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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然科学理论 中
,

空 间

和时间的概念是基本的和必不

可少 的
,

其不仅属于 自然科学

理论的基本概念亦属于原始概

念 此二概念本身来源于人类

的社会实践
,

有其经验上 的起

源 在不 同的 自然科学理论

中
,

时间和空 间的概念又是各

不相 同的
,

说 明其意义 随着 自

然科学理论的不 同在不断地改

变和得到丰富与发展

一 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置的移动
,

时间和空 间都是无

限的
,

时间和空间二者之 间是

相互独立
、

没有任何联系 的

时间
、

空间
、

物质和物质的运动

是相互独立的
,

相互间没有任

何联系的

空间和时间在力学里起什

么样 的作用 呢 爱 因斯坦认

为
“

在牛顿力学里
,

空 间和 时

间起着双重作用 首先
,

它们

起着物理学中所出现的事件的

载体或者构架的作用
,

事件是

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首先创立了

坐标系
,

把代数的方法引人几何学实现了代数

学和几何学的统一
,

因此空间成为一种具有三

维性
、

均匀性
、

各向同性
、

连续性和无限性的特

征 正是这种经过笛卡尔发展和完善后的欧几

里得几何学成为牛顿力学的支柱

在牛顿的力学体系中可以看出时间
、

空间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牛顿为了和他的力学体

系相适应提出了绝对时空观 即牛顿说的
“

绝

对的
、

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
” “

绝

对空间
,

就其本性而言
,

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

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
”

这充分地表明他认

为时间是独立于外界事物不断流逝着的长河
,

且时间均匀地
、

线性地流逝着
,

空间是独立于外

界事物永远不变的装载物质的容器
,

且这种空

间是均匀的
、

连续的
、

各向同性 的和静止不动

的
,

物体的机械运动只是在绝对的空间中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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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这种载体或构架用空间坐标和时间来描述

的 ⋯⋯空间和时间的第二个作用是作为一种
‘

惯性系
’ ,

惯性系之所以被认为比一切可想象

的参照系都优越
,

就是对它们来说
,

惯性定律必

定是成立的
”

牛顿力学的运动定律只对于惯性

系才能成立
,

这样并非所有的参照系都处于平

等的地位
,

而是惯性系处于特别优越的地位

经典力学认为
,

空间的量度是绝对的
,

在两个惯

性参考系中
,

它不随进行量度的参考系而变化
,

时间的量度也是绝对的
,

不随进行量度的参考

系而变化 此外在空间中作机械运动物体的速

度与惯性参考系的选择有关
,

具有相对性
,

而加

速度却与惯性参考系的选择无关
,

具有绝对性

空间的绝对性还体现在空间强烈地影响和 限

制着其 中的物体
,

但其中的物体又不能影响空

间 自身 空间的实在性体现在几何的实在性之

外具有了确定惯性的实在性 时间的绝对性还

体现在同时性的绝对性

绝对时空观是与经典力学相应的和配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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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
,

也是第一个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时空观
,

该

时空观的产生是 由于经典力学的形成
、

发展和

完善的必然结果
,

这种时空观的存在是依附于

经典力学而存在的
,

正是通过经典力学获得了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二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

为了使电磁学理论对于所有的惯性系均成

立亦即保证惯性系的等效性爱因斯坦提出了狭

义相对论的理论
,

正是 由于狭义相对论的产

生
、

发展和完善推动了时间
、

空间概念的变革
,

导致与狭义相对论有关的新时空观产生 狭义

相对论的时空观中
,

空 间和 时间不再是相互独

立的
,

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时间和空间

均不能单独存在
,

而是共同构成一个四维的时

空连续区 在狭义相对论中
,

四维结构 即阂可

夫斯基空间 被认为是物质和场的载体 其空

间仍然是连续的和平直的
,

空间与时间的量度

不再与惯性参考系的选择无关而是有关
,

在一

个惯性参考系中同时的两个事件在另一个惯性

系中不再是同时的
“

⋯ ⋯对某一 〔
‘

质性 』参考

系作相对运动的物体
,

从该参考系看来
,

量尺将

会缩短
,

时钟将会变慢
,

质量将要增加
,

速度越

是接近光速
,

这种效应就越明显
,

从而揭示了时

间
、

空间与物质运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
”

爱因斯坦把狭义相对论推广到广义相对

论
,

进一步推动着时空观 的变革
,

且动摇 了时

间
、

空间和物质等基本概念 在广义相对论中

空间
、

时间
、

物质和运动进一步构成了一个统一

的整体
,

没有物质亦即没有引力的虚空空间是

根本不存在的
,

空 间和时间既对物质和运动产

生影响
,

反过来物质和运动又影响空间和时间

空间是否平直与引力场的强弱直接有关 广

义相对论对引力场的本质提出了与牛顿引力理

论完全不同的新解释
,

认为引力表现为由于物

质的存在和一定的分布而导致的时空弯曲
,

且

引力场的时空特性取决于物质的质量及其分

布
,

质量越大
,

分布越密
,

空间曲率越大
,

时间流

逝越慢 说明了空间的弯曲与物质的质量及分

布有关
,

时间的流逝亦是如此 这正是一种宇

宙大尺度的时空观

三 玻姆的时空观

由于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领域的现象
,

绝

对时空观和相对时空观对其均是不 恰 当的

玻姆致力于量子理论的新解释
,

提出了试图超

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又把二者包括在 内的隐

序理论 正是这种隐序理论又对时间和空 间

提 出了新 的解释 玻姆认为物理实在是
“

隐

序
” ,

且 隐序本身是 自主的
、

能动的
,

而显序来

自隐序
,

因此显序是第二位的
、

派生的
,

只是在

某种有 限 的领域 中才是恰 当的
,

从根本上来

说
,

隐序必须被看做是在更高维数的空 间中进

行的卷入与展出过程
,

只有在某种条件下
,

这

个过程可以被简化为在三维空间中进行 的卷

人与展出过程 又认为隐事物的序作为 由隐

参量 来计量的东西与时间序 由另一种参量

来计量 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一种结构是不

同步坐标的
,

即由隐事物的不同度的方面组成

的
,

那么 时间序在一般情况下 显然不是基本

的
、

适宜表述规律的 相反
,

整个隐序在任何

时刻都是现存的
,

这样无需赋予时间以根本作

用就可 以描述从隐序中产生出来的整个结构
,

此正是隐序的超时间性和前时空性问题 说

明描述物理实在 即隐序 是通过隐参量来实

现的
,

而时间和空 间不是基本的
、

适宜表述规

律的
,

因而时间和空间不再是物理实在的载体

和框架 我们观察到的仅是具有一定度的显

序 依据隐序理论 时间
、

空间
、

基本粒子
、

场

和物质均是由隐序派生的
,

是第二性的 他认

为物理学定律主要应该涉及全息图表明的序

即描述 内容的未分割的整体性这种序 这与

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观点大相径庭

玻姆依据他的隐序理论提出 了离散时空

观 他认为时间序是第二性的
,

而且像空 间一

样时间也可能是从高维度基础上派生出来的特

殊序 事实上
,

人们可以进一步说
,

与以不同速

度行进的物质系统相一致
,

许多特殊的相关时

间序能够从不同组的时刻连续中派生出来 而

且
,

这些时间序全都依赖于多维的实在
,

多维的

实在是不可能用任何时间序或时间序的集合来

充分理解的 时间序是从不同的时刻连续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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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来的
,

而不是时间本身在同一个层次不停

地流逝 充分地说明高维度的隐序是第一性

的
,

而时间序是从高维度基础上派生出来的特

殊序
,

是第二性的
,

且时间本身不是线性的
,

而

是非线性变化的 用任何时间序或时间序的集

合都不能说明多维的实在
,

也就是说时间序或

时间序的集合不是多维实在的存在形式
,

关于

空间他认为
,

在卷序中
,

空间和时间不再是决定

不同成分相互依赖或相互独立的主要 因素 相

反
,

各种成分之间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基本联

系
,

从这种基本联系中我们抽象出普通的时间

概念和空 间概念以及独立存在的物质粒子概

念
,

这些概念作为抽象的形式是来 自更深层的

卷序 我们的宇宙是从作为隐序的能量海中激

发出来的小式样
,

它是相对独立的投射物
,

即具

有三维显序的东西
,

这种三维显序大约相 当于

我们共同经验到的空间序 一句话
,

空间序像

时间序一样不是隐序的存在形式
,

仅是高维隐

序的相对独立的投射物 即三维显序 的存在形

式

四 讨论与结论

经典力学认为空间与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

式和载体
,

因而与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客观的存

在
,

正是经典力学体系本身需要时间既没有起

点
,

且均匀地线性地流逝
,

展现出时间的无限

性 它也需要空间是各向同性的
、

静止的
、

连续

的
,

并具有无限性 绝对时空观与经典力学体

系互相适应
,

互相配合
,

共同表述了物体机械运

动的规律
,

空间与时间的绝对性也与在经典力

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关于物体机械运动的经

验资料一致和相符合 绝对时空观却对电磁学

理论而言不仅难于适应
,

且成为经典电磁理论

进一步完善的障碍 出现了一种电磁学理论内

部的矛盾
,

为了解决绝对时空观与电磁学理论

之间的矛盾
,

促使爱因斯坦提出了与狭义相对

论相适应的时空观
,

狭义相对论时空观通过狭

义相对论才获得 了其确定的意义和价值
,

正是

通过狭义相对论我们才知道时间和空间不再具

有绝对性
,

而是具有相对性
,

也正是通过这种时

空观我们才知道了绝对时空观的局限性
,

也知

道了经典力学体系的适用范围和局限 绝对时

空观和相对时空观的巨大差异是由于光速的有

限性这一经验事实造成的 由绝对时空观到狭

义相对论时空观是科学实践和科学认识不断深

化的必然结果
,

明显地看到它与理论也是密不

可分
、

息息相关的

由于惯性系处于优越的地位
,

这与理论所

要求的普遍性相抵触
,

广义相对论正是在要求

取消惯性系的优越地位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广义相对论要求拥有和其 自身相适应的时空

观
,

进一步推动了时空观的变革和对时间
、

空间

认识的深化 狭义相对论时空观仅告诉我们时

间和空间是相对的
,

且时间一空间构成一个四维

连续区
,

正是通过广义相对论时空观我们才认

识到时间
、

空间
、

物质
、

运动真正构成了一个有

机的整体
,

时间和空间的性质取决于引力场
,

而

引力场的时空特性取决于物质的质量及其分

布
,

时间
、

空间
、

物质
、

运动处于平等的地位
。

通

过广义相对论时空观我们也认识到时间
、

空间

不再是物质
、

场和运动的载体和框架
,

时间
、

空

间
、

物质和运动既互相联系
,

又互相制约

量子力学理论也需要与其相应的时空观
,

玻姆的时空观就是在这一方面所进行的重大尝

试
,

玻姆的时空观与其他时空观重大差别就是

认为时间
、

空间不再是基本的
,

物理实在是一种

高维度的隐序
,

时间序和空间序仅是高维隐序

的投射物 即三维显序 的存在形式 而这正是

玻姆承认非因果关联
、

假设超光速物理作用存

在的结果

概念的清晰性和意义对于 自然科学理论的

形成是十分关键的 概念只有在确定的理论体

系中才能确定其意义
,

任何 自然科学的形成都与

一定领域经验资料的积累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

因此科学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资料对于概念的形

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作用 我们已

经看到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并未达到终极
,

关

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将会随着新的科学理论的

建立而不断地深化和进一步的发展 科学理论

的建立又呈现出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的趋势
,

关

于空间和时间的认识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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