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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极简系统科学的极简版

你们不要相信“中国的整体论优于西方的还原论”这种东西，

..., 各个民族的早期思想都是整体性的（而没有到达分解还原）1。

– 郝柏林

为了给最着急、最感兴趣、最没有耐心、最想看到全景的读者先展示

一下全景，我准备了“极简系统科学的极简版”这一章。不过缺陷是，会有

很多地方没看懂，或者似懂非懂。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请不要着急，后

面可能可以帮你理解得更好。当然，也有可能看完后面的更加不懂了——

那就是另一个境界了，深入进入了开始自己思考了于是发现了更多的不懂。

那个时候就需要开展一些自己的实践或者研究，才能理解得更到位了。

先祝贺大家即将展开这几个不同层次的旅程。相信我，掌握和不掌握

系统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你看到的世界，你的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乃

至你的人生都将不同。

我认为，所谓掌握一个学科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一个学科的大图景，然

后掌握之后能够做到跟这个学科的专家一样来开展思考和分析，来提出和

解决可以算作是这个学科的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因此，我们先来搞清楚

什么是一个学科的大图景，然后再来阐述本书所体现的系统科学的学科大

图景。

1.1 什么是和为什么需要掌握学科大图景

一个学科的学科大图景 [1, 2] 指的是这个学科的：

1引 号 和 括 号 中 的 文 字 按 照 “郝 柏 林 论 系 统 科 学 和 东 西 文 化” 视 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u411o7hz/）的内容做了顺序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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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型研究对象，

2. 典型研究问题，

3. 典型思维方式，也就是这个学科的专家是如何来思考的，

4. 典型分析方法，也就是合格学科的专家是如何来通过具体的计算分析
方法来体现其思考从而解决所提出或者所面对的问题的，

5. 学科典型责任，也就是这个学科为世界和其他学科做什么。

只要这几条搞清楚，就可以认为把这个学科学好了理解到位了掌握了，就

可以用这个学科来提出和解决问题，创造和创造性使用知识，或者至少欣

赏这个学科的知识的创造和创造性使用了。这个学科的研究案例、具体学

科概念知识的学习，都可以看做是为了获得这个学科的学科大图景的素材

和过程。

在这个学科专业的教学中，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这个学科的研

究案例和具体学科概念知识，从而帮助学习者体会到和掌握学科大图景。但

是，在科普中，我们能够花在研究案例和学科概念知识上的时间会非常少。

那么，我们就需要想办法来通过更少的这些基础和铺垫来实现掌握学科大

图景这个目标。

我们在这里就先把这个学科大图景当做一个系统科学的案例。怎么说

呢？你看，我们把学科大图景分解成五个方面。这是分解。那么，分解完之

后，我们有没有得到比“学科大图景”这个名词甚至这个概念更多一点的信

息呢？

我们说，从名词上，分解完之后更具体了，尽管如果想真的理解这五个

分解出来的下一级概念，还需要继续分解，一直到读者你自己熟悉的名词、

概念或者例子。例如，数学的典型研究对象是什么？你的中小学老师可能

告诉你是数和形。尽管这个答案并不好，现代数学已经远远超越通常的数

和形，而是研究关系或者说关系构成的模式，不过，至少你就有了典型研

究对象的例子。如果你说数和形也还是不够具体，那你可以更具体地走到

下一层也就是数和形的具体例子，例如整数和三角形。如果有必要还可以

继续分解走到下一级，也就是 0, 1, 2 和等边三角形（或者进一步具体化为，
边长为 10 的等边三角形，乃至更更具体到边长为 10 以 1 厘米为单位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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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三角形2）。经过这样的层层分解，我们至少对什么是一个学科的研究对

象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了。如果一定要定义出来，可能还是不好办，但是，大

概就是那些我们要把后面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用到上

面去的对象，也就是要针对其问“典型研究问题”的对象。你看，典型研究

对象还和其他几个同层次的概念之间是有联系的。你看这就是初步的综合，

通过分解，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某一个级别的整体——在这里就是“学科典

型研究对象”。

那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学科的学习者掌握典型研究对象呢？因为，一方

面，有了现有的典型研究对象以及典型研究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下一次

遇到这些对象的时候，把他们识别出来，从而运用这个学科现有的典型思

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来提出和解决关于这些对象的问题；第二方面，我

们从这些现有典型研究对象和现有典型研究问题中掌握了其成为这个学科

的典型研究对象和典型研究问题的某种内涵特征，我们就有一定可能性可

以在遇到新的对象和问题的时候，把它们看做这个学科的典型研究对象和

典型研究问题，然后运用这个学科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或者

创造新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来提出和解决关于这些对象的问

题。也就是说，创造性地使用知识和创造知识，都依赖于对典型研究对象及

其内涵的掌握。

你看，经过这样的往下分解，或者说具体化的过程，再加上同一层级的

联系——在这里就是把典型研究对象联系到典型研究问题和典型思维方式、

典型分析方法，我们就达到了对典型研究对象的更好的理解。并且，我们还

理解了为什么要掌握好典型研究对象：因为创造和创造性使用这个学科的

知识的需要。这就是综合：先往下分解，再左右联系，然后网上合起来看到

整体——这里就是学科大图景。

顺便，这里还有一个同级别的概念没有联系起来讨论过，而且一旦联

系起来，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学科大图景这个整体。它就是“学科典型责任”。

其实，当我们问，将来遇到新问题，连学科典型思维方式都可以突破，都可

2注意，从边长为 10 这个没有单位的数，到有了单位的具体长度的三角形，也是从上一
级概念走到下一级具体对象上，也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如果需要，还可以从“所有
的边长为 10 以 1 米为单位的等边三角形”走到“某一个你画在草稿纸上的边长为 10 以 1
厘米为单位的等边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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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创造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里有一个边界的问题：那是不是从

任何一个学科出发，遇到这样的新问题，创造出来新方法，这些问题和方法

还算属于这个学科的呢？学科典型责任就发挥这个边界的作用。

为了帮助大家体会到学科典型责任的含义，其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及

其在学科大图景中的地位，我们把之前的分解的过程，从“科学家”（而不

是历史学家）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例如，当我们遇到要知道一个近似长方形

的土地的面积的时候，我们只要规定了基本单位（例如，1 米是多长），那
就可以采用接龙这个基本单位的方法来测量这个土地的相关的长度，例如

长和宽3，接着发现其实可以对长和宽划分格子，每一个格子会成为一个更

小的边长为一个标准长度——这里是 1 米——的正方形，于是如果我们约
定4这样的边长为一个单位长度的正方形为一个基本面积单位。这时候，所

有的接近5长方形的土地的面积我们就都可以得到了：我们先通过定义基本
长度单位，然后做测量，最后约定基本面积单位，再来数小格子，而得到。
这个时候，很自然地，我们就进一步会问，那是不是换一个基本单位也一

样，是不是计算方式上也可以比数格子更有效率，是不是其他形状土地的

面积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得到，是不是不仅仅是土地而是任何二维（甚

至其他维度）几何体的面积（或者其他维度的“积”）都可以类似得到？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只要发展起来和运用数学，任何一个基本

单位下都可以（所以，数学本身不在于单位），计算方式上可以从数格子走

到乘法或者说面积公式或者进一步积分，其他形状的几何体也可以通过切

分成三角形或者更小的积分微元来得到各个维度的“积”。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一开始，我们关

注的是具体单位下的具体地块的面积的计算，解决方式也是针对这个具体

对象的，得到的答案也是带着单位，用着朴素的“数一数”的，针对这个具

体对象的。这个时候，我们说，还是一个物理问题——也就是关于具体对

3你先允许我偷个懒，为什么这里只需要知道长和宽就够了，实际上，这要么来自于大
量的实际探索实际应用的经验，要么来自于数学知识。但是，咱们先忽略这一点。

4你也先允许我这样约定。朴素地说，可以发现这样的正方形无论将来放到那一块地里
面，都是同样大小的。严格地说，这需要数学证明，全等之类的——并不是四条边都是一
个单位长度的平面图形都完全相同，甚至也不一定四条边加上四个角都完全相同就完全相
同。

5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定义接近。不过，请允许我继续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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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问题6。但是，当我们走到了最后，成了一个不依赖于具体单位而且计

算方式上更具有一般性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实际的对象，

而仅仅保留着这些对象的某些更抽象的属性——这里其实就是内部和边界，

然后在这个抽象属性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得到各个维

度的“积”的问题，最后反过来用于解决之前的实际对象的问题。这个时

候，我们说，前后两个目标或者说典型责任就发生了变化：在物理问题中，

我们想解决的是得到某个具体地块的面积；在数学问题中，我们想解决的

是针对任意形状的任意维度的“积”我们是否有计算方法，然后把这个方法

用来解决之前的物理问题。

这就是学科典型责任的不同，物理学最终要解决的是关于具体对象的

问题7，而数学追求的是解决来自于现实但是又从现实中抽象之后成为更一

般的问题的一般的方法以及把得到解决方法系统化严格逻辑化8。

这就是学科典型责任的区别导致的：一个学科的问题解决到某个层次，

就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学科的问题。当然，你要说，历史上，为什么会形成这

样的学科典型责任以及相应的学科边界的区分。这个问题，应该仅仅是人

类为了更好地发展每一个学科，让每一个学科的研究者可以一定程度上独

立地开展工作，才人为划分出来的。例如，这样划分以后，作为一个数学家，

可以一点都不会用具体的仪器来测量这个世界，但是只需要有很好的逻辑

演绎能力和想象力，追求知识的系统化和严格化一般化，就可以成为一个

很好的数学家。当然，如果这个数学家希望更上一层楼，成为一个提出问题

的数学家，那可能稍微掌握一点物理，或者跟物理学家合作，也是很好的。

因此，学科边界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每个领域的研究者，可以在看到边

界的时候，选择去跨过这个边界。

6将来，物理也会保留着具体对象的某种特征——例如，永远保留具体单位——的前提
下做一般化。这个也只能是允许我偷懒，不在进一步解释

7再次强调，物理学毫无疑问有自己的对于一般性的追求，知识抽象的角度不一样。例
如，我们不仅仅要解释某个石头或者铁球的下落，还要解释所有的落体的下落，甚至那些
看起来不落下来的天体的“下落”。但是，我们永远不脱离具体对象。同样，再次允许我偷
懒不展开进一步解释。

8这个系统化严格化的过程本身实际上也会引发新的数学的发展，例如从欧氏几何到非
欧几何的发展，从导数到极限的发展，从极限到实数公理化定义的发展。不过，再一次允
许我偷懒，不进入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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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发现，其实在学科大图景的五条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典型责

任，这一条指导了其他的四条。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对于将来提出和解决问

题，创造和创造性地使用知识来说，学科大图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综合：先把学科大图景分解到五个点上，对于每一个点继续分

解（尽管我们仅仅展示了学科典型研究对象的分解），在每一个分解出来的

层次之内考察分解出来的对象之间的联系（例如，学科典型责任和其他几

条的联系），接着在从上到下的分解和同层之内的联系都考虑之后，合起来

看到整体，也就是这个整体和之前展开的每个部分的关系，加上这个整体

对于更大的整体或者说外界的意义——在这里就是学科大图景对于创造和

创造性使用知识，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意义。

或者，我们来更加抽象一下上面的描述：先把一个整体逐层分解，在每

个层面内考虑层内联系，然后把这些层内联系和从上到下的层间联系合起

来，看到从下到上的层间联系，看到这个整体在更大的整体中的位置或者

说对外的意义。这就是综合，而且是分解之后的综合。我们把整个这个过程

称为“上下左右贯通”，实际上往往是先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然后从下到

上。这就是系统思维。将来配合上什么是科学，合起来就是系统科学。

因此，系统科学就是系统思维和科学的结合。那科学是什么呢？将来会

详细展开。大概来说，科学就是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来提出和解决关于现实

世界的问题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得到的概念世界中的结果和在现实世界

中的结果。注意，一般你在中小学甚至大学所学到的具体科学知识，往往

更加关注这个过程得到的在概念世界的中的结果，也就是相应的学科知识。

这其实根本就不是科学的核心，仅仅是科学研究过程的结果，而科学的核

心是这个过程所运用的方法，也就是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方法大致包

含：现实或者实验的启发、概念和数学建模（或者更详细，概念提炼、数学

建模、模型求解）、实验检验，以及概念命题模型的系统化（争取把不同的

概念命题和模型整合起来，建立在更少的假设、概念、命题、模型之上）。原

则上，科学研究方法还可以包含学科大图景的提炼，也就是从具体研究工

作中提炼出来这个学科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等。例如，科学研究方

法就可以算是科学这个学科的典型分析方法。这个典型分析方法用到了一

些典型思维方式，例如批判性思维之实验检验，或者说把实验检验和数学

演绎推理当做批判性思维的两只脚然后坚持所有的科学知识只有经过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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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思维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一部分。

顺便，如果有一天，人类要灭绝了，为了给可能后来的再出现的人类一

点点可能得启发，如果我可以用某种后来人可以读懂的信息（比如说，某个

具体的对象的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留下来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

必然是体现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具体的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案例。例如，留

下来下面的发现 F “ ma 和 FG “ mgg 以及 ma “ mg 的研究过程。这个过

程大概可以简述如下，

1. 首先，人们可以从重物下落的实验现象来发现，在忽略空气阻力和忽
略物地距离的条件下重物下落轨迹和质量没关系，位移 x、速度 v 和

加速度 a 都和质量 ma 没关系。这个只要有测量时间和长度的方法和

工具就可以发现。

2. 接着，人们从生活经验发现一个物体的质量和当把这个物体放在手掌
上的时候手掌感觉到的这个物体对手掌的压力（也就是这个物体带来

的重力）成正比，从而提出和验证猜想 Fg “ mgg。

3. 然后，把重力 Fg “ mgg 和下落过程不依赖于质量（ma）联系起来，

发现，只要满足 a “ F
ma
和 ma “ mg 就可以解释自由落体运动的位置

速度和加速度和质量无关的观测事实9。

4. 反思为什么 ma “ mg？

这个过程很好地展示了科学研究方法这个物理学的典型分析方法——科学

研究方法，包含通过测量得到实验和现实的启发，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实

验检验，知识的系统化。

到现在为止，在非常粗糙的描述下，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系统思维

——分解和综合的结合或者说上下左右贯通，从下层个体看到上层整体（这

个整体包含了这个上层整体跟其自己的下层的关系，以及这个整体在更大

的整体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从整体来看个体（这里就是看到学科典型责

任对于学科大图景这个整体的意义），什么是科学——用科学研究方法，尽

管没有展开讨论什么是科学研究方法，那我们就假设大家似乎可以看到系

统科学是什么了——就是把系统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合起来，来提出合计

9具体计算如下，a “ F
ma

“
Fg

ma
“

mgg
ma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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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适合这两个东西合起来所解决的但是不合起来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后

面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案例来帮助大家更好地体会到系统科学。

我们这一小节的目的是交代什么是和为什么需要学科大图景这个概念。

现在基本达成这个目的了，那我们来回到我们这一章的主题：系统科学的

学科大图景是什么。

1.2 系统科学的学科大图景

在前一节中，我们用系统思维，也就是上下左右贯通的方式，分解和

综合相结合的方式，从个体看到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个体的方式，来

介绍了什么是和为什么需要学科大图景。这一节我们回到系统科学学本身，

用学科大图景当做概念框架和阐述的目标，来介绍什么是系统科学。

也就是说我们要问：系统科学的学科典型责任是什么，她是给世界和

其他学科提供什么的；系统科学的典型研究对象、典型研究方法、典型思维

方式、典型分析方法是什么，而这些又是如何来达成这个学科的典型责任

的。

• 系统科学学科典型责任

– 系统科学是来解决运用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也
就是这个学科最高层的系统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以及更低层的

具体分析方法（后面会更详细地展开）——来解决不运用这些思

维方式和分析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的

– 同时，通过解决这样的问题来发展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
法

– 如果可能，也会把需要进一步一般化的分析方法转交给数学去研
究发展

– 往往在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
推动其发展（后两条体现了学科交叉性）

• 系统科学典型思维方式

– 系统思维或者说系联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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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孤立到有联系，从直接联系到间接联系，从个体到整体，
从整体看到个体

∗ 联系往往具有层次性，要上下左右贯通

– 科学精神或者说科学思维

∗ 批判性思维——只有经过理性检验的概念和命题才能成为
科学知识的一部分，理性检验包含逻辑演绎和实验检验

∗ 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 任何直接和间接影响或者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都需要采用
科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尤其是其中的实验检验

• 系统科学的典型分析方法

– 科学研究方法：现实或者实验启发，概念和数学建模，实验检验，
知识的系统化，以及它的下一级分析方法例如采用其他通用数学

建模方法来对系统做分析，比如说用微分方程、矢量矩阵等数学

结构对系统建模和分析

– 网络——包含概念地图——当做系统描述的骨架以及用网络分
析来研究系统：把系统看做是由元素（顶点）通过联系（连边，

连词）构成的网络，然后采用广义投入产出分析、网络顶点重要

度测量、网络社团结构分析等网络分析方法来实现系统性思维中

的从个体看到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个体

– 相变和涌现性分析：在整体的层面定义一些反应系统整体层面的
量，例如相关性、序参量、信息论有序程度度量等，然后看系统

在不同参数和/或者时间点的整体状态，及其转变，注意在这里
关键不在于相变分析方法，而在于通过看整体行为发现整体行为

的转变，以及它们和个体的关系

– 静态和动态优化方法：运用运筹学或者控制论的优化方法按照某
个选择的关于整体系统表现的目标做优化，甚至进一步来调整系

统结构，注意在这里关键不在于方法，而在于通过优化来沟通整

体和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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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研究对象：适合运用系统科学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来研
究的对象，也就是存在着下面所说的系统科学的典型研究问题的对象

• 典型研究问题：适合运用系统科学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来研
究的问题，大概来说就是这个对象存在着一些通过考虑联系，考虑分

解和综合，整体和个体之间的联系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不这样考虑就

不好解决的问题

这个列表在典型分析方法上不是完备的，所列出来的各项也不完全在

一个层次上。例如，科学研究方法实际上比网络当做骨架和网络分析，相变

和涌现性分析、优化方法要更高一个层次。毕竟，科学比系统科学也更高一

级，系统科学属于科学。但是，由于我们这里主要为了阐述什么是系统科

学，而且网络骨架和网络分析非常体现系统思维，优化方法在系统分析中

非常常用，我们单独给它们提升一级，和科学研究方法放到一起。

同时，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系统科学的典型研究问题和典

型研究对象的定义是基于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的，或

者说是基于系统科学的学科典型责任的。一般来说，一个学科应该是现有

独立的具有一定共识的典型研究对象，然后提出研究问题，然后通过回答

这些问题发展出来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最后总结提炼为这个学科的典型

责任。例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就是如此，经济学社会学等

社会科学也大概如此，心理脑和认知科学也大概如此，教育学也本来应该

如此（尽管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我们以物理学为例，来看看其学科大图景，尤其是其典型研究对象和

典型研究问题。物理学一开始主要研究看得到的没有生命的（可能因为当

时就知道没有生命的比有生命简单，影响因素更少）物体的运动，例如地

面上的桌子，下落的石头，天体。后来只要能够观测到的物体的运动，例如

分子、原子、太阳系之外的宇宙。然后，研究这些典型对象的什么呢？它们

的运动。从机械运动，后来走到热运动，电磁作用力的运动，微观粒子的运

动，以至于为了研究运动走到研究作用力和作用力下的运动规律，也就是

作用力和运动方程。除了观测和实验来获得数据，还需要建立和求解方程，

以至于需要进一步用新的实验来检验做求解出来的答案（于是，也间接检

验了所建立的方程和建立方程的背后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只要有一次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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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检验，并且这个不通过可以复现而不是纯粹偶然由于测量误差或者误操

作之类的，那我们就否定这个答案，顺便也考虑去否定方程及其背后的概

念和思维方式、计算分析方法。这就是物理学大概来说的典型研究对象和

典型研究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了批判性思维（必须通过实验检验

和逻辑演绎的检验）这个科学精神的核心，也形成了分解和综合这个物理

学的重要思维方式，形成了科学研究方法这个重要的物理学的重要分析方

法，以及这个分析方法之下的更具体层面的分析方法，例如对实验数据的

统计分析和误差分析，用加速器和对撞机来轰击物体从而获得更加微观的

粒子的行为再用云室来记录轨迹等等。最终，物理学需要建立这个世界之

中的无生命物体是如何运行的概念和数学模型，从而有一天实现，只要给

定事件发生的条件，原则上物理学就应该给出来发生的结果，这个结果在

误差范围内和实际测量到发生的事情应该相符10，而且这个误差要得到解释

并且越小越好。最后这个就是物理学的学科典型责任。

好了我们交代了物理学的学科大图景，就发现，这个系统科学这个太

异常了：竟然典型研究对象和典型研究问题是从典型思维方式、典型分析

方法和学科典型责任来定义的，而不是先有独立的关于典型研究对象和典

型研究问题的约定。

但是，回到现代的物理学我们就可以稍微理解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奇怪的情况了。由于从物理学发展出来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

尤其是，分解和综合、批判性思维、科学研究方法、相应的计算方式和测量

仪器，都太成功了，例如目前的试验和理论的比较表明关于电子磁矩的理

论值 g “ 2 在小数点十位以内都是准确的，于是人们开始扩大物理学的范
围。一方面，基于化学实验的化学和基于物理学理论的化学目前已经融合

为化学学科。在物理学和化学基础之上，基于对生物本身的观测和研究问

题的提出和解决，发展出来了生物学。医学也类似。甚至，经济学在发展过

程中也一直借鉴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概念。因此，顺便，尽管经济学的实

验检验比物理学难很多很多（因为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的主体——人的决

10当然，从逻辑上说，就算实验结果和模型的计算结果相符，也不能证明这个模型以及
背后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分析方法是对的，只能说它们不是错的。通过实验来严密地证明一
个模型正确是不可能的。关于科学中实验检验的纯逻辑讨论，见Karl Popper（卡尔·波普
尔）在《科学研究的发现》[3] 中对可证伪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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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远比下落的石头更加复杂），但是，最近的经济学发展已经越来越强

调实验检验了。甚至实验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之一。这基于物理

学来建立独立的拥有自己的典型研究对象和典型研究问题的学科仅仅是发

展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当前的物理学，同样由于其太成功了，还具有很强

的学术攻击性（aggressive，大概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还没有人在研究，
那么物理学家就会去研究）。例如经济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社会物理学等

新兴学科的发展就是如此。那么，这样的交叉学科中，物理学家主要贡献什

么呢，为什么它们可以这样做呢？

物理学家主要依靠的就是物理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尤

其是，再次强调，分解和综合、批判性思维、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相应的更加

具体层面的计算分析方式。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科学研究发现，

下落的石头和能够做决策的动物和人之间的区别，看起来是能动性适应性，

但是，在很多问题中，能动性适应性强的个体的行为，仍然很大程度上可以

用物理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来研究，不过具体的物理学的概

念和方程就不一定可以迁移过来了。换一个角度来说，能动性适应性，可能

很大程度上，是使得其决策和行为刚好符合某一个更大的模型更高的角度

的优化。在这个意义上，搞清楚了相应的优化问题的条件，自然就可以更好

地理解这些具有强能动性适应性的传统非物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的行为。

因此，你看，其实，现代物理学，除了在传统的物理学领域——这个世

界的非生命体的运动之中继续前进之外，已经开始渗透到心理脑认知领域、

生物领域、社会领域。于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个脑子开放的物理

学家，“当前物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和典型研究问题是什么”，他/她就有可
能可以这样回答，“适合运用物理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来研究

的对象和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学和系统科学的典型研究对象和典型

研究问题的定义方式相同。

顺便，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系统科学很大程度上发展自物理学。我自

己通常同系统科学的另一个定义：把发展自物理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

分析方法用到非典型物理对象上开展研究的过程和这个过程得到的学科概

念知识上的结果，以及学科大图景上的结果，以及对于所研究的对象产生

的实际的结果。最后这个“对于所研究的对象产生的实际的结果”原则上，

属于系统科学的工程。注意，我这里特意避开了“系统工程”这个词。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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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的系统工程特有所指，并且和这里所说的系统科学关系不大，往往指

的是：运筹学、控制论、软件工程等主要用来优化一个过程的工具。当然，

原则上，你说，如果你想优化一个系统是否先要对这个系统的构成要素以

及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开展研究，看到这个系统的整体和这些个体之间的

关系，我完全同意。但是，历史上的发展导致系统工程有了自己的内涵。因

此，我特意保留系统科学的工程，来指代把系统科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

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方法和工具，以及这个过程得到的结果。

为什么系统工程会和系统科学分开发展？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只能

瞎猜。我怀疑，是很长一段时间，系统科学太差了，以至于在解决问题上系

统工程管用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系统科学。于是系统工程不屑于和系统科学

一起发展，不屑于从系统科学获取思维方式分析方法甚至学科概念上的任

何营养。我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这个不屑于是有理由的。系统科学很长

时间内，甚至到今天，仍然主要是系统哲学而不是系统科学。

当然，我也希望有一天系统科学的工程和系统工程重新统一起来，那也

就是系统科学从系统哲学变成真正的系统科学的那一天。不过在这里，我

们先暂停对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的联系和区别的讨论。我们先回到这一节

的主题——系统科学的学科大图景。

我们来对每一项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

1.2.1 系统科学的学科典型责任、典型研究对象和典型研究问

题

在系统科学的学科典型责任包含解决适合和需要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

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来解决的不用就解决不好的问题，通过解决这样的问

题发展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以及顺便推动数学或者

研究问题所在的具体学科的发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学科典型责任是通

过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来定义的。当然，我们已经提到，今天的

物理学也已经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来定义学科典型责任、典型研究对象和典

型研究问题了。因此，这也不是不可接受，只要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

方法是明确的就行。但是，问题是，在物理学，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

法确实比较明确和成熟固定，可是在系统科学呢，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

析方法也是比较明确和成熟固定的吗？这就牵涉到学科典型责任的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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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出和解决典型研究问题启发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因

此，其次，我们看到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在系统科学是在发展变

化之中的。逻辑上，这就有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把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

当作系统科学在发挥作用，如果用的方法还不是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方式

和典型分析方法，那我们就把解决这个问题所用的方法增加到现有的系统

科学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里面，于是，一切研究就符合了前面的

学科典型责任、典型研究对象和典型研究问题的定义。

你不要觉得我这个逻辑不可思议，实际上，在一个学科的发展初期，以

及在一个学科的不要脸没底线的人那里，你经常会听到，某某学科就是某

某学科的人干的那些事情，例如系统科学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

的人做的研究，或者就是那群被称为系统科学的研究者做的研究。当然，在

一个学科的发展初期，这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毕竟那时候这个学科的

大图景的各个方面都正在形成之中。

那回到系统科学，一定程度上，这个学科也确实还在发展之中，那可以

用这样的无底线的逻辑吗？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开。实际上，系统科学的典

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尽管还在发展之中，但是，总还是有一些内涵

是已经形成的，而且在很长时间的未来也不太会变化的，也是层次比较高

的。比如说，前面列出来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之中的系联性思

考（从孤立到有联系，从直接联系到间接联系，从个体到整体，从整体看到

个体，上下左右贯通）、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科学研究方法（现实或者实

验启发，概念和数学建模，实验检验，知识的系统化），网络当作描述系统

的骨架。因此，如果说一个研究这里列出来的都没有用到，那大概不能算系

统科学的研究。如果说没有用到科学研究方法，但是用到了系联性思考等

其他的，那只能说是一个系统哲学的研究，而不能说是一个系统科学的研

究。如果说，除了用网络来描述系统内部的元素和相互作用，但是其他的

都用到了，那大概还是可以算是系统科学的研究工作。也就是，大概来说，

前面列出的典型思维方式约束力比较大，典型分析方法约束力比较小，而

且越具体的约束力越小。

既然系统科学的学科典型责任是通过其典型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来定

义的，那么其典型研究对象和典型研究问题那就更加是通过其典型思维方

式和分析方法来定义的了：那些适合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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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研究的对象和来解决的问题，自然就是其典型研究对象和典型研究

问题。

解释了系统科学的学科典型责任之后，我们再来解释系统科学的典型

思维方式的内涵。其实，上两段中我们已经用了这个典型思维方式，不过在

那里我们假设你已经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它。现在，我们来作进一步的解释，

帮助你初步理解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研究和应用

的案例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它。

1.2.2 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

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方式之一是系统思维或者系联性思考，其含义是

在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做到从孤立到有联系，从直接联系到间接联

系，从个体到整体，从整体看到个体，（由于联系往往带有层次性所以要）

上下左右贯通。一个系统最大的特征就是包含了相互联系起来的多个元素。

如果不包含下一级的元素，那么，其行为和属性就是直接给出或者观测到

的行为和属性，也就不需要进一步研究了。如果我们想理解这个对象系统

为什么具有这个属性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往往我们就要走到这个系统的

内部，以及这个系统的环境也就是这个系统的外部来研究。例如，我们看

到一辆车的运动，希望进一步理解其怎么动，就需要走到这辆车的发动机、

方向盘和传动机制等关键部件来研究。例如，我们看到一个天体怎么运动，

希望进一步理解其为什么这样运动，就需要走到这个天体的内部（例如质

量分布是不是有偏）以及和这个天体相互作用的其他天体等这个天体的外

部来研究。因此，当我们把一个系统当作研究对象的时候，走进这个系统的

内部看到其内部的元素，或者把这个系统看作是更大的系统的元素，是很

正常的很必要的操作。

如果我们忽略这个系统内部元素之间的联系，把这些元素都看作是独

立的元素，则中心极限定理保证了我们的研究是平庸的。比如说，我们来考

虑卖出一盒子的鸡蛋的总的收入，我们可能写作

E “

N
ÿ

i“1
pi. (1.1)

其中 pi 是每一个鸡蛋卖出的价格，N 是鸡蛋的总数量。最简单的，我们可

以取 pi “ p 为一个常数。每个鸡蛋卖出的价格都相同。于是，E “ Np。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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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每个鸡蛋的价格是一个一定范围内波动的随机数，则按照中心极限定理，

总收入 E 就是一个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数。其均值和方差都和单个鸡蛋的

波动范围的关系是可以明确地写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系统的问题，不需

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基于概率论的统计学就够用了。

什么情况会使得我们的问题更加有意思，需要进一步研究，甚至运用

系统思维来研究呢？这些鸡蛋之间有联系，导致这些鸡蛋的价格之间也有

联系。第一种联系可能是卖鸡蛋的商家制定的价格上的联系。例如第一个

的价钱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若干个以后可能更便宜。第二种联系可能是

卖鸡蛋的商家根据市场影响市场规律或者购买者的习惯或者某个因素对价

格机制优化以后的鸡蛋价格上的联系。例如，买了若干个鸡蛋以后，肯能再

购买鸡蛋的意愿就降低了，除非降低价钱；或者这个商家故意做饥饿营销，

限制购买数量，或者若干个以后价格上涨。如果更进一步，鸡蛋的价格不仅

仅和买的数量或者说顺序有关，还跟具体买的哪一个有关，那甚至有可能

会出现更加复杂的情况，例如某种组合下对于商家来说最有利，某种组合

下对于买鸡蛋的人来说最有利，某种组合下对于双方都更有利（也就是说，

在这个组合下，不存在单方调整价格机制或者购买数量使得主动调整的一

方获利更多11）于是，买卖双方的行为往往就会收敛到最后这个双方都更有

利的组合上来。于是，我们说，理论模型解释了现实世界的行为，这个鸡蛋

买卖的系统涌现出了一个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整体行为。

类似地，我们如果在学习汉字、英文单词、数学概念、数学命题的时候

一个个单独来学习，我们基本上就得靠死记硬背和重复练习了：每个字每

个词多写几遍，每个概念的定义或者定理的内容多背几遍，或者在做题或

者实际应用中多重复几遍。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汉字之间的联系，英文单词

之间的联系，数学概念命题之间的联系，那就有可能有更好的超越死记硬

背和重复练习学习方法了。例如，我们发现，“木”本身来自于树的形状是

象形字，“林”是由两个“木”构成的，意思是许多的树；“森”是由三个

“木”构成的，意思是一大片的树；“本”在“木”这个字的基础上在底部增

加了一横，表示树的根部，意思是根；“沐”的左边是三点水，表示这个字

的含义（洗头）和“水”有关，右边是“木”代表这个字的读音和“木”有

关；“体”由“人”和“本”构成，其含义是（做为生物性的）人的根本，也就

11顺便，这被称为Nash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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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身子，人的健康；“classmate”来自于“class”（班级）和“mate”（伙
伴）两个单词的组合，意思是班级里面的伙伴，也就是同学；“classroom”
来自于“class”（班级）和“room”（房间）两个单词的组合，意思是班级用
的房间，也就是教室；“加法”是“合起来数一数”，而“乘法”是“重复的

加法”，于是 4 ˆ 3 就是 4 个 3 的重复加法，也就是要做三次（第一个 3 本
来就有了，剩下的三个 3 需要累加上去）合起来数一数，就得到了 12，并
且未来就可以得到长方形的面积的公式——不过就是每一行若干个小正方

形的面积，然后需要重复行的数量（也就是宽分成单位长度小格子的数量）

这么多次加法，于是就是乘法，得到等于长乘以宽。

这就是从孤立到有联系。对于系统科学的典型研究问题来说，看到这

个联系往往是第一步。那什么是从直接联系到间接联系，从个体到整体，从

整体看到个体，上下左右贯通呢？看到联系以后，我们就要想办法描述这个

联系，运用这个联系来更好地提出和解决问题。比如说，回到汉字、英文单

词和数学概念命题的学习的场景，我们可以问：运用汉字（英文单词、数学

概念命题）的联系是否可以帮我们更好地学习汉字（英文单词、数学概念

命题）。首先，我们发现，在学习每一个汉字的时候，用上这个汉字的结构

——可以从字形上拆分为哪些部件，往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个汉字的含

义掌握这个汉字的读音。这一点从“林、森、本、沐”都可以看出来。其实

这个联系有的时候也可以反过来用，例如从“姐妹、妈妈、奶奶、姨妈、姑

妈”等发现，“女”肯定表示这些含义的共性，也就是雌性性别的意思。其

次，我们还可以看到间接联系。例如，“木—本—体”就是一个间接联系。

这就是从直接联系到间接联系。一旦我们看到间接联系，很自然，我们就会

问，那是否可以利用这个间接联系来更好地提出和解决问题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没准这里有一个学习顺序学习道路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有了包含了地点和道路的地图之后，我们可以问“对于给定的

起点和终点，或者为了走遍大量给定要经过的点12，走哪条路时间或者路程

更短”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问“有了汉字以及汉字之间的联系，对于

给定的起点汉字和终点汉字，或者大量的给定的要学习到的汉字，用什么

样的学习顺序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问题。英文单词和数学概念也类似。如

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给定一个学科的知识构成的网络，我们就可

12这被称为“邮递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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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设计这个学科的好的教和学的顺序。这就从个体知识点的好的学习方

式走到了整个学科知识网络的好的学习方式。这就是从个体看到整体。

一旦我们这样去看到整体了，我们往往会发现，对于某个整体目标来

说，并不是所有的元素都是同等地位的，有一些元素会比其他的元素更加

重要。例如，在汉字中，自然地构成其他汉字多的汉字，处于汉字网络底层

的汉字，以及使用频率高的汉字，对于好的学习顺序来说是更重要的。这就

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个体。

系统内元素的层次性以及元素之间的上下左右贯通稍微复杂一点。前

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汉字之间的联系。这可以看作同层元素之间的联系。运

用这个联系来提出和解决问题就是同层次之内的左右贯通。英文单词之间

的联系也类似。其实，数学概念和命题之间的联系稍有不同：原则上，我们

可以把命题看作是概念通过联系构成的，也就是概念是命题的下层，进一

步命题之间也有演绎推理关系，概念之间也有除了构成命题之外的其他关

系。因此，在这里原则上包含了概念层之内的左右关系，命题层之内的左右

关系，以及概念和命题层之间的上下关系。在这样的网络中行走，就是上下

左右贯通。不过，我们也可以忽略这个概念-命题之间的上下关系，合起来
看作是数学学科概念和命题网络之内的左右关系。然后，我们把数学学科

大图景和数学概念和命题看作两个不同的层次，或者类似地，把物理学科

大图景和物理学科概念和命题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旦我们通过具体学

科知识的被创造的过程来体会到学科大图景，或者用学科大图景之中的典

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来提出和解决问题从而“创造”出来某个具体

的学科知识，那我们就在走上下贯通。于是，结合各自层次之内的左右贯

通，合起来就是上下左右贯通。

其实，我们通过对汉字网络用于汉字学习的问题的回答，假设找到了学

习顺序的一般算法，就可以迁移到英文单词网络、数学概念和命题网络上。

而这恰好是一个上下左右贯通的例子：基于汉字网络之内的左右贯通我们

找到了学习顺序的一般算法，而这个一般算法迁移到完全不同的知识网络

上就可以解决那个知识网络的学习问题，因此这个学习顺序算法属于比特

定的知识网络更加高层的知识。于是，你看，我们从具体知识网络往上走到

了更高层的学习顺序算法，再从学习顺序算法走到了更低层的另一个具体

知识网络。这个学习顺序算法本身运用了每一个具体知识网络之内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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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系联性思维的指导下，有相应的系统科学的典型分析方法，例

如“网络——包含概念地图——当做系统描述的骨架和分析方法”。不过，

这部分的理解需要很多的细节概念和案例，因此我们会在具体方法的章节

再进一步展开。

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方式的另一个是科学精神或者说科学思维，以及

相应的科学精神指导下的典型分析方法——科学研究方法。关于科学精神

和科学研究方法我们有专门的章节详细展开。同时，由于我们假设本书的

读者具有一定的对科学精神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认知，或者说至少前面列表

里面的那几句话大概模模糊糊地看得懂，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把这部分留到

专门章节去解释了。

这不是说对于系统科学来说，系统更重要，科学不那么重要。如果系统

科学非得在系统和学科之间选择一样来保持，扔掉另一样，那我选择保留

科学扔掉系统。为了把这一点更加强调，我们写了下一个小节。如果你看完

本书，什么都忘了，那就请你记住“系统科学不是系统哲学，差异在科学两

个字”。下一章，我们将会讨论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核心是科学研究方法和

科学精神——任何和现实世界有关的问题都需要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尤其

是其中的实验检验）去开展研究。

1.2.3 通过层层嵌套的 WHWM 运用系统思维

那么我们如何运用系统思维，如何做到从孤立到有联系，从直接联系

到间接联系，从个体到整体，从整体看到个体，上下左右贯通呢？在这里我

们介绍一个通过层层嵌套的提问四个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运用系统思维。

这四个问题是：是什么（What），怎么样怎么做（How），为什么是这个为
什么这样做（Why），以及针对这个对象这样做的意义尤其是更高层次的意
义（Meaningful）；或者相关地，这个系统里面有哪些对象（What），这些
对象是如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How），如何（How）描述和分析这些对
象和联系，为什么（Why）需要考虑这些对象和这些联系，为什么（Why）
需要和可以通过这样方式来描述和分析这些对象和这些联系，考虑了这些

对象和联系之后对于看到它们构成的整体的功能有什么意义（Meaningful）。
举个例子。我们面对一个自行车，问自行车有哪些组成部分，每个部

分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和功能上的联系，对于这个自行车的整体功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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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组成部分和联系有什么意义，为什么非得有还是说可以简化或者优

化这些组成部分和联系。更进一步对于自行车，我们很容易就走到更大的

整体，把自行车和人已经典型路况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这个时

候我们可以再一次来问上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想理解自行车龙头对于自行

车的意义，我们会发现，自然地，我们需要走到这个更大的系统。反过来，

对于自行车链条的作用，大概我们只需要在自行车的内部来看就行。因此，

问这四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运用系统思维，而且其中的为什么和有什么意

义的问题常常自然地把我们引导更大的系统的层面。

再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是一门学科的老师。我们需要设计这一门课教

什么怎么教，或者一节课教什么怎么教。我们可以这样来提出和回答问题：

第一、这一节课教什么；第二、这一节课怎么教；第三、为什么这一节课教

这个，为什么这一节课这样教；第四、这一节课这样教对于整个课程有什么

意义，对于学生有什么意义，对于我自己有什么意义。然后，从第三和第四

个问题，我们自然地过渡到了一门课的层次类似的问题：第一、这一门课教

什么；第二、这一门课怎么教；第三、为什么这一门课教这个，为什么这一

门课这样教；第四、这一门课这样教对于整个专业有什么意义，对于学生有

什么意义，对于我自己有什么意义。甚至，更进一步，我们从这里的第三第

四个问题，我们可以自然地过渡到学科专业层面、学生个体层面的类似的

问题：第一、这一学科专业教什么；第二、这一学科专业怎么教；第三、为

什么这一学科专业教这个，为什么这一学科专业这样教；第四、这一学科专

业这样教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对于学生的整体发

展有什么意义，对于我自己有什么意义。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往往为什么和

有什么意义的答案在本层对象对更高层对象的作用之中。这其实本身也是

从整体来看个体。

从追问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角度，我们可以再一次提升这四个问
题的层次。之前我们都从学科的角度来问的问题，也就说，我们直接解决的

是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我们实际上还可以从教学理论的角度来这样问：

第一、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教什么和怎么教，我们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当作

第一层 What 的层次。第二、我们如何来决定教什么，我们如何来决定怎
么教，也就是我们是如何（How）来得到第一层的 What 的；第三、我们追
问为什么（Why）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得到这个 What；第四、我们得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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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What 有什么意义，有了这个方法来得到这个 What 又有什么意义。

回到上课的例子，这里，我们就从具体的一节课一门课一个学科教什

么和怎么教的问题，到了确定一节课一门课一个学科教什么和怎么教的方

法的问题。应该说，一节课一门课一个学科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主要还

在具体学科里面得稍微考虑学生的当前基础，但是，确定一节课一门课一

个学科教什么和怎么教的方法的问题已经进入了教和学的理论了。一旦把

这个问题回答好，很有可能可以把这个确定这一节课一门课一个学科教什

么和怎么教的方法迁移改造之后用来回答确定另一节课一门课一个学科教

什么和怎么教的方法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从具体学科进入到了建立在具体

学科基础上但是已经超越了具体学科而是可以适用多个学科的教和学的理

论了。

原则上，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有没有确定一节课一门课一个学科教

什么和怎么教的方法的方法，我们是如何来创造选择和确定一节课一门课

一个学科教什么和怎么教的方法的。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回答清楚，实际上，

我们就到了可以不仅仅适用于找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的层面，有可

能可以到了有了适用于一般性的方法创造选择和确定的方法的层面。这个

时候，大概就到了一般性人类思维的层面。

其实，类似地，对于我们自己的工作任务，我们也可以先分解到这个任

务的内部，要完成什么子任务，这些子任务又如何完成，为什么要完成这些

子任务为什么要这样来完成，完成这个子任务对于整体任务来说有什么意

义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然后，跳出来，追问我完成这个整体任务对于我

自己完成其他任务，对于我的同组内的同事等成员，对于我们整个组，有

什么意义，应该如何相互协调来完成的更好；接着，再一次跳出来，追问，

我自己和我们组完成的这件事情对整个公司整个单位有什么意义，有哪些

相关的任务，如何协调起来完成的更好；最后，甚至进一步追问，我自己、

我们组、我们公司我们单位完成的这件事情对于整个行业、领域、国家甚至

整个人类来说具有什么意义，有哪些相关任务，如何协调起来完成的更好。

总结一下，通过层层递进地追问 WHWM，尤其是其中的为什么和有
什么意义的问题，往往可以使得我们自然地走达到上下层对象之间的贯通；

通过不断地追问 How，也就是怎么做、如何得到这个怎么做、如何得到如
何得到这个怎么做的方法以及不断地继续下去，就走到了更高层次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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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通过不断地从更高级别的单位的角度来问 WHWM，也可以促进走
向更高层次的贯通。后面我们会有具体的例子来展示这些问题的追问为什

么可以促进系统思维。

后面我们也将介绍更复杂的更专门的运用系统思维的方式。

1.3 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的区别

系统科学指的是运用系统科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来提出和解

决问题。在最高层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上，除了系统思维、批判性思维还

有科学精神和科学研究方法。系统哲学指的是主要是用系统思维，尤其是

片面放大的那些，例如“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涌

现性”、“传统科学只有还原论，也就是只有分解没有综合，而且还原论也

就是分解是落后的”，来企图指导如何认识世界，企图指导如何提出和解决

问题。

这世上有太多的系统哲学家，又只有太少的系统科学家。那么，系统哲

学和系统科学区别在哪里呢？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一条，就是哲学和科学的

区别：科学需要讲道理（演绎证明计算）和做实验检验，哲学只关注可以讲

道理但是暂时不能做检验或者不屑于做检验的事情。系统科学首先是科学，

所以，追求的是计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验检验相符；而系统哲学则只需要从

逻辑上，甚至从感觉上，看起来对这个事物的认知和认知方式有道理。

具体来说，系统哲学主要就是提倡系统思维，并且企图用系统思维来

指导人们的思考，指导人们提出和解决问题，但是又不关心这个问题能否

解决，解决得怎么样。于是，系统哲学家最经常说的几句话，就是“联系是

普遍存在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涌现性”、“传统科学只有还原论，也

就是只有分解没有综合，而且还原论也就是分解是落后的”。

我们来逐句分析。首先，“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这句话大概不能算错。

除了特别特殊的孤立系统，例如外太空中不受引力作用（其实往往做不到，

暂时，应该可以找到近似周围的天体对这个物体的合作用力为零的点）不

受空气阻力等任何其他物体的作用力的一个点和这个点上的一个物体，大

部分的系统都受到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物理的或者非物理的。对于哲学

来说，这句话就够用了，好像也说了点什么。但是，对于科学来说，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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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远远不够的：除非对于具体研究对象，我们能够找出来跟这个研究对象

具有相互联系的其他的对象，以及搞清楚这个联系，或者这句话能够帮助

我们搞清楚这些相互联系的对象以及联系，这句话对于科学研究者没有任

何意义。如果能够得到这些联系，或者帮助得到这些联系，那下一步的问

题，在科学中，就是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来对这些联系做分析从而提出和

解决问题。大致来说，我们的结论就是，“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是无用而一

般来说（除了特殊地为了搞出来孤立系统而构造的场景之外）正确的废话。

其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对这句话的庸俗的解释，可以这样来做：

在一个物理系统中，如果有两个元素或者说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之间没

有相互作用，那么，其物理量，例如能量就会有 ET “ E1 ` E2；如果两者

之间有相互作用，系统的能量就会有 ET “ E1 ` E2 ` V12。于是，非常自然

地，我们看到，如果两个子系统之间有相互联系，有相互作用，则自然地整

体（ET）大于部分之和（E1 ` E2）。并且，我们也知道多出来的部分是什

么——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能量。因此，“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一

句平庸的废话。当然，这句话还可以这样来解释：你把一堆没有拼装在一起

一起的自行车元器件和一个拼装起来以后的自行车相比，你会看到后者才

具有自行车的功能——人可以骑行，而前者没有这个功能。问题是这也是

显然的，因为你多了一个拼装的过程，只有拼装起来以后，元器件之间的

相互作用才存在了，之前的零散的元器件之间不存在拼装起来之后的相互

作用。唯一的一个说得过去的这句话的解释是关于涌现性的：一堆子系统，

放在一起，并且其自动施加或者认为施加某种相互作用之后，这个系统的

整体会出现一个每一个子系统都没有的行为。例如，一群连在一起的小球

构成的绳子会出现波，一群在晶格中的相互作用的电子（它是费米子）会

出现电量的运动和自旋的运动的分离，会出现只有玻色子才会出现的超导

现象。当然，如果你进一步考虑，你会发现，这个宏观整体出现了微观个体

没有的现象还是会回到第一种类型的平庸的废话上去。物理学的研究，例

如关于波和低温超导的研究已经表明，绳子上的集体行为——波和晶格中

电子的低温超导性，完全可以用一个包含了相互作用的能量函数——称为

哈密顿量，以及相应的这个哈密顿量下的动力学来解释。在绳子上的波上，

只需要运用牛顿方程考虑绳子的每个部分之间的力。在低温超导的上，只

需要考虑电子和晶格振动的相互作用，也就是电子声子耦合。耦合之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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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电子形成了玻色子，所以，电子才会有玻色子行为。原则上，物理学家

们也在探索高温超导的理论，而这个探索并没有超出考虑电子-声子相互作
用加上电子-电子的相互作用的范畴。只不过，我们我们确实还没有建立起
来高温超导的解释。大概原因在于电子-电子相互作用的强度不电子-声子一
般来说大很多，更加难以计算分析。也就是相应的动力学方程更难以求解，

而已。也就是说，在物理中，如果所谓的涌现行为——系统整体上会出现每

一个个体层面都不会出现的行为——可以通过现有的物理学框架，也就是

能量函数和相应的动力学方程来描述，那么，涌现也就不再神奇了。实际

上，我们物理系统的相变，系统的整体状态从一种变成另一种，都是这样得

到了描述的。因此，相变尽管还是很神奇，但是，并没有突破正确的废话的

层次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于是，我们得到结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要么是正确的废话，要么就是平庸的废话。

接着，“涌现性”。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物理系统出现的涌现性，

也就是系统整体出现了每一个系统的个体层面都没有的行为。因此，涌现

性首先就要求系统有多个个体。当然，严格来说，大于等于两个就可以称多

个。但是，实际系统中，往往需要达到很大的数量的元素才能出现这种每

一个个体都不具有的整体系统的行为。这被Philip Anderson（菲利普·安德
森）称为“more is different”（多了会不一样）。我们发现，一方面，物理系
统的涌现性我们还是在传统物理学科的能量函数和相互作用的框架内来描

述，而且很多都得到了这样的描述；另一方面，这并不伤害涌现性属于整

体行为这个事实。因此，涌现性仍然是系统科学很好的典型研究问题，或

者说，涌现性这个典型现象是如何出现在一个具体系统之中的，从这个具

体系统中涌现出来的，仍然是一个很好的系统科学的典型研究问题，但是，

这不表示我们不能从把系统分解而描述为下一层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之间

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个涌现性。因此，系统哲学把涌现性太多强调，近乎看

做不可解释的神迹，是非常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涌现现象可能很神奇，

离系统中单个个体的行为可能很远，但是其解释往往仍然是可以通过运用

科学研究方法和分解和综合来得到的。

“涌现性”还由另一个侧面：各个系统的具体行为，可能在个体的层面或

者在整体的层面，差异很大，但是，其实这些行为的涌现机制或者研究方法

具有共性。这被Leo Kadanoff（利奥·卡达诺夫）称为“more is the same”（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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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一样）。例如，系统科学就是在寻找提出和解决复杂系统的问题背后的

研究方法上的那个“一样”。

最后，我们来讨论最臭名昭著的“传统科学只有还原论，也就是只有

分解没有综合，而且还原论也就是分解是落后的”，以及相应的“西方科学

主要是还原论，东方（其实指的就是中国）是整体论，整体论是先进的，还

原论是落后的”。首先，“传统科学只有还原论”绝对是对传统科学，尤其

是物理学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解或者歪曲。我们人类一开始看到任何对象，

都是具有整体性的。例如，我们看到一个石头落下来，我们肯定把这个石头

看做整体。然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落体在后来我们知道空气阻力不强的

条件下，行为都差不多。于是，我们说，这个不同质量不同质地不同形状的

落体之间的共性，启发我们来构建一个落体的理论。我们先把这个自由落

体运动分解成一个两体系统——仅仅比整体的单体系统多一个对象——落

体和地球。然后，我们说，如果引入 FG “ mg 和 F “ ma 两个方程，前者

表示地球和落体之间的相互吸引作用，后者表示在单独一个物体上外力和

这个物体的运动状态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到对于任何物体，a “ mg
m

“ g。

因此，运动状态一样。这时候，你会发现，很自然，你就从单体系统都到了

多体系统，并且你的研究目标就是解释小球自由下落这个整体现象。因此，

为了解决整体层面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整体做某个分解，然后分解之后

运用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其他方法做进一步计算分析，再合起来回答一开始

的整体层面的问题，综合起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后面会发

现，综合这一步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完成，得到的结果也很可能不平庸。

但是，总而言之，分解之后需要走综合这一步，是很自然的。

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发现，某个重物下落的时候和这个最简单的两体

模型相差特别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把这个系统分解。例如，没准我们不再

能把这个物体看做一个没有体积和面积的理想小球（质点），而是需要考虑

这个物体的形状，或者没准我们不再能把这个物体看做是均匀的物体，没

准里面有不均匀的物质分布。比如说，一个外壳，里面一个密度更大的物质

构成的小球，中间刘彻空隙，甚至这个外壳本身还有结构——其质量分布

式不均匀的，或者内核的质量分布是不均匀的。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猜

测呢？如果你去观察过不倒翁的运动，或者一个蚕茧里面放入一刻钢柱再

封起来的物体的滚动，或者灌铅的骰子的翻转，你就知道，有的时候，你会



40 第一章 极简系统科学的极简版

产生一个内部有结构的猜想，然后这个猜想需要把这个“整体”进一步打

开，做分解，了解其每个部分的运动，甚至进一步的子结构，再综合起来才

能来更好地理解这个整体的行为。因此，先分解，再综合，是在传统科学研

究中非常自然的思维方式。

只不过，确实这里有一点点需要注意的地方。传统的物理学家可能确

实觉得分解出来的更小的子系统的行为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一旦我们了

解这些子系统自己的行为，再加上这些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

很“自然地”就得到整体系统的行为。于是，在物理学的研究实践中，确实

也更加强调分解的过程以及相应的方法、工具、概念。比如说，粒子物理学

在很多人看来是比凝聚态物理学、统计物理学更加“物理的”，因为前者正

好主要解决分解之后的子系统的认知的问题，后者主要解决已知系统的各

个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必要的话，子系统的各个子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

之后系统的整体行为的计算分析的问题。但是，这也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

或者说最多算价值倾向，而不是说，物理学家只注重分解，甚至只看分解，

脑子里面只有还原论，而没有整体论。

总结一下，在传统科学研究中，先分解，再综合，很自然很常用，同时

关注分解以后的个体和再次综合起来的整体，但是确实，在价值判断上有

一定的倾向性，认为分解的方法以及分解之后的子系统的行为的研究可能

价值更好，或者更加具有挑战性。因此，“传统科学只有还原论，也就是只

有分解没有综合，而且还原论也就是分解是落后的”这句话本身及时对传

统科学的误解或者歪曲。

我们再来看这句话的另外一个侧面，片面强调整体性而忽略还原论的

大问题。前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为了理解这个系统的整体行为，我们往往

需要走到这个系统的内部去，先分解，先打开这个系统，得到构成这个系统

的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然后，才能运用合适的计算分析方法来对这个具

有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做研究，才能认识到其整体行为到底怎么出现的。那

么，问题来了，如果你坚持整体论更先进，拒绝还原论，拒绝做分解（于是

也就没有了综合，不需要综合了啊），你能够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个整体呢？

举个例子，假设咱们总整体上了解了下面的事实：敲击某个石头可以用

来点火，吃某个东西例如杨树皮或者绿毛菌或者青蒿13可以治疗某个疾病，

13纯粹举例子啊，这些东西直接吃应该都没什么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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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作为一群科学研究者，可以怎么做？当然，停留在各自的整体的层面，

不断地去挖出来同样质地（甚至大小、形状、出厂日期和时刻，出厂那天的

风温度和水），不断地去扒树皮，找绿毛菌，挖青蒿，然后用它们固然也可

以。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大程度上利用这些事实来造福这会，你说怎么做？

很简单啊，用物理手段或者化学手段打开这个石头看看，识别出来到底这

个石头的什么材料或者什么特征使得它可以用来点火；用物理手段或者化

学手段分解开杨树皮、绿毛菌和青蒿看看，到底这些东西里面的什么东西

或者什么因素使得它们可以治疗某个疾病。然后，针对这些找出来的具体

因素，来选择、设计甚至生产更好的有相应的效果的物体。

当然，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不是一种物质或者一种特征使得这个物体

有了这个整体的作用，而是多个特征或者多种物质，甚至特征和物质这两

个维度的多个指标的组合才会使得这些物体有了这个整体作用。那怎么办？

找不到单一因素的，就不去找吗？还是，先尝试单一因素看看是否能够找到

谁在发挥作用，然后不行再去试试多个因素的情况？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

吗？例如，科学研究已经发现，药物副作用不仅仅需要单独考虑每一种药物

还需要考虑组合，重金属对人的影响也是如此，基因对生物发育的影响也

是如此，慢性病也需要考虑共病——例如得了某一种疾病的人可能具有更

大的几率得某另一种疾病或者同时得了某两种疾病的病人的生存机会和治

疗方案跟得每一种加起来的情况不同。

总结一下：没有还原的整体论要么什么都干不了，要么是非常危险的。

其危险性就在于，会抑制研究者去做分解和综合，而是仅仅停留在整体，没

有分解，没有还原，于是也没有了综合。

现在，我们来回到所谓西方还原，中国整体，西方思维落后，中国思维

先进，你看最终西方思维还得回到整体走到中国思维的说法。首先，前面已

经说了还原和整体的关系：还原以后的整体才是真正的整体，没有还原的

整体就是胡说八道，就是跟着感觉走，完全不可能开展任何严肃的科学研

究。希望回到的是还原以后的整体，而不是没有还原的整体。因此，不是说

中国的整体论就在山顶上等着希望爬上来呢，而是，还原论通过先还原再

整体根本就跟你不分界的还原不在一个层次。

其次，那为什么中国人历史上，确实更整体呢，而且是没有还原的整体

呢？这是一个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课题。我是科学家，我不懂。所以，下面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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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我的大胆的猜测。我认为这可能和中国古代的所谓学术界文化界主要

关注人的道德和心灵有关，而对比一下，古希腊人更加关注客观世界，尽管

古希腊之后西方很长时间也变得主要关注人。为什么关注人和关注自然会

不一样？因为自然容易研究，容易分解出来，把主要因素孤立出来，而人以

及人的道德和心灵基本上没法去分解出来。你关心一块石头下落，那基本

上和另外一块石头就没什么关系，你也可以进一步打开这个石头再来观察

和做实验。人呢？你能够比较容易地把人和其他人分开，把人的负责道德

和心灵的部分和其他部分分开，并且分开以后还可以做实验吗？直到今天，

我们才基本上刚刚开始用测量大脑活动的方式来间接地研究人的思考和意

识从而间接地研究人的道德和心灵。而且，我们关注道德和心灵主要还是

为了考虑人际关系和秩序的问题，因此，那就更加不能做分解了。因此，历

史上，我们甚至连用工具来做分解做测量的理念都基本没有。王阳明的“格

竹子”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盯着竹子不断地看，请问你能

够看出来点什么？

因此，尽管文化和历史方面，我根本就是一个小学生，我还是要强烈地

提出来对“西方还原，中国整体，西方思维落后，中国思维先进，你看最终

西方思维还得回到整体走到中国思维”的批评！一直不分解，就是要靠感

觉，靠整体感知来看整体，那我们这个国家的科学永远没戏！靠系统哲学，

而不是系统科学，那我们这个国家的科学永远没戏！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对系统哲学做了非常严肃的批评。那么，其真的

一无是处吗，需要被完全抛弃吗？不是的，其主要问题在于片面强调和没

有采用科学研究方法。而且，其片面强调，在当时甚至现在物理学界甚至

整个科学界对分解的研究工作更加推崇，认为还原的工作更加没有挑战性，

一旦解决了分解的工作之后综合那一步是简单的自然的，这个背景下，也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真正的系统科学欣赏者、使用者、学习者，需要

超越这个境界。

怎么超越呢？首先，坚持用科学研究方法（再次强调现实或者实验的启

发、概念和数学建模、实验检验、知识的系统化）及其背后的批判性思维，

尽量来解决实际系统的问题。其次，我们要把系统哲学对还原论和整体论，

分解和综合的态度改成类似下面的表述：

• 联系存在的时候，如何把联系显示出来，如何描述这个联系，如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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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联系做分析，并且对分级结果做检验，

• 涌现性：系统整体确实会出现其每一个个体都没有的行为，甚至还会
出现这样的整体行为的转变，如何建模描述这个它，并对这个描述做

检验，

• 传统科学分解和综合就是相互配合的，没有还原的整体论是没用的和
危险的，但是，确实综合这一步不是平庸的，可能要求新的计算分析

方法，可能会导致新的涌现行为的出现。

1.4 本章小结和后续章节主要内容

在这一章中，我们先做一个关于学科大图景的铺垫，也就是讨论了什

么是和为什么在学习、研究和应用某个学科的时候需要掌握这个学科的大

图景。然后，我们非常粗糙地简要地展示了系统科学的学科大图景。最后，

我们讨论了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的区别和联系，并且呼吁大家不要去做系

统哲学家，而是要去做掌握了系统思维的科学家。

对于最没有耐心的，或者已经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本章内容的读者来说，

对于大概掌握什么是系统科学这个目的来说，本章的内容就够了。在本章

最后，我也把我在《系统科学导引》[4, 5] 对系统科学的总结稍作修改，分
享在这里。

系联 “ 联系 1` 联系 2` 联系 3 ` ¨ ¨ ¨

从具体系统中来，到具体系统中去

从孤立到有联系，从直接到间接，从个体到整体，上下左右贯通

More is Different, More is The Same
（一片两片三四片，构成系统出涌现；五片六片七八片，飞入系统都不见）

这里的每一行未来大家都会进一步体会到。

除了总结性章节，后续每一个章节，就是用案例来体现系统科学的典

型思维方式和典型分析方法，有的时候也用那些案例来展示一下系统科学

的学科典型责任，帮助你建立起来一些信心——系统科学确实是可以把某

些不用系统科学解决得不够好的问题解决的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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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即将开始一个美丽、有挑战性、有收获的旅程。祝大家旅途顺利，

有痛苦有快乐，于是享受痛快。



第二章 什么是科学

Science is a way of thinking much more than it is a body of
knowledge.

科学更多地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仅仅是一团知识。

– Carl Sagan

如果只能在“系统”和“科学”里面选一个，那么，系统科学就算没有

系统，也不能没有科学。因此，我们这一章先来体会一下什么是科学。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科学就是科学知识。例如，物质由分子和原子

构成，食盐是氯化钠（NaCl），日地距离是 149,597,870 公里，地球半径是
6357 千米，二二得四（2 ˆ 2 “ 4），三角形内角和是 180˝1，直角三角形的

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其斜边的平方，真核细胞包含细胞膜、细胞核以及其

他细胞器，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科学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个学科的学科概念知识或

者事实性程序性知识，都是科学研究科学探索过程的结果。因此，科学更应

该说，是科学研究科学探索的过程，以及指导这些过程咱们做的超越学科

概念知识和事实性程序性知识的那些更加高层的知识。那么，科学研究和

科学探索靠什么，那些更加高层的知识是什么呢？

1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数学知识，当还没有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的时候，当从
现实世界之中抽象提炼出来以后，算不算科学知识？严格来说，不算。后面，我们会谈到
为什么不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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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以及批判性思维

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研究方法？

我们忽略更加细节层面的例如用望远镜来观察天体，用显微镜来观察微生

物，用脑成像仪器来观察人类的思维和情感等的所谓方法，科学研究方法

可以提炼为下面这个过程：现实或者实验的启发，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实

验检验，以及知识的系统化。

现实或者实验的启发指的是，通过观察现实以及相应的经验体验，或

者根据对现实的观察以及相应的经验体验而进一步设计的实验（跟现实相

比，往往主要因素更少，更突出，并且测量起来更方面），来提出问题和提

出猜想的过程。概念建模指的是，对现实对象通过归纳和分类等方式，抽象

出来一些这些对象的共性特征，从而得到外延指代明确，内涵往往可以被

明确地表达出来的一个指代这些外延和内涵的词或者符号的过程。数学建

模指的是，用一个数学结构来描述这些概念对象，以及这些对象之间的关

系如果有多个对象的话。有了描述对象关系的数学结构或者说数学表达形

式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对这个数学表达结构做运算，得到一些计算结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科学研究方法的下一个环节——实验检验。也

就是，把上面得到的计算结果，在最接近计算时所假设的场景的现实场景

下，来和对现实场景所做的测量的结果，作比较。如果计算结果和测量结

果在误差范围内相符，并且原则上，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个相符的程度，只

不过由于计算误差或者测量仪器的误差，或者其他非关键因素造成的影响，

暂时还不能更加相符，则我们可以认为“实验检验没有证伪或者说否定概

念模型和数学模型”。然后，我们需要在多个这样的场景下来重复这样的对

比，最好是某些参数改变了之后再一次来做这样的对比。如果计算结果和

测量结果仍然相符，那我们就可以认为，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正好描述了

相应的现实场景的可能性比较高。

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实验检验永远没有办法验证概念模型和数学模

型，因为任何有限次的实验仅仅能够证明，迄今为止，我们的概念模型和数

学模型还不是错的。当然，随着检验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个概念模型和数学

模型正好描述了相应的现实场景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但是永远也不会等

于 1，也就是完全可靠。这就是Popper的科学的可证伪性的概念。我们稍后
会回到这个问题。现在，暂时，我们把经过了大量实验检验的命题，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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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就当作科学知识。

最后，知识的系统化指的是当我们积累了一定量的概念、模型和命题

之后，我们希望来把这些概念、模型和命题联系起来达成以数量最少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假设为基础，通过逻辑演绎关系就可以得到这些概念、模型

和命题，同时也就实现了最更大的统一性的追求——也就是尽可能地用统

一的理论来描述更多的看起来不同的现象。这一点，在物理上尤其量子力

学和电动力学上有很好的体现，在数学上尤其是在了平面几何以及微积分

有很好的体现。在这里，我们选择数学的例子。

其实在Euclid（欧几里得）之前，人们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概念和命
题，但是由于这些命题之间的关系比较零散，使用和学习这些命题比较复

杂。那Euclid就完成了对这些命题的梳理，使得这些命题成了一个从最基本
的定义和假设出发就可以得到的一个有联系的知识体系。注意这个梳理是

非常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第一，面对几百个命题，你怎么才能反向推理

得到那些最基本的命题和概念从而把所有的命题都变成这些最基本的命题

的逻辑演绎推理的结果呢？第二，为什么会选择依靠逻辑演绎推理来当作

主要关系呢？而且，竟然这样的一个体系搞出来之后，平面几何的基本体系

这么些年就不需要太大的改变。

微积分的发展也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首先，受到物理学（主要是运动

学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启发，结合曲线的切线，序列的求和，曲线下

的面积，函数求极值等等数学问题的启发2，Isaac Newton（伊萨克·牛顿）
和Gottfried Leibniz（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几乎同时独立地提出了导数
的定义。顺便，我们今天用的名称和符号大部分来自于Leibniz。Newton把
微分（导数）和积分称为我们今天已经基本不用的流数和反流数。但是，那

个时候定义的微分有很大的问题，更多地是一个计算的技术，而且依赖于

一个说不清楚的“无穷小”的概念。

2注意，这里看起来不起眼的“启发”两个字包含了历史上大量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贡
献，例如René Descartes（勒内·笛卡尔）的坐标系把图形和曲线结合起来，Galileo Galilei
（伽利略·伽利莱）把运动学的研究从速度转向速度的改变，祖冲之的内外正多边形夹逼来
计算圆的周长从而得到 π 的近似值，Bonaventura Cavalieri（卡瓦列里）通过Cavalieri 原
理来构建面积到体积的关系，Zeno（芝诺）提出的对瞬时速度概念的挑战，等等等等。原
谅我这里为了突出后面的系统性忽略了前面的启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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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计算 x2 的导数的时候，我们先计算一个除法，

px ` ∆xq2 ´ x2

∆x
“

x2 ` 2x∆x ` ∆2x ´ x2

∆x
“ 2x ` ∆x, (2.1)

然后，让这个出现在商里面的 ∆x变成零。看起来好像能算，但是其中有严

重的逻辑问题：例如，实际上上面的除法算式是一个 0
0，因为反正我们最后

需要让 ∆x变成零；此外，既然 ∆x最终需要变成零，那么为什么不在得到

商之前就让它变成零，非得在得到商之后来做；这导致 ∆x 有的时候得当

作零，有的时候不能当作零，甚至得当作一个趋于零的过程，那么，这个过

程还是一个合理的数学对象吗？这被称为第二次数学危机3。

于是，后来的数学家就要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使得每一个概念和命题

以及相应的计算在逻辑上说得通，第二最好找到一个定义和假设的起点，并

且这个起点包含的定义和假设越少越好，就可以得到上面这些概念、命题和

计算。这些数学家包含4把序列极限的概念严格化的Augustin Louis Cauchy
（奥古斯丁·路易斯·柯西）（序列的柯西收敛性）和Karl Theodor Wilhelm

Weierstrass（卡尔·特奥多尔·威廉·魏尔斯特拉斯）（序列极限的 ϵ ´ N

语言和函数极限的 ϵ ´ δ 语言，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微的函数），构建起来

从柯西收敛到序列收敛所需要实数的公理化定义尤其是其中的实数的完备

性的Julius Wilhelm Richard Dedekind（尤利乌斯·威廉·理查德·戴德金）
，走通了微分和积分联系所需要的中值定理的Joseph-Louis Lagrange（约瑟
夫-路易斯·拉格朗日）。因此，我们今天学习微积分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成
体系的微积分，从集合和映射，学习到实数以及实数上的闭区间到自身的

连续映射的不动点定理，到数列和数列的极限，到函数的极限，到微分（导

数），到中值定理，到 Newton-Leibniz 微积分基本公式，实际上是前辈数学
家不断地把微积分严格化和系统化的结果。实际上，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集合又是怎么定义的。这个问题引发了第三次数学危机，并且使得

数学发展出来了集合的公理化定义以及范畴论。

现在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科学研究方法，就可以来领会什么是科学精神

了。那就是，任何需要或者会影响现实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都需要运用

科学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因此，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逻辑上说得通（基于

3不能表示为两个整数相除——也就是有理数——的无理数的出现算第一次数学危机。
4同样，原谅我这个懂点数学的物理学家仅仅列出来其中的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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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逻辑的计算和证明），而且可以通过实验检验。在个人的层面，我们只

能把经过了自己的理性检验的概念和命题或者说知识当作进一步认识世界

的基础，而理性检验就包含逻辑上说得通以及可以通过实验检验。当然，不

同的学科略有不同。数学只要求逻辑上说得通就可以，但是科学强调两者

都走得通。如果实在暂时存在逻辑上说不通，在后续继续开展研究争取逻

辑上说得通的前提下，只需要可以通过实验检验也可以。这个面对世界的

态度——不能通过自己的理性检验的东西就不接受，不用来当作进一步理

解世界和做决策的基础——被称为批判性思维。也就是说，科学精神不过

就是用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研究方法背后包含的批判性思维来解决所有

——直接和间接和现实世界有关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现实世界——的问题。

当然，你问我，有没有完全直接或者间接不影响现实的但是人们还在

思考的问题？注意人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人的思想和思考也往往是直接或

者间接来自于和影响现实的。我认为几乎没有，但是不敢断定完全没有。因

此，我认为几乎任何问题都应该用科学研究方法并且遵循批判性思维来开

展研究，来回答，来检验。但是，你一定要问我，是不是完全就没有不这样

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我不敢断定。比如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

都是直接和间接影响现实的问题。有人说，人文学科中研究者提出和在思

考的问题，是不是就不是直接和间接影响现实的问题，就不应该用科学研

究方法和批判性思维来研究回答和检验了？我个人相信这是对这个问题的

研究还没有到达足够深入的层次，还不能用实验和测量的方式来获得启发

和检验，或者还不能用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来描述。只要继续研究下去，向

着可测量的方向，必然有一天会走到需要采用科学研究方法和批判性思维

来研究回答和检验的层面。例如，在没有脑活动成像的实验设备之前，对

于思维活动的研究只能靠研究者主观去猜（所以心理学上有精神分析法和

四体液理论），尽管有了实验设备还是只能够间接地研究思维活动——也就

是通过研究思维活动发生的时候的脑的物理化学信号的活动来研究，但是，

很有可能，继续沿者这个方向，有一天我们是可以研究意识本身的运动的。

一旦我们对意识的研究能够取得突破，那么，例如人文学科之一的艺术创

作也就成了一个可以用科学研究方法来开展严肃研究的对象了。因此，我

个人相信，这世上，不存在不能科学研究方法和批判性思维来研究回答和

检验的问题，如果看起来有，那也仅仅是暂时看起来如此。我这样的想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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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信仰，有的时候，被称为“科学主义”5。所谓信仰的意思就是当前条

件下还不能被逻辑和实验严密论证，但是，某人或者某些人选择了相信的

命题。

批判性思维第一次被明确提出来是在Descartes的《谈谈方法》[6] 一书
中。Descartes提出来批判性思维的动机是回答什么是可以永恒成立的数学
知识，以及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很有可

能，前人形成的知识会被后来人推翻，后来人的知识又会被后后来人推翻。

为此，Descartes提出来如下的方法6，

1. 凡是我自己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东西，我绝接受它，把它放在脑子里面，
用它来进行下一步思考；

2. 如果问题比较麻烦，则分成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来思考，逐个解决；

3. 按照次序进行思考，从最简单的开始，到复杂的，如果找不到内在的
顺序，也设定一个顺序；

4. 回顾是否做了全面的考察，彻底的考察。

今天，我们往往把第一条叫做批判性思维——只有经过理性检验的概念和

命题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结合物理学的发展稍微拓展

一下理性检验的内涵，除了Descartes的逻辑演绎，我们还包含了来自于物
理学的实验检验。

下面为了加深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解，我们去看看历史上科学研究方

法之中的每一条是如何被创造或者提炼出来的。不过，这是物理学家的物

理学史，不是历史学家的物理学史，因此很多地方时间顺序上是不对的。我

们更家关注逻辑顺序。在那之前，我们来补充科学研究中另一个非常重要

5注意，科学主义并不主张科学的结论、科学的当前知识都是正确的，超越其他学科的。
科学知识不过是科学研究研究方法和批判性思维用于研究科学研究对象得到的结果。如果
有了新的现象，当前的知识显然是可以并且需要被挑战的。科学主义仅仅主张无论什么问
题，都应该采用科学研究方法和批判性思维来研究。当然，反过来，对于不测量不受现实
启发就开始的思辨研究，不尽量概念化和数学化的研究，不做实验检验的研究，科学主义
确实是鄙视的。

6不是原文，而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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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思维方式，尽管通常没有被放到科学研究方法之中。这就是分解和

综合。

2.2 从“布朗运动到分子”看到分解和综合

分解的含义是我们把一个研究对象打开进入到这个研究对象的内部看

到其内部的元素以及这些内部元素往往具有的相互作用。综合的含义是在

把一个对象的内部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之后，来描述或者解释

这些元素构成的整体也就是原始的对象的行为和属性。分解和综合还可以

嵌套使用。也就是，不断地把一个元素当成整体对象，去做其下一层的分

解，以及不断地去把已经搞清楚的下一层合起来来看到上一层。综合还指

把和当前对象紧密7相关的同层对象纳入进来组成更大的整体，来理解和回

答这个更大的整体的问题，甚至更进一步，从这个更大的整体的角度来看

当前层的个体再整体中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在转动的不倒翁，我们会发现其行为和完全各

向同性的物体不太一样。当然，如果你懂得物理，你会猜测这是重心低的缘

故。但是，就算你不知道，那你自然地就会去想我打开一下这个不倒翁，看

看里面是什么。类似地，如果你遇到一个行为不一般的骰子，对方可以任意

控制其哪一面是正面，就可以去打开这个骰子看看里面是否灌水银了。我

很喜欢小的时候我父亲给我做的一个玩具——把蚕茧打开，放进去小钢珠，

再缝上。然后，拿着这样的蚕茧和真的蚕茧去滚动，猜猜哪一个是不一般的

蚕茧。制作这个蚕茧仪器，插入一张图，两个蚕茧滚动的一个对比画面，以

及打开两个蚕茧的样子。 你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真假蚕茧的行为大概可

以分成两类，然后分别打开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两类背后有物理上的区

别——一个是由蚕茧外壳和蚕蛹构成的，一个是由蚕茧外壳和钢珠构成的。

那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上，有没有一个体现综合和分解的例子呢？其

实，绝大多数物理学研究中，分解和综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布朗运

动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来回顾一下从发现布朗运动到确立物质是

7判断是否紧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实在不行，就试错——包含少量的同
层对象和相互作用，看看是否把所感兴趣的上层对象的问题解决得更好了，是否还可以和
有必要通过包含其他对象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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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子构成的这个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分解和综合。

按照我们现在的知识，有些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原子先通过原子间相互

作用形成分子，分子再通过分子间相互作用形成物质（物质再构成物体，不

过在这里我们经常不区分物体和物质），例如液态水；有些物质是由原子直

接构成了晶格结构，不需要在中间层次构成分子，例如固态金属。不过，我

们总是可以粗糙对说，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一个或者多个原子

构成的。

其实，提出来物质应该是由一些最小单位构成的，若干个这样的最小

单位加上空隙的组合构成的物质，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说并不难。实际上，

古希腊的哲学家Leucippus（留基伯）和Democritus（德谟克利特）就提出和
发展了这个猜想8。如果你试着去切开一下某种物质，然后发现，一定程度

上，这种物质还是这种物质，就会自然地提出这个猜想。但是，很长一段时

间内，这个仅仅是猜想，因为验证这个猜想需要技术上很晚才发展起来的

实验手段。例如，今天，你可以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来直接看到分子，你还可

以通过光谱、质谱和 X-射线成像等方式来直接间接地观测分子。但是，这
些都是物理学发展到专门研究分子原子以及亚原子世界的量子力学之后的

事情。那么，在那之前，人们是怎么来验证物质由分子构成的呢？

尽管在这一节中，我们会把重点放到Robert Brown（罗伯特·布朗）所
发现的Brown运动和Albert Einstein（爱因斯坦）的解释Brown运动的分子
运动论，但是，我们还是把原子分子论的提出也稍微介绍一下。

基于Leucippus和Democritus的原子论哲学思想，以及基于原子相对质
量的间接测量，例如通过测量同温同压下不同气体的密度9，John Dalton
（约翰·道尔顿）提出了有一定科学证据的但是还不是完全正确的原子说。

其中一个重要证据是定比定律，也就是，在一种由两种原子构成的物质中，

两种原子的数量的比例往往是一个固定的数。今天，我们有了现代化学知

识，当然知道，这是因为两种元素的原子核外最外层电子需要用某种方式

适配。例如，每一个氧原子 O 最外层有 6 个电子倾向于得到两个电子凑满

8实际上，Leucippus和Democritus把这个最小结构称为“原子”。稍后我们会解释分子
的概念的提出。

9注意，按照现代科学知识，这时候测量到的其实是气体分子相对质量。不过，当时，还
不能区分气体分子和气体原子，没有单原子分子或者多原子分子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
里也暂时说这个测量可以得到原子的相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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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层 8 个（为什么 8 个是满壳层，为什么倾向于凑满 8 个，需要由量子力
学来解释），每一个汞原子有 2 个电子倾向于失去这两个电子使得剩余的电
子满壳层，于是，刚好氧化汞的原子数比例是 1 : 1。类似地，铝原子的最外
层是 3 个电子，倾向于失去这三个电子使得剩余的电子满壳层，于是，刚
好氧化铝的原子数比例是 3 : 2。当时，是先发现这样的固定比例，然后来
猜测其原因。其中一个猜测就是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

那为什么会进一步发展为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

呢？人们发现，前面所说的定比定律在很多时候不对：实验上观测到，就算

对于同种原子构成的“物质”这个确定的比例可以是不定值。例如在由氧原

子和铁原子构成的物质，就会出现这个不定值。当然，今天，我们有了现代

化学知识，当然知道，这是因为氧和铁的化合物有两种：氧化铁和氧化亚

铁，而它们各自的氧原子和铁原子的比例是 3 : 2 和 1 : 110。或者，我们写

成 1.5 : 1 和 1 : 1，因此，只要我们调整一下氧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比例，我
们可以把氧原子和铁原子的比例在 1.5 和 1 之间随意调整。

Amedeo Avogadro（阿莫迪欧·阿伏伽德罗）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且
提出了分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原子构成分子，并且可能可以构成多种原子，

对于给定的分子其中的各个原子的数量比例是确定的。你看，这样，就可以

发现，对于氧铁化合物的混合物，这个比例既可以是 1.5 : 1（全部都是氧化
铁）也可以是 1 : 1（全部都是氧化亚铁），或者它们之间的任何值，只要调
整氧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比例。顺便一旦有了分子的概念，就有了单质和化

合物的区别，单原子分子和多原子分子的区别，也有了化学纯的物质和混

合物的区别。单质（化合物）是由单一（多）种类的原子构成的，单（多）

原子分子的每一个分子内有一（多）个原子，化学纯的物质（混合物）具有

单一种类（多种）的分子。

因此，从物质由原子构成到物质有分子构成（单一物质对应着单一分

子），分子由原子构成（每一个分子由比例固定或者说数量也固定的原子

——后来知道通过获得和失去电子或者共享电子——构成），这样能够解释

的事情就更多了。原则上，再往下走，就要去看原子在构成分子的时候的结

10在氧化铁中，铁原子失去 3 个电子，而在氧化亚铁中铁元素失去 2 个电子。铁原子的
最外层有 2 个电子，一般来说应该是倾向于失去两个电子。但是，铁的次外层电子也不稳
定，非常容易失去，于是就有了失去三个电子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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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了。看到了，那就是直接证据。不过，那个时代我们并没有准备好这样的

观测设备。

因此，上面的这些都是按照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猜出来的，尽管猜出

来以后可以解释更多的现象了。那么，有没有其他的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

比较直接实验证据呢，在当时的观测条件下，不用到电子隧道显微镜等设

备的前提下？有，Brown 运动。
Brown 运动是由植物学家Brown在研究仙女扇（Clarkia pulchella）的

受精过程中发现的。Brown先发现了在水中的活体花粉再显微镜下的近乎
杂乱无章的振动型的运动。图 2.1 可以当作一个布朗运动的例子。然后，他
猜测，这可能是雄性花粉颗粒的某种有一定目的性的行为。于是，他就用

了确定已经死掉的花粉重复了这个实验，竟然也发现了同样的运动。于是，

那就不是花粉的死活和性别的事情了。后来这个实验就被拓展到了各种小

颗粒上，例如灰尘，石墨小颗粒等等等等。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这个运动

不会停下来。有人真的观察了一年，一直都不会停。顺便，为什么这个一直

都不会停是重要的呢？因为这个运动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花粉放进去水里

面引起的扰动。按道理，这个扰动随着时间会效果逐渐消失的11。因此，既

然不停，就表示不是花粉放进去这个动作带来的扰动。从各个小颗粒都有

来看，又发现，大概率不是因为这些小颗粒，而是因为水。

那到底水里面的什么使得这个运动产生而且一直不停呢？Einstein解决
了这个问题：因为水分子对小颗粒的撞击。当颗粒比较大的时候，每时每刻

或者说很短的时间间隔内，来自于各个方向的撞击平均起来刚好相互平衡，

因此大颗粒基本看不到在水中的杂乱无章的振动型的运动，除非放进去的

时候引起的扰动。当颗粒足够小的时候，每时每刻或者说很短的时间间隔

内，小颗粒只受到来自于很少的某几个方向的撞击，因此小颗粒就会感受

到里的作用，从而产生杂乱无章的振动型的运动，而且这个碰撞和运动只

要有水分子在，就不会消失。

那你可以问，肯定是水的单个分子的作用吗，而不是若干个分子组成

的小团的作用吗？也就是，水分子可能不是独立碰撞小颗粒的单元，若干个

水分子构成的小团才是独立碰撞小颗粒的单元。这无所谓的，那你就把这

样的小团叫做你这种物质的分子——某种意义上整体运动的代表了这种物

11先不要问我，物理上为什么会逐渐消失，但是，生活经验中，确实扰动会逐渐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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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一杯子脏水显示的粉尘颗粒的 Brown运动。彩色部分记录了所跟踪
的三个粉尘颗粒一段时间的轨迹。图片从 Youtube 视频“Physics of Life -
Brownian Motion and Brownian Motors”12截取。

质的最小集团。

那你可以问，水分子在没有小颗粒放进去的时候，仍然会这样运动吗，

分子之间相互碰撞？然后分子其实也展现这样的杂乱无章的振动型的运动。

有可能。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有可能还跟温度有关。温度越高，分子自己

的这样的运动——允许我偷懒就称之为分子的热运动——会强度越大。这

个你可以从温度越高的水往跑热气越快这个观察猜出来——往外跑气就是

分子动啊动，挣脱了水面的束缚。于是，你猜测，布朗运动的某种观测量，

也应该和液体的温度有关。

这就进入到了科学研究的测量的阶段。经过测量，发现，不同时刻的小

颗粒的运动几乎是统计学上不相关的，下一个时刻的运动方向是各个方向

等几率的，从一个时间起点和相应的位置原点开始统计13平均运动距离和时

间有 s̄29t 的关系。注意，这里的平均距离的计算方式是，先求一个平方然

后求均值。因此，如果还原到距离，那就是正比于
?

t。

Einstein根据分子动能和温度的关系，从分子动能到受力的推理，各个
方向的受力到正态分布的推理，计算 [7]得到了和上面的关系相符的理论结

13在这里，统计的含义是多次实验，取平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VeBxtZbj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VeBxtZb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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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14，

s̄2 “ 2Dt “
2KT

f
t. (2.2)

其中 K 是一个常数（成为波尔兹曼常数），T 是温度，f 是摩擦系数。你可

以看到，这个距离和温度成正比，和时间的开平方
?

t 成正比。

我们就不去严格重复Einstein的计算过程了。我们来跳出来，看一看，
Brown 运动和相应的计算分析，怎么就证明了水是由水分子构成的。首先，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任何悬浮在水中的小颗粒，这个现象都有。因此，只能

从水找原因，而不是从小颗粒找原因。原则上，你如果怀疑水不是纯的，那

可以先蒸馏，或者先用化学反应来检验，直到里面确实除了水什么也没有，

再来重复这个实验，验证仍然有这个运动。或者反过来，往水里面加入任

何其他的不溶解于水，甚至溶解于水的杂质（只要别太多，把水都吸收了，

或者搞成摩擦力很大很大的浓稠的泥浆了），也可以验证这个运动仍然可以

观察到。也就是说，尽量排除其他一切可能的因素，得到只要有水存在就可

以出现这个现象。甚至更进一步，只要有液体存在，就可以出现这个现象。

不过，在这里，我们仅仅用水中的Brown 运动当例子。于是，我们就得到，
原因肯定就在水上。

得到这个原因之后，反过来从运动和受力的关系，我们就发现，这样的

运动肯定时时刻刻要受到不平衡的力的作用，否则不会出现运动诡计上的

折线——折线意味着运动方向上短时间内的快速改变。那么，这个力来自

于哪里呢？只能来自于水，前面我们已经把其他因素都剔除了，来自于水对

小颗粒的作用。接着问，什么作用，怎么作用的？从折线运动特别像碰撞，

自然就能猜测出来，可能来自于水里面的某个东西对小颗粒的碰撞。水里

面的这些东西还得基本上是独立的运用，而且是在水整体上不存在运动的

时候，这些东西还能够独立运动。于是，这些东西只能是水的独立运动小小

颗粒。

进一步，基于这个逻辑推理，结合当时统计物理学已经给出的速度分

布律，已经可以从力学中得到的碰撞的规律，已经在数学上准备好的正态

分布函数，就可以建立起来一个数学模型，来算一算这个现象当中的那些

可观测量会有什么结果或者什么关系。发现，其中的关系还真的和实验测

14采用了 [8] 的记号来简化了 [7] 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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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结果相符。这就是整个上面的过程。于是，这个水的独立运动的小小颗粒

也就基本可以认为其存在了。至于其是否被称为水分子，或者和其他方式

测量得到的或者定义的水分子（例如前面提到的当作物质的化学性质的基

本单位的分子）是否一致，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

我们来看这里面用到了哪些科学研究方法，或者说，如果回到当年，可

以从这个过程中提炼出来哪些科学研究方法？首先，现实和实验的启发——

通过观测和测量来得到现实和实验的启发。接着，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以

及这过程中的抽象和逻辑推理——通过尝试各种小颗粒来得到肯定来自于

水，通过基于力学和参考碰撞来得到肯定来自于水的独立运动的小小颗粒，

并且结合统计物理学的速度分布律还有数学的正态分布建立和求解数学模

型。然后，对比实验和理论以及进一步的检验——实验和模型计算结果相

符，而且原则上可以调整温度、摩擦力等参数来给其他实验做预测，进一步

检验这个模型计算结果。最后，概念和方法的系统化梳理。这其中有水分子

（水的独立运动的小小颗粒）的概念，有用带时间的随机分布函数来描述物

理系统的状态的概念（背后更深刻的是随机微分方程的概念），有演绎逻辑

在发挥作用，有科学精神（理论结果一定要和实验相符，理论结果本身一定

要符合逻辑）在发挥作用。更重要的，这里还有分解和综合在发挥作用。

分解和综合体现在哪里？首先，我们观测到花粉小颗粒的运动，然后走

向了原因肯定来自于水和花粉小颗粒的相互作用。这里，从花粉小颗粒自

己，走到花粉小颗粒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就是一个分解和综合——从仅仅

关注小颗粒和环境中的小颗粒，走到了同时关注小颗粒和环境。接着，我

们发现，任意的足够小的小颗粒都行，走到了关注这里的环境，也就是水，

这也是分解和综合，只关注小颗粒和环境中的环境。然后，我们根据力学，

从关注水走到关注水它自己里面的独立运动的小小颗粒——因为观测到的

花粉小颗粒的运动特别像碰撞。这是研究对象上的分解和综合。其实我们

还有知识上的分解和综合，我们从一个力学现象，结合了统计物理和数学，

合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先主要关注研究对象上

的分解和综合。

分解和综合是科学研究中非常自然而常用的方法。任何一个现象或者

属性，我们都自然地想找到为这个现象负责的最基本的单位。例如常温常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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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大块食盐是食盐——吃起来咸的颜色是白的密度是某个具体数值15，

切下来一小块往往也还是食盐，但是是不是不断地切下去还保持食盐是食

盐呢？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保持性质的最小单位，再切下去就不再能保

持这个性质的单位，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单位作为食盐的典型代表来开展

研究了。甚至再往下，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切分，以及研究食盐和其他物质的

转化关系来研究这个基本单位有没有更加基本的但是不再保持其物理化学

属性的结构。例如，我们把食盐和浓硫酸放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把食盐

和硝酸银放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电解食盐看看会发生什么，把食盐放

水里溶解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钠元素和钠离子，氯元

素和氯离子。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把钠离子或者氯离子用某种方式来打

开，或者发生转化，或者和其他的东西发生反应，来看看钠离子或者氯离子

有没有更加基本的结构。原则上，除非我们发现，最后有一种（或者非常有

限的几种，而且还得从原理上而不仅仅是技术上就不能再分）基本结构可

以构成所有的物质，我们总是可以不断地这样分下去。

注意，每一次这样的分解，实际上，我们都会转移我们对上一级结构关

注，而把关注点先放到分解出来的子结构。当然，如果我们每一次都能搞清

楚分解出来的子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实际上，我们的信息仍然是完

整的。也就是说，在我们需要回到上一级结构的时候，我们仍然具有得到上

一级的结构的属性和行为的所有的信息。在实际研究中，我们也往往是因

为对上一级结构的属性和行为的关注才走到下一级结构的。因此，把上一

级结构所包含的所分解出来的每一个下一级结构研究清楚以后，再一次回

到对上一级结构的理解上去，也是很自然的任务。这就是综合。

但是，我们将来会发现，综合的这一步，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这一步

的计算分析比较难，因为除了各个下一级结构还有这些结构之间的相互作

用。第二，上一级结构的属性和行为和下一级结构的属性和行为之间可能

会超越简单的加总的关系——当然者也很好理解，只要相互作用对上一级

结构的影响不可忽略，其整体行为就可能和每一个下一级结构或者其加总

不同。前者被称为相互作用系统的计算问题，后者被称为涌现性。因此，综

合往往不是平庸的一步。

15别问我具体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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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亚里士多德看到物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

大约再最早的时候，连哲学和数学都是不分家的，一切需要用到智慧

的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其词源上由两个希腊
语单词“philia”（“爱”）和“sophia”（“智慧”）构成，合起来就是“爱智慧”
的意思16。也就是说，只要开始思考，开始问问题，就算哲学的缘起。当然，

具体考证哲学在哪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不是本书的主题了。不过，从现

代科学的角度，我们继承和发展的主要是来自于古希腊的哲学。因此，我

们就直接从古希腊开始。在Aristotle（亚里士多德）之前，大约哲学和数学
已经初步分开了，尽管那时候仍然很多数学家也同时是哲学家，例如Plato
（柏拉图）和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按照Plato的说法，大概来说，数
学就是完全关心理念世界的，永恒的。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数学的发展

也往往受到现实世界的启发，尽管确实不屑于接受现实世界的约束和检验。

哲学呢，那时候，就是爱智慧之中除了数学的部分。原则上既可以是价值观

的部分，例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是否应该有信仰，也可以是和现实相关

的部分，例如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这些人从哪里来，最终去向哪里，等等。

这个时候，Aristotle出手了 [9]，把哲学分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metaphysics）”和第二哲学——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或者说接
近我们今天说的物理学的那个学科。那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形而上学我

不懂，大概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意思。那至于经验世界又是什么，我就更加不

懂了。自然哲学，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并且只说其中我能够看懂的部分，就

是那些关于运动和变化的学问17。换成今天对哲学和物理学的理解，重新来

“阐述或者表述”——其实是“歪曲”——Aristotle的意思，那大概可以说，
第二哲学是关于可测量的对象的研究，而第一哲学是关于不可直接测量但

是仍然和可直接测量的对象有关的对象的研究。于是，我们就清楚地知道

了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一切可测量的东西。当然，那个时候，其实测量手段

有限，是不是除了长度（以及基于长度的面积、体积）和重量之外就没什么

可测量的东西了。时间大概也是可粗糙测量的。于是，物理学也就主要研究

这些对象了。因此，物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就基本明确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16见例如https://www.worldhistory.org/philosophy/。
17Aristotle用的是质料、形式、目的和动力来描述事物的运动。这些我都看不懂。请大家
允许我偷懒，仅仅转达那些我凑合着能够看懂的东西。

https://www.worldhistory.org/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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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有了研究对象，只要我们提出问题，找到研究方法来回答问题，就可

以发展出来一个学科的概念体系了。因此，把物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是

物理学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尤其是考虑到前人，例如Zeno对运动的存
在性和描述的可能性的挑战。

Zeno有多个佯谬来论述运动的不可能性和对运动的描述的不可能性。
这些问题直到近代数学发展出来以后，才得到解决。因此，这些问题可不是

没有意义的，也不是容易被对付的。其中，“阿基里斯（Achilles）和乌龟”的
佯谬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假设古希腊的神之一Achilles（阿基里斯）sort的速
度是乌龟的两倍，速度为 1 米每秒的乌龟的出发点在阿基里斯前面一米处，
我们可以证明，Achilles永远追不上乌龟。论证过程是这样的：当Achilles到
达乌龟前一个时刻的点的时候，乌龟往前走了一半的距离。第一次，那就是

乌龟在Achilles前面半米的地方。接着，第二次，那就是乌龟在Achilles前面
四分之一米的地方。一般形式就是，第 n 次的时候，乌龟在Achilles前面 1

2n

米的地方。也就是说，不管多少次，n 等于多少，乌龟都在Achilles前面。
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结果是错的，我们能算出来多久Achilles可以追上乌

龟，

vAt ´ vT t “ L, (2.3)

也就是，

2t ´ t “ 1, (2.4)

于是 t “ 1 秒。我们也知道如果做实验，Achilles就是可以追上和超过乌龟。
那我们之前的论证哪里错了呢？

我们今天有了极限和序列求和的数学知识，当然，就可以求出来，

t “

8
ÿ

n“1
tn “

1
2

`
1
22 `

1
22 ` ¨ ¨ ¨ “

1
2

1 ´ 1
2

“ 1. (2.5)

答案相同。同时，Achilles和乌龟之间的距离在追上之前，满足下面的一般
表达式，

xn “
1
2n

, (2.6)

而这个序列的极限等于零

lim
nÑ8

xn “ 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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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Aristotle那时候可没有这些数学知识啊。
Zeno的另一个佯谬是“飞矢不动”。这个“飞着的箭是不动的”的结论

怎么来论证的呢？我们都知道“飞”就是运动的意思啊，怎么可能是不动的

呢？你看，我们选择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上，箭没有产生任何移动的

距离（∆x “ 0），尽管可能箭在运动。好了，速度，是这样计算的：一段时
间 ∆t之内的运动距离除以时间（v “ ∆x

∆t）。但是，你看，分子都是零了，那

分数肯定为零（在不考虑还不会算或者不允许算的 0
0 的条件下）。于是，飞

着的箭的速度为零，也就是它不在动。

我们今天，有了极限和导数的知识，当然知道，0
0 是可以计算的，就看

分子和分母接近零的速度，也就是去比较不同的无穷小，于是，我们知道，

如果箭是在作匀速运动，那么，对于任何的 ∆t 都有 ∆x “ v0∆t，于是，

v “ lim
∆tÑ0

∆x

∆t
“ v0. (2.8)

但是，Aristotle那时候可没有这些数学知识啊。顺便，我们也看出来了，我
们思考的过程需要借助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再次强调，看到数学是思维的

语言，这一点对于科学家和数学家非常非常地重要。

因此，千万不要小看Aristotle那时候提出来物理学要研究事物的运动
这件事情，以及需要研究自然这个形而下的可测量的对象。那具体来说，

Aristotle有提出过哪些物理学的知识，他大概是如何提出的呢？
比如说，Aristotle说，天体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这个结论可能受到

了Plato的启发和限制。Plato认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图形，天体肯定是沿着最
完美的形式来运动的。Aristotle也可能受到了生活经验的启发。因为我们人
是站在地球上的，在粗糙的肉眼观测下，我们确实就会认为其他天体是围

绕我们运动的。就好像我们坐火车，一不小心，我们就可以把周围的事物看

作是运动的，而不是我们的火车。当然，这个物理学知识后来就被日心说所

取代了。我们以后会回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Aristotle说，重的东西下落更快。这个也可能是受到生活经
验的启发：你看下落的羽毛和铁球就是铁球下落的更快，而且一般情况下，

看到的铁球就是比羽毛更重。当然，如果来系统性地做一下实验，其实，

Aristotle就不一定会这样认为了——我们可以找一片或者做一片非常重的
羽毛，然后找一个非常轻的铁球，这个时候肯定还是铁球下落更快，但是它

更轻。这个就是未来家Galileo突破的点。我们也稍后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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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Aristotle说，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这个也可能是受到生活经
验的启发：你看你推动一个桌子，只要你不再推，桌子就停下来，如果你要

维持桌子的运动，你必须一直推着。当然，如果来系统性地做一下实验，其

实，Aristotle就不一定会这样认为了——你可以把Aristotle放到冰面上，推
他一下给他一个初始速度以后就不要碰他，不给他任何来自于你的力，你

会发现，他一时之间停不下来，但是按照他的理解这个时候他不受力。反

而，它会发现，这个时候，需要想办法施加一个力才能停下来。这个也是未

来Galileo突破的点。我们也稍后回到这个问题。
不过，在Aristotle的时代，自由落体这样的运动被认为是物体的某种本

性导致的，而不是今天我们的认知——由重力的作用导致的。因此，Aristo-
tle以及其学派的其他人所作的接近“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的含义和我们
今天所批判的“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其实不一样，尽管也有联系。在这

里，我们不再去阐述这个联系和区别。后面我们会看到，Galileo明确通过实
验加上推理来反驳了“重的东西下落更快”以及建立了“不受力会一直运动

下去”，就差一点就可以到“力是改变速度的原因了”。

那Aristotle的这些错误的物理知识，表示其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
方法出问题了吗，还是数学工具不够，或者没逻辑呢？都不是的。其实，

Aristotle的研究方法就是从生活中做提炼总结，受生活经验的启发。这是很
好的物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问题是当时测量手段的限制和观测的系统性

的限制——如果Aristotle生活的地方经常能滑冰那肯定会不一样。让物理学
的知识尽量符合观测到的现象这个目标，是没问题的。实际上，Galileo自己
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0] 一书中这样说：

难道怀疑如果亚里士多德看到天空中的这些新发现，他不会改

变自己的观点，修改自己的著作，拥抱最理智的学说，并抛弃那

些弱智到只会悲哀地墨守他说过的每一句话的人吗？

那是不是Aristotle逻辑有问题？还真的不是。演绎逻辑的核心——三段
论，就是Aristotle明确表述出来的。也就是，任何一个论证要从大前提出发，
检查小前提是否满足大前提的要求，如果满足就可以得到结论。例如，如果

我们已经知道任意的直角三角形三边都满足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

方（a2 ` b2 “ c2），那么，一个具体的直角三角形，例如直角边是 3 米和 4
米，都满足这个关系，于是斜边的长度就是“

?
32 ` 42 “ 5”。例如，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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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任何人都是要死的”，小前提“Socrates（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就
可以得到“Socrates是要死的”。至于大前提和小前提自己是否成立，逻辑
学是不管的。这样，我们就把论证过程和检验完全分开了。你可以对大前

提，小前提做检验，甚至也可以对结论做检验，但是，三段论保证了只要大

前提和小前提正确，并且小前提满足大前提的要求，结论必然成立。这样，

我们就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由逻辑论证来构建知识体系了，检验单独来做。

这其实就是整个数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同时，物理学呢，那就是未来运用数

学来做这样的纯逻辑的构建，同时做实验来检验其大小前提就可以，尽管

实际上我们往往也检验结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物理学家在使用数

学的过程中会引入大量基于直觉——当然也是训练以后的直觉而不是生活

直觉——的近似，尤其当物理学现象背后的数学问题难以精确求解的时候。

因此，Aristotle基本上确立了物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也有了初步的研
究方法——受现实的启发从现实中做抽象，甚至还初步有了依靠逻辑（也

就是数学）来推理，物理学知识要和观测到的现实相符。但是，受生活经验

所限，加上没有系统性地做观察，更加没有系统性地做实验来测量，也没有

足够的数学知识来描述现实，其具体的物理学知识都不太正确。而这些都

是在Aristotle之后被一代代科学家和数学家创造出来的。

2.4 从伽利略看到做实验做测量

Measure what is measurable, and make measurable what is not
so.
测量能测量的，使得不能测量的能测量。

– Galileo Galilei

那Aristotle所缺乏的系统性地开展测量和实验这个科学研究方法，就得
等到Galileo来确立了。前面已经提到，Aristotle的“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
具体物理知识是错的。从滑冰等生活经验上，我们就可以判断“没有力仍然

可以有运动”。实际上，Galileo注意到了另一个生活经验——从斜面上滑下
来的小球在很长时间内仍然有运动。然后，开展了实验和测量，以及推理或

者说理想实验。

在Galileo之前，时间的测量应该还不能在秒的量级来完成。Galileo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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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依靠单摆的周期运动并且这个周期还可振幅没有关系于是可以很稳定，

可以来测量秒级别的时间。有了时间的测量方法，结合早就有的距离的测

量方法，我们终于可以来研究运动了。

我们回到Galileo的时代，来面对是否“重的东西下落更快”以及“力是
维持运动的原因”。关于“重的东西下落更快”，Galileo有一个看起来似乎
是纯逻辑的不依赖于任何事实的思辨，或者说理想实验。他是这样设计的

[11]：让一个重物 M 和一个轻物 m 绑起来，构成一个新的重物 Mm。按照

新的重量加起来的法则，Mm 的重量最大。于是，按照“重的东西下落更

快”它具有比 M 和 m 更大的速度。现在，我们假设这两个物体是通过某

种质量忽略不计的胶水或者绳子连起来构成的。我们分开来看这两个物体。

M 下落更快，m 更慢，于是，M 会拉动 m 使得其下落更快，m 会拖着 M

的后腿使得其速度更慢，整体来说 Mm 的下落速度肯定介于两者之间。但

是，前面我们已经得到了 Mm 下落最快的结论。自相矛盾。于是，如果逻

辑论证过程没错，则原始的假设错了，因此，“重的东西下落更快”它错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小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找到这样的胶水或

者绳子可以把两个物体的相互影响相互传递，但是自身重量忽略不计。不

过，我们总是做得到使得这个胶水或者绳子的重量远远小于 M 和 m，于是

不影响上面的论证。

那上面这个看起来似乎是纯逻辑的论证真的就反驳了“重的东西下落

更快”这个结论了吗？如果可以，那么，实际上，我可以反驳任何类似的命

题，例如“重的金子总价值更高”，“高个子体重更大”。你看，我说，把两块

重量分别为 M 和 m 的金子绑在一起成为一块更重的金子 Mm。如果“重

的金子总价值更高”正确，则 Mm 最值钱。但是，回到分开两块来看，值

钱的 M 会带动 m 使得其更值钱，不值钱的 m 会拖着 M 的后腿使得其更

加不值钱。因此，值钱程度肯定在两者之间。自相矛盾。当然，我们知道后

面的结论“重的金子总价值更高”在现实中往往是正确的。那问题在哪里

呢？为什么我们照着同样的理由，可以被认为反驳了“重的东西下落更快”，

但是，不应该被认为反驳了“重的金子总价值更高”呢？

这背后的概念其实是强度量和累积量。对于强度量，往往有前面速度

那样的，快的带动慢的，慢的拖着快的后腿，如果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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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Galileo斜面实验的装置：斜面起点是一个单摆，斜
面的每一个奇数单位长度的地方放置了一个可以被滚下来的

小球轻轻撞击就敲响的钟。图片来自于伽利略博物馆，网址

为https://catalogue.museogalileo.it/object/InclinedPlane.html。

有

vT “
MvM ` mvm

M ` m
, (2.9)

而累积量却没有这个性质，反而遵循

VT “ VM ` Vm “ MpM ` mpm. (2.10)

其中，经常 pM 是一个常数，表示例如金子的单位价格。这就能看出来，为

什么速度一个强度量，肯定介于各自物体的快慢速度两者之间，但是总价

一个累积量，肯定等于两者的总价相加。

也就是说，Galileo的思辨，基于了“速度是一个强度量”这个事实。问
题是，这个事实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能是从生活经验。因此，Galileo的
看起来纯逻辑的批判实际上用了来自于现实生活经验的事实性知识。顺便，

物理学永远是依赖于经验和体验的，而不是纯逻辑的。

实际上，对于重物下落更快，Galileo是如何反驳的呢？靠实验。大家都
听说过的比萨斜塔的实验据考证不一定真实发生过。但是，类似于图 2.2中
的斜面实验，大家相信是真的发生过的。

https://catalogue.museogalileo.it/object/InclinedPla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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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alileo斜面实验中，起点处有一个单摆，然后每逢奇数的地方都有
一个小钟。一个小球从起点处被释放，开始滚下来，每次撞到小钟都会发出

声音。我们要把不同重量不同质地的小球拿来做这个实验，发现：对于单个

小球，每次撞到钟的时间间隔相同；对于不同重量的小球，这个时间间隔也

相同，不依赖于具体小球的重量。

如何来测量这个时间间隔呢？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单摆的绳子长度来调

整其周期，使得其振动的周期（或者周期的若干倍）正好就是小球总释放到

第一个钟的时间间隔。为什么保证了这个，就可以观察到后面的时间间隔

都相同，以及这个时间间隔还不依赖于小球重量呢？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

力学知识，我们知道所有小球的加速度相同，因此，每一个单位时间内速度

的变化相同 v “ gt，位移（从起点开始移动的总距离）为 x “ 1
2gt2。按照

奇数个单位长度间隔的钟的位置的设定，x0 “ 0 “ 02，x1 “ 0 ` 1 “ 1 “ 12，

x2 “ 1 ` 3 “ 4 “ 22，x3 “ 4 ` 5 “ 9 “ 32，刚好就和 x “ 1
2gt2 相符。也就

是说，刚好背后对应着的时间间隔相同。同时，x “ 1
2gt2 是根据Newton 运

动定律F “ ma 和质量和重力的关系 F “ mg 得到的，

a “
F

m
“

mg

m
“ g. (2.11)

因此，对于初始速度和初始位置为零的情况，v “ gt 和 x “ 1
2gt2，并且这

个结果不依赖于物体的质量 m。

于是，图 2.2中的斜面实验就可以展示单摆每次摆动固定的若干次，就
会听到一声钟声的现象，反之亦然。

用测量的方法来研究物理对象，用比较简单的数学计算来辅助推理，从

而研究和解释物理现象，这是Galileo对物理学的贡献。
实际上，这个实验也可以反过来做，从实验现象发现位移和速度公式，

发现加速度相同，然后，问什么样的物理模型可以得到加速度相同。我们来

利用今天的手机或者相机来设计一个这样的实验。我们把手机或者相机调

整为固定的拍摄间隔，例如 0.1 秒左右。也就是相机每秒钟拍摄 10 张左右
的照片。买一把皮尺，长度大约一米五、两米。把皮尺固定在一个白色或者

黑色的墙上。用若干个对比色明显的小球，从皮尺的起点（实际上，固定位

置就可以）开始释放小球，拍摄照片。观察每张照片上小球的位置，记录下

来，计算相邻两次的位置差，再计算相邻两个位置差的差。会发现，这个差

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这个常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加速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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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自由落体实验。我们用相机、皮尺和小球完成了自由落体实验，记
录数据，并且得到平均加速度的值。拍摄实验现象图和数据处理图。

首先，相邻两次的位置差就代表了这一段时间间隔内的平均速度，因为

每一段的时间间隔都相同的（v̄n “
xn`1´xn

∆t ）。接着，相邻两次的速度差，也

就是位置差的差，就代表了这一段时间间隔内的平均加速度，ān “
vn`1´vn

∆t 。

图 2.3 就是实验结果和数据处理结果的照片。我们发现，确实，加速度几乎
是一个常数。那按照科学研究方法，下一步，就是构建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

来解释这个加速度几乎为常数的实验现象。

有了斜面这个实验装置，对“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的突破就是相对简

单的事情了。我们今天知道，只要做一个从斜面上滑下来的小球在不同粗

糙程度的平面上运动的实验，就可以发现，平面越光滑则小球在到达平面

以后运动的距离越远。第一，这个运动，不受额外的推力的作用，但是会维

持很长时间，因此就否定了“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不过，这个实验牵涉

到Aristotle和Galileo的含混不清力的概念的问题，应该是没有被Galileo真的
做过的。至少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11] 中没有这个明确的记录。第
二，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如果平面可以无限光滑，没有摩擦力，那么，可

能这个运动会一直持续下去。实际上，这个第二点，Galileo可能是做了实验
的，或者至少是做了理想实验的 [11]。Galileo让一个斜面接上一个不同角度
的斜面，图 2.4，说如果没有摩擦力，可以推断，其在小球在更平的斜面上
的运动的距离更远——对于角度更小的直角三角形要达到相同的高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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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Galileo斜面实验看运动距离。Galileo把不同角度的斜面接起来，假
设没有摩擦，来推断在完全水平的表面上运动的距离。图重新做。

更长的斜边。因此，如果这个角度完全为零，则肯定需要运动到无穷远处。

当然，如果回到有摩擦力的情形，我们原则上就可以来完成前面的不同光

滑程度也就是具有不同摩擦力的实验来否定“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以及

推断无限光滑会使得小球一直运动下去。

我们看到，Aristotle和Galileo都注意从生活经验中提炼问题和答案，但
是在Galileo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要对生活经验做测量，开展实验研究，以
及基于实验数据来开展计算和思考。

不过，真正发挥实验数据的价值，还得靠进一步的数学计算和分析，以

及数学建模。这就得看Johannes Kepler（约翰内斯·开普勒）和Newton的
了。注意，并不是Galileo不用数学建模，或者说用数学的结构以及逻辑推理
和计算来描述现实，仅仅是因为当时处理更加复杂的运动的具体数学知识

具体数学结构还没有准备好。实际上，Galileo的整本《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
话》[11] 都是借鉴Euclid的《几何原本》[12] 的定义公理定理证明的方式来
写成的。数学是思维的语言，人类用思维来认识世界，基于对世界做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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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验。因此，用数学来描述世界是自然的。

2.5 从第谷和开普勒看到对精细测量结果的追求和

重视

根据来自于Plato的“圆形是最完美的图形”的理念，以及我们观测者
自己处于地球上的限制，还有后来和宗教的结合，在A 尼古拉·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之前大家普遍相信Claudius Ptolemy（克罗狄斯·托
勒密）完善起来的地心说。地心说大概的意思是：地球位于宇宙中心静止不

动；每个行星都在一个称为“本轮”的小圆形轨道上匀速转动，有必要的时

候可以引入“本本轮”——一个圆心沿着“本轮”运动的更小的圆形轨道，

本轮中心在称为“均轮”的更大的圆形轨道上绕地球匀速转动（但是地球

不是在均轮的圆心）。合起来，也就是用大圆形的轨道，套上小圆形的轨道，

再套上小小圆形的轨道，必要的时候可以继续套，来描述天体围绕地球的

运动。

那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引入这么多大圆小圆呢？因为如果完全按照围绕

地球的圆形轨道来解释观测到的天体的运动，经常会发现天体的逆行。引

入下一级级别的圆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逆行。未来我们会用Fourier 级数来
解释这个大圆套小圆的描述方式。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只要允许我们不断

地增加小小小小轮，地心说实际上总是可以无限接近观测结果的。这也就

解释为什么地心说可以很好地描述观测到的天体运动。实际上，如果抛开

宗教对地心说的维护，进而对其他学说的压迫，对传播其他学说的人的迫

害，地心说本身完全是科学的：其希望构建一个可以描述观测现象的模型，

而且越准确越好。唯一的问题是，有可能太复杂了，为了坚持用圆形这个最

完美的图形，为了坚持把地球放在中心（其实不是正中心）。

那么，Copernicus的日心说又包含什么内容呢？首先，太阳是宇宙的中
心，其他天体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其次，为了解释所观测到的天体运行

现象，同样需要引入均轮、本轮、本本轮。甚至，为了达到和地心说同样的

解释观测现象上的准确程度，所需要的轮子也有三十来个。尽管所需要的

轮子数量比地心说的七八十个少很多，但是，仍然很复杂。当然，我们今天

也知道，后来新的观测证据——恒星岁差和金星盈缺——和模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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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圆形轨道的日心说变成了椭圆形轨道的日心说——证明了，确实日心说

更加接近现在的模型。在当时，Copernicus并没有这些后来才观测到的新数
据。不过，Copernicus的日心说很大程度上挑战了教会，促进了“让科学的
事情归科学”。

Tycho　 Brahe（第谷·布拉赫）是不满足于地心说的复杂程度，也不相
信Copernicus的日心说的。于是，第谷决定自己来做更加准确的观测，从而
检验到底哪一个模型对，或者自己来构建一个更好的。Tycho建立了天文观
测台，并且在这座天文台观察了 21年。实际上，由于日心说预测的恒星岁差
一直没有被Tycho观测到，Tycho构建了他自己的天体运行模型：让太阳和月
亮继续围绕地球运动，让其他五大行星围绕太阳运行。不过，Tycho的贡献在
于积累了大量的观测数据以及找到了最合适的来分析这些数据的人Kepler，
而不是其自己提出的理论。

Kepler获得这些数据以后，想用现有的模型去解释这些观测数据。发现，
无论用什么方式，Tycho观测数据和模型的计算结果总是不完全相符。例如，
按照Copernicus的日心说做计算，和实际观测数据有 81 的误差 [13]。这个
误差已经很小很小，相当于一个圆周角的 8

360ˆ60 “ 1
2700。但是，Kepler相信，

按照对Tycho观测数据的分析，其观测误差应该远远小于 81。于是，根据计

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例如地球的轨道看起来不是一个圆，如果看作圆太

阳也不在这个圆的正中心，Kepler作出了重要的跨越——轨道可能不是圆
而是椭圆。其背后的理念是：数据最重要，模型是为了解释数据的，模型主

要受数据启发而不是哲学或者美学或者宗教的限制。

科学是数据驱动的，数据是第一位的，模型是第二位的，哲学美学等方

面的考虑不是模型应该受到的限制。经过Tycho和Kepler的努力，这一条就
被确立起来了。实际上，Francis Bacon（弗兰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和这
一条有相同的内核：一切科学知识最开始的启发来自于观测，必须是观测。

顺便，Kepler的工作也展示了数学计算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正是
通过基于不同模型的数学计算，我们才能得到更加接近观测数据的模型。如

果这个模型也是受现实启发被提出来的，则这个过程被称为数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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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对比实验在科学中的独特地位

对比实验或者说控制实验的意思，就是有若干个相互之间仅仅相差一

个变量的取值不同的实验放到一起来开展，然后来看这个变量会造成什么

样的结果。例如，最简单的是两组实验，实验组和对照组。例如，实验组吃

某种药物来治疗某种疾病，对照组吃安慰剂——也就是没有那种药物成分

但是看起来很像的假药来假装着治疗这种疾病。然后，尽量保证这参与两

组实验的被试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年龄构成、性别构成、疾病的

病程等等。实际上，之所以要吃安慰剂而不是直接不吃药也是为了使得两

组之间差别更小。因为医学研究发现，心理暗示作用可能不可忽略，因此，

得让两组被试以及两组被试的主试都主观上不可区分到底吃的是真药还是

安慰剂。当然，更一般的情况也可以就一个变量的多种取值情况来做多组

对照实验。

对照实验的背后的概念是因果性。我们先从逻辑上来讨论一下，为什

么需要对照实验，以及对照实验结果有了如何去判断因果性。

2.6.1 从对比实验判断因果性的标准

我们先针对只有两个值的变量——存在和不存在两个状态——来讨论。

比如，我们观测到 C “ 1 表示“C 存在”的时候总是有 E “ 1 表示“E 存
在”，我们可以说 C 导致 E 吗？为了简单，我们也先不管概率的问题，假
设“C “ 1 ñ E “ 1”这个关联百分之百发生。例如，假设我们看到每一次
打闪电了就能听到打雷——注意这个假设本身不一定事实上就成立啊，我

们就可以说，打雷是打闪电的原因吗，或者打闪电是打雷的原因吗？不能。

很可能事实上，它们都是由某一个共同的原因导致的，它们之间完全没有

关系。那么，我们在什么观测结果下，可以建立因果关系呢？

例如，如果我们除了“C “ 1 ñ E “ 1”还观察到“C “ 0 ñ E “ 0”
呢，是否我们可以得到说“C 就是 E 出现的原因”呢？还是说这个要求不
够，还是过了？为什么会怀疑这个条件不够呢？回到打闪电和打雷的例子，

如果我们每次看到闪电就听到雷声，看不到闪电就听不到雷声，我们能够

认为打闪电是打雷的原因吗？你看，这仍然不能否定之前的那个闪电和雷

声两者由共同原因导致的反例。那又为什么说可能过了呢？按照演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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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命题和逆否命题（把原名题的条件和结论的顺序倒逆过来，同时把条件

和结论各自都取反面）完全等价，则 C “ 1 ñ E “ 1 ùñ E “ 0 ñ C “ 0，
C “ 0 ñ E “ 0 ùñ E “ 1 ñ C “ 1。于是，如果这个要求下“C 就是 E
出现的原因”，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E 就是 C 出现的原因”。两者完全
等价。我们明明只希望找到“C 就是 E 出现的原因”的条件而已，而不是
“C 和 E 完全等价”的条件。那看起来，这个要求既不够，又过了。这就麻
烦了。回到打闪电和打雷的例子。“看到闪电就听到雷声”意味着“听不到

雷声的时候肯定看不到闪电”，“看不到闪电就听不到雷声”意味着“听到

雷声的时候肯定看到闪电”。合起来，如果这个条件就是因果性条件，那么

就有了，闪电就是雷声的原因，雷声也是闪电的原因。但是，仍然，我们不

能否定闪电和雷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仅仅是同一个原因的两个每次都一

起出现的结果。

但是，回到吃药的例子，假设吃了真药病好了，没吃真药病没有好，那

我们是不是可以宣称，吃这个药是病好了的原因呢？好像还真的可以。那

判断因果性的一般标准到底是什么呢？John Stuart Mill（约翰·斯图尔特·
密尔）在 1843 年出版的《逻辑体系》[14] 一书中就第一次系统性地讨论了
这个标准 [15]。其条件可以总结为：“C “ 1 ñ E “ 1”，“C “ 0 ñ E “ 0”，
并且 C 可以独立变化，也就是实验者可以直接去改变 C，而不需要先去改

变其他变量从而来改变 C。例如，吃某种药是一个可以直接改变的，给真

药就是吃，给安慰剂就是不吃。反过来，病是否变好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改变

的量。不能说，主试说，“病人啊请你把病变好”，就能直接变好的18。同时，

物理学家还给因果性加上了一条——时间上有先后顺序，认为结果不会出

现在原因之前。

我们来用这个增加了“独立变化、时间顺序”之后的判断原则是不是就

可以解决前面的问题。我们先来看闪电和雷声的问题。根据物理学知识，我

们知道答案：它们都是同一个原因“累积了不同性质的电荷的云层放电”导

致的，因此不能称为因果联系。我们来从因果性判断一下。首先，我们已经

18就算是自限性疾病也往往是身体的免疫系统的激活导致这个病看起来“自然地”变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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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了19两者一直会同时发生，也就是“C “ 1 ñ E “ 1”，“C “ 0 ñ E “ 0”
肯定满足。于是，如果不要求 C 可以独立变化，则我们就可以认为打闪电

是打雷的原因。甚至，打雷也是打闪电的原因。如果我们有了独立变化的

要求，则因为无论打雷还是闪电都不能控制其独立发生或者不发生，打闪

电是打雷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了。另外，时间上，尽管我们可能先看到

闪电，但是如果考虑了光和声音的传播之后，会发现，两者没有先后关系，

同时发出的。因此，这也就否定了因果关系。

回到吃药的例子，假设吃了真药病好了，没吃真药病没有好，吃药与

否可以独立变化，病好没好不能独立调整，而且吃药发生在病好之前20，因

此，根据前面的标准，可以认为吃真药是病好了的原因。

不过，这里的要求是一个充分条件，不见得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有可

能在不满足这几条的情况下仍然是因果关系。其中一个例子顺序因果关系

链中的直接因果关系是否算因果关系。例如，我们假设“吃多了就是会胖

不吃多就是不会变胖，胖了就是会得糖尿病不胖就是不会得”。时间顺序也

遵从，也就是先吃多与否，再变胖与否，最后得病与否。那么，按照“独立

变化”的要求，变胖就不是得病的原因，因为变胖与否不能独立变化，必须

先去调整其原因，也就是多吃或者少吃。但是，按照前面的假设，我们从直

觉上，变胖就是得病的直接原因，多吃是得病的根因。看起来，“C “ 1 ñ

E “ 1”，“C “ 0 ñ E “ 0”、“C 独立变化”和“时间上 C 发生在 E 之前”，
这个合起来的条件偏严了。不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语言使用来解决：约

定我们一般说的因果关系就是“根因”，“最终原因”，就行。一旦我们要建

立完整的因果链条，则我们就明确用“直接原因”来表示，而不是用模糊的

“原因”。当然，如何找到直接原因的充分必要的条件还是一个问题。例如，

是不是“C “ 1 ñ E “ 1”，“C “ 0 ñ E “ 0”和“时间上 C 发生在 E 之
前”21就可以？从一个小半吊子逻辑学家的角度，我这个物理学家认为这个

条件可以。不过，具体是否真的可以，就留给真正的逻辑学家去检验了。

19实际上是否如何，我们不关心。不过，如果云层放电必然导致打闪电和打雷，则这个
假设很合理。就算不符合，找一个一个原因必然导致两个结果的真实出现的现象也很简单。

20在自限性发挥作用之前或者自限性不足以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同时也没有吃其他可以
把疾病治好的药

21这里的发生的时间不是观测到的时间，而是把观测到的现象反推回去得到的发生时间。
例如，前面的打雷和闪电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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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为什么我们需要走到因果关系呢？第一，因为我们从实用的

角度想干预这个世界。如果能够找到某个结果就是某个原因导致的，那么，

我们只需要去改变这个原因，就可以干预相应的结果是否出现。第二，可能

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我们不满足于表面的联系，而是更喜欢看到内

在的联系。

小结一下：通过开展单一变量 C 的不同取值的对比试验的研究，来看
是否出现结果 E，我们可以作出变量 C 和变量 E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性的判
断，其中一个判断具有因果性的原则就是“C “ 1 ñ E “ 1”，“C “ 0 ñ

E “ 0”、“C 独立变化”和“时间上 C 发生在 E 之前”，或者，“C “ 1 ñ

E “ 1”，“C “ 0 ñ E “ 0”和“时间上 C 发生在 E 之前”。这个判断标准
实际上也指导了对比实验的设计。

2.6.2 对比实验案例

历史上，当然是先有对比实验或者接近对比实验的例子，然后，才总结

出来这个对比实验的判断标准的。具体到底谁第一个开展的对比实验，不

好说。但是，其思想大概在Galileo对“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的实验检验中
就有了。Galileo在保持其他条件都相同——同样高度滑下来、同样的斜面、
同样的下滑小球的情况下，改变滑下来以后的桌子平面的光滑程度，来看

到底能够滑多远。发现，随着光滑程度的提升，滑行距离越来越远。于是，

忽略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光滑程度决定了滑行距离，光滑程度高导致滑行

得远，光滑程度低导致滑行的近。并且，更进一步，从当时已经知道的受力

来看，无论哪种情况，在小球到水平面之后都没有一个主动力在推动这个

小球，因此，如果“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正确，则小球应该到平面以后就

停止。这个不停止说明，要么有其他力在维持小球的运动，要么“力是维持

运动的原因”是错的，而且这个维持的力还和桌子平面的光滑程度有关。

接着，从越光滑距离越远这个趋势来推断，有可能无限光滑的话，就一

直不停止。无限光滑，不太可能意味着那个维持运动的力一直存在。按照生

活体验，应该是越不光滑某个力越大，越光滑应该越不存在。于是，基本就

可以得到“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是错误的这个结论，以及推断（没有严格

证明）当桌子平面无限光滑时，“物体不受力，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指

的是速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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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比实验，也就是控制其他变量都相同仅仅考虑单一变量对结

果的影响，在实验研究中是一个非常自然和常用的设计思想。

在医学实验中，大约詹姆斯·林德 (James Lind）是第一个有发表记录
的正式实施对比实验的人。五月二十日是国际临床试验日，就来自于 1747
年 5 月 20 日，Lind做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对照实验 [16, 17]。在那个
时代，坏血病是长期航海海员非常容易得的病。人们已经开始猜测，酸性的

东西有助于降低坏血病得风险以及治疗坏血病。于是，Lind作为一个在航
海舰队服务的医生，就像来检验一下这个猜想。林德给每组两人分别服用

苹果酒、硫酸丹剂（Elixir Vitriol）、醋、海水、大蒜芥茉以及柑橘和柠檬。6
天后，柑桔和柠檬用完了，实验就停止了。其中，食用柑橘和柠檬组的 2人
逐渐康复回到工作岗位，而剩下只有喝苹果酒的病情略有改善 [16, 17]。但
是，由于受当时认知的限制和启发，Lind就做出来酸性物质对坏血病有效
的结论，而不能解释为什么硫酸也是酸性的但是无效，也错过了我们今天

知道的正确的结论——实际上是柑橘和柠檬中的维生素 C 是有效成分。实

际上，从前面我们对对比实验的逻辑探讨可以看到，其实验结果并不能支

持“酸性物质对坏血病有效”的结论。

为什么这么说？所有的酸性物质只要有（一定含量）都会改善坏血病

吗？不是的，硫酸丹剂无效。所有的没有酸性物质的都不会改善坏血病吗？

从仅有的实验组看起来是的，但是，没有看看其他的各种酸。独立变化和时

间顺序的条件倒是满足的。因此，原则上，只要Lind去尝试更多的酸，就会
发现，除了含有维生素 C 的酸之外，都无效，只要含有维生素 C 不管是否
尝起来是酸的都有效。不过，当时，还没有Mill对对比实验的逻辑探讨。

历史上有很多的对比实验是设计非常巧妙的。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个：

Louis Pasteur（路易斯·巴斯德）和灭菌实验。

巴士德消毒法（pasteurization）是Pasteur为了保存葡萄酒发明出来的。
其背后的原理是高温灭菌。其实，在那之前，已经由安东尼·菲利普斯·范·

列文虎克（Antonie Philips van Leeuwenhoek）发现了细菌（例如变质的食
物上有彩色霉点，放到显微镜下面能看到这些霉点的细部结构，这样的东

西被称为细菌。其实还有可能是真菌），由民间以及其他人（见 wikipedia
”pasteurization” 词条）采用了加热密封罐的方法来保存食物。那 Pasteur
干了件什么事呢？他把消灭细菌和加热保存两件事情给联系了起来，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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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Pasteur灭菌实验。图片来自于 wikipedia“pasteurization”词
条。图片由 Kgerow16 制作，遵循 CC BY-SA 4.0 协议，网址为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0506737。

验证明了：加热之所以能够帮助保存食物是因为加热过程减少了食物中的

细菌，而食物变质是由于细菌，所以，一旦大部分细菌被加热过程消灭了，

则食物就能够长时间保存了。

为了证明这个结论，Pasteur做了图 2.5 中的实验。这个实验的第一行，
也就是第一步，证明了：在没有变坏的酒（实际上其用的是肉汤，我们这里

不管这个细节）里面没有观察到（很多）细菌。至于用火烧一下，加加热，

只不过就是前人已经知道的可以让酒长时间不变坏的一个办法。这个实验

的第二行，也就是第二步，证明了：第一、变坏了的酒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细

菌。至于变没变坏，实际上，可以通过尝一下这个酒来确认。这两步合起

来，细菌和“变坏”之间已经有了强关联性。甚至具有了初步的因果性：有

（很多）细菌的时候是坏的，（几乎）没有细菌的时候是好的。但是，在这个

实验中，两者基本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也没有说细菌是否存在是一个

可以独立变化的因素。因此，不好得到因果性的联系。

注意，从第一步到第二步，一个很大的差别是鹅颈弯管的存在和去掉。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050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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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个说明了什么呢？鹅颈弯管存在的时候，液体不容易和细菌接触——

细菌从鹅颈弯管的开口处需要爬到鹅颈弯管的最高处，然后才能接触到液

面。在开口处需要爬到鹅颈弯管的最高处这个全程基本没有液体，细菌很

难存活和扩散。于是，鹅颈弯管存在的时候，细菌是不容易接触到液面的。

反过来，当鹅颈弯管被去掉的时候，细菌就更容易接触到液面了。因此，我

们看到，如果我们接受这个额外的差别和这个差别的解释——细菌接触到

液面的可能性的低和高，那么，确实时间上细菌接触到液面是先于酒变坏

的。因此，有细菌和酒变坏就是一个因果关系了。能不能更加明确地说明，

确实细菌接触到液面的可能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呢？

于是，Pasteur做了第三步，想办法让细菌更容易接触到液面——把鹅
颈弯管侧过来，让细菌不用爬第一个情形下的高坡。实验结果是，真的酒就

变坏了。顺便，这个实验还有一个附带的结论：加热可以使得酒在没有引入

外界新的细菌的时候得到没有细菌的状态。当然，我们今天的巴士德消毒

法实际上利用的仅仅是这个附带结论。如果我们要直接检验这个附带结论，

我们实际上得设计另一个实验：先检查没有加热也不引入新的细菌的酒中

有没有细菌，然后检查和前者条件相同的酒加热以后也不引入新的细菌的

酒中有没有细菌。如果前者有，后者没有，并且显然加热与否可以独立变

化，并且发生在有没有细菌之前，那么，加热就是导致没有细菌的原因了。

Pasteur实验第三步的巧妙之处还在于否定了不变坏的效果是由“瓶子
带不带鹅颈弯管”造成的——就算带了尾巴还是可以变坏。侧过来的尾巴

和去掉尾巴都可以变坏，但是正着的尾巴不会变坏。而这三者之间的区别

细菌接触到液面的容易程度。第三个正好进一步验证了接触程度造成的影

响，从而也就是对细菌造成酒变坏的再一次检验。

这种把一个而且只有一个东西变没了，再加回来，来体现这个东西的

效果的对比实验的设计思路是非常聪明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路。

2.7 从牛顿到数学建模和概念建模

在Newton之前，Galileo已经基本上否定了“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而
发现了“改变物体运动状态需要力”，那么，怎么来描述力，怎么来描述运

动状态以及运动状态的改变呢？Galileo特别擅长用斜面来做实验以及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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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学的具体知识还有几何学的演绎逻辑当作开展物理学研究的工具。但是，

稍后我们会发现，为了描述运动状态和运动状态的改变，我们还需要点别

的数学知识。Kepler呢已经发现了天体运动的规律——太阳系的天体围绕
以太阳为焦点做椭圆轨道的运动，每一个单位时间内太阳和天体连线——

远日点和焦点的连线称为长轴——扫过的面积相同，运动的周期和半长轴

长度（长轴长度的一半）满足一个特定的关系 T

R
3
2

“常数。这个常数对所有

的太阳系的天体来说都相同。

于是，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和Galileo研究自由落体的时候一样，任何
一个超越具体对象的现象——重物下落的时间和质量看起来没有关系，天

体运动的周期和半长轴组合起来的函数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天体。另一个自

然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天上和地面上的物体的运动实际上遵循相同的规律呢？

如果是，那么，我们一旦可以描述地面上物体的运动以及更准确地表达“改

变物体运动状态需要力”，下一个问题就是“天体的运动状态在改变吗，它

需要什么样的力呢？”

为了解决地面上运动变化问题的描述，Newton发明了微积分——他称
之为流数。任何有跑步走路经验的人，都知道，瞬时速度是存在的，我们还

可以控制这个速度。顺便，如果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想改变这个瞬时速度呢，

还得多花或者少花点力气——尽管这里的力气不一定就是未来要定义的力。

当然，瞬时位置和时间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可测量的。问题是，瞬时速度的

具体概念是什么，如何测量呢？显然，物体的运动轨迹可以写成 x⃗ ptq——每

一个时间点 t 物体在某个位置 x⃗。如果是一维运动可以更简单地写成 x ptq。

Zeno的“飞矢不动”佯谬已经注意到了，瞬时速度不能定义，需要用到一个
0
0 的不被允许的分数。

一个东西显然直觉上存在而且可控，严格定义又在当时还没有，定义起

来还有困难，那么，这个东西的定义就是一个很好研究问题。如果从平均速

度出发，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来定义瞬时速度：我们取一小段时间间隔 ∆t，测

量一下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所感兴趣的物体的位置变化 ∆x “ xpt`∆tq´xptq

——称为位移，然后平均速度就是

v̄t,∆t “
∆x

∆t
“

xpt ` ∆tq ´ xptq

∆t
. (2.12)

我们是不是可以取足够小的时间间隔 ∆t，然后，说这个这一点段时间内的

平均速度就非常非常接近这个时间段的开始或者结束的时候的瞬时速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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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让这个 ∆t “ 0，我们还是会遇到 0
0 的问题。能不能巧

妙地来处理一下这个希望 ∆t足够小，但是又避开直接等于零的问题呢？在

具体例子上，这是做得到的。例如，如果我们是匀速直线运动 x “ vt，则

v̄t,∆t “
xpt ` ∆tq ´ xptq

∆t
“

vpt ` ∆tq ´ vt

∆t
“ v. (2.13)

它根本就通过除法避开了 0
0 的问题。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如果是一个匀加速运动 x “ 1
2at2，则

v̄t,∆t “
xpt ` ∆tq ´ xptq

∆t
“

1
2apt ` ∆tq2 ´ 1

2at2

∆t

“
at∆t ` 1

2∆t2

∆t
“ at `

1
2

∆t. (2.14)

似乎我们也可以在计算上避免 0
0 的问题，只要“先做除法，再让 ∆t 等于

零”。当然，在逻辑上，这仍然是个问题：到底 ∆t 是不是零，不能说一开

始计算的时候不当作零，最后一步当作零。这个逻辑上的困难在微积分的

发明者Newton和Leibniz这里一直就没解决，直到后来极限概念的提出和实
数系的完善。

那Newton又是怎么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算起来好像可以，但是逻辑上不
通的东西的呢？我不知道。不过，大概其中一个理由是真的在研究运动的

时候需要这个计算这个“位置的变化率”以及“速度的变化率”的概念。同

时，如果你来曲线的斜率和切线，你发现，x ´ t 曲线的切线正好对应着上

面的 v̄pt, ∆tq 在 ∆t 足够小的时候的定义算式 p2.12q：在任意一个 ∆t 取值

的时候，v̄t,∆t 就是在两个时间点 t, t ` ∆t 的时候的位置差除以时间差，也

就是 x ´ t 曲线的上两点连线的斜率。于是，当 ∆t 足够小的时候，x ´ t 曲

线的上两点连线的斜率就成了 x ´ t 曲线的一点的切线的斜率。而切线是天

然存在的。大量的图形都可以画出来这个切线。于是，我们就可以大概说服

自己，算式 p2.12q 是可以一用的。是不是Newton也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就不
知道了。至少，我们能算还能用这个概念了。

更一般地，对于任何一个函数 F pxq 我们都可以定义一个这个函数在

自变量 x 点的切线的斜率，称作函数 F pxq 的在 x 点的导数 fpxq，计算方

法完全就是先算除法再让 ∆x 等于零，

fpxq “ lim
∆xÑ0

F px ` ∆xq ´ F pxq

∆x
fi F 1pxq.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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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们用 lim∆xÑ0表示了先算除法再让 ∆x等于零。后来，这个 lim∆xÑ0

被称为极限，有其严格的定义。如果 fpxq 在定义域所定义的各个 x 点都算

得出来，我们就称 fpxq 为原函数 F pxq 的导函数，或者简称导数，而不再

关注具体做计算的 x 点。

习题 2.1 (几个导数的计算例子). 计算一下下面几个函数的导数：x “ x0, x “

v0t, x “ v0t ` 1
2at2, x “ r cos pωt ` ϕq, y “ r sin pωt ` ϕq。如果算不出来，可

以用 SageMath22，Maple23, Mathematica24等数学软件来辅助计算。不过，还

是强烈推荐你用定义式算式 p2.15q 来对这些例子做做计算。

习题 2.2 (导函数相同的原函数). 证明，如果导函数处处相同 fpxq “ gpxq，

则原函数有 F pxq “ Gpxq ` c。其中，c 是常数。反之亦然。这里需要用到一

个导函数处处为零的原函数肯定是一个常数的结论。你可能需要先证明它。

准备好了数学工具，我们就可以来研究运动了。根据Galileo的基于实
验的猜测和推理，物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速度不会被改变，会一直运动

下去。这也就是说 v “ v0 永远不变，x “ v0t 一直以同样的速度运动下去。

正好，我们可以验证，对于位置函数 x “ v0t，得到速度函数 v “ v0。如果

我们进一步关心速度的变化，则得到速度的变化率 a “ 0。也就是说，用
这个Newton发明的新的数学工具来表达，Galileo说的就是 F “ 0 ñ a “ 0，
物体不受力的时候运动状态不变。

那么，物体受力的时候会怎样呢？显然，我们需要从这样的实际现象

中来研究。自由落体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例子。这里的力是可以直接感

知的：一个东西的重量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感受到。于是，我们问，是不是重

的东西和轻的东西下落不一样呢？这个问题已经被Aristotle和Galileo研究过
了：下落的一样快。那问题来了，这里，无论轻重物体，其都是受力的，而

且看起来受力还不一样大，怎么会导致最后运动相同呢？除非运动就和力

完全没有关系。那也就是，无论物体是否受力，物体都做匀速运动，既然我

们已经知道不受力的时候做匀速运动？这显然又不是。重物下落的时候速

度变化了，也是可以直接感知的，也是可以用平均速度来测量的。那也就是

说，运动和力有关系，但是，在自由落体上，这个关系刚好被某个额外的原

22https://www.sagemath.org/
23https://maplesoft.com/。
24https://www.wolfram.com/mathematica/。

https://www.sagemath.org/
https://maplesoft.com/
https://www.wolfram.com/mathema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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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给抵消了，导致运动和物体的重量没关系。

这个时候一个简单的模型就出来了：我们假设重量（也就是自由下落

的时候的力，有时候也称为重力）和质量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 F “ mg，速

度的变化和质量、力之间也存在这个线性关系 a “ F
m
，合起来，

a “
F

m
“

mg

m
“ g. (2.16)

反过来，既然加速度是同一个加速度，则速度只能相差一个常数，只要保证

起点位置和起点速度相同，则运动轨迹完全相同。受力的模型 F “ mg 和

加速度的公式 a “ F
m
合起来很好地解释了自由落体运动。进一步的研究可

以是，那如果我们已知一个其他的力，例如 F “ F0，物体会如何运动。我

们可以继续用 a “ F
m
来算出来这个力所对应的加速度，得到加速度的原函

数——速度，进而得到速度的原函数——位置，然后我们去做实验检验这

个计算得到的结果。这样，我们就有了处理给定任何力的情况下的数学模

型了。从直觉和前人的研究开始，我们构建了速度、加速度的概念，发明了

微积分，猜测和检验通过了 F “ ma 这个把力和加速度联系起来的数学模

型，我们就暂时完成了一项科学研究工作。

后来，Einstein对这个推理过程做个进一步的批判性思维，问：为什么
同一个 m 既出现在运动中（a “ F

m
），也出现在重力中（F “ mg）。原则上，

受力和运动是两件事。例如电荷相互作用中的和 m 地位相同的量是电量 q，

F “ Eq。也就是说，换一个力可能就和关于运动的加速度公式中的质量 m

没有任何关系了。这推动了相对论的诞生。不过，在这里，我们先不关注这

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回到Newton的世界。一个反过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知道
了物体做什么样的运动，xptq，然后，求出来速度函数 vptq，再求出来加速

度函数 aptq，是不是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个物体受什么力了呢？当然，我们也

可以先猜测出来一个受力的函数形式 F，得到 a, v, x，然后验证这个得到的

位置函数正好就是观测的结果。那Newton就是这样来解决天体运动的问题
的。前面已经提到，为了追求对地面上的物体的运动的描述和天体运动的

描述相互统一，我们自然地要把前面得到的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迁移到天

体的运动。那天体运动的规律已经由Kepler很好地给出来，于是，问题就成
了什么样的力会使得天体来做符合开普勒天体运动三定律的运动呢？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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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ewton之前，已经有人，例如Christopher Wren（克里斯托弗·雷恩）,
Robert Hooke（罗伯特·胡克）和Edmond Halley（埃德蒙多·哈雷），猜
测天体之间存在引力相互作用，引力的形式是平方反比的 [18]。不过，当时
只有Newton有相应的数学武器来完成这个发现检验这个猜想。
这个微积分、加速度和力的关系、天体间引力公式在处理物体运动上太

成功了，同时把这样三个非凡的科学贡献做出来的也太少了，后来人们经常

把关于运动和力的研究称为Newton 力学，把天体间引力公式称为牛顿万有
引力公式。不过，现代微积分所用的名词和符号基本上是从数学家Leibniz那
里来的。从这个成功的经验开始，科学就走向了概念建模、数学建模，甚至

如果当前数学知识不够就去发明新数学的道路。

现在，我们回顾了天体运动的规律——Kepler三定律及其背后的动力
学——牛顿第二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我们用新的角度来看地心说。在数

学上有一个定理：任何一个连续的周期为 T 的函数都可以表示为Fourier级
数，

zptq “

8
ÿ

n“´8

Cneinω0t, (2.17)

其中 ω0 “ 2π
T
。对于准周期函数，也有类似的定理，

zptq “

8
ÿ

n“´8

Cneiωnt, (2.18)

其中 ωn 就不是简单的 ωn “ nω0 的关系了。或者说，更一般地，任何平方

可积函数——你就当作大部分物理现象都满足这个要求，都可以表示为一

个Fourier 变换，

zptq “

ż

dωz̃pωqeiωt. (2.19)

这几个定理和地心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平面上的运动轨迹记为 pxptq, yptqq，

然后定义一个复数，

zptq “ xptq ` iyptq. (2.20)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zptq 运用上面的定理了。首先，我们通过今天的

知识知道了，地心说的轨迹 zptq 包含了要观测的天体的运动轨迹和地球的

运动轨迹的叠加，因此，不是一个圆形轨道运动，可能是一个准周期函数

——没有公倍数的两个周期函数的叠加。当然，肯定满足是一个平方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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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要求。接着，一旦套进去展开公式，我们就发现，对于展开公式中的

每一项，有，以最简单的周期函数为例，

znptq “ Cneinω0t “ Cn cos pnω0tq ` iCn sin pnω0tq. (2.21)

满足，

x2
nptq ` y2

nptq “ C2
n. (2.22)

因此正好是圆形轨道上的周期运动。于是，我们就把一个一般的运动分解

成了一个圆形轨道上的周期运动25。其中，每一个圆的半径为 Cn。数学上，

每一项的系数 Cn 一般来说随着 n 减小。于是，正好就是大圆套小圆再套

小小圆，小小小圆。这样我们对于地心说为什么原则上只要套足够多的圆

总是可以准确描述天体运动有了一个理解。

顺便，请问，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数学知识，不把这个数学知识用来描述

天体运动的现象，而且还是一个按照日心说来说已经被淘汰的理论，我们

能够理解为什么地心说从描述结果上说会如此地成功吗？你看，对于历史

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也一定程度上基于数学和数学建模，也就是基于科学研

究方法。一旦我们面对的世界足够复杂，我们就不可能不用数学和科学来

理解它。

当然，Ptolemy肯定没有意识到其所作的猜测可以通过Fourier 变换来
理解。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大圆套小圆再套小小圆的模型可以看作

是一个准周期函数的Fourier 变换。
有了微积分，我们来展示一个只有用数学才能帮助我们实现的思考——

数学是思维的语言，而且有的场合下是唯一适合的语言。大家只要拉着绳

子转动过一个小球，就能意识到，为了维持小球的近乎匀速的旋转，我们也

需要在绳子上施加一个拉力。否则，小球就飞出去了。为什么速度大小相同

也会需要一个力，也就是也有加速度呢？我们来通过数学计算看看，为什么

会需要这样一个力，这个力和什么物理量有关。注意，这个维持物体圆周运

动所需要的力的表达式也是Newton当年关注的问题：天体运动如果需要一
个力来维持，还能够得到这个力的表达式，那么，Newton是不是就可以得
到万有引力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了呢？一会儿我们会发现，如果不靠数学计

算，我们发现这个力和得到这个力的表达式的困难有多大。

25这部分参考了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ferent_and_epicyc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ferent_and_epi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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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1 (匀速圆周运动向心力). 有一个长度为 r 的绳子，一端拴着一个小

球，一端用手拉着。为了计算简单，我们假设小球在水平面上（如果考虑重

力，我们就把这个小球放到一个水平桌面上）做匀速圆周运动。我们来计算

一下这个时候的加速度。

以圆心为原点，在小球运动平面上建立一个极坐标和一个直角坐标。选

取其中任意一个方位为 x 轴正方向，逆时针方向为 θ 增加方向，逆时针转

90˝ 的方向为 y 轴正方向。如插入一张图：标上这些坐标轴和量 。

于是，小球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函数是

r⃗ “ rr̂ “ r cos pωt ` ϕq̂i ` r sin pωt ` ϕqĵ. (2.23)

对这个函数求两次导数得到加速度，

v⃗ “
d

dt
r⃗ “ ´ωr sin pωt ` ϕq̂i ` ωr cos pωt ` ϕqĵ “ ωrθ̂, (2.24)

a⃗ “
d2

dt2 r⃗ “ ´ω2r
´

cos pωt ` ϕq̂i ` sin pωt ` ϕqĵ
¯

“ ´ω2rr̂. (2.25)

因此，这里确实有一个加速度，大小为 ω2r，方向为 ´r̂，也就是径向向内

从小球指向圆心。

除了实际上等价但是更加不严格的画图的方式，我迄今为止不知道另

一个能够得到这里有一个加速度并且大小方向如上的，除了用微积分来计

算之外的途经。因此，数学就是思维的语言，而且有的时候是最恰当的甚至

唯一的语言。人类描述世界需要运用思维，因此，数学也是描述世界的语

言。

微积分的发明，以及用微积分来描述世界，解决物理问题，是人类创造

力的非凡表现。我们学习科学就要学会欣赏这样的非凡的创造，甚至学会

做类似的创造。

习题 2.3 (科里奥利（Coriolis）力). 去阅读一下Coriolis 力的概念和推导过
程，尝试重复其推导过程。想一想，数学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力、速度等概念往往来自于对现实的抽象，而且在科学

中往往概念是可测量的，很多概念之间的间关系是可计算的，或者说可以

用数学结构来表达的。通过上面这些例子，我希望你已经看到概念建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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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在科学中的重要性，并且看到有的时候概念会通过数学结构来表

达甚至通过数学推理计算来得到。

有了概念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概念联系起来构成命题，把命题联

系起来构成知识体系了。

我们用勾股定理来当例子体会一下概念、命题和知识体系。稍后我们

还会在一次回到这个知识体系的主题。

按照Wikipedia 的“Pythagorean Theorem”词条，大概公元前 17 世纪
以前，巴比伦人就发现了勾股数的存在。大约公元前 5 世纪，印度人也有
了勾股数的记载，甚至在等腰直角三角形这个特殊的直角三角形上完成了

勾股定理的证明。在成书于大约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之间的中国的
《九章算术》[19] 上有勾股数和勾股数的计算方法的记载。《周髀算经》[20]
上有一段发生在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的对话，提到了勾股数和勾股数的计算
方法。

在中国，勾股定理的证明——刘徽的“青朱出入图”——出现在公元 2
世纪。成书于公元前 3 世纪的Euclid的《几何原本》[12, 21] 不仅描述了定
理，还给了基于公理化数学体系的这个定理的证明。

从生活中发现，某些图形的边之间会出现一个特定的关系是知识的起

点。下一步，原则上，就是搞清楚这些图形是不是具有某个类属性的，也就

是找到这一类的特征——这时候就有了概念，只要满足这个特征就一定具

有这个特定的边关系——这时候就有了命题。再下一步，原则上，就是去问

为什么这个类就具有这个特定的边关系。再再下一步，就是去进一步追问

这个为什么，直到归结到某个显然的而且尽可能单一的知识起点——在这

里“单一的”意味着最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命题也能够归结到这个知识起点。

实际上，Euclid的《几何原本》[12, 21] 是完成了这件事情的。具体来
说，就是发现，只有“直角三角形”这个群体才具有“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

角边各自的平方之和（a2 ` b2 “ c2）”这个关系，并且直角三角形可以通过

“直角”和“三角形”来定义。进一步，直角可以通过“平角”来定义（直

角是平角的一半，或者说把两个直角挨着合起来是一个平角），平角可以通

过直线来定义。最终只要能够定义直线，就解决了定义的问题。至于直线的

定义，原则上可以用平面上两点之间距离最短的那种连接线来定义。在直

线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定义直线长度。加上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ythagorean_theo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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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则运算，我们也就可以来检验是否满足 a2 ` b2 “ c2 了。这时候我们也

就为勾股定理这个命题做好了准备。

顺便，如果你学习过微分流形上的测地线的概念，这种最短的线就叫

做测地线。甚至后来，通过极值条件，最大或者最小，来定义对象成了一个

很常用的定义方式。

解决了定义的问题，那就有了命题。我们发现，勾股定理的含义就是所

有的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都具有 a2 ` b2 “ c2。第一，我们可以直接用具体

的三角形来检验一下：画个直角三角形，测量一下三边长度，测量一下直

角是不是直角，检验一下是不是在误差范围内具有这个三边关系。假设我

们初步的检验通过了。注意，在数学上，实际测量的检验通过不能确立一

个命题，最多只能说如果检验不通过很大概率可以得到命题不成立的结论。

第二，我们可以来为什么直角三角形就具有这个三边关系。我们发现，可以

用面积关系来证明这个命题。

定理 2.1: 勾股定理

平面上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长度记为 a 和 b，斜边的长度记为

c，则

c2 “ a2 ` b2 (2.26)

证明 2.1. 基于割补图形的证明 这个来自于Pythagoras的证明是这样的，首
先，把一个边长为 a ` b 的正方形做两种不同的分割。第一种分割是四个相

同的直角三角形把边长为 c 的正方形围在中间。第二种分割是把四个三角

形两两组合起来，剩下的是一个边长为 a 的正方形和一个边长为 b 的正方

形。按照总面积不变，四个三角形的面积之和也不变，我们得到

c2 “ STotal ´ 4 ˆ S△ “ a2 ` b2. (2.27)

在这个图形切分的过程中，除了长方形的面积、面积的割补性质，我

们实际上还用到了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之和等于一个直角的度数的性质，

也就是三角形内角和等于平角的度数的性质。

除了Pythagoras，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也给出过类似的证明。
更多的关于勾股定理的证明我们就展开，可以参考吴金闪的《小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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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Pythagoras 割补图形的证明。把一个边长为 a ` b 的正方形做两

种不同的分割，可以得到中间区域不同的图形，但是总面积不变，染色部

分的面积也不变。图片来自于Wikipedia 的“Pythagorean Theorem”词条，
感谢 William B. Faulk。2024 年 7 月 8 日访问。

学这样学》[2]。其核心就是通过面积割补的性质以及长方形面积公式——
两个图形合起来得到的图形的面积就是两个图形各自的面积合起来。但是，

原则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那为什么面积具有这个割补性质呢？

后来的高等数学的学习，会告诉我们另一条路，面积本身是通过积分

来定义的，而积分自然具有上面的性质。或者换一条路，从平行公理结合面

积的公理化定义也可以得到面积的割补性质。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证明，整个平面几何的知识体系，包含其公理、概

念、定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从少数几个公理出发来构建的，而且

有好几组这样的公理的选择，并且它们之间等价，如图 2.7 所示。
那这个从勾股定理的发现到勾股定理本身的证明，到从基本公理和定

义开始构建整个证明勾股定理的知识体系的例子，在这里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的目的显然不是教大家平面几何。从这个例子中，我们首先看到：

第一、受现实启发以后要定义概念猜测定理，这个过程要做抽象——这一

步称为概念建模或者概念化；第二，猜测定理之后尝试去思考这个定理是

否成立，为什么这个定理成立，如何来证明这个定理成立——依靠逻辑演

绎证明和实验检验；第三，更进一步追问用来证明这个定理的定理来自于

哪里，直到构建起来以某种意义上显然的公理为基础的整个知识体系——

这一步称为知识的系统化。

因此，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读者们看到通过抽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ythagorean_theo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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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可以证明，平面几何可以从上面的任何一组公理出发构建其知识体
系，这几组公理的选择也是等价的，可以相互证明的。



2.7 从牛顿到数学建模和概念建模 89

来做概念建模或者概念化、依靠逻辑演绎证明和实验检验来检验一个命题

是否成立、以及构建在最少得假设和定义之上的知识体系在整个科学发展

中的重要性。

反过来，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其实不缺乏对技术的应用，不缺乏被现

实启发，但是往往缺乏对概念的提炼，对知识体系的构建，往往主要关注实

用性或者案例。例如，《九章算术》[19] 就往往是这样的要解决的问题例子，
以及这样的问题用什么方式求解，而没有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求解（这个往

往就需要走到知识体系了），也没有这些例子背后是什么概念（这就需要概

念化）。

例 2.2 (《九章算术》方田法). 方田（以御田畴界域）今有田广十五步，从
十六步。问为田几何？答曰：一亩。

又有田广十二步，从十四步。问为田几何？答曰：一百六十八步。

方田术曰：广从步数相乘得积步。

翻译一下就是：问有一块长方形的田，长和宽分别已知，如何求田（的

面积）；答田（的面积）为多少，计算方法是把长和宽相乘。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提炼出来面积的概念，长方形的概念，长方形的面

积为什么是长乘以宽，那么，我们的数学就有可能成为知识体系。当然，可

惜，历史上这并没有发生。

各位今天的读者，我们希望你不要重复这个历史。我们固然有我们在

人类知识上的贡献，有一些发现或者被启发还很早，但是，我们整个中国

人或者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在数学和科学上的贡献还远远配不上我们的人

口、才智和努力程度。也就是说，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而是因为我们要

么仅仅关注最实用的应用性技术或者案例但是不提炼概念，要么关注最最

普遍最最高级别的联系——天人合一或者阴阳五行来好像或者所谓地而不

是可实验检验可重复可计算地可逻辑推理低解释一切。今天，看完这一节，

我希望你更加关注这些中间层次：从技术和案例走到概念，从概念走到命

题和命题的证明和检验，更进一步走到知识体系。而这个过程中，不过就是

概念化和知识的系统化，加上批判性思维（通过逻辑演绎和实验来检验命

题），仅此而已。

我们再来补充一个技术和物理学的例子。1654 年当时担任德国马德堡
市长的Otto von Guericke（奥托·冯·格里克）做了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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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Gaspar Schott 所做的展示马德堡半球实验的木刻画。图片来自
于Wikipedia“Magdeburg hemispheres”词条。

如图 2.8 所示，在这个实验中，两个半球形的铜球连接在一起，铜球内部抽
成真空，发现，16 匹马都拉不开这个没有施加任何外力的铜球。铜球的实
物目前保存在德国莫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图 2.9 是一张这个实物的照片。

这个实验说明了大气压的存在：马拉不开，就表示，就算外界我们觉得

没有施加任何作用力，铜球上还是有外界给的保持这个球不容易被打开的

力。联系到Evangelista Torricelli（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大气压强的水银
汞柱实验，我们发现，大气可以看做是这个看不见的力的来源。和Galileo的
斜面相同，这个实验装置没有丝毫的实际作用，完全就是为了展示一个科

学原理。

顺便，这个实验本身对于物理学，以及整个科学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

的。Galileo已经通过斜面实验来开展了对落体运动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和
就直接生活经验——相当于没有精细设计的不系统的粗糙实验——有矛盾

的结论，启发了后来人的研究。而这个马德堡半球实验抓眼球和促进人们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gdeburg_hemi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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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马德堡半球实验所用的原始的两个半球的照片。图片来自于德意志
博物馆数字馆藏。

开始思考科学现象和原理的效果和传说中的比萨斜塔如果其真的发生过的

话是类似的：从这个实验，人们可以极大地感受到科学研究是要通过实验

来进行的。不过，因为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其他例子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一点，

因此，在这里，举这个马德堡半球实验的例子是用来体现概念化、知识的系

统性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和中国的相应情形作对比之后。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对大气压的感知和利用，例如图 2.10
中展示的来自于战国时期的汲酒器。其工作原理就是大气压：在把汲酒器

放入到酒坛中的时候，酒会由于内外液体平面的差而进入汲酒器；然后用

手摁住汲酒器上方细管上的小孔，这时候把汲酒器提起来，中间应该会发

生一点点汲酒器内酒回流到酒坛的现象于是导致其内部气压小于外部气压

（封闭在细管中的空气体积变大了，压强变小了），于是，就算把汲酒器拿出

来到酒坛的外面，酒也不会撒出来了；汲酒器到了喝酒的容器上方就松开

小孔，内外气压一致，不足以支撑酒的压力，酒自然流出。

可是，问题来了，我们自从发现和利用这个现象之后，有去做概念化

吗？有去提出和检验命题吗？有去构建知识体系吗？

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的科学家，未来的系统科学研究者，你们不能仍

https://digital.deutsches-museum.de/item/2017-968T40/
https://digital.deutsches-museum.de/item/2017-968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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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中 国 战 国 时 期 汲 酒 器。 图 片 来 自

于http://www.sanyamuseum.com/a/chenliexuanjiao/2022/1117/1581.html。

http://www.sanyamuseum.com/a/chenliexuanjiao/2022/1117/15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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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停留在只关注最最实用的层面和最最普遍最最高级的联系的层面，而是

得从实用走向概念、命题、知识体系。

2.8 从自旋的量子力学看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

之前，我们已经和Newton一起从机械运动的经验和体验中提炼出来了
瞬时速度的概念及其数学定义，也从当时的前人的研究中猜测和检验通过

了 F “ ma 这个命题，这也是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把不同的已经明确

定义的概念26关联起来构成命题并且用数学结构来表达这个关系。后来，当

我们把 F “ ma 用于天体运动的时候，我们还从数学上推导出来了运动天

体和太阳之间的万有引力的数学形式。这也是概念建模，而且是反过来的，

先有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用于某个场景得到一个新的对象，然后对这个新

的对象对一个推广，形成一个类，于是得到一个概念。其实，James Maxwell
（詹姆斯·麦克斯韦）也做了很相似的一件事情——提出位移电流。先得到

一套描述电磁场的方程，然后发现，这套方成形式上不够对称，也不能很好

地描述电容器充电过程中电场和电量都在变化的过程，于是，提出一个来

自于电场变化的“虚拟的”电流。发现，有了这个电流项，方程也更加对称

了，充电过程也能够得到描述了。于是，位移电流就成了一个电磁现象中的

概念。这也是先建立电磁场的概念和数学模型，然后，运用数学模型来描述

现象，发现一个新的概念的例子。

下面，我们来看另一个能够更好地体会到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的物理

学研究案例——自旋的量子力学模型的建构。不过，遗憾的是欣赏这个研

究需要一点点线性代数的知识以及一颗非常愿意思考的脑子。没准你刚好

具有呢！在这里，我们偶尔会有不严格和跳跃的地方。如果你想更加严格地

学会其中的每一步，请参考吴金闪《二态系统的量子力学》[22]。
自旋的概念的第一次被启发来自于Stern-Gerlach实验：Stern和Gerlach让

一束银原子通过如图 2.11 的仪器——其有一个内部方向（其实由其内部的
磁场决定），然后发现，通常一束电中性银原子过这个仪器之后会在屏幕上

产生两个斑点。这就是著名的Stern-Gerlach 实验。这个实验首先揭示了银

26这里有一个一般的力如何定义的逻辑问题。我们假装我们只关心具体的已知大小的力，
例如重力、电磁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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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来自于Otto Stern（奥托·斯特恩）和Walther Gerlach（瓦尔特·盖拉
赫）的自旋 Stern-Gerlach 装置示意图。图片来自于 Wikipedia 页面https:
//en.wikipedia.org/wiki/Stern-Gerlach_experi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rn-Gerlach_experi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rn-Gerlach_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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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具有一个新的自由度——肯定不是带电造成的也不是通常的空间自由

度，这个自由度至少有两个离散的状态值。离散状态的自由度这一点本身

在当时就是一个很大突破：当时机械运动的物体的自由度主要是空间自由

度，而空间自由度是连续的。如果是带电的也很好解释，带电粒子在磁场中

受到电磁力的作用会发生偏转。但是银原子是电中性的。那这个新的自由

度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用什么数学结构来描述这个新的自由度呢？

2.8.1 经典概率论和矩阵的 Dirac 符号表示

这一小节介绍的新的数学——矢量和矩阵的 Dirac 符号表示，实际上
比传统的矢量和矩阵的分量表示要简单很多很多，也要深刻和准确很多很

多。请你尝试去学习和习惯一下这个新的表示方式。一旦学会了，你看世界

的方式就会不一样——数学不过就是在你需要（用来辅助思考或者描述世

界）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东西27。

如果你已经学习过矢量和矩阵，则 Dirac 符号是一套用来表示矢量和
矩阵的符号，也就是把传统的矢量和矩阵分别写作

r⃗ “ xî ` yĵ ` zk̂ “ rx, y, zs ÝÑ |ry “ x |1y ` y |2y ` z |3y , (2.28)

A “
“

Ai
j

‰

MˆN
ÝÑ A “

M,N
ÿ

i“1,j“1
Ai
j |iy xj| . (2.29)

然后，当我们要计算矩阵和矢量的乘法，矩阵之间的乘法，矢量之间的投影

（内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 xµ| νy 这样的算式；当我们需要计算矢量和矢

量之间的并矢计算（如果你没有听说过的并矢话，不用管），也就是从矢量

得到矩阵的时候，我们会遇到 |µy xν| 这样的算式。我们稍后会学习怎么来

计算它们，见算式 p2.39q。也就是说，拟将会看到：Dirac 符号完全和你之
前已经学习过的分量形式表达的矢量和矩阵等价。

如果你没有学习过矢量和矩阵，则正好我们从头学起——这反而更加

简单也能够帮你把 Dirac 符号理解得更好。回到经典硬币，我们有一个很

27这句话转引自Paul Dirac（保罗·狄拉克）：作者在彭桓武的一次报告中问了彭先生数
学和物理的关系这个问题，彭先生说他也问过Dirac同样的问题，然后把上面这个答案转述
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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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离散两状态的数学模型——经典概率论。硬币拥有正反两面的状态，

分别记作 Ò 和 Ó 状态。一个硬币的最一般的状态记作一个概率分布函数，

pc “

$

&

%

pÒ Ò,

pÓ Ó .
(2.30)

或者等价地记作

ρc “ pÒ |Òy xÒ| ` pÓ |Óy xÓ| . (2.31)

后面这个符号就是前面这个符号的另一种写法，|Òy xÒ| 对应者前者的第一

行的情况，|Óy xÓ| 对应者前者的第二行的情况。这个新记号的好处是，不用

分情况写成好几行，只需要一行就可以写出来。

顺便，如果要算一下分布函数的某个量的均值，例如这样的一个量，

A “
ÿ

µ

Aµ |µy xµ| (2.32)

我们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

xAy “
ÿ

µ

Aµpµ “ AÒpÒ ` AÓpÓ. (2.33)

例如，如果一个规则 E 是硬币正面你获得 10元，硬币反面你失去 5元，就
写成，

E “ 10 |Òy xÒ| ´ 5 |Óy xÓ| , (2.34)

就可以得到你收入的均值，

xEy “ 10pÒ ´ 5pÓ. (2.35)

如果是完全对称的硬币，那么

xEy “ 101
2

´ 51
2

“ 2.5. (2.36)

我们还可以直接用算式 p2.31q 和求均值的定义（其中用到了“求迹”运算，

也就是 trpAq “
ř

i xi| A |iy）

xAyρ “ trpAρq “
ÿ

i

xi| Aρ |iy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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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得到均值，只需要约定，

xÒ| Òy “ 1, xÒ| Óy “ 0, xÓ| Òy “ 0, xÓ| Óy “ 1. (2.38)

合起来记作

xµ| νy “ δµν , (2.39)

其中 δµν 被称为Kronecker δ 记号，两变量相同值等于 1，否则等于零，也
就是

δµν “

$

&

%

1 µ “ ν,

0 µ ‰ ν.
(2.40)

这是 Dirac 符号中唯一需要记住的运算规则，而且基于矢量投影可以很好
地理解这个运算规则：相同的状态左右箭头符号对起来相遇表示一个状态

在自己身上的投影，自然等于 1；否则两个完全正交的状态之间做投影必然
等于零。注意，如果是先右箭头再左箭头，也就是形如 |µy xν| 则不要运用

上面的计算规则。

我们可以检验一下是不是矩阵乘法在两套语言下相符。按照元素定义

为

pABqij “
ÿ

k

Ai
kB

k
j , (2.41)

按照整个矩阵定义为

AB “
ÿ

i,l,m,j

Ai
l |iy xl| Bm

j |my xj| ,

“
ÿ

i,l,m,j

Ai
lB

m
j |iy pxl| myq xj| ,

“
ÿ

i,l,m,j

Ai
lB

m
j |iy xj| δlm,

“
ÿ

i,l,j

Ai
lB

l
j |iy xj| .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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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这个矩阵的 i, j 分量为，

xi| AB |jy “ xi|

˜

ÿ

m,l,n

Am
l Bl

n |my xn|

¸

|jy ,

“
ÿ

m,l,n

Am
l Bl

nδimδnj,

“
ÿ

l

Ai
lB

l
j (2.43)

两者完全吻合。

习题 2.4 (证明矩阵乘法的整体定义和元素定义等价). 先取两个 2 ˆ 2 的矩

阵，例如，从 σx “

«

0 1
1 0

ff

、σy “

«

0 ´i

i 0

ff

和 σz “

«

1 0
0 ´1

ff

选两个，计算

乘法，具体算一下，看看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是否一致。然后，重复算

式 p2.42q 的计算过程，证明一般的矩阵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同。

习题 2.5 (证明对于经典概率分布函数两种均值计算方式等价). 证明对于
经典概率分布函数的两种计算方式算式 p2.33q 和算式 p2.37q 得到的结果相

同。你可以直接针对任意的分布函数和任意的需要算均值的量来证明，也

可以先尝试几个特例，然后再来证明一般情况。

如果你以前已经学过矩阵的概念——排成一个方形的一堆数，我们这

里，实际上是那一堆数中的处于第 i行和第 j 列的每一个数 Ai
j 都配上相应

位置的表示 Ai
j |iy xj|。这样整个矩阵就成了一个加法算式，

A “
ÿ

ij

Ai
j |iy xj| . (2.44)

毕竟加法和乘法才是我们最容易操作的过程。

注意算式 p2.37q 同样可以用于系统处于某个状态下的概率的计算，例

如，我们取 A “ |µy xµ|，则算出来的就是系统处于状态 |µy xµ| 的概率，

x|µy xµ|yρ “ trp|µy xµ| ρq “ xµ| ρ |µy “ pµ. (2.45)

习题 2.6 (证明经典概率分布函数算式 p2.45q 成立). 对于一个任意的经典
概率分布函数，证明，算式 p2.45q 成立，也就是经过算式 p2.37q 矩阵乘法

和求迹计算以后得到的就是状态为 µ 的概率 p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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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经典概率论和矩阵的 Dirac 符号表示，我们就
可以来构建自旋的量子力学模型了。

2.8.2 自旋的实验现象和数学模型

我们把上（下）方的斑点对应的路径称为向上（下）态的路径（物理学

具体知识会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上下”的命名其实应该是倒过来的，应

该是“下上”。不过，在这里无所谓）。首先，我们发现，如果仅仅是如图

2.11 中的Stern-Gerlach 实验得到两个强度相同的斑点，那么，

ρc “
1
2

|Òy xÒ| `
1
2

|Óy xÓ| (2.46)

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个现象：自旋就可以用两状态的完全对称的硬币来描述。

但是，之后，人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我们先来看图 2.12 中这个
实验：在原始实验装置后面再增加一个磁场，而且保持增加的磁场的方向

和之前的装置的方向相同。如果我们把其中的向下的路径盖住，那么没有

被盖住的继续进入第二个磁场的粒子的状态应该是，

ρc2 “ |Òy xÒ| . (2.47)

如果这个状态进入到第二个磁场，如图 2.12，那么，我们会观测到的两个
可能的状态的概率分别为，

xpÒy “ tr pρc2 |Òy xÒ|q “ 1, xpÓy “ tr pρc2 |Óy xÓ|q “ 0. (2.48)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观测到向上的状态而没有向下的状态。这个结果正好

和图 2.12 的实验结果相符。
那看起来我们用两状态经典概率分布函数——也就是硬币的模型——

描述自旋的实验观测行为很成功啊。但是，坏事的进一步实验来了。现在，

我们来做一些稍微更有趣的实验，逼迫我们构建超越两状态经典概率分布

函数来描述自旋。未来我们会知道，我们需要引入的突破是“状态的矢量叠

加”。

我们让 ẑ 方向的仪器出来的向上态的粒子经过一个内部方向为 x̂ 方向

的仪器，如图 2.13，打到屏幕上。问：屏上有一个还是两个斑点？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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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axis
~z axisSource

S −G S −G

S

图 2.12: 自旋经过一个 Stern-Gerlach 装置——其内部就是一个磁场——之
后挡住向下的输出，这样从装置出来的状态就是第一个装置的向上方向。接

着让这个输出的自旋再一次经过同样方向的装置——得到仅有一个向上的

输出结果。

~z axis ~x axis

Source

S −G S −G

S

图 2.13: 电子过两个不同方向磁场实验装置示意图，先过 z 方向，接着 x

方向。

是一个个粒子射出，累积了一大群之后会得到两个斑点，但是单次射出粒

子的实验只能得到一个斑点。怎么解释？

我们如果坚持用两状态经典概率分布函数来描述自旋，则相当于要求

xpÒxy “ tr pρc2 |Òxy xÒx|q “
1
2

, xpÓxy “ tr pρc2 |Óxy xÓx|q “
1
2

. (2.49)

注意，我们已经知道

ρc2 “ |Òzy xÒz| . (2.50)

于是，我们就得到28，

tr p|Òzy xÒz| Òxy xÒx|q “ |xÒz| Òxy|
2

“
1
2

,

tr p|Òzy xÒz| Óxy xÓx|q “ |xÒz| Óxy|
2

“
1
2

.

(2.51a)

(2.51b)

28这里我们用到了复数的计算公式，c ˆ c˚ “ |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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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必须有

xÒz| Òxy “

?
2

2
eiϕ,

xÒz| Óxy “

?
2

2
eiψ.

(2.52a)

(2.52b)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先让自旋通过 x 方向，然后再到 z 方向，就可以得到

xÒx| Òzy “

?
2

2
eiϕ

1

,

xÒx| Ózy “

?
2

2
eiψ

1

.

(2.53a)

(2.53b)

甚至，我们可以把任意的这样两个方向组合起来，做这个实验，就可以得到

任意的 xÒr̂1 | Òr̂2y , xÒr̂1 | Ór̂2y。

现在我们来仔细分析算式 p2.52q 这个结果：相当于，我们看到一个处

于 |Òxy 的状态中包含了 |Òzy 的成分，|Óxy 的状态中也包含了 |Òzy 的成分。

这个违反离散型的经典概率论的基本假设：基本事件集里面的事件本身是

互斥的，也就是每次只能出现基本事件集中的一个。反而，这个结果和我们

熟悉的矢量计算很像。例如，我们可以取这样的两个矢量来试试，

|Òxy “

?
2

2
p|Òzy ` |Òzyq ,

|Óxy “

?
2

2
p|Òzy ´ |Òzyq .

(2.54a)

(2.54b)

你会发现，这个矢量分解的关系式完全满足上面的要求。注意，在经典概率

论的世界中，这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关系。这也是经典方向矢量位置矢量的

世界中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在那里，

|Òxy “ r1, 0, 0s
T , |Óxy “ ´ r1, 0, 0s

T ,

|Òzy “ r0, 0, 1s
T , |Ózy “ ´ r0, 0, 1s

T ,

(2.55a)

(2.55b)

完全不能满足算式 p2.52q 的要求。我们遇到了需要新的数学对象的时候了！

那这个数学对象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它是Hilbert空间的
矢量。当时的物理学家是在尝试了大量的其他描述之后猜出来的。用今天

的语言，我们把 |Òxy , |Òyy , |Òzy分别定义为 σx, σx, σz 三个矩阵的本征值为 1
的本征矢量，|Óxy , |Óyy , |Ózy 分别定义为 σx, σx, σz 三个矩阵的本征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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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axis
~z axis

~x axis

Source

S −G
S −G

S −G

S

图 2.14: 电子过三个方向磁场实验装置示意图，先过 z 方向，接着 x 方向，

然后 z 方向。

的本征矢量，就可以满足算式 p2.52q。注意，算式 p2.52q是来自于实验现象

的要求，任何理论一定要满足的。

习题 2.7 (σx, σx, σz 的本征矢量). 证明，σx, σx, σz 三个矩阵的本征值为 ˘1
的本征矢量正好满足算式 p2.52q 的要求。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自旋的数学模型，以及建立起来了自旋这个新的

运动自由度的概念。在这里，原则上我们还得交代为什么自旋的状态会影

响粒子在位置空间的运动，才能完整地解释前面的实验结果。不过，这部分

需要额外的物理学的具体知识，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有了自旋的概念和数学模型，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就需要作

进一步的实验来检验这个概念和数学模型了。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让粒子

经过下面的图 2.14中的三个磁场会怎样，理论结果和实验结果是不是相符。
我们让 z 方向的仪器出来的向上态的自旋经过一个内部方向为 x̂ 方向

的仪器。出来的向上态的自旋再次经过 z 方向的仪器，打到屏幕上。问：屏

上有一个还是两个斑点？如果按照经典概率论的直觉判断，一开始去掉了 z

方向向下的自旋，中间干的事情是 x 方向自旋的事情，后面按道理应该不

再出现 z 方向向下的自旋，于是你的预测是只有一个斑点。如果你去按照

前面构建的自旋的Hilbert 空间矢量的模型来做一下计算，你就会发现，在
倒数第二步，也就是从 x 方向出来并且盖住向下的自旋之后，自旋的状态

为，

ρ “ |Òxy . (2.56)

接着，进入 z 方向的磁场，于是，我们要计算

pÒz “ tr pρ |Òzy xÒz|q “
1
2

, pÓz “ tr pρ |Ózy xÓz|q “
1
2

. (2.57)

于是，我们得到有两个强度相同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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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其实基本上看到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通过实验

和测量受到现实世界的启发，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实验检验，就差知识的

系统化了。当然，在这里，我们更加强调这个研究过程很好地体现了概念建

模和数学建模这一步。

2.9 从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看到知识的系统化

知识的系统化指的是把不同的命题不同的概念联系起来，梳理出来一

个最基本的概念和命题，然后，从这里可以得到其他的概念和命题。实际

上，知识的系统化的第一个例子就是Euclid的《几何原本》[12]——把三四
百条之前已经知道的命题梳理了一下，找到了最本定义和基本公理，然后

从它们来证明这些命题。

那物理学里面有没有体现知识的系统化的例子呢？有热力学和统计物

理学，还有量子力学。它们都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有各种针对具

体情况的定律以及针对具体现象的模型。但是，逐渐地，当人们把这些定律

和模型都做了一番梳理之后，就发现，其实只需要很少的几条假设和几个

定义，就可以得到所有的这些定律和模型。这就是物理学中知识的系统化

的例子。尽管我个人非常喜欢量子力学的案例，但是，考虑到理解量子力

学的知识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理解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知识，我就偷个懒，

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例子吧。

物理学都是从实验中发展而来的，热力学自然也是。在搞清楚热力学

的背后是统计物理学的分子运动论和热平衡分布之前，我们就有了关于气

体的经验定律。它们分别是等温变化的玻意耳定律，等容变化的查理定律

和等压变化的盖吕萨克定律，分别表示为，对于一盒子气体，

P1

P2
“

V2

V1
, (2.58)

等温变化气体的压强和体积成反比，

P1

P2
“

T1

T2
, (2.59)

等容变化气体的压强和温度成正比，

V1

V2
“

T1

T2
,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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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压变化气体的体积和温度成正比。于是，这三项合起来，我们很容易猜

测，说明了
P1V1

T1
“

P2V2

T2
“ C. (2.61)

而且这个常数 C 对于给定质量的固定种类的气体而言的，也就是说，如果

气体的种类变了质量变了，有可能这个常数会变。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

就是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PV “ nRT. (2.62)

其中 n是盒子内气体的摩尔数，R是一个比例常数。也就是前面的 C “ nR。

如果从质量上来考虑，n “ m
NAm0

，其中 m是这一盒子气体的总质量，m0 每

个气体分子的质量依赖于气体种类，NA “ 6.02214076 ˆ 1023 是Avogadro常
数，表示把这么多个分子叫做 1 摩尔的分子，也就是规定了 1 摩尔对应的
数量。

为什么右侧会和物质的总质量或者说分子的数量有关呢？这个其实也

很好理解：当我们在相同体积、温度和压强的两份气体合起来放入同一个

体积维持相同的温度的时候，显然，就可以基于生活经验猜到压强应该增

加——这就是给气球充气的原理，吹进去的气越多，其压强就会越大。因

此，PV
T

“ C 这个常数显然和气体的总质量有关。当然，在这里，我们发现，

其实是总分子数而不直接就是总质量，也就是说，每个分子自身的质量的

不同会造成气体总质量的不同但是只要维持分子总数不变，右侧的常数就

不变。这个结果还是需要进一步实验检验或者理论证明的。不过，在这里，

我们暂时直接接受这个结果。也就是说，PV
T

“ nC̃，至于常数 C̃ 依赖于具

体的分子（从而依赖于单个分子质量）还是对所有分子都相同，我们暂时

去思考为什么，只接受结果——这个常数不依赖于具体分子对所有分子都

相同。原则上，这个结果是可以通过做实验来检验的：比例说，我们放入一

定总质量（m1）的一种气体，一定总质量（m2）的另一种气体，我们会发

现，只要 m1

m2 等于某个特定值（其实就是单个气体分子的质量之比
m1

0
m2

0
从而

保证两者的分子数量相同），则两者的 PV
T
相同。只要实验上验证了这个结

果，则我们就可以得到背后不是质量直接影响常数 C̃ 而是分子数量。

这里，从气体的分开的三个实验定律，得到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就初步

地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一旦有了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我们就很自然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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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气体的分开的三个实验定律了。更进一步，如果我们还能从更基本

的概念和假设的基础上来得到理想气体状态方程，那就更好了，尤其是这

个从更基本的假设得到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过程肯定也就揭示了为什么会

出现公式里面的 n，以及为什么不同物质构成的气体都遵循这同一个公式，

或者在什么条件下遵循这同一个公式。我们稍后回到这个问题。

在统计物理学，也就是平衡态热力学的理论基础发展起来之前，物理

学家已经发现了其他的实验定律。例如，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

律。例如James Prescott Joule（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发现了热功
当量，也就是，在保证对这个系统做的功再不能传递到其他地方和转化为

其他形式的条件下，也称为绝热条件下，对一个系统做多少功和这个系统

升高的温度——于是也就是内能的增加——是完全一一对应的。这就说明，

能量是守恒的，外界对系统做的功等于系统内能的增加。更一般地，系统还

可以直接从外界吸收热量。不过，热量在不同的物质之间传递而没有做功

的情形在当时已经得到研究，得到了吸收热量等于内能的增加。把两者合

起来就是热力学过程的能量守恒定律，也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dU “ δQ ´ δW, (2.63)

内能的增加（dU）等于系统从外界吸收的热量（δQ）减去系统对外界的功

（δW），或者说加上外界对系统做的功（´δW）。这已经把两个不同的过程，

吸热和做功，整合起来的表达式了。

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一个实验定律。例如，我们看到双手摩擦或者两

个铁块摩擦可以生热，但是很少看到热可以完全变成机械运动的，尽管热

通过做功完全变成机械运动并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δQ ´ δW “ 0。当时
已经有蒸汽机这样的把热转化为动能的机器。是否从原理上允许把所有的

热转化为功，而不带来任何其他影响，在工程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当

然，在实际蒸汽机中，我们往往会看到工作物质，也就是蒸汽，把进入和出

来的蒸汽相比，肯定是出来的温度更高，也就是其携带了一部分热量。也就

是说，没有把所有的蒸汽吸收的热量都转化为功，蒸汽本身留着一部分呢。

于是，这就被总结为：不可能从单一的热源吸收热量且对外做功而不产生

其他的影响（例如，工作物质的温度回到原来的温度）。

类似地，我们看到一盒子气体，一开始不均匀，例如刚放进去的一团气

体分子可能集中在盒子的一侧，然后随着时间，慢慢地，这团气体会充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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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盒子。这个盒子不需要和外界交换任何能量，或者对外做功，也可以不交

换任何气体分子。这样的系统我们称为孤立系统，其中 δQ “ 0, δW “ 0，于
是 dU “ 0。我们发现，孤立系统如果有演化，这个演化竟然总是向着更加
均匀的方向来演化的。这件事情，在定义一个熵来表示均匀程度之后——

熵越大越均匀，就被表示为，孤立系统熵自发增加，

dS ě 0. (2.64)

进一步，当系统包含和外界的能量交流之后，例如吸收热量和做功，那

这个关系会更加复杂，因为这时候 δQ, δW, dU 可能都不等于零。相当于算

式 p2.64q 中右侧的 0，需要替换成 δQ, δW, dU 的某个表达式。注意，这三

个变量只有两个是独立的，因为其满足热力学第一定律。物理学家经过研

究之后发现，需要把算式 p2.64q 修改成

TdS ě δQ “ dU ` δW. (2.65)

具体为什么会是这个表达式暂时可以不管它，大概来说，就是，系统吸收

热量会导致分子热运动更加激烈也就是由熵所描述的运动的无序程度增加：

在温度恒定而且过程可逆的时候，系统吸收的热量 δQ “ TdS，但是，如果

不可逆——例如包含前面的气体分子在盒子里面变得更加均匀，则系统熵

的增加会更高。合起来，上就有了两个引起熵变化的途径：平衡系统吸收

或者释放热量（从而连着内能变化和做功），系统从非平衡趋向平衡。不过，

在这里这个公式的具体含义不是重点。读者能够看到这个公式的含义当然

更好，看不懂的话，只需要知道，基于实验发现以及工程需求，历史上物理

学家除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还发现了特例学第二定律就行了。

于是，那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一个理论模型把所

有的这些实验定律，包含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都可

以通过推理得到？于是，物理学家假设，热平衡的系统的状态符合特定的分

布。例如，和外界交换能量维持温度不变的系统——称为正则系统——其

状态分布函数符合如下的正则分布，

ρ “
1
Z

e´βH ,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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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Z 是一个归一化常数，

Z “
ÿ

xi

e´βHpxiq, (2.67)

其中 Hpxiq 是系统处于状态 xi（例如，对于机械运动的物体 xi “ pr⃗i, v⃗iq，

也就是包含了位置和动量）的时候的动能和势能之和，而 β “ 1
kBT
是温度

的倒数乘上一个常数——称为玻尔兹曼常数。

例如，如果是 N 个质量为 m 的单原子分子构成的系统，忽略粒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这就是理想气体的最简单的情形，则

H “

N
ÿ

n“1

1
2

mv2
n. (2.68)

其中速度 v “ 9x 等于位置对时间的导数。如果把这一盒子的气体放到重力

场中则，

H “

N
ÿ

n“1

1
2

m 9x2
n ` mgyn. (2.69)

当然，如果这个盒子的高度不大，则 mgyn 往往是一个常数，不会对分布函

数造成影响。

于是，物理学家从这个分布函数开始通过完成从已知分布函数来求各

个物理量的平均值的计算来得到了前面所说的所有实验定律，

xA pr⃗i, v⃗iqy “
1
Z

ż

A pr⃗i, v⃗iq e´βHpr⃗i,v⃗iqΠN
i“1dr⃗idv⃗i. (2.70)

至于这个计算的过程，我们就不再这里展开了。这是物理系本科阶段二、三

年级的一门叫做“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的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它需要大量

的知识基础，例如微积分、概率论、力学、分析力学和量子力学。更加重要

的事情是，你看到，通过假设平衡态分布函数和利用力学中已经学过的能

量函数，经过数学推导计算，我们可以得到前面所说的所有实验定律，而这

个假设和推导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建立起来的从假设到多个定律的知识体

系体现了知识的系统化。

一个留下来的很有意思的问题是：物理学家怎么就猜出来平衡态分布

函数算式 p2.66q 的？有没有可能这个分布函数本身不不用猜出来，而是可

以从更加基本的原理，例如牛顿方程、薛定谔方程等运动方程得到？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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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也能够走通，则物理学知识就更加系统化了。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没

有解决的问题。物理学家们已经为此奋斗了好多代了。这也正好是作者我

的研究问题之一 [23]。你有没有兴趣来进一步推动这个系统化？物理学家的
最终梦想（之一，还是唯一？）就是有一天所有的物理知识都从一个假设就

可以得到。

当然，实际上，往往是新的实验结果引出了新的知识，而物理学家需要

把这个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成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或者如

果完全不可能在先有知识的范围内系统化，则推翻现有的知识，构建一个

既能够解释过去的从实验得到的知识又能够得到现在新的实验所要求的知

识的更通用的知识系统。

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这个对知识的系统性的追求，可能真的是因

为这个世界的对象是相互联系的构成系统的因此描述其行为的知识也是相

互联系的构成系统的，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同时处理信息的容量

太有限了，因此，依靠人类大脑来认识世界就迫使我们必须构建一个知识

的体系，从而为了提出和解决问题，实现任何时候任何一个人类大脑只需

要从很少很少的几个基本假设基本概念开始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知识，而不

是依靠相互不相联系的碎片化的知识来完成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任务。

2.10 从力学的发展看到科学对统一性的追求

前面我们回顾了力学的发展历史——再一次强调是物理学家眼里的发

展历史而不一定是真实的时间顺序发展历史，从Aristotle确定物理学的研究
对象，到Galileo贡献了用实验和测量来开展研究以及具体物理知识上注意
到“地面上的物体，没有力运动状态不会改变”和“自由落体运动的下落速度

和重量无关”，到Kepler发现所有天体满足的天体运动的规律，到Newton的
数学建模（以及微积分这个具体数学知识）和具体物理知识“力是改变物体

运动状态的原因 F “ ma”并且把它用于描述天体的运动得到了万有引力

定律。

我们发现，统一性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关于“重

物下落更快”，只要能测量，我们发现有些物体满足，有些物体不满足。于

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法解释不满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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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下落更快满足”正确；反过来，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法解释满足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重物下落更快不满足”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引

入空气阻力很容易就能解释满足的情况。而反过来，不满足的情况，也就是

“自由落体运动的下落速度和重量无关”得到满足的情况，就没法解释。当

然，实际上，通过传说中的比萨斜塔实验，以及Galileo真实完成过的斜面的
实验，就是得到了满足“自由落体运动的下落速度和重量无关”的情况。而

这个情况却不能通过引入类似于摩擦力空气阻力的概念来简单地解释。于

是，你看，有证据支持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的反面能够得到很好地解释，合

起来就相当于这个结论有了更大的适用范围。对更大的适用范围的追求就

是对统一性的追求。反过来，我们往往抛弃一个有证据支持但是同时存在

不支持但是得不到解释的证据的理论。我们处理这两种理论的不同就来自

于对统一性的追求。

第二，关于万有引力的研究实际上也是统一性在发挥作用。Newton从
地面上的物体的运动得到 F “ ma之后，试图把它推广到天体的运动上，也

就是扩大 F “ ma 的适用范围，追求天上地下物体运动规律的统一性。这

才导致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

实际上，电磁学的发展也类似。首先是电现象和磁现象分开研究，后来

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转化，于是合起来研究。接着，把描述两者的方程也统一

起来，甚至方程的形式也尽可能地统一起来。甚至，这个对统一性的追求也

是今天的物理学发展的目标和梦想——我们希望用一个方程可以描述所有

的物理相互作用。基本的物理相互作用有四种，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

用，强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目前，前两者已经被统一起来（也就是，

我们知道它们的来源相同，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分开各自显示为电磁相互

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和这两者也已经在数学框架（规范场理论）

上统一起来。引力相互作用还没有被纳入到这个统一的数学框架，更加不

用说直接的统一。但是，这个除了用各自的理论来描述各自的现象之外的

更高层次的统一性的追求一直是推动物理学发展的动力之一。

当然，反过来，也可以存在特定适用范围的理论。例如，我们知道狭义

相对论和牛顿力学实际上是统一的：后者不过就是前者在物体运动速度远

远小于光速的时候的近似。例如，洛伦兹变换和伽利略变换就是这样的关

系。但是，由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接触到的运动就是速度远远小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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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所以，牛顿力学实际上在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仍然适用。这

个时候，尽管我们会说，原则上狭义相对论才是可以描述更多现象的理论，

从对统一性的追求来说更“正确”的理论，但是，由于我们遇到的日常生活

情形往往牛顿力学就够了，我们仍然把牛顿力学当作一个“正确”的理论，

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物体运动速度远远小于光速的时候给出和实验足够相

符的计算结果的理论。这个例子说明，一旦有了原则上统一性更高的理论，

我们仍然会在一定适用范围内如果这个适用范围比较明确的话继续使用那

个统一性更低的理论。并且，很有可能，未来有了新的现象，物理学家会发

展出来新的更加具有统一性的理论。科学就是一门受现实启发以后不断地

超越前人的具体知识的学问。

在整个物理学之内，还有一个非常普适的描述问题的数学形式——最

小作用量原理。我们往往喜欢把所有的物理定理都表述为最小作用量的形

式。目前为止，有关机械运动的经典力学、电磁现象的电动力学、量子现象

的量子力学（原则上，量子力学不仅仅包含了对应着最小作用量的轨道，还

包含了最小作用量的轨道和围绕最小作用量的轨道的其他轨道的复矢量叠

加）和高速运动物体和强引力效应的相对论，都可以表述为最小作用量的

形式。数学形式上的统一性的追求是物理学的另外一个统一性追求。而且，

在物理学发展史上，这个统一性追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一定程度

上，相对论也不过就是对这个不同参考系下物理方程的表现形式相同的追

求的结果。物理学家认为，数学表现形式的相同这一点，不仅仅在计算分析

上有意义，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还直接就具有物理意义——这才表示物理

规律在更高层次上相同。

不过，需要理解这个最小作用量原理要求比较多的数学，微积分、微分

方程、泛函分析。因此，如果数学上你不能完全跟上，你就尽量看看这一节

下面的部分的主要思路就可以。

以抛物运动的力学描述为例，我们以出发点为原点竖直向上为 y 轴正

方向水平向右为 x 轴正方向，以原点为重力势能零点，可以写下来其运动

方程，

m:x “ 0,

m:y “ ´mg.

(2.71)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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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的解为，

x “ x0 ` vx0t,

y “ y0 ´
1
2

gt2 ` vy,0t.

(2.73)

(2.74)

这个运动对于给定的初始条件 x0 “ 0, y0 “ 0 和 vx,0 “ v1, vy,0 “ v2 是完全

确定的，

x “ v1t,

y “ ´
1
2

gt2 ` v2t.

(2.75)

(2.76)

顺便，我们可以验证，如果我这样来给运动满足的条件——给定初始时刻

的位置和结束时刻的位置，而不是通过初始位置和速度，则也是确定的，

xp0q “ x0 “ 0,

yp0q “ y0 “ 0,

xpτq “ xE,

ypτq “ yE.

(2.77)

(2.78)

(2.79)

(2.80)

可以得到，

v1 “
xE
τ

,

v2 “
yE ` 1

2gτ 2

τ
.

(2.81)

(2.82)

习题 2.8 (确定抛物运动的两组条件). 对于抛物运动，证明，如果给定初始
时刻的位置和结束时刻的位置，则相当于给定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用基于动能和势能的Lagrangian来描述这个抛物
运动，

Ek “
1
2

mv2 “
1
2

mpv2
x ` v2

yq “
1
2

mp 9x2 ` 9y2q,

Ep “ mgy,

L “ Ek ´ Ep “
1
2

mp 9x2 ` 9y2q ´ mgy.

(2.83)

(2.84)

(2.85)

然后，我们说整个抛物运动不再从 F “ ma 来定义了，而是要满足下面的

一个叫做作用量的物理量在真实运动——记作轨道 x⃗˚ptq——中最小，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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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初始时刻的位置和结束时刻的位置的条件下，

δS “ S rx⃗˚ptq ` δx⃗ptqs ´ S rx⃗˚ptqs “ 0 ` O
`

δ2x⃗ptq
˘

, (2.86)

也就是，作用量对轨道的变化的一阶导数为零29，其中作用量 S 定义为

S “

ż τ

0
dtLptq. (2.87)

下面我们来证明这个条件下得到的运动方程和从 F “ ma 得到的完全

等价。

δS “ S rx⃗˚ptq ` δx⃗ptqs ´ S rx⃗˚ptqs ,

“

ż τ

0
dt

"„

1
2

m
´

9x˚ ` 9δx
2

` 9y˚ ` 9δy
2¯

´ mg py˚ ` δyq

ȷ

´

„

1
2

m
´

9x˚
2

` 9y˚
2
¯

´ mgy˚

ȷ*

,

“

ż τ

0
dt

"„

1
2

m
´

2 9δx 9x˚ ` 9δx
2

` 2 9δy 9y˚ ` 9δy
2¯

´ mgδy

ȷ*

,

“

ż τ

0
dt

!

m 9x˚ 9δx ` m 9y˚ 9δy ´ mgδy
)

`

ż τ

0
dt

"

1
2

m 9δx
2

`
1
2

m 9δy
2
*

,

“

ż τ

0
tm 9x˚d rδxs ` m 9y˚d rδys ´ mgδyu ` O

`

δ2x⃗ptq
˘

,

“ m 9x˚δx |
τ
0 ` m 9y˚δy |

τ
0 ´

ż τ

0
dt tm:x˚δx ` m:y˚δy ` mgδyu ` O

`

δ2x⃗ptq
˘

,

“ ´

ż τ

0
dt tm:x˚δx ` rm:y˚ ` mgs δyu ` O

`

δ2x⃗ptq
˘

.

注意，我们要求所有独立变化的一阶项前面的系数为零，也就是

tm:x˚u “ 0, tm:y˚ ` mgu “ 0. (2.88)

这正好就是 F “ ma，

:x˚ “ 0, :y˚ “ ´g. (2.89)

这里的一阶系数为零的条件也可以直观来理解：如果系数不为零，对于给

定的轨道 x˚, y˚，总可以选择偏离的轨道满足 δx9m:x˚，δy9 pm:y˚ ` mgq，

于是只要不是给定的轨道 x˚, y˚ 处处都有 :x˚ “ 0 “ :y˚ ` g 则积分号内总大

29从微积分的学习中我们知道极值对应着函数对自变量的一阶导数为零。这里轨道当作
自变量，或者说把时间点离散以后就是好多个自变量，于是极值条件仍然是偏导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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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零。因此由于整体有一个负号则积分整体小于零。也就是说，可以偏离轨

道以后使得作用量更小。矛盾。

对于更一般的受力 F 作用下的运动，我们也可以证明作用量取做小值

和 F “ ma 等价。不过，那个证明就需要用到泛函分析的知识来从最小作

用量原理推导出来关于Lagrangian的Lagrangian 方程了。在这里我们跳过。
如果这一段的数学推导不能一步一步跟着算出来，一方面你可以去学

点微积分，另一方面，你只要相信这真的是能够算出来的就行了。也就是

说，只需要留下一个印象——牛顿力学的核心公式 F “ ma 和最小作用量

原理等价。用基于动能和势能的组合 L “ T ´ V 的最小作用量原理有什么

优势呢？我们再也不用去做受力分析了。对于有多个物体相互作用的系统，

受力分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在连杆链接的齿轮等机械上，在桥

梁等场景下。反而动能和势能比较容易写出来。据说，Lagrange自豪的地方
就是他的力学书里面没有任何一张受力分析图。我强烈推荐你去试试用受

力分析的方法和这个Lagrangian的方法分别求出来单摆和二级摆（有两个
连起来的摆锤）的运动方程30。你会发现真的，受力分析太复杂了。

有了这个力学上的最小作用量原理的成功的体验之后，物理学家们就

提出来，是不是电磁学、光学、统计物理学、量子力学、经典和量子场论等

等各个物理学分支的核心描述都可以转化为最小作用量的形式。在得到这

些个一个个分支学科的最小作用量的描述之后，甚至进一步，是不是可以

把这些系统的最小作用量某种意义上写道一起，就自然统一起来了。你看，

拥有相同的数学形式的理论才能更容易统一起来。因此，最小作用量的形

式的统一描述对于物理学对统一性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我们还没有

完全实现这个把所有的物理基本相互作用用一个Lagrangian的梦想。

2.11 科学的简单性原则

前面我们讨论了科学对统一性的追求，也就是尽可能地用最少的定义、

假设、命题、计算分析方法来解释最多的现象。就算之前，某个现象已经有

了自己的定义、假设、命题、计算分析方法来解释，如果可以和解释其他现

象的定义、假设、命题、计算分析方法联系起来，那我们还是希望联系起来，

30你可以参考Lev Landau（列夫·朗道）的《力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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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减少了所需要的独立的定义、假设、命题、计算分析方法的数量。简

单性和统一性其实很象，但是往往针对的同一个现象而言的：对同一个现

象如果存在两个不同的解释或者说描述，这两个解释或者描述的复杂性如

果有明显的区别，则我们选择简单的那个。

比如说，关于打雷和闪电的理论可以是雷公电母，也可以是云层放

电31但是，如果我们对所有的打雷和闪电的现象都做一个记录，就会发现，

雷公电母这个解释需要附加很多的条件，诸如，雷公每次都得约上电母一

起（才能解释两者同时发生），雷公电母特别喜欢下雨天来约会（来解释往

往打雷和闪电后面跟着下雨），但是也不是每次都是如此（来解释有的时候

干打雷不下雨）。如果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其实，冬天晚上脱毛衣也会导致

小规模的打雷和闪电，那就更麻烦了，意味着，普通人也可以把雷公电母召

唤出来，并且不需要提供贡品。如果你去科技馆，往往就能看到高压放电带

来的打雷和闪电，那也就是说，高压电也可以召唤雷公电母，并且好像有无

穷多个雷公电母才能应付过来我们随时的召唤。之前，我们从可证伪性来

讨论了用雷公电母来解释打雷和闪电的不合理性。现在，我们换了一个角

度：这个理论太复杂了，我们需要给雷动电母做一大堆设定才能做到这个

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打雷和闪电的现象。原则上，科学还得保证这些设定

之间没有相互冲突的地方。也就是用来解释现象的理论内部没有自相矛盾

的地方。不过，前面我们已经把这一条算到统一性的一部分了。

反过来，云层放电的解释呢，就很统一很简单，背后不过是两种不同

电荷在电荷量足够大的情况下击穿了中间的电荷不两导体介质，例如空气，

而产生了放电现象；其中闪电就是击穿和放电的路径，雷声就是击穿的时

候发出的声音。于是，我们发现，冬天晚上脱毛衣也会导致小规模的打雷和

闪电也就能得到解释，静电产生了不同性质的电荷的聚集然后击穿空气放

电。

实际上，Copernicus的日心说为什么没有在当时取代Ptolemy的地心说
就有简单性方面的问题：两者都需要大圆套小圆，尽管日心说需要的圆的数

量稍微少一点。那Kepler的椭圆轨道日心说为什么就能成功取代Copernicus的

31更完整的解释，得考虑云层如何会携带不同的电荷，以及带电荷的云和地面之间如何
发生放电现象，还有放电现象为什么会带来闪电和雷声。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关心这个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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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心说和Ptolemy的地心说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Kepler的椭圆轨
道日心说不再需要大圆套小圆了，仅仅把美学和哲学意义上更完美的圆轨

道改成不够完美但是数学方程其实和圆基本一样的椭圆轨道就可以。

我们今天看到的电磁学理论是电场和磁场的形式的，其核心是麦克斯

韦方程。但是，当Maxwell自己最初构建的电和磁的现象的理论是机械力
学 [25] 的：在那里，人们需要转子和皮带来构建电和磁现象的模型。后来，
Maxwell构建了仅仅需要数学方程而不再需要理解这些数学方程的机械力
学结构 [26] 的理论来解释电和磁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麦克斯
韦方程。是的，也许从所谓的直观理解上来说，可能电和磁现象的机械力学

模型更简单，但是，一旦我们接受了微分方程以及电场、磁场的概念，我们

发现，再也不需要引入机械力学装置的电和磁现象的理论反而更简单。

顺便，这也说明，简单性的判断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有了更加抽

象的数学工具了，可能使得我们的理论描述更加简单，但是可能就不再能

通过所谓的直观来理解了，似乎更加复杂了。在物理学上，只要我们人类的

脑袋可以学会去操作和应用它，我们往往不在乎这个数学结构是多么地抽

象。

有的科学家，例如Einstein会把科学的简单性往前再推进一步，认为：只
有简单的东西才是科学的。也就是说，如果描述和解释一个现象的理论非常

复杂，那么，这个理论就不是这个现象的最终的理论。但是，很有可能，有

些现象就是复杂的，其描述和解释也是复杂的。当然，也有可能Einstein是
对的，那是因为这个现象的真正的描述和解释方式还没有找到。因此，为了

避开这个讨论，在这里，我们仅仅要求到前面那个意义上的简单性：如果同

一个现象有多个复杂程度不同的理论，则我们选择那个更加简单的理论。

不得不指出来，在这里，我们有意无意地漏过了一个问题：一个模型或

者理论的复杂程度的度量。如果我们想真的来使用简单性原则来约束科学，

则，我们必须给出来复杂性的度量方式。暂时，我们先略过这个问题，仅仅

从某些经验和直觉的角度来比较不同理论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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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科学家精神

We make our world significant by the courage of our questions
and by the depth of our answers.
我们通过我们提出问题的勇气和给出的答案的深度来使得这个人间值

得。

– Carl Sagan

在《伽利略传》[27] 中，主角Galileo（注意不是真的Galileo啊）在总结
自己一生，反思自己为了避免肉体上更大的痛苦而背叛了科学的经历是，说

了一句话“追求科学，需要有特殊的勇敢”。

这不是一句空话。Copernicus生前的谨慎——直到去世前猜出版其《天
体运行论》[28]——确实让他个人避免了被宗教围剿，但是，其逝世之后这
本书仍然被禁，其学说也被禁止传播。大力传播日心说的Giordano Bruno
（乔尔丹诺·布鲁诺），尽管还有别的原因，被教会烧死。Galileo被宗教裁
判所审判并背叛有罪。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将日

心说作为事实写在书 [10] 里面做了推广，尽管实际上他当时确实没有找到
足以证明日心说——也就是地球在动——的证据。但是，这些都是仅仅因

为某个学说和宗教信仰的某些教条不相符而已。并且，实际上，当年地心

说本身的发展并不是为教会服务的，反而是后来被教会采纳的而已。不过，

被各种势力迫害仅仅是科学家需要勇气的一方面。

科学家更需要勇气的地方是对过去的权威结论的挑战，无论从思想上

还是智力上的挑战，都需要莫大的勇气，以及毅力和能力。例如，Kepler在
穷困潦倒的一生中坚持探索Tycho的天体运动观测数据背后的规律，而且是
突破了前辈提出和宗教拥护的地心说、突破之前每一个天体运动的研究者

甚至数学家哲学家从美的角度来坚持的圆轨道。例如，Galileo对力是维持
运动的原因以及重物下落更快的突破，以及更进一步的从思辨到做实验和

作计算推理的突破。例如，Einstein的相对论对“同时”的概念和伽利略变
换的突破，以及他的光量子理论对经典电磁学的突破。每一个重大的科学

突破都是对前人建立的结论、理论或者研究方法的突破，而这些突破的每

一个都需要莫大的勇气。不过，幸好，科学的知识本来就是用来给下一代人

突破的，只要坚持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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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还需要面对难题的勇气，只要符合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就

算不被理解还要坚持的勇气，甚至想不清楚问题还要不断坚持去想面对自

己短期（可能还不短）内的失落的勇气。例如，Ludwig Boltzmann（路德维
希·玻尔兹曼）提出了描述给定温度下系统能量的分布函数的Boltzmann分
布已经是了不起的科学贡献。但是，由于这个分布不能从牛顿力学方程里

面直接推导出来，其不得不提出Boltzmann 方程来给出Boltzmann 分布可
能的根源。但是，由于Boltzmann一直解决不了直接从牛顿力学方程里面推
导出来Boltzmann 方程的问题，备受煎熬，自杀身亡。

当然，科学家一旦探索成功，那是一种莫大的深刻的可以一直持续到

永远的快乐。例如，传说中，Archimedes（阿基米德）解决了浮力和排开水
的体积的关系的时候忍不住喊出来的“尤里卡 (Eureka)”。例如，Kepler找
到周期和半长轴关系也就是其第三定律的时候，感叹“终于找到了”，于是

可以去解决其和家人现实生活的问题了 [13]。例如，Einstein一直在寻找统
一物理学的理论支持了他尽管没有找到也坚持一辈子去寻找。这是展示人

类智慧的巨大创造的责任和机会，也是为人类解决问题的机会，更加是使

得自己的人生值得过的机会。通过科学研究我们找到自己。这也算是少数

人能够享受的美丽。或许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个美丽或者至少欣赏和共

情其他人对这个美丽的享受，也是我做教育的原因。我还记得我自己在墨

西哥旅游的时候在餐巾纸上发现方程封闭的时候的快乐。它支撑了我直到

今天以及估计这一生的研究的热情和底气。我也还记得我花主要时间做教

育的初心——改变教育，让世界更美丽。我很开心，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具

有了这些莫大的勇气。

甚至，当科学家还需要直面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批评和直接批评他人的

研究成果的勇气。科学知识固然是一直等者下一代人去推翻的，但是，科学

共同体对于被推翻是非常严格的，一定会从各个角度来质疑一项宣称推翻

了什么之前的科学知识的工作，而且也需要每一个科学家自己来这样严格

要求别人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我很开心，我也具有了这个

勇气。

因此，科学家精神，就是在坚持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前提下，不

服就干，勇闯无人区。这是值得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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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经验主义和科学的可证伪性

我们在前面通过Galileo的研究工作对物理学对科学发展的意义的讨论
中，已经看到了，任何科学知识，任何科学研究，都要从测量开始，也就是

经验和体验所基于的世界开始。这也是Bacon的“经验主义”的核心理念。
那么，是不是不基于经验，完全基于逻辑演绎就不能创造新知识了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第一，如果在求解问题的部分运用逻辑演绎，找到

了新的求解方法，或者发现了现有理论中的漏洞，补上了这个漏洞，这也算

创造了知识。但是，这里的创造其实更像是数学意义上的创造知识。因此，

如果有人非得说这不算创造科学知识，也说得过去。第二，在逻辑演绎和想

象力的结合下提前创造了某个模型某个概念，提出了某个问题，算不算创

造新知识？一旦未来被实验也就是被经验世界检验，通过了，算科学知识。

第三，如果真的就是完全依赖于逻辑推理，希望超越当前的理论，而不是

修修补补，也不是猜测，那确实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例如，量子力学之所以

被发展出来并且超越了经典力学，实际上主要是量子系统的行为给科学家

带来的启发和挑战。那，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超越呢？是不是基本就来自

于Einstein的逻辑推理呢？是以及不是。从Einstein个人来说，确实主要是来
自于逻辑推理：电磁波的麦克斯韦方程给出的电磁波的速度和Galileo变换
冲突的问题，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挑战了
以太的存在或者挑战了电磁波传播速度的Galileo变换，受Ernst Mach（恩斯
特·马赫）对绝对时空间的哲学批判而坚持相对性原理——任何惯性参考

系内物理规律的数学形式相同——的启发，以及后来的惯性质量和引力质

量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电磁波的麦克斯韦方程本身是基于经验世界

的，并且当时已经有实验直接挑战了Galileo变换；光速不变性不仅仅是电
磁波的麦克斯韦方程的推论也是实验结果。因此，除了数学研究、科学上修

修补补的研究或者计算方法论的研究、超强想象力和前瞻性指导下的研究，

可以认为，完全依靠逻辑思维不能创造新知识。

那么，是不是基于经验，作总结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知识了呢？我们也

已经看到，要进行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要做实验检验。当然，在数学建模

之后还要完成数学计算推理，而在那一步中，我们需要运用演绎逻辑。因

此，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已经是经验主义和逻辑主义的结合。那能够通过实

验检验的概念和数学模型，总应该算是科学知识了吧？在科学家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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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面而言，我们往往采用这个标准，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的通过实验检验

的标准。

但是，Popper对这个科学研究中的常用标准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是
不是通过了一个实验的检验就算通过，算科学知识了，如果一个不够要通

过多少个，能确定一个数量吗？我们发现，实际上，从纯逻辑上，就算我们

某个概念和数学模型通过了一万次的实验检验，也不表示，它会完全通过

第一万零一次的检验。甚至是一模一样的检验都保证不了这一条，更何况

还要考虑到概念和数学模型本来就该适用的条件稍微变了的场景的实验检

验。

因此，Popper提出来科学知识的另一条标准——可证伪性，也就是一
个科学知识必须是一个可证伪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被证伪的命题。一个

关于现实世界的对象的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只要是原则上就可以通过实

验来证明其可以是错的，就说它具有可证伪性；对于一个可证伪的概念模

型和数学模型，只要迄今为止做了一些实验检验但是仍然没有被证伪，我

们就认为它是科学知识的一部分。

例如，“上帝是存在的”没法被证伪，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出现了什么

事情，上帝就不存在了。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被提出来，还原则上可以出

现，那么，我们只要去观察这样的事情是否真的出现就行了：出现了，则上

帝不存在；观察了很多很多次，迄今为止就是没有出现，则暂时就接受上帝

存在。例如，“心诚则灵”是不能被证伪的，因为其检验方式就是去看看灵

不灵，也就是有没有效果（假设这个是可以测量的），但是，如果检测到有

效果呢，我们就会说，“嗯，那是因为心诚”，如果观察到效果不显呢，就

说，“那是因为心不诚”。因此，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从实验检验来反驳“心

诚则灵”。于是，它就是天生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除非，除非我们可以单

独来定义和测量“心诚”：例如，我们可以直接观测大脑活动，找到大脑活

动中体现心诚的典型脑活动，那我们就有了两个可以独立测量的变量，我

们再来看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就可以来检验这个命题。

在理解了科学的可证伪性标准之后，我们在实际科学研究中往往还是

会用“某某理论通过了实验检验”这样的表达。这个时候，我们的理解原则

上应该表达为：这个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但是这次实验没有证伪它，从而

增加了这个理论就是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因此，Popper的理念和逻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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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要懂的，但是实际研究中，我们可以用稍微不严格一点“通过了实验检

验”的说法。

2.14 科学知识的理论和学习以及创造知识

最近讲课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学生对于什么是概念没有认知。他们只

会给具体的概念从权威材料里面找到所谓的定义，然后，就把这个定义的

含义甚至这个定义所用的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逐字地当作圣经。还有的同

学，对于自然语言中的字和词的含义和学科中的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没有认

知。本质上，这就是对知识是什么没有认知。其实，在 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国际教育课程体系里面，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是
一门从头贯彻到尾，并且开设专门的课来学习的课程。之前，由于我自己的

物理学和数学的背景，我把对知识的理解当成了自然的天然的（因为在物

理学和数学的学习中，自然地体现和渗透知识论）。但是，遇到了前面的问

题之后，忽然意识到，我想当然了。知识论对于很多学生是一个需要学习

的，专门学习和渗透学习结合。因此，在本书中，专门增加了一个知识论的

章节。同时，由于本书的主题是系统科学，因此我们在这里仅仅关注科学知

识，这一节就成了关于科学知识的知识，也就是科学知识的理论（Theor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所有的科学知识的基本单位是概念和命题。其中命题是概念和概念通

过关系连词相连构成的判断句。因此，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都是概念。例

如，“三角形由（同一平面内的）三条线段首尾相连构成”给出了三角形的

概念，基于线段的概念，“直角三角形是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给出了

直角三角形的概念，基于直角和三角形。“任意一个三角形，其内角和肯定

是 180˝”是一个命题，建立了“三角形”和“内角和是 180˝”之间的关系

（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直角三角形满足三边关系 a2 ` b2 “ c2（直角边

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给出了“直角三角形”和“三边关系 a2 ` b2 “ c2”

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

那么，更一般地来说，在具体的概念和命题的层次之上，什么是概念，

什么是命题呢？也就是概念和命题的概念性定义是什么呢？

概念可以通过内涵或者外延来定义。外延上，概念可以通过集合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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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32，或者说概念就是一个集合。集合要求具有确定性——对于任意给定的

对象，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对象是否属于这个集合。例如，所有的整数是一个

集合，是一个概念，称为整数集合，或者简称整数，因为给定任何一个数，

我们可以判断其是否是整数。所有的秃头不是一个集合，不是一个概念，因

为我们没法判断一个多少根头发以下的人才是秃头。从正整数集合中，从

零开始，隔一个选定一个，组成的也是一个集合。例如 3肯定不属于这个集
合，但是 4 肯定属于这个集合。一个概念的内涵就是把这个概念对应的集
合中每一个元素的共性总结出来。例如，“正整数集合中，从零开始，隔一

个选定一个组成的集合”是非负偶数，也就是能够被 2 整除的非负数。这
里的能够被 2 整除就是这个集合的元素的共同特征，再加上约束在更大的
集合非负数之内，我们就有了集合的内涵定义“能够被 2 整除的非负数”，
我们称之为“非负偶数”。用数学符号，我们可以记作 t2n|n “ 0, 1, 2, ¨ ¨ ¨ u。

那么，什么是命题呢？命题就是两个已经定义清楚的概念之间存在某

关系的论断，并且，我们要求，命题就是成立或者不成立的两种情况只能取

其一并且必须取其一。例如，“任意一个三角形，其内角和肯定是 180˝”只

能成立或者不成立：如果存在一个三角形其内角和不等于 180˝，则这个命

题就不成立；否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三角形其内角和都等于 180˝，则这

个命题成立。注意，这里的“否则”就说明这两个可能性互补——两者不可

能同时成立，两者必然有一个成立。也就是说，原则上，在所有的三角形中，

必然只包含这个结论成立和这个结论不成立的情形，不能再有其他的情形，

而且这两个情形不可能同时成立。用集合的语言来说，那就是，如果我们定

义所有的内角和等于 180˝ 的三角形组成一个集合，记作 △180，定义所有的

内角和不等于 180˝ 的三角形组成一个集合，记作 △ ¯180，则，这两个集合不

相交，交集为空集 △180 X △ ¯180 “ ϕ（不能同时成立），并且这两个集合合起

来等于所有三角形的集合，也就是并集为三角形全集 △180 Y △ ¯180 “ △（所
有三角形必须属于这两个集合之一）。然后，“任意一个三角形，其内角和

肯定是 180˝”这句话，说的是 △180 “ △，也就是 △ ¯180 “ ϕ。

合起来，我们看到，本来就有 △180 X △ ¯180 “ ϕ 和 △180 Y △ ¯180 “ △，
但是，“任意一个三角形，其内角和肯定是 180˝”告诉我们 △180 “ △，也
就是 △ ¯180 “ ϕ。这增加了我们的信息。因此，“任意一个三角形，其内角和

32集合本身如何定义我们暂时先不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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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 180˝”不仅仅是一个命题，还是一个增加了我们的知识的命题。

我们看到，一个命题只能有成立和不成立两个状态，两者只能选其一，

而且必然选其一。命题的背后，也是集合——一个是满足这个命题也就是

使得这个命题成立的对象构成的集合，一个是不满足这个命题也就是使得

这个不命题成立的对象构成的集合。并且，这两个集合不相交而且构成所

有这一类对象的全集。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定义和命题都是基于集合来定义的。定义的内涵

表达，不过就是对集合中元素的共同特征的提炼，概念的名称名词不过就

是给这个集合一个记号。对于命题，我们也经常给一个名称记号，例如“直

角三角形满足三边关系 a2 ` b2 “ c2”就被称为勾股定理或者Pythagoras 定
理，“任意一个三角形，其内角和肯定是 180˝”被称为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既然命题不过就是元素确定的集合，我们还可以把命题看作概念，命

题的名称看作概念的记号，来看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实际上

就可以从勾股定理来推导出来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反之亦然。于是，“只要

勾股定理成立则三角形内角和定理成立”就成了一个命题，“只要三角形内

角和定理成立则勾股定理成立”也是一个命题。因此，命题可以是嵌套的。

习题 2.9 (命题判断题). 请思考下面的句子是不是命题，如果是，是否成立，
或者如何去检验或者论证其成立还是不成立：“秃头是坏人”，“人是要死

的”，“花是美丽的”，“兔子是可爱的”，“吴金闪是瘦的”，“吴金闪的体重

小于 1000 斤”。

有了集合、概念、命题这几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说明科学知识是

什么，科学研究是什么了。为此，我们要引入三个世界的概念：现实世界，

概念世界和语言世界。以物理学为例，现实世界就是那些非生命的物体构

成的世界，或者说物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构成的世界。当然，在不同的时

代，甚至不同的人那里，这个世界所包含的具体对象可能是不同的。不过，

在某一个时刻的某一个人那里，其包含的具体对象按道理是明确的。然后，

如果有必要，例如需要在不同人之间相互交流物理学知识的时候，我们尽

量把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对象，也就是大多数个体的集合的交集，取出来，

当作那个时刻的公认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现实世界。不过，本质上，只要每一

个个体自己是明确的，就可以。你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现实世界和我的物理

学所研究的现实世界不同，原则上，毫无问题。当然，如果你我之间要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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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则最好相同，或者相差不大，或者搞清楚了彼此的差异。因此，我们把

现实世界当作是一个概念，指代对象明确的集合。

那概念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对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做一个个的子集，把

这些子集称为概念。然后这些概念所构成的集合，就称为概念世界。注意，

概念原则上只需要有外延，也就是每一个子集的元素是明确的就可以，而

不需要找出来其内涵的表达，甚至给这些概念名字。但是，为了自己思考的

方便，以及为了交流方便，我们通常会给出来一个定义的内涵表达以及给

一个名称或者符号。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子集都会成为我们的概念呢？不

是的。例如在整数中，我们大约有正整数，非负整数，被 2, 3, 4 甚至任意的
整数 n 整除的数，完全平方数等等这些常见概念。我们很少给 t1, 2, 4, 5, 7u

这样的子集一个专门的名称。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强行来找出来一个内涵

定义和给一个名称，例如“7 以内不能被 3 整除的正整数”，记作 n3̄,ă7，叫

做“七内非三倍数”，甚至叫做“七非三”。那为什么有些子集会成为一个学

科发展之后预先定义好的概念，而有一些不会呢？这取决于这些概念是否

经常用来构成命题，这些所构成的命题是否经常用来描述现实世界33。我们

也说了，命题也是概念，命题之间用关系相连构成的命题仍然是命题，因此

也是概念。这个概念的集合，同时也就包含了概念之间的关系，就称为概念

世界。

那什么是语言世界呢？概念的名称和记号，以及它们结合日常语言之

后来构成的语句，其集合就是语言的世界。例如，尽管本书是在阐述概念世

界里面的事情，但是你现在直接看到的是我所要表达的含义在语言世界里

面的表现形式34。

有了这三个世界，我们来看看，通常所说的学知识是发生在哪一个或

者哪些世界之中的？最粗暴的学习是仅仅发生在语言世界中：我们从接收

书本上或者其他人用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中，学会了概念的名称，学会了命

33如果你在纠缠数学中是否有必要把概念世界联系到现实世界的问题，注意，第一，我
们仅仅关注科学知识，而严格来说，数学不是科学；第二，实际上，数学的很多概念，在
被物理学等科学所用的时候，往往都能找到现实世界的对应对象，以及反过来可以把数学
概念看作是对现实世界的对象的抽象。

34或者，把本书的印刷版当作你直接看到的对象，而不是我所要表达的语句的话，那么，
你看到的是我所要表达的含义在语言世界里面的表现形式的物理形式——印刷成了白纸黑
字。不过，我们跳过这个形式，假装直接看到了本书的白纸黑字所要表达的语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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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语言表达，于是，我们可以去参加考试，可以去重复那些命题，完成填

空题，判断题。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把语言世界中这些概念的名称和记号对

应到相应的概念世界中去，更不用说从概念世界再对应到相应的现实世界

中去。这其实就是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和大语言模型的学习方式：只需要提

供语言世界的学习材料，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和大语言模型就可以学会看起

来很象很象人类在说话。其背后，是通过了大量语料的训练，得到了一个很

好的从给定的词或者句来预测下一个词的模型。

但是，原则上，人类不是这样创造和学习知识的。首先，在概念的名称

和记号被发明出来之前，人类没法这样纯粹通过语料来学习，因为这个概

念所对应的名称和记号本身还没被创造出来呢。当然，你说，人工智能领域

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和大语言模型本身的预测下一个词的随机性会不会导

致其“创造”出来的某些词正好包含人类未来要创造的概念的名称和记号。

这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那也是偶然的。就算偶然撞到了，也非常不

可能（可能性不完全等于零，几乎为零）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和大语言模型对

这个创造出来的词给一个定义，也恰好是我们人类未来要创造出来这个概

念的时候所要的内涵表达。或者，就算就算这个偶然性也遇到了，那这个名

称和内涵表达也不会正好对应着人类未来要创造出来这个概念的时候所要

的外延，因为外延是在现实世界之中的，而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和大语言模

型只活动在语言世界中。其次，人类真正的学习，也不是仅仅活动在语言世

界之中的。我们学习到一个概念的名称的时候，就会联系到这个概念在概

念世界的含义，例如这个概念和其他概念和命题有什么关系，然后进一步

联系到这个概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甚至，我们可以采用“创造体验式

学习”[1]，先在现实世界中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观察到一个现象或者模式、
规律，然后，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命名或解释这个模式，从而在回答

问题或者解释模式的过程中，自己把所需要的概念创造出来，走通“从外延

的确定，内涵的提炼，名称或者记号的选择，到确定这个概念和其他概念和

命题的关系，直到解决了问题或者解释了模式”的整条道路。因此，我们人

类学习者在学习和创造过程中，自然地是在现实、概念和语言三个世界中

穿行的，而不仅仅是活动在语言世界中的，如图 2.15。

如果有一天，我们把人类在三个世界中穿行的例子，也就是知识创造

和创造性使用的案例，做成训练素材，然后帮助人工智能学会从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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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人类学习和创造知识时穿行的三个世界。只有最简单粗暴的人类学
习以及当前的人工智能的学习是在语言的世界中转圈圈的。

中抽象出概念，给概念一个符号到语言世界，通过操作语言世界的对象来

辅助对概念世界的东西展开思考，从概念世界中得到的结论回到现实世界，

那有可能人工智能也就真的能够全面取代人类的学习和创造了。这可以被

称为基于 System II——理性思维渠道 [29]——的人工智能。至少在目前以
System I——植物神经系统不断地试错的人工智能来看，是不可能的。

小结一下，人类在创造知识的时候，是在现实世界、概念世界和语言世

界中穿行的，所以，我们在为了创造知识和创造性使用知识而学习知识的

时候，也需要在这三个世界中穿行。概念和命题都是基于集合来定义的。概

念的要求就是外延明确，也就是集合的要求。概念是在概念世界之中的，但

是其在语言世界中有自己的名称和记号，其外延是在现实世界之中的。命

题是概念和概念之间可以判断是否成立的关系。命题也可以看作概念，于

是，命题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命题。在科学知识中，一个命题是否成立，必须

既能够通过逻辑的检验还能够通过实验的检验。概念是否值的提出，除了

其内涵提炼得是否和其外延的共同特征相符之外，还取决于这个概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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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是否参与命题，这个命题是否可以回到现实世界和现实世界相符。

那么，我们如何来做这样的在三个世界中穿行的学习呢？我们需要每

次都完成在不同的知识的层次之间的上下贯通，以及同一层次的知识之间

的左右贯通，我们还需要以高层知识生成器为目标。那，什么是知识的层

次，什么是高层知识生成器呢？下面，我们来不补充这几个概念。更详细的

阐述见吴金闪的《教得更少，学得更多》[1] 以及《教育为什么需要系统科
学》[30]。

如图 2.16，我们把知识分成了一个 0 ` 5 个层次。第零层是经验和体
验。例如，在我们知道三角形之前就玩过了三角形，有了关于三角形的经

验和体验。在我们学习数学中的数之前，就有了在生活中和日常语言中使

用数的经验和体验。第一层是事实性程序性知识。例如，中国首都是北京，

中国最长的河是长江，二二得四等称法口诀，两位数乘法步骤（需要先把第

二个数得个位数乘到第一个数得每一位上，乘的时候运用称法口诀，有进

位要进位以及处理进位法加法，然后把十位数乘到第一个数上重复这个步

骤，最后把个位数和十位数乘出来得结果对齐——十位数得结果往前错一

位——相加）。第二层是学科概念知识。例如，三角形是三条线段首尾相连

构成的，加法是合起来数一数，乘法是重复多次的加法。注意，我们在学习

的时候，不是直接学习学科概念层的，更加不是学习学科概念层的定义的

文字的。如果这样，那就是在语言的世界里面转圈圈了。

那么，我们是怎么学的呢？为了学习学科概念，我们需要从经验和体验

做一个抽象提炼。经验和体验正好就是关于现实世界的“前知识”。我们需

要走到概念世界来，也就是提炼出来概念。甚至进一步明白为什么需要提

炼出来这样的概念——为了回答某个问题，如何提炼——先确定外延再确

定内涵最后确定内涵的语言形式。如果前人已经做了这样的提炼，则我们

要像模像样地重复一下前人创造这个概念的过程，也就是在三个世界之间

穿行的过程。如果前人还没有做好这样的提炼，那正好这就是科学研究工

作。然后，从第零层到了第二层之后，我们再回到第一层——通过学科概

念来得到事实性程序性知识。例如，我们有了四则运算律和数的数位表示

（13 “ 1 ` 3，以及更一般地 ab “ a ˆ 10 ` b）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两位数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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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知识和人才的层次。为了培养创造和创造性使用知识的人，欣赏知
识的创造和创造性使用的人，我们教和学需要以高层知识生成器为目标。

法的计算流程，

pa ˆ 10 ` bq ˆ pc ˆ 10 ` dq

“ pa ˆ 10 ` bq ˆ c ˆ 10 ` pa ˆ 10 ` bq ˆ d

“ a ˆ 10 ˆ c ˆ 10 ` b ˆ c ˆ 10 ` a ˆ 10 ˆ d ` b ˆ d

“ a ˆ c ˆ 100 ` pb ˆ c ` a ˆ dq ˆ 10 ` b ˆ d. (2.90)

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事实性和程序性知识是可以通过概念性知识来理

解的。或者说，反过来，事实性程序性知识在被总结之后的理解，也正好是

对学科概念性知识的启发和要求。从这里，我们就感受到了不同层知识之

间的上下贯通——从第零层到第二层再到第一层。在第二层知识之内，存

在着大量的同层联系。例如，“只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这个定义，就告诉我们“直角三角形”的概念建立在“直角”和“三角形”

两个概念之上，并且进一步和“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平角 180˝”、“直角是平

角 180˝ 的一半”有联系——所以不能有超过一个角是直角。这就是左右贯

通。

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三层知识——学科大图景，包含一个学科的典型

研究对象、典型研究问题、典型思维方式、典型分析方法和学科典型责任。

例如，物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典型研究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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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体的状态和结构（原则上结构也是为了研究状态的需要而被进一步

打开的）的描述和变化。物理学的典型分析方法有用具体仪器来测量状态，

用数学建模和数学计算推理来开展研究的科学研究方法等。物理学的典型

思维方式有分解和综合，科学精神（任何直接和间接和现实世界有关的问

题都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批判性思维等。物理学这个学科

的责任就是探索现实世界中的物理的部分，达到能够描述其状态及其变化

的程度，从而为其他学科和工程，也就是进一步的干预这个世界创造这个

世界中的一部分提供基础。我们要看到，学科大图景这一层其实是对从经

验和体验到学科概念知识，以及把学科概念知识用于解决问题这些个过程

的总结提炼。因此，这里也是一个抽象提炼的过程，或者说从现实世界到概

念世界和语言世界的提炼过程——学科概念的提出和应用是这里的经验和

体验所依附的现实世界，学科大图景是这里的概念世界。当然，提炼完成之

后，就可以用学科大图景来提出和解决这个学科的还没有被提出和解决的

问题了。这仍然是上下贯通。

第四层一般性人类思维指的是，从第三层提炼出来的超越具体学科的

典型思维方式。例如，批判性思维，当前主要从数学和物理学中发展而来，

但是现在适用于任何一个科学学科。再例如，系联性思考，也就是事物之间

往往有联系，联系表达出来之后往往有助于提出和解决问题，从个体看到

整体，从整体来看个体。从数学或者物理学的知识体系，很容易体会到知识

之间的系联性，以及系联性思考对于学习和创造知识的意义。但是，一旦提

炼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在超越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地方也可以使用系联

性思考。甚至，系统科学就可以看作是系联性思考用于解决问题而发展起

来的分析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案例的集合。

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层知识——教和习得方法。任何一个层次的知识，都

可以看作是一个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的结果，学习或者是创造知识的过

程的结果，于是，实际上，掌握了学习和创造知识的方法，也就相当于间

接地掌握了知识。因此，第五层教和习的方法指的是获得知识的两种方法

——学习和创造知识——中的习得知识的方法，以及帮助其他人具有这样

的方法，也就是教的方法。注意，这里更加强调从创造或者说假装着（前人

已经创造过，现在我们来再一次地几乎独立地创造）创造知识得过程来教

和习得知识，而不是单纯地接受知识得传递。因此，我们把学这个字替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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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习——小鸟练习飞行，也就是实践得意思。

于是，我们看到，只要我们具有了三四五层的知识，我们实际上，就可

以通过提出和结局问题从而来创造或者假装着创造知识的方式来得到相对

低层的知识。因三四五层知识属于高层，并且具有创造相对低层知识的作

用，我们称它们为高层知识生成器。显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我们的教

育是为了培养更多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人，创造和创造性使用知识的人，而

不是书袋子、知识的重复使用者，超越问题解决者，到问题提出者、战略性

科学家的层面，甚至到战略性科学的教师也就是指引者的层面，那么，显

然，我们的教和学必须以高层知识生成器为目标。

并且，更进一步，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些高层知识生成器当作事实性程

序性知识来教给学生，让学生几条条记录一样地背诵，而是需要通过上下

左右贯通的方式来帮助学生们构建起来对这些高层知识的理解。我们把这

样的基于不同层次的知识之间，以及同层的知识之间，甚至说不清楚层次

差异的知识之间的上下左右贯通从而形成理解的学习称作理解型学习。反

过来，当前的教育把所有的知识都退化为事实性和程序性知识35，而事实性

知识只有靠背诵来学习，程序性知识只有靠多练习来形成肌肉记忆。因此，

当前的教育实践和这样的知识观是完全适配的。于是，这样的教育只能大

面积地培养出来知识的重复使用者。如果我们要超越当前的教育实践，则

我们必须走到以高层知识生成器为目标的理解型学习 [1, 30]。
小结一下，我们的教和学需要以高层知识生成器为目标，需要通过上

下左右贯通形成理解的方式来教和学，才能帮助人类实现在三个世界里面

行走，从而来培养创造和创造性使用知识的人，欣赏知识的创造和创造性

使用的人，而不仅仅是书袋子和知识重复使用者以及被动解题者。

那么是不是具有了上下左右贯通的知识结构的人，掌握了和习惯了并

且愿意使用学科大图景以及更高层知识来指导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人，尤其

是其中的用上下左右贯通的方式来学习和思考的人，在三个世界穿行的人，

就会具有更好的创造力呢？比如说，更能够创造和创造性使用知识，提出和

解决问题呢？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实践检验。这一节仅仅是回答一下，

过去的以有的人类的知识是什么东西，过去大概人类创造知识和创造性使

35例如，学科概念知识也看作事实性知识，比如让学生背诵“只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
形是直角三角形”，而不是通过对经验和体验背后的现实世界的总结提炼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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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识是怎么回事。完全有可能实际上，未来，创造知识和创造性使用知识

完全没有必要走人类现有的道路。

2.15 本章小结

这一章我们从科学研究案例来看了一下科学研究中主要用到的思维方

式和分析方法，包含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实验和测

量受到现实的启发，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实验检验，知识的系统化），对

比实验，科学对统一性的追求，科学的简单性原则，科学的可证伪性，还有

科学知识的理论。原则上，看了本章以后，除了具体的物理学的学科概念知

识你还不一定具有，你在什么是物理学的理解上，也就是对物理学的学科

大图景（典型研究对象、典型研究问题、典型思维方式、典型分析方法、学

科典型责任）的掌握上应该和一个真正懂得物理的物理学家没有什么差别

了。学习物理学不仅仅是为了掌握物理学的具体知识，而是为了体会好什

么是物理学，进而体会好什么是科学。然后，将来有一天，用体会到的什么

是物理学和什么是科学来提出和解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当然，你一旦这

些知识不懂就可能体会不到物理学的学科大图景，而且对于真正开展物理

学研究的人来说物理学的学科知识也是重要的。

顺便，这才是学科导论书和学科导论课，帮助读者和学生以最少的具体

学科知识和具体学科研究案例来理解好建构好这个学科的学科大图景，而

不仅仅是直接交代这个学科的学科大图景，更加不是直接交代这个学科的

某些重要或者不重要的学科概念。

从整本书而言，尽管我们的主题是系统科学因而重点本来应该是通过

系统科学的研究案例来体会系统思维方式和系统分析方法，但是，我们把

正文导论之后的第一部分完全给了什么是科学，而且篇幅很长，就是为了

帮助大家理解好什么是科学，然后将来掌握了系统思维方式和系统分析方

法之后不会搞伪科学非科学。记住，我们始终坚持：宁愿没有系统（思维方

式和分析方法），也不能没有科学（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科学精神，科学

家精神）。

如果你浏览了本章之后，发现，对于什么是科学认识不清楚，那么，请

你不要再往前看：警告，在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情况下，看系统思维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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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非常非常地危险。你有可能会成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空谈的

人，还是一个瞧不上很多具体研究工作的人，一个手高眼低的自以为高人

一筹36实际上任何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的人。

此外，本章还梳理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概念，人类创造知识的过程大

概可以怎么看。这部分一方面是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科学，另一

方面，对于你学习其他任何一个讲道理的学科，都是很有意义的。很多人，

学习了多个具体学科的很多具体学科概念知识，但是对于什么是知识，什

么是概念，基本没有认知，这会阻碍其进一步学习、使用和创造这些具体学

科的知识。希望你在学习了“科学知识的理论”之后，能够帮助到你未来的

学习、使用和创造知识。顺便，掌握了“科学知识的理论”，你可能会对人

工智能时代的教和学——教和学什么，如何教和学，为什么——也有了更

深刻的认知。

36如果你实际上也高很多人一筹，能够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有你自己独特视角和
方法的问题，那你自以为是完全不是问题。只要有底气，每个人都应该是自以为是的人，幸
福和自满的人。你自己都不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做得挺好，谁还会高看你呢？如果你自
己挺满意，又何必怕其他人知道你对自己很满意呢？找到自己，提升自己，对自己满意，并
且随时准备走向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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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概念地图和网络用于描述
系统

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介绍了什么是系统科学，什么是系统思维，又在

第二章中介绍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学科研究方法，什么是科学知识。在下

面的章节中，我们来用具体的系统科学的研究和应用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

什么是系统科学。在具体展开之前，我们再一次复习一下什么是系统科学。

首先，我们复习一下系统思维，或者说系联性思考，

从孤立到有联系，从直接联系到间接联系，从个体到整体，从整

体看到个体；

联系往往具有层次性，要上下左右贯通。

系统科学就是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把系统思维（或者称为系联性思考）和

科学研究方法用于提出和解决适合系统科学研究的问题1，以及这个过程中

得到的关于这个问题及其解答的概念性知识，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思维

方式和分析方法，乃至如何来提出这个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在后面的

章节中，我们也将介绍一些这样的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案例，从而也是关于

这些概念知识、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案例。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家在学习

完这部分之后可以做近迁移，也就是把系统科学的学科概念知识、思维方

式、分析方法，用到非常相似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中去；另一方面，我们希

1所谓合适系统科学解决的问题就是适合用系联性思考和科学研究方法来解决的问题，
一般来说就是需要对一个对象做分解，找到构成这个对象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然
后用某种数学结构来描述这个对象的相互联系的元素，最终对这些元素和联系做分析综合
起来才能回答的关于这个对象的整体或者元素的问题，或者说反过来，不考虑分解和综合
就不能很好地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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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大家可以做远迁移，也就是把系统科学的学科概念知识、思维方式、分析

方法，尤其是后者，用到和这些案例不那么相似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中去。

我们从很多的日常经验中已经看到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来自于事

物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知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对于科学研究来说，

不能表示出来的联系是不能进一步被研究的。因此，系统科学的第一个分

析方法，用来体现联系的方法，就是表示联系的方法。这个东西就是概念地

图，或者概念地图的简化版，称为网络。这一章，我们用例子来体现概念地

图和网络对于系统科学的意义，帮助大家学习一点点概念地图和网络本身，

同时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用概念地图和网络来描述和解决问题。

3.1 什么是概念地图，什么是网络？

网络在图论上的定义是包含顶点以及把顶点连起来的边合起来构成的

数学结构，记为 GpV, Eq。其中，V 是顶点的集合，E 是边的集合。每一条

边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就是一对顶点，例如 e “ p1, 2q P E，有的时候也记为

e “ 1 Ñ 2，表示有一条边从编号为 1 的顶点连到编号为 2 的顶点。更加复
杂的情况边上可以有权重 W i

j。例如，代表 i, j 两个点之间的物理距离，或

者某个代表关系紧密程度的矢量 r⃗ij。原则上，也允许网络的每个顶点有自

己的额外属性，例如 mi 表示每个顶点的质量，fi 表示每个顶点的不在网络

内部表示的适应性吸引力。

这里的顶点和连边具体代表什么更多地取决于所描述的具体对象。但

是图论上，或者说数学上，人们更加关注连接关系，也就是哪条边和那个顶

点相连。实际上，每一个顶点的含义和所指代的对象可能都不一样，每条边

也是如此。因此，基于简单的连接关系，或者说拓扑结构，来对一个网络做

分析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

那要是这样，网络的描述能力和网络分析，也就作用有限了。那为什么

网络会成为描述系统的基本方法呢？如果有可能把一个系统中的元素和元

素之间最基本最直接的联系都用连边表示出来，然后，同时这个系统中各

个顶点的不同完全就来自于这个顶点在这个系统中的拓扑结构，也就是跟

谁相连，那么，我们说，网络就是这个系统的一个忠实表示。当然，这个要

求很高，大多数时候不一定能够满足。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物理系统，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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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比较容易满足。

在一个物理系统中，基本的相互作用只有有限的几种，并且基本上这

些相互作用都是相对距离的函数。于是，在基本相互作用的层面，我们完全

有可能通过一个网络——其中各个参与作用的物体是顶点，物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是连边，注意这里的连边上可以有权重——把每个时刻的这个系统

的结构描述清楚。当然，在这里，以重力场和静电场相互作用为例，每一个

参与作用的物体还有一些网络之外的属性，例如质量、电量。如果我们可

以进一步把这些属性也表示为网络中的顶点和连边，那是不是一个物体的

所有信息都被保存在这个网络里面了？实际上，物理学家就是有这样的梦

想：任何物体，其特有的各种属性，都可以被分解为相同的或者几乎相同

的种类非常少的基本粒子以及这些例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到今天，我们的

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标准模型，大统一模型文献） 已经使得物理学很

接近这个梦想了，尽管还没有完全实现。文小刚等人提出的弦网凝聚模型

（文小刚文献） 也可以看做是向着这样梦想的可能出路。甚至前面提到的

空间距离或者矢量当做网络的权重也可能可以被简单的联系是否存在取代。

毕竟空间本身也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我们对这个

世界的描述可以仅仅使用没有属性的顶点和没有权重的连边来构建。如果

成功，则我们就有了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的网络描述。实际上，Wolfgram 的
“Theory of Everything”（Wolfram 文献） 就是这样的尝试，尽管离真实

的物理还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

不过，在这里，我们仅仅是把物理学对系统的描述可能可以从原则上就

用彻彻底底网络当做网络描述能力和要求的一个例子。我们不需要真的实

现了物理学的最终梦想才能用网络描述现实和开展网络分析。实际上，在

拓扑结构的基础上加上某些属性量来构建一个网络也是可以的，给连边加

上权重也是可以的。例如，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相互作

用，那么，把每个天体当做一个顶点，天体之间的连边用距离的大小和方向

来表示，再给每个天体配上一个质量的属性，就可以完整地描述一个系统。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天体的运动看做是这样的一个网络在整个空间中的运

动，甚至进一步分解成网络的整体运动和网络内部的相对运动来进一步认

识这个系统。

也就是说，原则上，完全用彻底的网络来描述一个系统是可能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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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可以用不彻底的网络，也就是网络加上一些顶点的属性和边的权重，

来描述一个系统，但是用尽可能彻底的网络来描述世界是我们的追求，我

们的梦想。

也许来自于物理学的例子，不太容易理解。现在，我们来举一个班级里

面的人际关系的例子。我们说，每一个人其实是有名字、体重、外貌、学习

成绩、性格、家庭背景等等特征的。既然我们要研究这个班级的人际关系，

那么，一方面显然人际关系可能和前面列出来因素都有关系，但是，另一方

面，我们没准可以通过记录这些学生两两之间互动的次数和时间长度或者

互动的类型甚至内容来开展这个研究。最简单地，我们忽略互动的内容和

时间长度，只考虑互动的次数 tij，或者考虑互动的累计时间长度 τ ij。我们

就得到了一个网络：顶点是每一个学生，边是每一对学生之间的互动次数

或者互动总时长。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忽略细节，仅仅保留是否存在互动，

也就是选取一个阈值，如果互动次数护着互动时长大于这个阈值，就认为

有连边，否则没有连边，得到 Ci
j。很有可能这个极度简化之后的网络仍然

保留了很多的可以回答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的信息。例如，如果我们的第

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是找出来这个班里最最受欢迎的人，很有可能，我们只

需要在 Ci
j 的基础上算一算 Di “

ř

j Ci
j 就可以。注意，这里我们把互动当

做了双向行为，每一次互动都看做是双方的。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找出来

这个班级里面的小团体，例如哪几个学生经常在一起玩，另外的哪几个学

生又经常在一起玩，而这两群学生之间互动比较少。在网络分析中，这被称

为社团结构发现。很有可能，为了发现这样的社团结构，知道所有的 Ci
j 也

往往就够了。实际上，在网络分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

一个空手道俱乐部的小团体及其发展的研究 [31]。

Wayne Zachary（韦恩·扎卡里）通过收集这个空手道俱乐部成员之间
的社会交往数据，对这些数据做分析，研究了一个空手道俱乐部的分裂现

象。具体来说，这些数据包含的是每一个俱乐部成员，以及这些俱乐部成员

是否有在俱乐部之外的友好型的社交关系。整体这个俱乐部有 60 人，通过
调查研究发现，其中 34人之间具有满足要求的社交关系。因此，其他 26人
就被作者忽略，不放到这个数据里面来作进一步研究。调查发现，这个 34
人组成的网络中有 78 条边，如图 3.1 所示。

刚好这个俱乐部在被研究期间发生了分类现象。两位领导者，教练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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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空手道俱乐部成员关系网络。存在俱乐部活动之外的社交关系的 36
位空手道俱乐部成员构成的网络。网络图来自于用 [31] 的数据，用网络分
析软件 networkX重新制作。在这张图里面，我们同时显示了已知的俱乐部
分裂的结果（圆形节点跟着教练，三角形节点跟着管理员）和网络分析的结

果（红色代表教练集团，蓝色代表管理员集团），也就是俱乐部成员的分类

结果。这张图用 networkX 重新做。



138 第三章 概念地图和网络用于描述系统

Hi 和管理人员 Officer 发生了冲突，俱乐部成员也在这两者之间选边站。这
个每一位成员到底站到了哪一边的数据也被研究者收集到了。于是，这里

的研究问题就成了，是否研究者可以在收集的数据上来对俱乐部的成员做

一个分类，得到刚好和实际上选边站的结果一致，或者一致性非常高；如果

可以做到，这个用来分类的分析方法是什么？最后，Zachary发现，采用一
种基于信息流的算法，可以达到分类结果，除了在一名俱乐部成员身上给

出的结果不正确，和收集到的选边站的数据相符。

不过，图 3.1呈现的分类结果并没有采用Zachary在 [31]中的分析方法，
而是采用更加现代的一种网络聚类分析算法——选一个效果好点的算法 。

我们发现，网络分析的结果（红色代表教练集团，蓝色代表管理员集团），

也就是通过网络聚类算法得到的俱乐部成员的分类结果，和确实已知的俱

乐部分裂的结果（圆形节点跟着教练，三角形节点跟着管理员）高度一致。

如果你还愿意了解更多一点这个分类算法：如果一个网络本来就分成

不相连的两片那很显然，这个网络就自然地分成了两个集团的了；但是，在

实际网络中，往往没有这样天然的区分，因此，所谓的给网络分集团就是要

做到集团的内部联系顶点之间的比较紧密，集团之间顶点之间的联系比较

稀疏。不同的聚类算法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构建这样的集团，但是其目标都

是一致的：集团内部联系紧密，集团之间联系稀疏。为了这个目的研究者发

明了大量的分类算法以及衡量分类效果的指标 [32]。

这个例子说明，很有可能通过把社会交往简化整合成一个网络，对这

个网络来做分析，可以得到一些这个网络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信息，并且对

于这个网络未来发生的事情具有一定的解释甚至预测能力。于是，我们是

不是可以把类似于网络顶点的分类的算法用在更多其他的对象的网络上去

呢？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用来刻画网络的其他的深层次信息的算法呢？这

就是网络科学的研究对象和问题。

等等，我们前面提到，人际关系和名字、体重、外貌、学习成绩、性格、

家庭背景等等属性很有关系，然后我们就直接完全抛弃了这些属性，而是

从观测到的互动数据直接开始构建网络做计算分析来回答问题了。怎么能

这样做呢？

一方面，直接观测到的互动数据里面实际上可能已经包含了上面那些

属性里面的多个属性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顶点属性数据，可能



3.1 什么是概念地图，什么是网络？ 139

不是这个网络的额外数据了，不提供额外信息了，于是，我们也就不需要考

虑它们了。当然，这一点得检验，也就是看看加进去与否多大程度上影响分

析结果，逻辑上是否说得过去，或者做一些相关性分析，看看目前的观测

数据中是否很大程度上已经和这些属性数据高度相关了。另一方面，很有

可能这些属性数据中，还是有一些没有被直接体现在这个网络的观测数据

之中的，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属性当做额外信息加到网络里面去进去。当然，

我们的最终梦想，还是网络本身就包含了这个系统的所有信息，不再需要

引入任何顶点属性，甚至边权重。但是，如果需要加上才能描述现象，才能

解决问题，我们也接受。

这就回答了前面提出的，每个顶点都有自己的额外属性，凭什么仅仅

包含顶点和连边的网络具有描述一般系统的能力：第一，我们尽可能建立

不需要额外属性信息的网络来描述系统，第二，实在有需要也可以加上一

些额外的属性。

不过，这个不得已的态度也会造成一些问题：一方面，我们希望每一

个顶点的编号仅仅是一个编号而已，交换编号不应该改变网络的任何性质；

另一方面，我们也允许每个顶点带上额外属性，于是就不再能交换编号，不

再有前面的交换编号不改变性质的对称性。

现在，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什么是网络，也初步接触到了网络分析以

及用网络分析来解决问题。后者我们下面会继续展开。目前，我们主要关注

什么是网络，以及为什么在构建网络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地让这个系统的

所有信息包含在网络本身的连接之中，而不是依靠额外顶点属性或者边权

重信息。一旦我们做到了这样的网络来描述所感兴趣的系统，我们就称我

们为这个系统找到了骨架，或者骨架性描述。当然，在不能完全做到的时

候，只要尽可能地做到，我们也马马虎虎认为找到了这个系统的骨架。

在实际研究中，就算当我们建构不起来一个系统的这个彻底的网络描

述，我们也会经常忽略顶点属性和边权重，仅仅保留顶点之间是否存在联

系的信息来得到一个简化网络。我们往往把这个简化网络粗糙地称为网络。

注意，从数学上，这个简化网络和我们追求的彻底的网络描述的网络是一

模一样的。在实际工作和日常语言中，大多数时候，网络指的是这个简化网

络。

现在，我们来看看概念地图是什么，为什么它也是系统的基本描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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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什么是概念地图。用概念地图来展示什么是概念地图，注意以下概
念：概念，连词，联系，焦点问题，层次性联系，跨越层次的长程联系，以

及更重要的系联性思考、批判性思维和分解与综合。请读者先自己读一读

这张图，稍后我们会来进一步解释。

式，系统的基本数学结构。概念地图包含了概念和连词，以及概念和连词之
间的连边。一般来说，连边是有方向的，并且一条连边的两端一头连着一
个概念，另一个头连着一个连词。一个“概念-连词-概念”的三元体，如果
把连边也算作一个元素，则是五元体“概念-连边-连词-连边-概念”，表达一
个相对完整的意思。例如，“网络（概念）——包含（连词）——顶点（概

念）”，“连词（概念）——连接（连词）——概念（概念）”。严格来说，这

个图是构建在人的认知结构中的，但是，我们确实经常把它画出来在纸上、

电脑屏幕上。例如，下图就是一张关于概念地图是什么的概念地图。顺便，

为什么叫做概念地图而不是概念图，将来等到把这个图用于描述学科知识

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展示出来的知识结构确实足以看出来哪些概念和概

念群体是知识基础，哪些是知识高峰，哪些是热点。这些往往是和地图联系

在一起的。

其实，我们的思考本来就是采用概念地图的形式来开展的。例如，我们

学习“直角三角形”这个概念的时候，肯定是理解到了“直角三角形是有且

只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而这句话就建立了“直角三角形”到“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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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平行线的判定和性质定理之间的关系。通过把平行线的性质定理和
判定定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所需要的其他概念和命题化成概念地图，可

以更好地看到这些定理之间的依赖关系，促进理解这些定理。

和“三角形”的联系，甚至也悄悄地建立了“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形内角

和 180˝”之间的联系，以及更加悄悄地用到了“加法”和“比大小”（之所

以直接三角形只有一个直角是因为三角形内角和等于 180˝ 的要求。而在得

到这个结论的过程中，我们还用了加法和比大小）。你看，为了理解好“直

角三角形”的概念，我们实际上用到了多个其他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和直角

三角形之间的联系，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数学知识和物理等科学学科的知识，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组织

的。例如，在平面几何中，我们从很少的几个基本定义和基本公理出发，构

建了包含了很多新概念和一大群定理的知识体系。例如，通过“对顶角相

等”这个定理，可以证明平行线的三条性质定理相互等价，证明平行线的三

条判定定理相互等价，然后从平行线的性质定理可以通过平行公理来证明

平行线的判定定理，反之也然。这样就体现了这几条定理公理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把出现在概念地图中的学科概念、命题、公理等等都称为概

念。只要含义对作图者自己是明确的，能够从这个代表概念的用词找到具

体的外延对象的，都算概念。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可以对应到一个集合

的都算概念。我们还可以把所有的小学数学的知识、平面几何知识，甚至所

有的所学的知识，都画成这样的概念地图；把所有的汉字（顶点）以及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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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音形义的联系（连边），按照联系的类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来标注连词，也画成概念地图；把所有的英文单词也按照结构和含义，

或者说构词法来画成概念地图；把所有的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等）知

识也画成概念地图。我们把用于呈现学科知识的概念地图，称为学科概念

地图，或者学科概念网络。实际上，我们已经梳理了大量的这样的学科概念

网络。

顺便，由于学科大图景也必须通过学科概念和学科研究案例体现出来，

因此，前面的学科大图景，也可以被包含到这里的学科概念网络中去。当包

含了学科大图景的时候，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名词，称为学科知识网络。这个

区分并不严格，有的时候会被混用。但是，大概来说，我们把学科概念网络

用来指代这个学科的概念性知识，例如三角形、勾股定理，通过连词所构成

的网络，然后用“学科知识网络”来指代既包含学科概念知识又包含学科大

图景这样的高层知识的概念网络，如图 3.4。在图 3.4 中，除了平面几何学
的关于平行线的学科概念知识，我们还可以看到逻辑演绎证明（三段论和

反证法），逻辑思维，依靠逻辑思维来开展批判性思维，甚至理解型学习这

些第三、四、五层的知识。具体每一个知识的层次的名称和含义见 [1]。
除了用在学科上，概念地图实际上就是一个表达意思的工具或者说方

式，可以用在任何需要结构化地表达意思的场合。概念地图的三元体“概

念-连词-概念”实际上就构成了一句话。因此，概念地图是可以被重新表述
为一句一句的话的，只需要把所有的三元体都转成相应的句子就行了。那

概念地图和一段有顺序的句子的区别在哪里呢？

首先，概念地图由于没有整体顺序，反而更难直接阅读了。当然，将来

我们会发现，概念地图往往有根概念，有层次性，所以，也有整体顺序。不

过，至少表面上，尤其对于初次接触概念地图的人肯定更难阅读了2。那为

什么我们要用概念地图呢？这就牵涉到概念地图的好处。

其次，概念地图允许非线性阅读，有重点地阅读，而一段有顺序的文字

通常只能做线性阅读，也就是一个个字按照出现的顺序读过去。有过对比

较深入的文本的阅读的经验就会发现，实际上，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一定是

2不过，这个对概念地图的批评的角度其实不成立，任何一个好工具真正提升人的工作
思考的效率和深度的工具，对于初次使用者来说，都是有一个学习曲线的，都会有一段时
间觉得很难使用的。甚至连中国人普遍觉得好用的筷子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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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关于平行线的判定和性质的学科知识网络。这里我们把平行线的判
定和性质的定理之间的关系的证明的过程进一步展开，看到了背后其实是

数学学科的典型思维方式之一逻辑演绎证明，以及更高层的关于获取知识

的一般性人类思维——批判性思维和教和习的方法——理解型学习。具体

每一个知识的层次的名称和含义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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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们的思考的，并且这个思考往往是比较长程的。也就是说，读到后

面的某一个词或者某一句话，我们往往会联系到之前的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甚至之前的整个篇章。只有通过这样的前后联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

些文本。实际上，我们还经常会读完之后对文字做一个结构化梳理。例如用

列表甚至嵌套的列表来把文本中的重要信息列出来。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概念地图直接允许你建立长程联系，直接做并且超越列表式总结梳理。也

就是说，对于文本的线性阅读，实际上，我们也是有一个挑选重点对象重点

片段，建立重点对象之间的联系的过程的。而在概念地图这里，这个过程实

际上直接被图形化启发了，而不需要我们在阅读线性文本的时候那样来默

默处理。因此，对于概念地图的熟练使用者，实际上，选出来重点，建立起

来联系的过程实际上要比阅读线性文本快速准确和深入很多。

例如在图 3.3 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两直线平行则同位角相等”和“两
直线平行则内错角相等”之间是具有双向的证明关系的，也就是两者等价，

同时“两直线平行则内错角相等”和“两直线平行则同旁内角互补”之间也

具有双向的证明关系的，于是我们可以很准确和迅速地抓住，其实“两直线

平行则同位角相等”和“两直线平行则同旁内角互补”之间也具有双向的证

明关系。同时我们发现，平行线的判定定理之间也具有类似的关系。注意，

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易读性，我们实际上应该把左右两侧都出现的“对顶角

相等”（还有“平角和互补的定义”）等同起来画成一个概念。这个时候，你

就会发现，对于理解平行线的几条性质之间的关系，以及平行线的几条判

定定理之间的关系来说，“对顶角相等”和“平角和互补的定义”非常地重

要。更进一步，实际上“对顶角相等”也是基于“平角和互补的定义”来得

到的。于是，“平角和互补的定义”是这部分知识的共同基础。这一点，固

然你读一本好的几何学教材也能够读出来，但是，在图 3.3 中，实际上，你
只要数一数哪个顶点的连边最多，基本上就能识别出来“平角和互补的定

义”值得多花点注意力。

最后，概念地图更容易看到整体。在图 3.3 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平行
线的性质定理基本上单独成一块，平行线的判定定理也基本上单独成一块，

尽管两者共享一些基础知识。也就是说，这两块分别学问题不大，先搞清楚

其内部的几条定理之间的关系。然后，更上一层，我们发现，其实平行线的

性质定理和平行线的判定定理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可以相互证明，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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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公理和反证法。再结合前面的两块内部的几条定理等价，就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要真的来证明平行线的性质定理和平行线的判定定理之间的等价

关系，则我们只需要选择各自的其中的一条就够了。这样的看到知识的板

块现象，进入到知识板块的内部，在跳出来看到板块之间的联系从而构成

的更大的板块，是概念地图一个更大的优势。

实际上，正是这个体现了对象之间的联系、方便了分解和综合从而方

便从个体看到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个体，概念地图才会在本书中当作系

统科学的典型的描述和分析系统的工具之一。希望通过这一节，你已经意

识到，当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关注这个问题对应的系统，对于这

个系统我们往往可以去思考这个系统由哪些元素构成，这些元素之间有什

么关系，这些元素和关系是不是可以化成网络或者概念地图，这些分解出

来的元素和关系对于回答我们一开始的关于这个系统的问题是不是有帮助

是不是足够。如果这个意识有了，那其实你的系统思维的修养其实就足够

高了。

这里先介绍了网络，包含彻底的网络——顶点不可区分不存在属性，连

边（最好是不加权重的连边）代表了一切信息；比较实际的网络——可以

允许顶点的额外属性和连边的权重等信息，但是要尽量地靠近彻底的网络，

并且额外属性和网络结构尽量做到没有相互重叠；以及粗糙的网络——通

过把实际的网络做近似，扔掉全部或者一部分顶点的属性或者边的权重等，

得到的可以用来解决一部分问题的网络。然后，我们介绍了概念地图。我们

还说，两者都是系统的典型描述方式。我们还看到了，概念地图和网络紧密

相连。那两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3.2 概念地图和网络的关系

概念地图通过增加了连词使得每一条连边都有了自己的属性，而且往

往是非限定类型——也就是连词本身是什么有多少都没有什么限制——的

属性。于是，我们发现，概念地图就是一个顶点是概念，连边是带着连词的

概念之间的连线的网络。不过，用连词相连的概念往往构成命题，尤其在数

学知识中，因此，实际上，概念地图还是一个命题和命题通过同一个概念或

者通过命题之间的关系，例如证明关系，相连构成的命题网络。当然，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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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有些概念之间也不构成命题关系。因此，实际的概念地图是这两者

的混合。

如果我们把概念地图简单化，忽略所有的连词，也就是把所有的连边

都看作没有自己的属性，然后把概念名称仅仅当作相应顶点上的标签不参

与任何进一步分析（注意，实际上，在概念地图中并不是如此，往往这个

概念的名称背后对应着特定的含义，并且这个含义还不一定已经体现在这

个概念地图之中），那就得到了一个最简单的网络——单类顶点无边权网

络。于是，我们就可以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来对这个单类顶点无边权网络做

分析，例如计算每个顶点的度来看每个顶点的重要性，计算整个网络的最

短距离来看这个网络的顶点之间是否紧密相连，找出来这个网络的集团结

构来看这个网络是否可以分成几个内部紧密相连但是之间联系更少的局部

区块。这些分析都可以用于解决一些概念地图所描述的背后的系统的问题。

例如，在教和学的场合，有了一个学科的概念地图，再得到了顶点重要性

可以帮助解决应该教和学什么；对比两本书的不同讲法的概念地图，如果

一个最短距离小另一个大很可能意味着那个大的没有呈现好一些关键联系；

如果概念地图可以分成几个局部区块，则很可能在教和学的时候可以先解

决区块内部内容的教和学。在其他场合也是如此。因此，把概念地图简化为

单类顶点无边权网络是有意义的。

概念地图也可以看作是双类顶点无边权网络（网络科学中称为二部分

网络）：概念和连词分别算一类，连线把而且只把这两类顶点相连。这样我

们就可以把连词也纳入到分析对象的集合之中。比如说，这样我们就很容

易识别出来某个关系连词在这个概念地图中出现的次数很高。当然，双类

顶点无边权网络的分析可能比单类顶点无边权网络要复杂一些。甚至，是

不是直接忽略顶点的类别把双类顶点无边权网络当作单类顶点无边权网络

分析算了，以及如果不是这样处理，还有其他对双类顶点无边权网络的分

析方法吗？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回答。

更一般的网络还可以是多类顶点之间由多种类并且带有权重的关系相

连构成的。每一类顶点我们通常称为一层。层内有连边，层间也往往由连

边，并且由于顶点种类不同，层间联系和层内联系往往也属于不同的种类，

不同层内部的联系也往往属于不同的种类。一般地，我们把这样的网络称

为多层网络。如果两个顶点之间还可以存在多种类的关系，那就是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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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层多关系网络。

类似地，概念地图既然也是网络，那自然可以相应地推广为多层多关

系概念地图，或者多层多关系概念网络。在概念地图中，由于有了连词，概

念之间本来就自然地允许多关系，因此，我们不再突出多关系这一点。在名

称上，由于我们希望把概念地图主要用于指代单层的概念网络，我们以后

把多层的概念地图一般称为多层概念网络。图 3.4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多层
概念网络。除了一般概念地图中所包含的学科概念层，我们还看到了第零

层经验和体验，第一层事实性程序性知识，第三层学科大图景，第四层一般

性人类思维，第五层教和学的方法。

最后，尽管我们这里用的概念地图的例子主要是关于学科知识的，来

解决学科知识的教和学的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它可以用于描述任何一个

系统，促进解决这个系统的任何一个需要分解和综合来解决的问题。

3.3 概念地图用于描述系统和解决问题的案例

我们来举几个用概念地图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

3.3.1 自行车的结构和学会骑自行车、改造自行车

假设我们现在要帮助一个初学自行车的人来学会自行车。我们看看除

了交给她一辆自行车让他去观察他人和自己摸索尝试摔倒总结之外，还可

以怎么干。

实际上，通过看他人骑行自行车就会发现，车把手是用来控制车行方

向的，脚蹬子是用来把人的动力传递给自行车的（链条、大盘、小盘、变速

器部分合起来是把脚蹬子上的动力传递到车轮的）。于是，在不考虑上下车

的漂亮方式的条件下，大概也就知道了怎么骑车了。但是，实际上，学习骑

行自行车的关键在于保持车的稳定性：往往初学者主要依靠车把来控制车

的方向和保持稳定性，并且由于注意力太多放在了车把上，反而忽略了踩

踏脚蹬子的动作和身体的方向对车的方向和稳定性的影响而使得车很难保

持稳定型。学会了骑行自行车的人往往就会认识到，依靠蹬脚蹬子的脚的

用力以及身体的方向来控制行车方向和稳定性要比依靠车把手来控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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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从学习骑自行车的角度来看自行车的结构。对于一个学习自行车的
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可以通过什么部位或者方式来控制自行车。因

此，我们关注控制车行方向的车把手、传递动力的脚蹬子、必要时临时减速

的车闸，以及控制车的方向和稳定性的隐藏方式——人身体的方向。更进

一步，理解自行车为什么会不倒的物理原理也会对骑行自行车有帮助。

的多。甚至一旦掌握好了，就会发现，其实松开手把一段时间也没问题，仍

然可以实现通过脚和身体的方向来控制行车的方向。

自行车要稳定前行还有一个要求：轮子要转起来。其物理原理是，转动

起来的东西，当受到额外的力的干扰的时候，这个额外的力可以变成转抽

方向的进动和章动，而不会直接造成车摔倒。转动速度越快，这个干扰的力

造成的效果就会越小。这部分如果真的要理解，还需要去列出来转动物体

的运动方程，然后，看看这个运动方程是不是有稳定的不动点，也就是某些

外力使得系统的状态偏离不动点之后会具有回到这个不动点的趋势。当前

阶段，我们先把这个结论当作物理学已经给出的知识。未来我们再进入到

这个结论本身是怎么来的，如何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来解释。那么，有了

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对于学习骑行自行车的人来说？刚开始学习自行车

的人可以稍微地加快一点点行车速度来使得行车更稳定，未来掌握了更高

级的控制行车方向和稳定性的方式以后再考虑降低速度。也就是说，刚启

动自行车的时候不稳，看起来要倒，没关系，想办法增加一下自行车的速

度，没准就会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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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脚的用力和身体的方向来控制车的方向和稳定性其实背后是有物

理原理的支持的。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物理原理是什么，怎么发挥作用的，

那就可以更好地运用这个原理来控制车的方向和稳定性。但是，就算不知

道这个原理，你经过尝试，例如身体往一侧歪或者调整身体在自行车车座

上的分布看看车行车把手和前轮往什么方向转，积累一些经验也就能够掌

握了。这个比前面那个转动的更快更稳定掌握起来应该要容易很多。

注意这个自行车的结构和功能的概念地图根本就不是自行车的实际结

构图。对于初学骑行自行车来说，请问是这个自行车的结构和功能的概念

地图更有帮助还是实际结构图更有帮助呢？显然是前者。在这里，我们忽略

了大量的细节结构，同时重点关注了和骑手控制自行车的有关的结构。我

们还强调了对于控制自行车来说的最关键的部位或者方式——骑手的身体

方向。对于控制的任务来说，对一个系统的概念性的掌握，尤其是对于其中

的控制界面有关的子结构及其控制原理的掌握，才是关键。

如果我们还想改造一下自行车，我们就发现，大概只需要保留一个接

受和传递动力的部件、一个控制行车方向的部件（但是可以用车手的身体

代替）、一个滚动部件（为了把滑动摩擦转变为滚动摩擦以及为了更容易保

持稳定性）就行了。于是，你看，有的自行车把脚蹬子改成了手摇的——在

这里被我称做手摇子；有的自行车是独轮的，并且没有车把手。搞清楚一个

系统维持其功能所需的最基础的要求，然后再搞清楚剩下额外添加的部件

再发挥什么作用对于理解和设计这个系统是很有帮助的。在这些方面，从

功能的角度绘制这个系统的概念地图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对自行车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例如，完成初步诊断的

任务，也就是骑行遇到了某个问题去猜出来可能哪个部分出问题，那就需

要包含更多细节的概念地图了，如图 3.6。例如，我们就可以把自行车分成
车架、转向系统、刹车系统、传动系统、车轮这几个部分。然后，车架进一

步分成车座、车梁、前叉、后叉等部分，车轮分成前后轮，前后轮进一步分

成轮框、花鼓、辐条、车胎等部分，车胎有的可以进一步分成内胎、外胎等

部分，等等等等。有了这样的一个自行车部件的层级体系，我们就可以来

做出来初步的诊断。第一种方式就是建立一个常见问题和出问题部件的列

表。这个就是修车师傅积累的经验了。第二种方式就是不断地运用分解和

综合。也就是，一个车坏了，如果完全没有经验，那么，就可以通过在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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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做部件替换来发现出问题的部件。例如，我们可以在第一个层级，逐

个替换车架、转向系统、刹车系统、传动系统、车轮之一，直到发现只要把

这个层级的所有部件的某一个新的替换上去自行车就好了，不替换就不行，

那么，我们就说出问题的就是这个部件。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部件的下一层

级的部件打开，再次做逐个替换。我们可以不断地这样做直到找到最小层

级的部件，或者认为再一次再下一个层级做子部件替换所花费的时间成本

和直接替换这个层级的部件的成本像差不大从而结束这个分级的过程。接

着，重新把已经做了必要的替换的各个部件重新层级性地组合起来。注意，

在这里，我们忽略了某个层级下两个部件同时出问题的情形。当然，如果我

们发现，所有的单个替换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是要考虑两个部件同时

出问题的情形的，甚至未来更多个部件同时出问题的倾向。其次，再替换的

时候，尽量避免一口气换到底，直接拆分到最底层的部件然后一个个替换。

这样做可能性太多了，而且，多个更加小的层级的结构同时出问题的可能

性会增加。实际中往往是经验列表搜寻和分解和综合两种方式的结合。在

医学诊断上也是类似的。

注意，综合起来的过程，实际上更加依赖于你对各个部分的关系的掌

握。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各个部分的关系，哪个部分必须和力一个

部分用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到一起，你可能找到了问题，做对了替换，也不能

重新组装起来一辆没问题的自行车。于是，你看到在图 3.6 中，我们需要特
别注意到哪些不同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尤其是突破层级的联系，例如转

向系统部分的子部件“龙头”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连接到从车架部分的子

部件“前叉”，进而连接到车轮部分的子部件“前轮”。正是这个连接使得转

向功能得以实现。

顺便，我也希望通过这个例子你看到概念地图和思维导图之间的真正

的不同。思维导图从形式上和概念地图只有一个地方不同：思维导图一般

来说没有连词。其实，有的思维导图受到了概念地图的启发之后，也允许使

用连词。但是，从内容和思维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思维导图的连线通常

包含“包含”关系、“导致”关系，并且一般来说尽可能地做到没有突破层

次的联系，也一般来说不回答一个系统层面的整体问题，也就是没有概念

地图的焦点问题。那反过来，概念地图一般来说不限定联系的类型，强调用

准确的连词标明联系，一般来说确实具有层级结构但是更加鼓励把突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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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从诊断的角度来看自行车的结构。对于一个要诊断和修理自行车的
人来说，依靠嵌套的分解来认识自行车的结构，接着利用部件之间的联结

机制来综合起来得到自行车的整体，以及在诊断过程中嵌套地使用分解和

综合都是很有意义的。这张图没有画完整，仅仅做个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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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联系找出来，整体上要回答一个焦点问题——也就是说，哪些和哪个

层级的子结构出现在这个系统的概念地图之中完全是按照焦点问题来确定

的，如果出现以后可以更好地回答焦点问题则包含，否则就不包含。

3.3.2 概念地图用于辅助做题实现回溯性诊断

在当前的中小学甚至大学的教和学中，对概念理解的教学以及概念教

学所依赖的批判性思维、系联性思考，以及更进一步批判性思维所依赖的

逻辑思维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往往在对这些关注不够的条件下又要达到

成绩上的要求就采用了记住事实性知识和流程性知识的办法，通过背诵和

大量做题来形成记忆的方式来开展所谓的教和学。这对于学习者的创造力

是非常有害的。关于如何开展以概念地图为基础的学科概念以及更高层知

识的理解型学习，我们已经有了专门的介绍理解型学习的《教得更少，学得

更多》[1] 以及用理解型学习来开展小学数学学习的《小学数学这样学》[2]。
在这一节中，我们来展示一个把概念地图用于代替大量做题来实现“题做

得更少，概念学得更好，成绩更高”的目标的案例。

我们用鸡兔同笼问题当作学生遇到的第一道测试题。当然，这道题本

身只能发挥锻炼一下大脑的作用，完全不实际。如果要变得更实际，可以

做一个两种带电粒子的混合，各自有自己的个体重量（质量）和电荷量。通

过测量总的电荷数和质量，就可以来得到每一种带电粒子的数量。一旦我

们在解题过程中包含了“使得一个实际问题变成鸡兔同笼问题”，或者说把

一个实际问题变成数学语言描述的问题，我们就到了更好的境界，理解到

“数学是思维的语言，数学是描述世界的语言”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对于未

来学习、创造性地应用和创造数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图 3.7左上角的
内容。不过，现在我们先不关心如何使得一个实际问题变成鸡兔同笼问题

这一步。

例 3.1 (鸡兔同笼问题). 一个笼子里面有鸡和兔子两种动物，总共有 10 个
头，30 只脚，问鸡和兔子各几只？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可以如何求解，求解的每一步，需要用到什么知识

和什么思维。

首先，我们可以采用构造性解题方法，也就是通过某个巧妙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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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概念地图用于回溯性诊断的例子以一个假想的不会求解鸡兔同笼问
题的学生的思考过程为例，通过概念地图帮助这个学生找到断点知识，从

而实现做更少的题，学得更好的目的。这张图考虑整页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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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一个思维链条，先把问题分解成这个链条上的多个步骤，然后融合这

个链条的每一步形成一个综合算式。在这里，这个巧妙的方式可以是：让所

有的动物都去掉一半的脚，给鸡贴上两只脚，把兔子的两只脚砍掉。这个操

作的核心是从概念上去掉某个变量，通过让某些变量变成相同的方式。

所有的动物都去掉一半的脚，得到脚的总数为 30 ˜ 2 “ 15，就得到了
鸡的脚和头一样多，兔子的脚比头多一个，因此头的数量比脚的数量多的

正好就是兔子的数量，也就是 15 ´ 10 “ 5 只。合起来综合算式，兔子的数
量为 30 ˜ 2 ´ 10 “ 5 只。

给鸡贴上两只脚，所有的都成了四只脚的动物，于是脚就有了 4 ˆ 10 “

40 只，比实际多 40 ´ 30 “ 10 只，因此贴脚的鸡的数量为 10 ˜ 2 “ 5 只。
合起来综合算式，鸡的数量为 p10 ˆ 4 ´ 30q ˜ 2 “ 5 只。

把兔子的两只脚砍掉，所有的都成了两只脚的动物，于是脚就有了 2 ˆ

10 “ 20只，比实际少 30´20 “ 10只，因此砍脚的兔子的数量为 10˜2 “ 5
只。合起来综合算式，兔子的数量为 p30 ´ 10 ˆ 2q ˜ 2 “ 5 只。

实际上我们可能还可以找到其他巧妙的构造式解题的方式。不过，我

们先只介绍这三种。

其次，我们还知道“假设未知数-列方程-求解方程”的解法。例如，我
们假设兔子的数量已知记为为 R，鸡的数量已知记为为 C，于是，我们就

能得到总的脚和头的数量为

$

&

%

R ` C “ H “ 10,

4R ` 2C “ F “ 30.
(3.1)

注意这里的写下来方程这一步其实非常深刻，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问题中的

主要对象，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把这些关系转化为数学表达式。

在这里，我们插入一下关于WHWM数学解题四问3的介绍——它是一

个找到对象和关系把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的方法。WHWM 数学解题四问
指的是在面对数学题的时候问以下四个问题：

3未来我们会看到，WHWM中的What和 How是往下分解进入到一个问题的内部，而
其中的 Why 的问题则是回到这个问题的整体，Meaningful 的问题则是跳到更高的层次，
往往可以帮助学习者看到这个问题对于学习者个体以及对于学科的意义。这样的进得去出
得来就是上下贯通或者说系联性思考，或者说系统思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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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通过 WHWM 找到对象和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加减法。以具有
“合起来数一数”和“整体中去掉一部分”的关系的事物为例，展示了如何

从提出和回答 WHWM 四个问题来找到对象和关系的数学表达式。这张图
考虑横版整页印刷

• What：这个场景下有什么对象，

• How：对象之间如何相互联系，这个联系如何用数学结构（数学运算，
数学概念，数学表达式）来表示，

• Why：为什么我们主要关注这些对象，为什么这些对象之间是这样的
关系，为什么这些关系用这样的数学结构来表达

• Meaningful：这道题我肯定做对了吗，有什么其他方法吗，做了这道
题之后我有什么收获这道题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学到了什么？

在写下来这些对象的关系表达式之后，还需要把某些量当作变量，或者说

未知数，把另一些当作常数，或者说尽管可以是任意的但是在特定场景下

实际上是或者当作是已经给定的数。我们把这个 WHWM 方法和假设未知
数或者变量已知的思想专门整理成了另一张概念地图，如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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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我们举了特别简单的分解具有“合起来数一数”（例 3.2）和
“整体中去掉一部分”（例 3.3）的关系的事物，来展示如何从提出和回答

WHWM 四个问题来找到对象和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例 3.2 (加法关系问题 WHWM 举例). 存钱罐里面已经有了 5 元。爸爸给
了我 5 元钱，我随手放到我的存钱罐里了。请问，现在存钱罐里面总共有
多少钱？

我们来按照 WHWM 的方式来展示一下这个 WHWM 数学解题四问可
以如何帮助我们解决这道题。

如图 3.8 的左侧，我们发现，这里的主要对象是：之前已有的钱 O “

5（元），新放进去的钱 N “ 5（元），总共的钱的数量 T。它们之间的关

系是：之前已有的钱的数量和新放进去的钱的数量“合起来数一数”得

到总共的钱的数量，也就是说 总共的钱的数量 “ 之前已有的钱的数量 `

新放进去的钱数量，或者简写为 总 “前`新，或者用英文单词的首字母表

示为 T “ O ` N。

进一步我们发现，一旦我们把三者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数

学表达式找到，我们就可以来完成稍微一般点的问题了。例如，无论“之

前已有的钱的数量”、“新放进去的钱的数量”如何改变，“得到总共的钱的

数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没变。于是，我们找到的算式 T “ O ` N 可以用

于 O 和 N 的任何具体数的计算。也就是，任何 O 和 N，代入到这个关系

T “ O ` N，我们都可以得到总的钱的数量 T。这个时候，O、N 都具有了

变量的功能——可以是给定的任意的数。

例 3.3 (减法关系问题 WHWM 举例). 爸爸给了我 5 元钱，我随手放到我
的存钱罐里了。放进去了才想起来要数一数多少钱，发现总共有 10 元。请
问我在存进去刚才的元之前有多少钱？

我们还是来按照 WHWM 来解决这道题。
如图 3.8 的右侧，我们发现，这里的主要对象是：新放进去的钱 N “

5（元），总共的钱的数量 T “ 10（元），之前已有的钱 O “ 5（元）。它们
之间的关系是：总共的钱的数量之中“去掉”新放进去的钱的数量就得到

之前已有的钱的数量，也就是说 之前已有的钱的数量 “总共的钱的数量´

新放进去的钱数量，或者简写为 前 “总´新，或者用英文单词的首字母表

示为 O “ T ´ N。进一步我们发现，一旦我们把三者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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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通过 WHWM 找到对象和关系的数学表达式——乘除法。以具有
“重复多次的加法”和“整体中不断地去掉同一部分”的关系的事物为例，

展示了如何从提出和回答 WHWM 四个问题来找到对象和关系的数学表达
式。这张图考虑横版整页印刷

这个关系的数学表达式找到，我们就可以来完成稍微一般点的问题了。

更进一步我们发现，其实，例 3.2 和例 3.3 之中得到的数学表达式，或
者说还原到具体对象以后，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搞清楚关系，写

下来这个关系对应的表达式，其实，把哪些当作常数，哪些当作变量，都是

可以的。于是，实际上，未知数和常数的唯一的区别仅仅在具体场景中哪些

当作给定哪些当作要求出来的对象而已。也就是说，除了未知数用字母表

示其他常数都用具体的数来表示的方程我们已经学会怎么列出来和理解之

外，其实，我们也已经能够列出来和理解表达式中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具体

数的方程。稍后，我们将来求解这样的没有具体数的方程。

实际上，为了完整性——小学阶段的主要关系就是加减乘除这四种（其

实你已经看到加和减算一种，乘和除算一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组合，我

们在图 3.9 中以具有“重复多次的加法”和“整体中不断地去掉同一部分”，
也就是乘除法的关系的事物为例，展示了如何从提出和回答 WHWM 四个
问题来找到对象和关系的数学表达式。这部分我们就不再详细展开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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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参考前面的加减法关系的 WHWM 的图 3.8 来自己阅读图 3.9。

注意，在运用 WHWM 数学解题四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需要用
到描述具体场景的对象所需要的相应的数学结构的知识，例如这几道例题

所需要的加减乘除。

好了，假设，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 WHWM 方法来写出来鸡兔同笼的
方程。我们来看看，还需要什么才能把完成这个问题的解答。

在得到这个方程之后，这个方程可以用变量替换代入法和等式运算消

元法。我们先来展示一下等式运算消元法。例如，我们把第二行除以 2就得
到了 2R`C “ 15，通过对比第一行，我们发现，R “ p2R ` Cq´pR ` Cq “

15 ´ 10 “ 5。或者，我们把第一行乘以 4 得到 4R ` 4C “ 40，通过对比第
二行，我们有 2C “ p4R ` 4Cq ´ p4R ` 2Cq “ 40 ´ 30 “ 10，于是 C “ 5。
或者，我们把第一行乘以 2 得到 2R ` 2C “ 20，通过对比第二行，我们有
2R “ p4R ` 2Cq ´ p2R ` 2Cq “ 30 ´ 20 “ 10，于是 R “ 5。你仔细对比前
面的三个构造式解题，正好和这三个等式计算消元法一一对应。也就是说，

这里的综合多个步骤的思维链和算式的巧妙构造其实不过就是方程求解方

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注意，等式运算消元法的基础是等式的性质。

变量替换代入法的理念是，我们把其中的某个或者某些待求解出来的

变量当作一个已知的数，例如，我们假设 C 是已知的，那么，通过第一行

就得到 R “ 10 ´ C，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得到的 R 的在假设 C 已知

的条件下的表达式带入到第二行方程得到 4 ˆ p10 ´ Cq ` 2C “ 30，也就是
40 ´ 2C “ 30，于是 C “ 5。注意，这里的变量替换代入法和等式运算消元
法都依赖代数式的计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写下来方程，则就剩下方程求解的问题，而方

程求解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其中，等式运算消元法的进一步依

赖于等式的性质；变量替换代入法依赖于假设一个未知的数为已知，也就

是变量和常数之间的转换，或者说代数的思想；同时，变量替换代入法和等

式运算消元法都依赖代数式的计算。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求解二元一次方程的题来考察学习者对于这部

分具体知识掌握得怎样。更一般地来说，我们还可以考察所有得常数都用

字母表示的更加一般的二元一次方程的求解来考察学习者对于这部分具体

知识掌握得怎样。这就是图 3.10 中的习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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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具体常数和字母常数的二元一次方程的求解习题。通过这些习题，
可以判断一个学习者是否学会了求解具体常数，或者更进一步字母常数的

二元一次方程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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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关于整式和单项式的元和阶的习题。通过这些习题，可以判断一个
学习者是否学会了了判断整式和单项式的元和阶。进一步可以设计一些找

出和合并同类项的体系来检验一个学习者是否掌握了合并同类项。

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展开“代数式的计算”，看看它需要哪些更加基本的

知识和思维。在图 3.7 中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展开。我们发现，代数式的计算
需要四则运算律，需要识别出来同类项，在识别出来同类项之后的计算合并

同类项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更好地理解加法（也就是无论单位是什么，只要

在同样的单位下，保持着这个单位，加法都可以进行 2 ` 3 “ 5，2x ` 3x “

5x,ax ` bx “ pa ` bqx）。同类项的识别进一步需要整式和单项式的元和阶的

概念。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图 3.11 中的习题来考察。
类似地，四则运算律实际上在小学阶段来自于对具体运算的含义和计

算结果的进一步抽象。把这样的知识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分解出来就是图 3.7
中下部的内容。如果我们要进行完整的回溯性诊断，则这样的展开必须都

做出来，然后给每一个数学概念、数学计算、数学思维配上一个基本上仅仅

考察这单独的一个概念、计算和思维的习题。不过在这里，剩下的习题就不

给大家展示了。

什么是回溯性诊断以及为什么它需要概念地图

有了前面这个具体的回溯性诊断的例子，现在，我们来抽象地讨论一

下什么是回溯性诊断以及为什么它需要概念地图。回溯性诊断的目的是帮

助学生在遇到不会做习题的时候，找到到底什么地方不会导致的这个习题

不会做。“找到到底什么地方”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知识所依赖的更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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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知识都会但是这个知识（以及一般来说，所有建立在这个知识的基础

之上的其他更加复杂的知识也）不会的那个知识。就是从底下更基础的知

识走上来，一直都通，直到到这个知识就走不通了。因此，我们把对于一个

给定学习者的这样的知识称为这个学科者的断点知识。

对于每一个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可以用关于这个知识点的单纯题来测

试。所谓关于某个知识的单纯题就是，这个题只需要这个知识就能够求解

出来。实际测试中，如果做不到真正的单纯题，也就是没有仅仅用到这个知

识的习题，那就尽可能地采用接近单纯题的问题，例如需要这个知识再加

上很少很少的最好还是更加简单的其他知识就能够求解出来的问题。我们

把这样的问题称为近似单纯题。

原则上，断点知识可以从底下更基本的知识检测起，直到遇到那个不

会的。但是，这样的检测对于大多数人，可能都在花时间在已经会的知识

上。因此，另一个办法就是在遇到已经发现不会的习题的时候，从高处往下

走，一直走到会的。

于是，你就可以发现，很显然，这个回溯性诊断的背后是知识之间的逻

辑关系，也就是概念地图。同时，当我们检测每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希望

尽可能地保证所用的习题基本上只考查这个知识本身，或者至少保证不考

察学习者掌握情况不明的同层的以及更加复杂的知识，最多只能依赖于这

个知识的下层更基础的知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题库，并且是已经

做好了从题到概念的标注的题库。

更进一步，一道题不会，往往不仅仅是相应的学科概念知识不会，很有

可能是没有相应的运用这些学科概念知识的知识，分析问题的方式等等这

些更高层次的知识不会。也就是说，除了学科概念知识，我们还需要考察一

个学习者是否掌握求解者道题所需要的学科典型分析方法、学科典型思维

方式，以及更一般的人类思维，例如批判性思维（以及其所依赖的逻辑思

维）、系联性思考、科学研究方法等。

在具体针对某一个问题开展回溯性诊断的时候，大概可以采用以下的

步骤：

1. 求解这个问题；

2. 对这个问题的每一个解法，找出来想到和完成这个解法直接所需要的
各层知识，包含经验体验、事实性程序性知识、学科概念知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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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景、一般型人类思维以及教和习的方法；

3. 对于这些直接知识，做近似单纯题测试；

4. 对于被试没有掌握的直接知识，利用多层知识网络，找到支撑这个直
接知识的知识，称为这个问题的间接知识；

5. 开展这些间接知识的近似单纯题测试；

6. 对于被试重复没有掌握的间接知识，继续这个拆分和测试的过程，直
到所有的知识被试都掌握。

这样就找到了断点知识，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助这个被试从其已经掌握的知

识重新构建起来整个知识的大厦，甚至重新做回溯性诊断。

因此，我们自然地看到了，如图 3.12 所示，回溯性诊断背后的概念基
础是理解型学习的知识的层次，其实践基础是已经标注好的从习题到各个

层次的知识的标注，以及各个学科甚至整个所有人类知识的多层知识网络

——人类知识高速公路。关于这些进一步的概念的详细解释，请参考《教得

更少，学得更多》[1]。

3.3.3 能力图谱构建

顺便，从教育的角度，从能力和素养的角度，多�嗦几句本书的题外

话。我们实际上可以用回溯性诊断里面展示的方式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

过程做拆分，找到其直接所依赖的各个层次的知识，尤其是学科大图景层

次之上的高层知识，然后依赖概念网络走到其间接依赖的更加基本的知识，

中间再结合习题问题到知识网络的标注来考察其是否掌握这些直接和间接

知识。实际上，这就是从问题解决能力到知识的拆分，反过来也就是从学

习知识到获得能力的过程。因此，只要我们选择一批典型问题、典型任务，

做好从整体问题到子问题、从问题到不同层次的知识 [1] 标注和分类，我们
就可以构建任何一类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各个层次的知识的分解，进而帮

助到培养。这其实就是所谓的能力图谱，而且在我们这里是可落实的可操

作的明确的具体的联系到各个层次的知识的，并且是可以做检验的——也

就是去实际测量一下被试是不是掌握了拆分出来的每一个知识的被试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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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什么是回溯性诊断以及它需要什么。回溯性诊断可以帮助被被测试
的学习者找到知识断点。它通过层层递进地运用知识之间的从复杂到简单

的依赖关系，以及运用从习题到知识的标注来达成这个功能。因此，它在实

践上需要标注了习题的人类知识高速公路，在理论上需要人类知识高速公

路上以高层知识生成器为目标的理解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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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完成这个整体任务解决这个整体问题，是不是不能完成这个整体任务不

能解决这个整体问题的都是至少不掌握拆分出来的每一个知识之一。因此，

这里的从典型问题和典型任务做各层知识分解的方法其实是一个一般性地

构建能力图谱的方法。

Lev Landa（列夫·兰达）在 [33] 中也做了类似的分解，以直角三角形
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它来识别直角三角形为例，只不过不是通过概念地图的

形式。在这里，我们把这个例子用概念地图的方式重新绘制了一下，如图

3.13。实际上，我们是自己对小学三四年级的被试做了识别直角三角形的实
验，发现，有很大一个比例的被试就算能够识别三角形和直角，但是，当

给了直角三角形的定义，并且在完全理解这个定义的意思的情况下，仍然

不能识别出来直角三角形。我们发现，考虑了被试是否掌握更加一般的如

何学习和使用概念这一点，也就是定义中不出现的特征不能加入运用定义

时候的判断，必须通过定义建立这个定义到更加基本的对象的定义的联系，

这个比例就会降低很多。于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把可以正确识别直角三

角形当作一个任务，来看这个任务对应的能力，不仅仅人们需要掌握更加

基本的直角、三角形的定义、直角三角形的定义的文字含义，还需要掌握这

个一般的如何学习和使用概念这个思维层面的技能。

回到被试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比例的被试不掌握从定义来理

解三角形呢？实际上，这一定程度上在当前的教学设计教材设计中是有意

的——当前的教材把很多概念的学习分成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个层次

而且这两个层次往往在不同的年级来教和学，尽管我不能理解这个有意又

是为了什么。具体到直角三角形，当前的教材，在五年级之前应该都是企

图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让孩子们大概能够感觉到什么是直角三角形就行，而

只有到了七八年级才认真严肃地来学习直角三角形的概念。这个和理解型

学习的核心理念——知识有层次每个学段可以要求的层次不同，但是每个

层次都要做到“要学就要学清楚”——是完全不同的。按照理解型学习，如

果为了获得直角三角形的经验和体验，则连直角三角形的概念都不需要教，

直接接触一下直角三角形就够了，但是，一定要做到，如果真的教和学直角

三角形的概念，则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完整和正确的；同时，任何时

候，只要开始学习概念了，就要明白一个概念只有在定义中明确写下来的

特征才是需要遵从的。这些地方如果搞错了，为了要花费大量的额外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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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才能纠正过来。

实际上，对于一个学科的典型问题，一个岗位的典型任务，我们都应该

用这样的拆分和实验的方式来找出来对应的各个层次的知识。然后，我们

来做这些拆分出来的各个层次的知识的统计分析，对相应的知识做一个重

要性排序，同时考虑其相互依赖的关系——通过多层知识网络。这才是可

以落地的可以检验的能力图谱。

为此，我在这里顺便呼吁：为了每个人都成为更力更高的人，大家一起
来，做好人类知识多层网络的建设，做好从习题和项目等问题到知识网络
的标注，做好理解型学习的核心理念概念工具的普及。这实际上就是系统
科学帮助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案例：通过认识到和运用不同层次的知识以

及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和多层次知识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帮助学生们

学得更好，帮助老师们教得更好（从而最终还是帮助学生们学得更好）。我

们称其为教育系统科学 [34]。

实际上，不仅仅在知识的掌握上，概念地图可以用于回溯性诊断，实际

上，如果我们有一个描述产品的功能和结构的产品概念地图，我们也可以

来做产品的功能问题的逐层诊断。前面的自行车就是这样的场景的最初步

的例子。因此，这一节的例子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产品可靠性是这样的场

景的一般名称。你已经可以初步看到概念地图将会在产品可靠性问题的分

析中发挥作用。

3.4 网络用于描述系统和解决问题的案例

我们在之前通过空手道俱乐部的例子已经看到了网络用于描述一个社

团中的人际交往以及通过这个人际交往数据来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得到解决

关于这个原始场景的问题——在那里是是否可以预测社团分裂以后的结果。

网络除了把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个矩阵这样的一个数学对象

——以及在更加复杂的场合区分顶点和连边的类型之后成为多层多关系网

络或者说张量这个数学对象——之外，还有一些对网络开展分析的方法，例

如之前已经提到的网络聚类分析。在这里，我们先来通过一个例子学习几

个最简单的网络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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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运用直角三角形概念来识别直角三角形”任务的能力图谱。通过
对“运用直角三角形概念来识别直角三角形”任务做分解以及开展相应的

实验检验，我们发现，必须加入被试是否掌握更加一般的如何学习和使用

概念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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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网络简单直接和间接统计量指标用于解决问题的例子

有了网络我们就可以来定义一些网络上的统计量，然后我们就可以用

这些统计量来理解一些事情和解决一些问题。当然，实际上，也可能是由于

我们需要理解或者解决某个问题，从而启发或者说逼迫我们去提出网络的

统计量从而发展网络科学本身。在这一节，我们来介绍几个特别简单的统

计量，然后来看看这些统计量描述和解决问题的例子。

我们先考虑最简单的网络，单一类型的顶点，单一类型的连边，并且连

边只有两个值 W i
j “ 1, 0 分别表示有和没有一条从顶点 i 到顶点 j 的连边。

至于顶点代表了什么具体对象，连边代表了什么具体关系，这个到了网络

所描述的实际问题里面再说。很自然，有了矩阵 W “
`

W i
j

˘

NˆN
，我们就可

以计算这个矩阵的各阶乘积，W 2, W 3, ¨ ¨ ¨ , W n, ¨。

网络帮助理解六度分离。

网络帮助识别神经推行性疾病（Alzheimer）

3.4.2 网络帮助理解和干预传染病的传播

描述传染病的传播是网络的一个很好的应用场合。在没有网络的时代，

传染病模型是基于均匀混合的类似溶液中的化学反应的方式来描述的。也

就是任意时刻，整个空间中任何一个点上都有一定比例的被感染者（I）、健
康但是可以被感染的人（S），或者再加上恢复者（感染过后不能被再次感染，
或者可以被再次感染但是和第二类被感染的概率不同的人）、潜伏者（携带

了传染源但是还没有被诊断出来的有或者没有传染能力的人），并且这个每

种人的比例再空间各点处处均匀。接着，就考虑再每一个这样的点上——

因为各个点都一样也就不再需要考虑空间因素——这些不同的人之间发生

转化的概率或者说速度。用数学方程来描述就是，

di

dt
“ λsi ´ γi,

ds

dt
“ ´λsi ` γi.

(3.2a)

(3.2b)

其中 i “ I
N
，s “ S

N
“ 1 ´ i，N “ I ` S 是总人口数。由于 s ` i “ 1 这

里的第二个方程其实是多余的。我们只需要关注第一个方程。这个方程左

侧代表被感染者比例增加的速度，右侧第一项表示每次一个感染者遇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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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健康但是可以被感染的人就会以一定的概率转化为一个被感染者。于是，

在整个群体中这样的事件发生的速度跟这两种人的比例的乘积成正比。右

侧第二项表示，一个感染的人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而不再成为一个

感染者。注意，由于这里只有两类人，实际上，这个恢复者被我们这里当作

可以再一次感染。如果出现恢复以后就不再能被感染的情况，我们需要引

入第三类人。

这个方程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如下的一个化学反应

S ` I Ñ 2I,

I Ñ S.

(3.3a)

(3.3b)

当 i ! 1 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方程近似为

di

dt
“ pλ ´ γq i. (3.4)

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如果 R0 “ λ
γ

ą 1 则感染者就会增加，也就是传染病
就会发生。因此，这个 R0 就被称做基本再生数。对于可以用这个模型描述

的传染病，我们可以想办法从实际数据中估算出来这两个参数，然后计算

R0，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传染病的传染性有多强。对于不得不用更加复杂

的模型描述的传染病，我们重复这个分析，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这样的可以

用来评估这个传染病的传播能力的再生数。

为了后面的数学表示方便，我们还可以把算式 p3.2q 写成感染人数而不

是感染比例的形式，
dI

dt
“ λSI ´ γI. (3.5)

到这里，我们没有看到网络。

一个考虑了空间不均衡性的模型可能对于很多的现象具有更好的描述

能力，例如实际传染病传播之中经常出现某个地方先感染了传染病，其他

的地方还很少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引入某个地方 r⃗ 的被感染者

比例 i pr⃗q，然后，我们得考虑带了空间因素的传染病传播模型。用数学方

程来描述就是，

dI pr⃗q

dt
“ ∇⃗ ¨ DI∇⃗I pr⃗q ` λS pr⃗q I pr⃗q ´ γI pr⃗q ,

dS pr⃗q

dt
“ ∇⃗ ¨ DI∇⃗S pr⃗q ´ λS pr⃗q I pr⃗q ` γI pr⃗q .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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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右侧第一项表示从周围扩散而来的感染者和健康人，第二项表示再

给定空间位置发生的传染病传播和恢复。这也表示，我们把空间的传染病

传播模型看作两个步骤，先扩散再传播，或者说先扩散再反应。所以，这个

方程也被称为反应扩散方程。原则上，这个方程仍然可以做近似求解或者

数值求解。不过，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展开求解的部分了。这个传染病的反

应扩散方程相比不带空间的反应方程的好处是，适用于空间不均匀的情况。

例如初始条件的不均匀性，或者这些系数的不均匀性，DI , DS, λ, γ 都可以

成为空间的函数，DI pr⃗q , DS pr⃗q , λ pr⃗q , γ pr⃗q。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研究对

于同一个传染病，不同地区的防控和治疗措施的效果了。

不过，到这里，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网络。下面我们来引入传染病传播描

述中的网络。为什么我们有了空间模型还会考虑网络呢？因为我们在空间

模型中，扩散部分是局域的并且任何一个方向过来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考

虑我们人类真实的旅行，我们发现，飞行直接能够在空间位置上不同的点

之间带来扩散，某些区域之间如果设置了防控措施可能就完全不能有扩散。

因此，我们想描述这样的超越空间紧邻关系的扩散，就需要突破描述方式。

实际上，可以考虑引入有位置空间，也就是把原来的空间距离改掉，重新定

义不同区域之间的距离来描述 [35]。另一种方式就是定义每一个区域之间
的明确的距离：考虑一系列顶点 V “ tn “ 1, 2, ¨ ¨ ¨ , Nu 和顶点之间的距离

E “ tdmn, m, n P V u。例如，我们可以约定 dmn “ 0 表示顶点 m, n 不连通，

dmn “ 1 表示顶点 m, n 连通。或者更一般地，dmn “ 1 表示顶点 m, n 之间

的距离的远近，dmn “ 8 表示顶点 m, n 不连通。

dIn
dt

“ DI

ÿ

m

dmnIm ` λSnIn ´ γIn,

dSn
dt

“ DS

ÿ

m

dmnSm ´ λSnIn ` γIn.

(3.8)

(3.9)

对于任意的连接矩阵 D “ pdmnqNˆN，这个方程除了数值求解之外基本没

有办法求解。在一些对连接矩阵的简化假设的情况下，可以用平均场理论

来近似求解 [36, 37]。其中在网络科学用于传染病的研究中起到很大推动作
用的研究工作是 [37]：在那里，研究者们得到了一个看起来出乎意料的结果
——在无标度网络（网络顶点的度是一个幂律分布函数，幂律分布函数在

很多时候均值或者方差发散，也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度的大小是这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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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顶点的度的通常大小，所以称为没有特定标度）上传染病的传播只要

参数 λ ą 0 就不会自然演化到没有传染病的状态。

这个在无标度网络上没有传染参数阈值的结论是很有冲击力的。这表

示，通过治疗等措施是不能控制传染的，并且只要这个接触传染的可能性

存在，就算很小很小都是如此。那么，反过来，就表示如果要控制无标度网

络上的传染病，我们就不得不破坏这个无标度性，也就是把某些连接断掉。

这个时候，就有了到底哪些边需要优先断掉的问题，例如是那些邻居数量

很多度很高的节点的边，还是某些其他的指标例如介数很大的边应该被优

先断掉呢？这就使得这个研究领域进入到了有目标的防控措施：找出来对

于控制某个传染病的传播来说最重要的顶点和最重要的边。原则上，这些

研究就可以在实际传染病的控制中发挥作用了。

除了真实的传染病，人们还发现，其实，肥胖也可以按照传染病来做网

络建模。一个在人际关系网络上的肥胖研究 [38] 发现，如果一位你认为是
你的朋友的人是变肥胖，则你也变肥胖的概率增加百分十五十多；如果一

位你不认为是你的朋友但是他认为你是他的朋友的人变肥胖，则你也变肥

胖的概率几乎不增加；如果是一位你们两相互认为是朋友的人，则这个风

险增加百分之一百七十多。兄弟姐妹、配偶之间也存在一个变肥胖会增加

另一个变肥胖的风险。

其实，这个结果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的一个亲密伙伴变

成肥胖以后，我们对于肥胖的态度可能就会改变，甚至，我们也会被这个伙

伴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影响。当然，从这个研究工作来说，主要是帮助更好地

理解世界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有可能可以基于这个工作做一些对于肥

胖的提前干预。例如，是不是对于一个周围有好多胖子的人，我们就提前预

警，提示其注意饮食和运动习惯。

复杂网络原则上可以描述所有的具有相互关联的对象构成的系统，只

要你能够拿到这个系统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数据，能够把所要研究的问题

表述为一个网络结构的问题、网络演化的问题、网络上的动力学现象的问

题、网络上的现象和网络结构共同演化的问题、网络上的现象和网络的结

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等等等等 [39]。复杂网络配合上连词构成的概念网络
还可以更加完整地描述系统，原则上可以用于描述和研究任何一个包含多

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甚至，在物理学上可以由哈密顿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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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从亲友关系来看肥胖的“传播”。研究发现，肥胖也像传染病一样可
以在亲友关系网络上传播：一个人变肥胖会影响其亲友变肥胖的概率。图

片来自于 [38]。需要去获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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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作是由概念是粒子，连词是粒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所构成的概念网络。我们知道由哈密顿量描述的系统在物理学里面是

有完整的分析计算方法的。

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一个完全可计算的网络分析方法——贝叶斯网络。

我们已经知道概念地图可以通过忽略连词成为网络。贝叶斯网络的第一个

例子就来自于把这样的把概念地图简化为网络，然后把简化后的网络用于

解决学习效果检测的问题。

3.4.3 贝叶斯网络用于检测学习效果

我们还是用之前的二元一次方程的例子，不过我们为了简单，只考虑

图 3.7 的一小部分，仅仅考虑解法的分支，如图 3.15。首先，我们仅仅选
择图 3.7 中关于“二元一次方程求解”的那一部分，并且向下分解也截止到
“等式的性质”、“假设未知数”以及一元一次方程的求解为止。为了简单也

忽略了中间的“减少变量数量的思想”。接着，我们忽略概念地图的连词，

代替以条件概率表。也就是说，在图 3.15 中，所有的连边都代表一个条件
概率关系：从若干个变量（X⃗）指向若干个变量（Y⃗）的边含义就是一个以

起点变量为条件终点变量为目标状态的条件概率表（P
´

Y⃗ |X⃗
¯

）。变量之间

根据条件概率关系构成的图就称为贝叶斯网络。一般来说，贝叶斯网络是

无环的。

有了这个网络和条件概率，我们就可以做关于这些变量的任意概率的

计算。注意，我们下面所有的计算将用到条件概率的定义，

P pA|Bq “
P pABq

P pBq
, (3.10)

和贝叶斯条件公式

P pA|Bq “
P pB|Aq P pAq

P pB|Aq P pAq ` P
`

B|Ā
˘

P
`

Ā
˘ . (3.11)

通过贝叶斯条件公式可以把条件和状态互换。我们在很多决策中需要从原

因来推断结果，或者从结果来推断原因。因此，能够把条件变量和状态变量

互换是非常有用的。实际上，贝叶斯条件公式不过就是用了两次条件概率

的定义：首先，P pA|Bq 的分子是 P pABq 也就是两个变量都要出现某个特



3.4 网络用于描述系统和解决问题的案例 173

图 3.15: 贝叶斯网络用于检测学习效果。我们把图 3.7 的一小部分忽略连词
（或者说把连词一概替换为“决定了”）做成一个贝叶斯网络。贝叶斯网络

的顶点在这里是知识点的掌握与否的状态，连边是条件概率上的依赖关系

——在这里是要求更高的因果关系。每一个连边上放了条件概率。例如这

里的 P pA|AEq。其中括号内的数值，例如这里的 0.6p0.7q中的 0.7，代表在
另一个群体中的使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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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值，而

P pABq “ P pA|Bq P pBq “ P pB|Aq P pAq . (3.12)

其次，P pA|Bq 的分母是 P pBq，而 P pBq 可以写成两个互斥和完备的条件

A 和 Ā——如果 A 不是一个离散两状态变量则 Ā 指的是除了给定的 A 取

值之外的所有可能——下出现 B 的概率的和，也就是

P pBq “ P pBAq ` P
`

BĀ
˘

“ P pB|Aq P pAq ` P
`

B|Ā
˘

P
`

Ā
˘

. (3.13)

一个看起来这么平庸的把一个定义用了两次所得到的公式具有这么大的威

力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例 3.4 (贝叶斯网络计算任意顶点组合的任意状态的概率). 根据图 3.15 中
给出的贝叶斯网络，随便选一个被试其掌握等式的性质的概率（P pE “ 1q），

或者掌握一元一次方程的求解的概率（P pSE1,1 “ 1q），或者已知一个被试

其掌握了一元一次方程的求解（SE1,1 “ 1），推断其掌握二元一次方程的
求解的概率（P pSE2,1 “ 1|SE1,1 “ 1q），以及推断其掌握等式的性质的概

率（P pE “ 1|SE1,1 “ 1q），或者已知一个被试没有掌握一元一次方程的求

解（SE1,1 “ 0），推断其没有掌握等式的性质的概率（P pE “ 0|SE1,1 “ 0q）。

从贝叶斯网络图 3.15，我们直接读出来，P pE “ 1q “ 0.9，也就是如果我
们在这些数据获取的样本所代表的世界中随便选取一个人，其掌握等式的

性质（等式两边同时做加减乘除同一个数值或者说数值上相等的表达式等

式仍然成立）的概率是 0.9。掌握一元一次方程的求解的概率（P pSE1,1 “ 1q）

可以这样计算

P pSE1,1q “
ÿ

A,E

P pSE1,1|A, EqP pAqP pEq “

$

&

%

0.826 SE1,1 “ 1

0.174 SE1,1 “ 0
. (3.14)

我们再来计算

P pSE2,1|SE1,1 “ 1q “
ÿ

S,M

P pSE2,1|S, M, SE1,1 “ 1qP pSqP pMq,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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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条件概率表 P pSE2,1 “ 1|S, SE1,1, Mq 已知，而

P pSq “
ÿ

A,E

P pS|A, EqP pAqP pEq

$

&

%

0.77 S “ 1

0.23 S “ 0
,

P pMq “
ÿ

E

P pM |EqP pEq

$

&

%

0.826 SE1,1 “ 1

0.174 SE1,1 “ 0
.

(3.16)

(3.17)

因此，我们得到

P pSE2,1|SE1,1 “ 1q “

$

&

%

0.836 SE2,1 “ 1

0.164 SE2,1 “ 0
. (3.18)

P pE “ 1|SE1,1 “ 1q “

P pSE1,1 “ 1|E “ 1q P pE “ 1q

P pSE1,1 “ 1|E “ 1q P pE “ 1q ` P pSE1,1 “ 1|E “ 0q P pE “ 0q
(3.19)

而

P pSE1,1 “ 1|Eq P pEq “
ÿ

A

P pSE1,1 “ 1|AEq P pEq P pAq . (3.20)

合起来得到

P pE “ 1|SE1,1 “ 1q “ 0.959. (3.21)

类似地

P pE “ 0|SE1,1 “ 0q “ 0.379. (3.22)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计算在已知贝叶斯网络图 3.15 之后都可以通过软件直接
计算出来。这称为贝叶斯网络上的概率推断问题。那贝叶斯网络和每一条

边上的条件概率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称为贝叶斯网络的构建。这里有数据驱动、知识驱动和混合方法三

种方式。所谓数据驱动就是从收集到的大量的被试的每一个知识点是否掌

握的数据开始，构建最符合实际数据的贝叶斯网络，包含网络结构和连边

上的条件概率。所谓知识驱动就是对于某些顶点之间的联系，我们人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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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例如，二元一次方程的求解必然依赖于一元一次方程的求解。我们

也可以尽可能地找出来影响这个子节点的所有的因素，把这些因素列为这

个子节点的父节点。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通过数据来得到这些条件概率

就可以。当然，你甚至可能可以从理论上有其他的考虑因素或者模型来给

出来这些条件概率。那这就算知识驱动。混合方法就是把可以通过知识驱

动来决定的结构和参数确定下来，然后让模型在此基础上来寻找和数据最

相符的网络连接关系和条件概率。当然，实际上，除了结构上完全已经由知

识确定的网络，其每一条边上条件概率的获得只需要按照条件概率的公式

来计算之外，用算法来得到和数据最相符的网络结构和条件概率并不是一

件平庸的事情。人们为此发明了各种算法 [40]。
合起来，我们就有了构建贝叶斯网络和在贝叶斯网络上做任意概率的

推断计算的方法。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大样本中构建起来的贝叶斯网络还

具有一定的通用性，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构建起来的贝叶斯网络去推

断同样的群体4的各种概率。例如，我们针对某个某个学校和某个年级的学

生构建出来的数学知识的贝叶斯网络是不是就可以用来推断这个学校的同

一个年级的没有用来当训练样本的学生的关于是否掌握某些知识点的概率

呢？如果是，好像看起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只需要检测少数的几个知识点，就

可以来推断其他知识点的掌握状态的工具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高

效地检测学生掌握了哪些知识点了。而且，这样的检测既可以是先测量基

本概念，然后从基本概念的掌握状态来推断复杂概念的掌握，也可以反过

来，先检测复杂概念的掌握情况，然后来推断简单概念的掌握情况。甚至，

这样的推断还可以帮助学生做个性化学习。这样也就实现了上一节回溯性

诊断的功能——帮助学生定位个性化的知识断点，然后再重新学习从而构

建起来知识网络。

当然，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从一个国家的学生中训练出来的知识点掌握

情况的贝叶斯网络直接迁移到用来推断另一个国家的学生的相应知识点掌

握情况，可能是相当危险的。例如，在对于为基本学习方式的学校，实际上，学

生完全可以做到 P pS “ 1|AE “ 00q “ 0.7 ą P pS “ 0|AE “ 00q “ 0.3，也
就是说，就算学生既没有掌握假设未知数也没有掌握等式的性质，但是，这个

学生仍然可以一相当高的概率 0.7来把变量替换法操作对，甚至把一元一次

4尽管什么样的群体算同样的群体仍然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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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贝叶斯网络用于疾病诊断。为了展示贝叶斯网络如何用于疾病诊
断，人们编制了一些接近实际的但是简化了的案例。这里是其中一张关于

痴呆和瘫痪的主要因素的贝叶斯网络。模型来自于 [41]。

方程也求解正确 P pSE1,1 “ 1|AE “ 00q “ 0.7 ą P pSE1,1 “ 0|AE “ 00q “

0.3。学生怎么做到的呢？他们通过大量地练习，记住了变量替换法和求解
一元一次方程的步骤，所以完全可以跳过其前置概念的理解。

我们再来跳出来知识点掌握程度推断的背景，我们发现，这样的构建

贝叶斯网络和在贝叶斯网络上做任意概率的推断计算的方法，可以用来帮

我们解决大量的诊断性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问，当一个病人观测到有咳

嗽的时候，他/她可能得了什么疾病；或者当一个产品的性能除了故障的时
候，它可能是哪个元器件出了问题。它们都正好就是条件概率的问题。

下面我们分别给出来一个疾病诊断的案例，如图 3.16，和一个机器故
障的案例，如图 3.17。注意，这两个案例为了教学的目的都做了大量的简
化。实际使用的案例可以从 [40] 以及参考文献中看到。

有了贝叶斯网络结构图和条件概率以后的计算，例如计算病人痴呆的

条件下可能的原因 P pA, N, S, P |D “ 1q，计算风扇噪音大的条件下可能的

原因 P pM, S, F, C, S, W |N “ 0q 和图 3.15 的例子完全相同。在这里，我们
就不再举例重复了。

从图 3.15 中我们看到一个机器是否正常运行的问题 P pW “ 1, N “ 1q

——称为可靠性问题，需要保证其中的大部分元器件和连接件正常运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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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贝叶斯网络用于机器故障诊断。为了展示贝叶斯网络如何用于机器
故障诊断，我们编制了简化了的风扇故障的案例。

们可以用贝叶斯网络来计算一个机器正常运作的可靠性，以及这个可靠性

在给定工况下随着时间演化的情况。甚至，我们也可以在关于机器的运行

状态的贝叶斯网络中增加工况节点，来把工况直接纳入关于及其运行可靠

性的贝叶斯网络。而且，很容易看到，如果我们增加一个并联上线的备份电

机，一旦原来的电机坏了就会自动启用，就可以进一步提高整体风扇的可

靠性。

下面，我们即将看到，除了贝叶斯网络，投入产出分析也是完全可计算

的网络，或者说是网络分析方法专门化的另一个案例。顺便，这也体现了网

络是描述系统的骨架，或者说被简化成网络之前的概念地图是描述系统的

骨架。这也是为什么概念地图和网络会被当作系统科学描述系统的最基本

的方式的原因。

3.5 本章小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介绍了什么是概念地图，什么是网络，以及两者的

关系——从最一般的意义上两者完全相同（不过就是对象通过关系相连构

成的系统的描述方法），但是通常概念地图简化以后可以成为单类顶点无权

网，或者二部分网络（双类顶点无权网，连边仅仅出现在两类顶点之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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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顶点不相连）。因为其在最一般意义上完全相同，都是描述系统的方法，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再区分这两者，都称为“描述系统的骨架”。然后，

我们用一些具体案例来展示了概念地图和网络分别如何来描述系统和解决

问题。其中，回溯性诊断、能力图谱构建、贝叶斯网络用于诊断这几个案例

本身也有其独立的意义：它们是可借鉴的解决相应类型的问题的方法。不

过，更加重要的是，从这些例子之中，体会到什么是系统科学：系统是由元

素通过联系构成的，其往往有某一个整体功能或者整体行为；系统科学的

研究者，就是要描述这样的系统，理解系统这些整体行为和个体元素的行

为和属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从个体看到整体，从整体看个体；并且系统科

学的研究者需要采用科学的方式——也就是科学研究方法（通过观测和实

验得到现实的启发，概念建模和数学建模，实验检验，知识的系统化）——

来达到这个目标。



180 第三章 概念地图和网络用于描述系统



第四章 综合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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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变和整体行为，涌现性

动力学相变（陶哲轩翻转、陀螺稳定转动和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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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企业管理中的系统和科学

这些内容，包含说法、方法和例子（不显示具体内容，只给出描述）是

否具有敏感性？

7.1 看到整体的流程性知识梳理

提升效率，优化流程，找到价值提升士气。面向过程的编程，面向对象

的编程，输入输出，元素方法和接口。分解分解再分解指导学科知识或者价

值观，综合综合再综合看到整体。

7.2 看到整体的科学研究

论文点评系统，学科知识网络

7.3 走到原理的问题解决

从对全部可能的试错，到有方向地有依据地检验

7.4 概念地图当作交流工具

从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到这个意思和问题解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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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数学建模在企业

静态和动态优化问题建模、统计分析

7.6 上下左右贯通的人才培养

从基础学科以及基础学科之间到研究领域的贯通，从思维方式学习方

法到具体学科的贯通，从最需要什么到如何培养的贯通

企业为什么要培养人才，而不是挑选教育系统提供的人才就可以？企

业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而不仅仅是产品研发上超越大学？

7.7 促进创新和人才培养的知识管理

Wilynk 知识管理和知识管理平台，问题库知识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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