
,

受到 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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