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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壇論壇 

撰 文 ： 方世豪 

懶音的對錯 
 

香 港 ，「 懶 音 」 並 不 是 一 個 社 會 上 的

大 問 題 ， 但 很 多 人 卻 因 此 而 受 到 批

評 ， 尤 其 是 青 少 年 。 因 為 青 少 年 說 話

有「 懶 音 」，便 會 被 人 認 為 他 們 形 象 不 好。這 其

實 沒 有 甚 麼 嚴 重 犯 錯 ， 不 會 有 很 強 烈 的 指 責 ，

但 總 是 認 為 他 們 給 人 一 個 不 良 的 印 象 ， 口 齒 不

清 ， 認 為 如 能 改 正 過 來 就 好 了 。 例 如 ： 年 輕 的

藝 員 、 歌 手 ， 如 果 說 話 有 懶 音 ， 會 被 資 深 藝 員

批 評 為 沒 有 演 技 。 青 年 人 有 懶 音 ， 總 被 認 為 形

象 不 好 ， 成 為 被 取 笑 的 對 象 ， 最 強 烈 的 指 控 是

指 不 尊 重 自 己 的 文 化 。 所 以 有 學 者 提 出 要 考 試

語 音 ， 會 考 要 考 學 生 說 話 是 否 有 懶 音 ， 促 使 學

生 改 正 自 己 的 發 音 。 現 在 很 多 學 校 也 舉 辦 不 同

的 活 動 和 課 程 來 訓 練 學 生 ， 希 望 改 正 他 們 的 懶

音 。 也 有 人 主 張 要 重 新 教 授 粵 語 拼 音 ， 也 有 機

構 推 出 相 關 訓 練 的 電 腦 軟 件 。 他 們 都 是 希 望 改

正「 懶 音 」這 種 錯 誤 ， 但 是 我 想 問 的 是「 懶 音 」

真 的 是 錯 了 嗎 ？  

新 聞 報 道 一 面 倒 的 認 為 「 懶 音 」 是 一 個 錯

誤，是 一 個 青 少 年 人 的 學 習 問 題，一 定 要 糾 正 ，

問 題 是 方 法 怎 樣 而 已 。 但 「 懶 音 」 是 不 是 真 是

一 個 錯 誤 呢 ？ 我 在 反 省 這 問 題 時 ， 覺 得 要 考 慮

幾 點：1.為 甚 麼 叫「 懶 音 」？ 2.如 何 形 成 懶 音 ？

3. 如 何 分 辨 是 否 懶 音 ？ 4. 為 甚 麼 要 統 一 語 音 和

學 習 拼 音 ？  

首 先 ， 我 想 說 「 懶 音 」 這 名 稱 不 知 是 誰 創

作 出 來 的 ， 明 顯 是 貶 義 詞 ， 肯 定 帶 有 道 德 批 判

成 份 。「 懶 」 與 「 勤 」 相 對 ，「 懶 」 就 是 不 道 德

的 ， 這 明 顯 不 過 。 如 果 懶 音 的 形 成 和 個 人 責 任

無 關 的 話 ， 這 種 稱 呼 便 是 歧 視 了 。 這 種 稱 呼 好

像 只 是 在 香 港 使 用 ， 專 指 粵 語 有 問 題 的 人 。 外

地 有 沒 有 這 種 稱 呼 不 得 而 知 ， 按 理 所 有 語 言 都

會 有 不 同 的 發 音 差 異 ， 所 以 看 名 稱 已 可 知 社 會

對 待 這 問 題 的 態 度 了 。 所 以 我 想 先 討 論 懶 音 的

責 任 問 題 。  

有 學 者 指 出 懶 音 的 形 成 是 有 很 多 原 因 ， 可

分 為 環 境 因 素 和 個 人 因 素 。 環 境 因 素 包 括 ： 社

會 節 奏 快 ， 鄉 音 ， 家 庭 中 成 人 的 發 音 ， 老 師 的

發 音 ， 傳 媒 人 的 發 音 等 ， 個 人 因 素 包 括 ： 個 人

自 己 懶 ， 不 曉 得 讀 音 的 字 亂 讀 等 。 我 贊 成 環 境

因 素 的 理 由 ， 因 為 小 孩 子 學 習 語 言 ， 不 是 自 己

創 造 的 ， 是 模 倣 成 人 的 發 音 而 學 得 的 ， 家 中 的

父 母 怎 樣 說 ， 孩 子 便 怎 樣 說 。 所 以 很 多 說 話 有

「 懶 音 」的 孩 子 的 父 母，其 實 說 話 也 有 這 現 象 。

當 然 ， 模 倣 不 單 只 是 家 人 ， 還 有 老 師 、 電 視 、

電 台 、 流 行 曲 等 不 同 來 源 ， 孩 子 聽 這 些 語 音 長

大 ， 自 然 便 是 說 這 些 音 。 我 們 說 他 人 說 話 有 鄉

音 也 是 這 個 意 思 。「 鄉 音 」 其 實 也 有 些 貶 義 成

份 ， 是 都 市 人 看 不 起 農 村 人 的 取 笑 他 們 的 說

法 。 其 實 每 個 地 方 都 有 不 同 的 語 音 ， 不 同 的 方

言 不 應 成 為 取 笑 的 對 象 ， 因 為 這 是 環 境 因 素 ，

即 是 說 責 任 不 應 由 個 人 來 負 擔 。 孩 子 在 甚 麼 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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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出 生 ， 在 哪 個 家 庭 長 大 ， 父 母 是 甚 麼 人 ， 成

長 時 又 會 遷 移 到 哪 裏 ， 都 不 是 孩 子 所 能 決 定

的 ， 孩 子 又 怎 會 有 責 任 呢 ？ 因 為 這 些 原 因 而 說

孩 子 是「 懶 」，便 是 歧 視 了。就 等 如 我 們 不 應 取

笑 孩 子 說 話 帶 有 鄉 音 一 樣 。 所 以 就 算 「 懶 音 」

是 一 種 錯 誤 ， 這 錯 誤 也 不 應 由 孩 子 來 負 責 ， 責

任 應 由 成 人 來 負 ， 不 能 說 他 們 是「 懶 」， 說「 懶

音 」， 最 多 是 誤 讀 而 已 。  

關 於 個 人 因 素 方 面 ， 不 曉 得 讀 而 亂 讀 ， 讀

錯 字 是 教 育 問 題 。 孩 子 當 然 要 有 努 力 學 習 的 責

任 ， 要 改 正 這 問 題 不 難 ， 而 且 似 乎 「 懶 音 」 所

指 的 並 非 這 些 讀 錯 的 字 音 。 而 說 到 懶 的 問 題 ，

學 者 以 為 因 為 學 生 懶 而 發 音 不 準 ， 例 如 ： 有 鼻

音 的 字 ， 因 為 懶 而 不 發 鼻 音 ， 所 以 有 「 懶 音 」

出 現 。 這 個 說 法 很 奇 怪 ， 學 習 語 音 ， 是 一 種 模

倣 行 為 ， 成 人 怎 樣 說 ， 孩 子 便 怎 樣 說 ， 成 人 說

話 有 鼻 音 ， 孩 子 便 會 模 倣 。 孩 子 會 不 會 因 為 懶

而 不 模 倣 鼻 音 呢 ？ 世 界 上 甚 麼 語 音 也 有 ， 個 個

民 族 、 地 方 都 不 同 ， 但 人 人 都 學 到 ， 只 要 自 小

學 習 語 音 ， 無 論 怎 樣 奇 怪 的 語 音 都 學 得 到 ， 沒

有 所 謂 難 不 難 。 所 謂 「 難 」 是 在 學 非 母 語 時 出

現 ， 因 為 人 已 失 去 了 那 種 模 倣 能 力 。 有 鼻 音 的

字 怎 會 較 沒 有 鼻 音 的 字 難 ？ 要 勤 力 些 才 發 得

出 ？ 舌 根 音 較 舌 尖 音 難 ？ n 聲 母 較 l 聲 母 難 ？

這 些 都 是 很 奇 怪 的 指 責 ， 不 知 論 據 為 何 ？ 所 以

我 認 為 「 懶 音 」 和 懶 惰 與 否 無 關 ， 孩 子 不 應 負

上 這 不 相 干 的 道 德 責 任，「 懶 音 」這 稱 呼 是 一 種

歧 視 。  

如 何 分 辨 是 否「 懶 音 」，和 語 音 是 否 有 統 一

標 準 的 問 題 有 關 。 現 在 批 評 青 少 年 說 話 有 懶 音

者，正 是 依 他 們 心 目 中 的「 正 統 讀 音 」為 標 準 ，

依 這 標 準 而 說 有 誤 讀 (懶 音 )。 中 文 字 的 讀 音 是

否 有 一 統 一 的 標 準 ？ 我 們 可 以 看 看 語 言 讀 音 的

發 展 和 現 狀 便 知 道 。 中 國 文 化 有 幾 千 年 歷 史 ，

文 字 和 語 音 其 實 不 斷 在 變 ， 字 形 的 變 化 不 必 多

說 ， 由 篆 文 到 今 天 最 多 人 用 的 簡 化 字 ， 其 間 相

差 不 知 幾 千 百 里。字 音 的 變 化 也 是，由《 詩 經 》

時 期 的 上 古 音 到 今 天 的 普 通 話 ， 也 是 相 差 不 知

幾 千 百 里 。 由 地 域 區 分 ， 北 方 音 和 南 方 音 差 不

多 全 不 同 。 就 是 粵 語 ， 廣 東 省 內 不 同 的 城 鄉 ，

有 不 同 的 方 言 ， 讀 音 也 不 相 同 。 請 問 標 準 在 哪

裏 ？ 現 在 普 通 話 定 下 了 一 個 標 準 ， 其 實 是 把 北

京 方 言 作 為 標 準 而 已 。 現 在 好 像 說 廣 東 話 也 像

普 通 話 一 樣 ， 有 一 個 官 方 標 準 ， 不 依 這 標 準 便

是 錯 。 中 文 是 否 一 定 要 以 北 京 方 言 為 標 準 已 成

問 題 ， 何 況 沒 有 官 方 統 一 的 廣 東 話 。 我 不 知 道

那 些 批 評 「 懶 音 」 者 的 標 準 是 甚 麼 ， 可 能 有 些

是 根 據 學 者 的 研 究 ， 如 黃 錫 凌 等 ， 或 者 根 據 字

典 詞 典 等 。 但 要 完 全 跟 著 這 些 學 者 字 典 來 發 音

的 人 相 信 還 是 很 少 ， 能 實 踐 者 必 定 會 語 出 驚

人 ， 因 為 有 些 字 的 讀 音 已 不 是 今 天 的 常 用 字

音 。 我 相 信 更 多 的 人 其 實 是 就 著 自 己 的 語 音 為

標 準 來 批 評 別 人 。 自 己 所 說 的 就 是 標 準 ， 別 人

所 說 不 似 我 的 語 音，便 是「 懶 音 」。是 否 應 有 一

統 一 的 語 音 標 準 ， 這 是 一 個 還 可 以 討 論 的 問

題 ， 但 現 實 是 根 本 沒 有 一 個 統 一 的 粵 語 的 語 音

標 準 ， 為 甚 麼 一 定 要 由 你 來 定 標 準 呢 ？ 語 音 原

本 就 是 時 時 不 同 ， 地 地 不 同 的 。 為 甚 麼 你 的 才

是 對 呢 ？  

這 是 否 表 示 人 可 以 隨 意 亂 說 ， 沒 有 規 範

呢 ？ 當 然 不 是 ， 語 言 語 音 當 然 有 所 規 範 ， 不 能

亂 說 。 這 就 要 說 到 語 言 的 意 義 問 題 。 語 言 是 用

來 表 達 人 的 思 想 精 神 ， 不 是 說 一 定 要 用 語 言 ，

但 不 用 語 言 便 沒 有 那 麼 清 楚 ， 容 易 混 淆 ， 不 易

保 存 。 語 言 是 一 種 聲 音 或 形 狀 ， 聲 音 或 形 狀 是

屬 於 人 的 經 驗 內 容 。 這 就 是 說 ， 語 言 用 來 表 達

某 意 義 ， 而 用 的 媒 介 是 人 的 聲 音 或 人 畫 的 形

狀。最 原 初 時，是 隨 意 的，沒 有 甚 麼 規 律 依 從 。

所 以 中 文 用 「 鳥 」 來 表 示 雀 鳥 ， 英 文 則 可 用

「 bird」。 最 初 有 人 用 某 字 某 音 表 示 某 意 義 ， 其

他 人 跟 著 用 ， 便 是 約 定 俗 成 。 這 樣 使 人 看 見 某

字 聽 到 某 音 ， 便 能 想 到 某 種 意 義 ， 這 裏 有 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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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心 理 聯 想 。 這 樣 人 才 可 超 越 自 己 ， 而 使 他 人

明 白 自 己 ， 自 己 也 可 明 白 他 人 ， 人 與 人 的 心 靈

才 可 溝 通 。 所 以 如 果 一 個 人 故 意 用 某 一 個 字 來

表 達 另 一 個 意 義 ， 使 他 人 誤 解 ， 或 者 想 掩 飾 事

實 真 相 ， 這 人 便 在 運 用 語 言 上 不 道 德 ， 要 負 上

道 德 責 任 。 這 即 是 說 ， 語 言 的 讀 音 ， 最 初 是 由

人 自 由 定 立 ， 但 經 過 約 定 俗 成 後 ， 這 個 字 和 字

的 讀 音 便 有 相 對 (不 是 絕 對 )普 遍 的 意 義 ， 即 在

社 會 生 活 上 有 意 義 ， 這 時 要 使 用 語 言 和 語 音 ，

便 不 能 亂 用 ， 人 要 負 起 使 用 語 言 的 道 德 意 義 。

所 以 這 時 的 語 言 ， 便 有 一 相 對 的 客 觀 規 律 、 客

觀 讀 音 。  

所 以 在 檢 視 「 懶 音 」 問 題 時 ， 我 們 可 以 用

以 上 的 標 準 來 看 ， 即 ： 這 人 是 否 故 意 誤 用 或 亂

用 我 們 約 定 俗 成 的 語 言 讀 音 ？ 這 人 讀 某 字 時 ，

不 用 我 們 約 定 俗 成 的 讀 音 ， 是 否 在 社 會 生 活

上 ， 人 和 人 溝 通 上 出 現 困 難 ？ 依 我 看 ， 當 今 青

少 年 很 少 是 故 意 誤 用 ， 他 們 本 是 自 少 至 大 從 成

人 世 界 那 裏 學 習 回 來 ， 沒 有 存 標 奇 立 異 的 心 ，

所 以 不 存 在 道 德 責 任 問 題 。 反 而 是 成 人 世 界 ，

卻 常 常 是 故 意 誤 用 或 故 意 亂 用 來 標 奇 立 異 ， 引

起 注 意 。 你 只 看 看 現 在 的 廣 告 用 語 ， 節 目 主 持

人 的 語 出 驚 人 ， 便 知 道 甚 麼 是 故 意 亂 用 了 。  

而 且 ， 我 已 說 了 語 言 讀 音 是 約 定 俗 成 的 ，

約 定 後 也 不 是 一 定 不 變 ， 歷 史 的 發 展 便 證 明 語

音 是 不 斷 轉 變 的 。 這 種 轉 變 不 是 隨 意 轉 變 ， 而

是 約 定 俗 成 地 轉 變 ， 如 果 社 會 普 遍 已 接 受 某 字

音 的 改 變 ， 大 部 份 人 已 轉 讀 了 新 的 字 音 ， 即 是

已 約 定 俗 成 地 轉 變 了 。 如 果 這 時 你 還 要 堅 持 讀

一 個 已 沒 有 人 再 讀 的 古 音 ， 則 故 意 亂 用 讀 音 的

人 便 是 你 了 。  

現 在 的 青 少 年 人 說 話 有「 懶 音 」，其 實 在 生

活 上 很 少 會 出 現 溝 通 問 題 ， 因 為 青 少 年 們 之 間

就 用 這 種 說 話 溝 通 ， 又 怎 會 出 現 溝 通 問 題 ？ 但

如 果 青 少 年 所 講 語 音 ， 是 成 人 們 不 明 白 的 ， 那

就 有 問 題 了 。 所 以 我 不 是 說 ， 說 話 有 「 懶 音 」

完 全 沒 有 問 題 ， 如 果 影 響 人 與 人 的 溝 通 ， 那 就

有 問 題 了 。 我 也 曾 聽 過 有 些 青 少 年 的 說 話 出 現

非 常 多 的 「 懶 音 」， 令 我 完 全 不 明 白 他 在 說 甚

麼，這 就 算 有 問 題 了，要 自 己 負 起 改 進 的 責 任 。

就 好 像 學 外 語 一 樣 ， 我 們 總 會 有 時 學 得 不 好 ，

帶 有 廣 東 口 音 ， 令 外 國 人 完 全 不 明 白 ， 這 就 要

改 進 了 。 但 如 果 外 國 人 其 實 聽 得 很 明 白 ， 只 是

覺 得 你 帶 有 些 中 文 口 音 ， 則 問 題 不 太 了 ， 可 以

溝 通 了 ， 沒 有 必 要 我 們 也 要 學 那 一 口 牛 津 口

音 。 香 港 人 和 香 港 人 溝 通 ， 有 沒 有 必 要 一 定 要

統 一 口 音 ， 是 不 是 帶 有 某 種 口 音 ， 便 要 被 別 人

歧 視 呢 ？  

最 後 ， 我 想 說 的 是 文 化 意 識 問 題 。 有 人 主

張 廣 東 話 也 要 考 試 ， 要 有 統 一 標 準 ， 要 學 習 拼

音 。 上 文 已 說 ， 語 言 和 讀 音 都 會 跟 著 歷 史 、 社

會 、 環 境 而 變 化 ， 雖 然 要 達 到 人 和 人 能 溝 通 的

功 能 ， 便 要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客 觀 化 ， 但 這 種 客 觀

化 只 是 相 對 的 客 觀 ， 不 是 絕 對 的 。 而 且 這 客 觀

化 是 自 然 變 化 的 ， 是 社 會 約 定 俗 成 的 ， 不 是 人

為 權 威 強 加 上 的 標 準 。 現 在 的 社 會 事 事 要 求 有

客 觀 的 標 準 、 客 觀 的 數 據 ， 所 以 事 事 要 考 試 ，

要 考 牌 ， 總 想 找 一 個 客 觀 的 統 一 標 準 ， 總 想 把

事 情 變 得 科 學 化 。 我 覺 得 這 其 實 是 一 種 泛 科 學

主 義 ， 或 者 說 是 受 科 學 的 價 值 觀 影 響 ， 使 到 語

言 也 要 求 科 學 化 、 客 觀 化 。 把 語 言 變 成 拼 音 ，

便 是 一 種 科 學 化 的 做 法 ， 使 其 變 成 一 些 客 觀 化

的 音 符 ， 這 樣 便 能 成 為 一 標 準 。 為 甚 麼 一 定 要

拿 科 學 來 作 標 準 呢 ？ 為 甚 麼 像 科 學 便 一 定 好

呢 ？ 語 言 是 生 活 的，具 體 的，個 人 的，生 命 的 ，

實 踐 的 ， 強 要 把 這 樣 一 種 生 活 智 慧 轉 化 為 一 種

客 觀 的 知 識 ， 並 要 人 人 遵 從 ， 這 就 過 份 。 中 國

文 化 從 來 重 視 的 是 實 踐 的 智 慧 ， 這 是 中 國 文 化

之 長 。 西 方 文 化 的 長 處 就 在 於 知 識 的 建 立 ， 知

識 當 然 需 要 ， 但 太 過 份 把 生 活 具 體 智 慧 框 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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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客 觀 標 準 底 下 ， 便 抹 殺 了 原 本 應 有 的 生 活 智

慧 了 。 可 見 現 在 的 香 港 語 言 學 者 對 於 中 國 傳 統

的 實 踐 智 慧 感 到 很 生 疏 了 ， 只 曉 得 硬 搬 西 方 的

學 術 標 準 來 硬 套 在 青 少 年 頭 上 ， 以 顯 出 作 為 學

者 的 權 威 性 而 已 。

 
 

中國哲學 

撰文：何善蒙 （ 浙 江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本體、價值與境界：淺論中國

哲學中「情」的內涵 
 

摘 要 ：「 情 」是 中 國 哲 學 中 最 基 本 的 範 疇 之 一 ，

在 中 國 傳 統 之 中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價 值 。 與 西 方

哲 學 側 重 形 而 上 的 理 論 追 求 不 同 ， 中 國 哲 學 更

主 要 關 注 的 是 現 實 的 人 ， 關 注 的 是 人 生 存 。 而

對 於 現 實 的 人 來 說 ， 情 感 則 是 其 基 本 的 屬 性 。

因 此，「 情 」理 應 成 為 哲 學 所 關 注 的 核 心 問 題 之

一 。 對 於 情 感 問 題 ， 中 國 哲 學 歷 來 非 常 重 視 ，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對 於 情 感 的 問 題 作 了 非 常 詳 細 的

探 討，涉 及 情 感 的 本 源、發 生、內 涵 以 及 意 義 、

價 值 等 諸 多 方 面 。 本 文 主 要 從 基 本 的 中 國 哲 學

文 獻 出 發 ， 試 圖 對 「 情 」 所 具 有 的 哲 學 意 蘊 做

一 個 概 觀 性 的 把 握，筆 者 認 為，「 情 」在 中 國 哲

學 傳 統 中 所 具 有 的 內 涵 包 括 本 體 義 、 價 值 義 和

境 界 義 三 個 方 面 。  

關 鍵 字：情     本 體 義     價 值 義    境 界 義  

學 所 關 注 的 中 心 是 現 實 的 人 ， 其 價 值

即 在 於 為 人 的 生 存 提 供 終 極 關 懷 。 而

對 於 人 之 生 存 而 言 ， 就 不 能 回 避 情 感

問 題，「 因 為 情 感，且 只 有 情 感，才 是 人 最 重 要

最 基 本 的 存 在 方 式 」 [2]， 故 對 於 情 感 問 題 的 關

注 理 當 成 為 哲 學 的 基 本 旨 趣 所 在 ， 對 中 國 哲 學

而 言 ， 尤 其 是 如 此 。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即 是 以 情 感

作 為 基 本 的 關 注 點 ， 儒 、 道 ， 抑 或 者 釋 均 是 如

此 ，「 儒 道 兩 家 都 講 『 真 情 』， 而 且 講 原 始 的 自

然 本 真 之 情 ， 但 是 道 家 更 側 重 於 個 體 的 生 命 情

調（ 包 括 審 美 情 感 ），儒 家 更 側 重 於 個 體 的 生 命

關 懷（ 包 括 道 德 情 感 ）。 至 於 佛 教 ， 則 講『 大 悲

願 』、『 大 悲 情 』， 實 一 種『 普 渡 眾 生 』的 宗 教 情

感 」 [3]。 而 就 內 涵 而 言 ， 中 國 哲 學 對 於 情 感 的

闡 釋 涉 及 了 本 體 義 、 價 值 義 和 境 界 義 ， 以 下 將

就 此 略 作 分 析 。  

一、本體義 

本 體 在 中 國 哲 學 中 意 味 著 本 原 、 根 據 、 依

據，「 世 界 上 紛 繁 複 雜 的 事 物 現 象，有 沒 有 統 一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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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本 體 或 者 本 原 ， 作 為 他 們 共 同 的 根 據 ？ 這 個

本 體 是 物 質 性 的 東 西 還 是 精 神 性 的 東 西 ？ 本 體

和 事 物 現 象 的 關 係 怎 樣 的 ？ 這 是 歷 來 哲 學 家 們

所 要 回 答 的 問 題 ， 回 答 這 些 問 題 的 哲 學 理 論 就

叫 做 本 體 論 」 [4]， 就 此 種 限 定 而 言 ，「 情 」 在

中 國 哲 學 中 是 具 有 本 體 的 涵 義 的 。  

以 儒 家 哲 學 為 例 ， 作 為 道 德 哲 學 的 儒 學 ，

其 賴 以 建 立 的 根 基 即 在 於 情 感 。 從 孔 子 對 於

「 仁 」 的 闡 述 開 始 ， 情 感 就 和 儒 家 思 想 的 內 涵

緊 密 地 聯 繫 在 一 起，「 仁 」在 本 質 上 則 表 現 為 一

種 情 感，「 孔 子 提 倡 的 真 情 實 感 是 以 孝 和 仁 為 內

容 的 」 [5]， 而 孝 實 際 上 是 仁 的 依 據 （ 或 者 說 基

礎 ） [6]，「 仁 字 從 二 從 人 會 意 ， 為 人 與 人 相 接

相 處 之 道 德 總 稱 ， 父 母 之 慈 ， 兄 弟 姊 妹 之 友 ，

朋 友 之 信 ， 皆 可 謂 之 仁 ， 特 以 其 人 地 位 關 係 之

不 同 ， 分 化 各 種 德 目 而 異 其 名 耳 」 [7]， 關 係 的

處 理 則 主 要 表 現 為 情 感 的 運 用 。 而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首 先 表 現 為 血 緣 關 係 ， 人 甫 一 降 生 ，

首 先 接 觸 到 的 就 是 父 母 之 愛 、 兄 弟 之 情 ， 接 觸

到 的 是 與 父 母 兄 弟 的 關 係 。 父 母 之 愛 、 兄 弟 之

情，這 是 人 最 初 的 情 感 體 驗，「 人 的 原 始 情 感 首

先 表 現 在 父 母 與 子 女 之 間 ， 其 次 是 兄 弟 姐 妹 之

間 。 人 不 是 孤 獨 的 存 在 者 ， 人 並 不 孤 獨 ， 它 最

先 感 受 到 的 是 父 母 兄 弟 之 愛 ， 同 時 也 報 之 以

愛 ， 相 互 間 得 到 情 感 的 滿 足 ， 這 就 是 儒 家 所 提

倡 的 ‘ 親 情 ’ 」 [8]。 親 情 是 一 切 情 感 的 基 礎 和

起 點 ， 血 緣 關 係 是 一 切 關 係 的 出 發 點 。《 論 語 》

中 對 於 「 仁 」 的 情 感 的 論 述 ， 也 首 先 是 從 親 情

開 始 的 ， 親 情 表 現 為 對 父 母 的 孝 ， 及 對 兄 弟 的

悌 。 因 此 ， 對 於 「 仁 」 的 問 題 的 闡 釋 ， 是 孔 子

情 感 理 論 的 核 心 ， 這 樣 ， 儒 家 所 言 的 情 感 中 包

含 的 倫 理 意 義 也 就 非 常 明 顯 了 ， 情 感 實 際 上 也

就 是 道 德 的 基 礎 ， 孝 悌 也 者 ， 其 為 仁 之 本 與 。

[9]道 始 於 情 ， 情 生 於 性 。 [10] 

儒 家 的 道 德 哲 學 是 建 立 在 親 情 的 基 礎 之 上

的 ， 是 以 人 的 情 感 作 為 基 本 依 據 的 ， 正 是 因 為

人 的 情 感 ， 道 德 倫 理 才 具 有 了 堅 實 的 基 礎 ， 以

情 感 作 為 倫 理 道 德 的 基 本 出 發 點 和 依 據 也 就 成

為 了 儒 家 思 想 的 主 要 特 徵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情

感 也 就 具 有 了 本 體 的 意 義 ， 它 是 儒 家 道 德 哲 學

的 依 據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在 儒 家 哲 學 中 ，「 情 」

之 具 有 本 體 的 意 義 是 針 對 人 之 真 情 而 言 ， 而 並

不 是 針 對 人 欲 而 言 ， 人 的 真 情 也 就 是 性 ， 這 種

情 形 主 要 是 在 先 秦 之 際 ， 因 情 性 不 分 、 情 性 混

用 而 來 的 。 兩 漢 自 董 仲 舒 開 始 以 「 陰 — 陽 」、

「 惡 — 善 」的 對 立 來 解 釋 情 、 性 ，「 性 者 ， 陽 之

施 ； 情 者 ， 陰 之 化 也 。 人 稟 陰 陽 氣 而 生 ， 故 內

懷 五 性 六 情 。 情 者 ， 靜 也 ， 性 者 ， 生 也 ， 此 人

所 稟 六 氣 以 生 者 也 。 故《 鉤 命 決 》曰 ：「 情 生 於

陰 ， 欲 以 時 念 也 ； 性 生 於 陽 ， 以 就 理 也 。 陽 氣

者 仁，陰 氣 者 貪，故 情 有 利 欲，性 有 仁 也 」[11]。

這 時，情 就 成 為 了 惡，成 為 了 道 德 教 化 的 對 象 。 

就 道 家 而 言 ， 其 對 於「 真 情 」（ 自 然 ）的 描

述 ， 同 樣 使 得 情 感 具 有 了 本 體 的 意 義 。 魏 晉 之

際，「 情 即 自 然 」的 觀 念，則 是 其 最 為 完 善 的 表

述 。 情 即 自 然 是 魏 晉 時 期 玄 學 理 論 對 於 「 情 」

的 基 本 看 法 ， 夫 喜 、 懼 、 哀 、 樂 ， 民 之 自 然 ，

應 感 而 動 ， 則 發 乎 聲 歌 。 [12] 有 生 則 有 情 ， 稱

情 則 自 然 ， 若 絕 而 外 之 ， 則 與 無 生 同 。 何 貴 於

有 生 哉 ？ 且 夫 嗜 欲 ； 好 榮 惡 辱 ， 好 逸 惡 勞 ， 皆

生 於 自 然。 [13]物 無 非 天 也， 天 也 者， 自 然 也 ，

人 皆 自 然 。 … … 夫 率 性 而 往 者 ， 自 然 也 ； 往 而

傷 性 ， 性 傷 而 能 返 者 ， 亦 自 然 也 。 [14] 

這 裏，對 於 情 感 的 限 定 是 非 常 明 顯 的，性 、

情 亦 即 自 然 ， 都 是 以 「 自 然 」 為 其 根 本 的 規 定

性 的 。 情 即 自 然 乃 是 魏 晉 玄 學 的 基 本 結 論 ， 而

「 自 然 」 在 魏 晉 玄 學 中 無 疑 是 具 有 本 體 意 義

的，自 己 而 然，則 謂 之 天 然。天 然 而，非 為 也 。

故 以 天 言 之；以 天 言 之，所 以 明 其 自 然 也。… …

物 各 自 然 ，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 [15] 天 者 ， 自 然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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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也。 [16]無 既 無 矣， 則 不 能 生 有； 有 之 未 生 ，

又 不 能 為 生 。 然 則 生 生 者 誰 哉 ？ 塊 然 而 自 生

耳 。 自 生 耳 ， 非 我 生 也 。 我 既 不 能 生 物 ， 物 亦

不 能 生 我 ， 則 我 自 然 矣 。 … … 夫 造 物 者 ， 有 耶

無 耶 ？ 無 也 ？ 則 胡 能 造 物 哉 ？ 有 也 ？ 則 不 足 以

物 眾 形 。 故 明 眾 形 之 自 物 而 後 始 可 與 言 造 物

耳 。 是 以 涉 有 物 之 域 ， 雖 複 罔 兩 ， 未 有 不 獨 化

于 玄 冥 者 也 。 故 造 物 者 無 主 ， 而 物 各 自 造 ， 物

各 自 造 而 無 所 待 焉 ， 此 天 地 之 正 也 。 [17] 自 然

就 是 自 己 而 然 ， 也 就 是 天 然 ， 亦 即 天 ， 萬 有 世

界 是 不 可 能 從 「 無 」 化 生 的 ， 因 為 「 無 」 不 能

生 「 有 」； 也 不 是 什 麼 主 宰 者 所 造 ， 任 何 「 有 」

都 是 有 限 的 存 在 ， 因 此 是 不 能 創 造 他 物 的 。 故

萬 物 是 自 生 自 化 的 ， 現 象 界 的 一 切 事 物 都 是 獨

自 地 、 孤 立 地 、 無 所 依 憑 地 變 化 發 展 的 ， 亦 即

「 塊 然 自 生 」，自 然。自 然 是 萬 有 的 根 據，是 本

體 ， 而 情 即 自 然 ， 故 在 此 種 意 義 上 說 ， 情 亦 具

有 了 本 體 的 涵 義 。  

情 之 本 體 義 是 就 情 作 為 真 情 而 言 的 ， 非 謂

人 欲 ， 無 論 儒 家 的 具 有 道 德 屬 性 的 情 ， 還 是 道

家 具 有 自 然 屬 性 的 情 ， 在 本 質 上 都 是 指 向 人 的

本 性 。 作 為 本 體 意 義 的 情 即 是 指 性 而 言 的 ， 是

以 「 真 」 作 為 其 基 本 限 定 性 ， 凡 聲 ， 其 出 於 情

也 信 ， 然 後 其 入 拔 人 之 心 也 厚 。 … … 信 ， 情 之

方 也 。 [18] 真 者 ， 精 誠 之 至 也 。 不 精 不 誠 ， 不

能 動 人 。 故 強 哭 者 ， 雖 悲 不 哀 ， 強 怒 者 ， 雖 嚴

不 屯 ， 強 親 者 ， 雖 笑 不 和 。 真 悲 無 聲 而 哀 ， 真

怒 未 發 而 威 ， 真 親 未 笑 而 和 。 真 在 內 者 ， 神 動

於 外 ， 是 所 以 貴 真 也 。 [19]「 信 ， 誠 也 ， 從 人 ，

從 言 」 [20] ， 信 就 是 誠 ， 就 是 人 內 心 之 實 ， 即

真 實 無 妄 ， 也 就 是「 真 」， 以 情 作 為 本 體 ， 亦 即

是 以「 真 」為 本，強 調 真 情 流 露，由 真 情 真 性 ，

乃 得 道 德 倫 理 之 實 ， 得 自 然 之 實 ， 這 也 是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的 基 本 出 發 點 。  

二、價值義 

「 情 」 在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中 所 體 現 出 來 的 價

值 義 主 要 體 現 在 禮 樂 制 度 的 建 設 和 修 身 兩 個 方

面 。  

就 情 與 禮 樂 制 度 的 關 係 而 言 ， 禮 樂 制 度 是

來 源 於 情 感 的 ， 情 感 是 禮 樂 制 度 賴 以 建 立 基

礎 ， 這 是 儒 家 的 基 本 觀 念 ， 禮 作 於 情 ， 或 興 之

也 。 當 事 因 方 而 制 之 。 其 先 後 之 序 則 義 道 也 。

或 序 為 之 節，則 度 也。至 容 貌 所 以 度，節 也。… …

凡 聲，其 出 於 情 也 信，然 後 其 入 拔 人 之 心 也 厚 。

聞 笑 聲 ， 則 鮮 如 也 斯 喜 。 聞 歌 謠 ， 則 慆 如 也 斯

奮。聽 琴 瑟 之 聲，則 悸 如 也 斯 歎。觀《 賚 》、《 武 》，

則 齊 如 也 斯 作。觀《 韶 》、《 夏 》，則 勉 如 也 斯 儉 。

詠 思 而 動 心 ， 喟 如 也 。 其 次 此 也 久 ， 其 反 善 複

始 也 慎 ， 其 出 入 也 順 ， 始 其 德 也 。 鄭 衛 之 樂 ，

則 非 其 聽 而 從 之 也 。 凡 古 樂 動 心 ， 益 樂 動 恉 ，

皆 教 其 人 者 也 。《 賚 》、《 武 》樂 取 ，《 韶 》、《 夏 》

樂 情 。 [21] 故 樂 也 者 ， 動 於 內 者 也 ； 禮 也 者 ，

動 於 外 者 也 。 樂 極 和 ， 禮 極 順 ， 內 和 而 外 順 ，

則 民 瞻 其 顏 色 而 弗 與 爭 也 ； 望 其 容 貌 ， 而 民 不

生 易 慢 焉 。 故 德 輝 動 於 內 ， 而 民 莫 不 承 聽 ； 理

髮 諸 外 ， 而 民 莫 不 承 順 。 故 曰 ： 致 禮 樂 之 道 ，

舉 而 錯 之 ， 天 下 無 難 矣 。 [22] 

禮 樂 制 度 是 依 照 人 情 而 制 定 的 ， 是 源 於 人

的 真 情 實 感 的 ， 是 由 於 聖 人 的 提 倡 而 興 起 的 ，

體 現 了 聖 人 的 教 化 之 功 ， 樂 側 重 於 治 內 ， 即 從

內 心 感 化 人 ， 在 潛 移 默 化 之 中 以 情 感 人 ， 使 人

心 悅 誠 服 ； 禮 側 重 於 治 外 ， 依 靠 外 在 的 制 度 規

範 去 要 求 人，約 束 人 的 行 為。通 過 禮 樂 的 作 用 ，

而 達 到 無 怨 、 無 爭 ， 揖 讓 而 治 天 下 的 目 的 。  

就 人 的 情 感 而 言 ， 情 感 畢 竟 是 由 外 部 刺 激

而 產 生 的 ， 而 且 ， 外 部 事 物 對 於 人 的 刺 激 也 是

無 限 的 ， 因 此 ， 如 果 對 於 情 感 沒 有 什 麼 限 制 ，

則 會 產 生 嚴 重 的 後 果 ， 好 惡 無 節 於 內 ， 知 誘 於

外 ， 不 能 反 躬 ， 天 理 滅 矣 。 夫 物 之 感 人 無 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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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人 之 好 惡 無 節 ， 則 是 物 至 而 人 化 物 也 。 人 化

物 也 者 ， 滅 天 理 而 窮 人 欲 者 也 。 於 是 有 悖 逆 詐

偽 之 心 ， 有 淫 泆 作 亂 之 事 。 是 故 強 者 脅 弱 ， 眾

者 暴 寡 ， 知 者 詐 愚 ， 勇 者 苦 怯 ， 疾 病 不 養 ， 老

幼 孤 獨 不 得 其 所 ， 此 大 亂 之 道 也 。 [23] 

外 界 對 於 人 的 誘 惑 是 無 窮 盡 的 ， 如 果 人 內

心 沒 有 什 麼 節 制 的 話 ， 任 憑 好 惡 之 情 的 發 展 ，

就 會 導 致 「 人 化 物 」 的 後 果 — 人 沉 湎 於 物 欲 而

無 所 節 制 ， 最 後 受 物 欲 控 制 ， 導 致 人 的 天 性 的

泯 滅 ， 從 而 給 整 個 社 會 秩 序 帶 來 嚴 重 的 破 壞 ，

由 於 爭 奪 以 至 於 混 亂 ， 甚 至 是 整 個 社 會 價 值 的

喪 失 。 而 這 對 於 整 個 社 會 的 正 常 發 展 是 不 利

的 ， 因 此 ， 必 須 對 人 的 情 感 加 以 約 束 、 調 節 ，

使 得 情 感 控 制 在 合 理 的 範 圍 之 內 。 這 種 調 節 、

約 束 是 通 過 禮 、 樂 而 達 到 的 ， 天 令 之 謂 命 ， 命

非 聖 人 不 行 ； 質 樸 之 謂 性 ， 性 非 教 化 不 成 ； 人

欲 之 謂 情 ， 情 非 度 制 不 節 。 是 故 王 者 上 謹 于 承

天 意 ， 以 順 命 也 ； 下 務 明 教 化 民 ， 以 成 性 也 ；

正 法 度 之 宜 ， 別 上 下 之 序 ， 以 防 欲 也 ； 修 此 三

者 ， 而 大 本 舉 矣 。 [24] 故 一 方 面 ， 情 感 是 禮 樂

制 度 的 基 礎 ， 另 一 方 面 ， 禮 樂 制 度 是 情 感 的 保

障 ， 只 有 將 兩 者 協 調 起 來 ， 才 能 夠 真 正 有 利 於

個 體 生 存 和 發 展 的 需 要 。  

   情 之 修 身 義 是 針 對 道 、 釋 兩 家 而 言 的 ， 主

要 表 現 為 兩 者 在 修 身 過 程 中 對 於 情 感 問 題 的 處

置 。 就 道 家 而 言 主 要 表 現 在 其 養 生 觀 念 之 中 ，

對 佛 家 而 言 ， 則 是 表 現 在 其 修 持 之 中 。  

就 情 與 道 家 的 養 生 而 言 ， 情 感 是 個 體 養 生

的 依 據 。 因 為 道 家 強 調 清 靜 無 為 ， 故 對 於 欲 望

的 限 制 也 是 非 常 自 然 的 。 因 為 欲 望 會 使 人 過 多

地 追 求 外 部 享 受 ， 而 忘 記 了 清 靜 無 為 的 宗 旨 ，

違 背 了 自 然 的 要 求，「 五 色 令 人 目 盲，五 色 令 人

目 盲 ， 五 音 令 人 耳 聾 ， 五 味 令 人 口 爽 ， 馳 騁 畋

獵 令 人 心 發 狂 ， 難 得 之 貨 令 人 行 妨 」 [25]，「 惡

欲 、 喜 怒 、 哀 樂 六 者 ， 累 德 也 」 [26] 。 因 此 ，

只 有 對 欲 望 加 以 限 制 、 甚 至 是 排 除 ， 才 能 夠 不

違 背「 道 」的 要 求 ， 所 以 ， 道 家 強 調 寡 欲 ，「 不

見 可 欲 ， 使 民 心 不 亂 。 是 以 聖 人 之 治 也 ， 虛 其

心 ， 實 其 腹 ， 弱 其 志 ， 強 其 骨 ， 恒 使 民 無 知 無

欲 也 」 [27]，「 同 乎 無 欲 ， 是 謂 素 樸 。 素 樸 而 民

性 得 矣 」 [28] 。 這 也 是 道 家 對 於 養 生 的 基 本 觀

念 ， 因 此 ， 對 於 道 家 而 言 ， 其 養 生 的 基 本 原 則

就 是 要 使 人 的 情 欲 得 到 適 當 的 滿 足 ， 聖 人 食 足

以 接 氣 ， 衣 足 以 蓋 形 ， 適 情 不 求 餘 ， 無 天 下 不

虧 其 性 ， 有 天 下 不 羨 其 和 ， 有 天 下 無 天 下 一 實

也 。 [29]「 適 情 不 求 餘 」， 只 需 要 能 夠 滿 足 基 本

的 生 存 需 要 也 就 足 夠 了 ， 不 當 再 有 過 度 的 欲

求 ， 這 就 是 養 生 的 基 本 要 求 。  

而 就 佛 教 的 修 持 而 言 ， 佛 教 強 調 以 戒 為

本 ， 以 防 止 佛 教 徒 在 修 持 過 程 中 行 為 、 語 言 、

思 想 上 的 過 失 ， 從 而 達 到 修 持 的 目 的 ， 若 不 能

觀 戒 是 一 切 善 法 梯 橙 。 亦 是 一 切 善 法 根 本 。 如

地 悉 是 一 切 樹 木 所 生 之 本 。 是 諸 善 根 之 導 首

也 。 如 彼 商 主 導 眾 商 人 。 戒 是 一 切 善 法 勝 幢 。

如 天 帝 釋 所 立 勝 幢 。 戒 能 永 斷 一 切 惡 業 及 三 惡

道 。 能 療 惡 病 猶 如 藥 樹 。 戒 是 生 死 險 道 資 糧 。

戒 是 摧 結 破 賊 鎧 仗 。 戒 是 滅 結 毒 蛇 良 咒 。 戒 是

度 惡 業 行 橋 樑。若 有 不 能 如 是 觀 者。名 不 修 戒 。

[30] 

戒 之 功 即 在 於 使 修 行 者 能 夠 「 永 斷 一 切 惡

業 」，這 自 然 也 就 包 含 著 對 於 情 感、欲 望 的 限 制

和 排 斥 ， 因 之 持 戒 可 以 使 修 行 者 「 三 業 皆 淨 ，

六 塵 自 祛 」 [31] 。 但 是 ， 持 戒 並 不 是 要 求 去 除

個 體 一 切 情 感，如 同 道 家 之 強 調「 適 情 不 求 餘 」

一 樣 ， 佛 教 修 持 所 要 去 除 的 也 是 對 於 人 的 修 行

產 生 障 礙 的 種 種 世 俗 欲 望 ， 諸 如 情 、 色 、 食 、

淫 等 四 欲 ， 貪 、 嗔 、 癡 等 三 毒  。故 佛 教 在 強 調

持 戒 的 同 時 ， 要 求 修 行 者 以 慈 悲 為 懷 ， 普 渡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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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大 慈 與 一 切 眾 生 樂 ， 大 悲 拔 一 切 眾 生 苦 」

[32] ， 慈 悲 為 懷 實 際 上 也 就 是 一 種 濟 世 的 宗 教

情 感，包 含 著 對 於 眾 生 的 悲 憫 之 情，愛 憐 曰 慈 ，

惻 隱 曰 悲 。 [33] 

何 謂 為 慈 ？ 湣 傷 眾 生 等 一 物 我 ， 推 己 恕 彼

願 令 普 安 ， 愛 及 昆 蟲 情 無 同 異 。 何 謂 為 悲 ？ 博

愛 兼 拯 雨 淚 惻 心 ， 要 令 實 功 潛 著 不 直 有 心 而

已 。 [34] 

在 佛 教 看 來 ， 慈 悲 之 情 懷 是 其 根 本 要 旨 ，

「 一 切 佛 法 中 慈 悲 為 大 」 [35] 。 與 持 戒 相 比 ，

持 戒 只 是 一 種 自 利 的 修 行 ， 而 佛 教 更 主 要 表 徵

的 是 一 種 利 他 的 精 神 ， 這 種 利 他 的 精 神 就 是 通

過 慈 悲 來 表 現 出 來 的，「《 涅 槃 經 》雲：『 助 人 發

菩 提 心 者 ， 許 破 五 戒 。 』 故 知 損 己 為 他 ， 是 大

士 之 行 」 [36] ， 在 慈 悲 之 中 ， 佛 教 修 持 的 情 感

得 到 了 最 好 體 現 。 佛 教 之 作 為 一 種 自 利 利 他 的

宗 教 ， 其 修 持 要 以 戒 為 本 ， 以 慈 悲 為 懷 ， 慈 悲

之 情 重 於 戒 律 本 身 。  

三、境界義 

「 情 」 在 中 國 哲 學 中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境 界

義 ， 主 要 體 現 在 中 國 哲 學 對 於 人 格 境 界 的 建 構

之 上 。 對 於 理 想 人 格 境 界 的 建 構 ， 是 中 國 哲 學

的 一 大 特 點 ， 儒 家 的 「 聖 」， 道 家 的 「 真 」， 佛

教 的 「 涅 槃 」 都 是 儒 、 道 、 釋 三 家 各 自 對 於 理

想 境 界 的 一 種 描 述 ， 而 在 這 種 描 述 之 中 ， 其 所

表 達 的 情 感 內 涵 也 是 非 常 明 顯 的 。  

就 儒 家 的 「 聖 」 的 觀 念 而 言 ， 聖 人 是 儒 家

理 想 人 格 的 形 象 ， 也 是 歷 代 儒 者 所 追 求 的 人 格

境 界 所 在 ， 何 為 聖 ？ 孔 子 對 於 此 即 做 過 論 述 ，

子 貢 曰：「 如 有 博 施 於 民 而 能 濟 眾，何 如 ？ 可 謂

仁 乎 ？ 」子 曰：「 何 事 於 仁 ！ 必 也 聖 乎 ！ 堯 舜 其

猶 病 諸 ！ 」 [37] 

博 施 濟 眾 ， 強 調 的 是 聖 人 對 於 百 姓 的 功

績 ， 這 種 聖 人 的 形 象 之 中 不 僅 標 示 著 崇 高 的 道

德 境 界 ， 而 且 也 是 不 離 世 俗 的 。 聖 人 之 不 理 世

俗 ， 其 最 為 主 要 的 表 現 即 是 認 為 聖 人 與 常 人 一

樣 都 包 含 著 情 感 ， 聖 人 的 博 施 濟 眾 之 中 自 然 包

含 著 聖 人 對 於 百 姓 的 情 感 ， 聖 人 是 能 夠 盡 其 所

能 去 幫 助 百 姓 的 ， 這 就 是 一 種 情 感 的 表 現 。 故

孟 子 稱 「 聖 人 ， 人 倫 之 至 也 」 [38] ， 作 為 體 現

人 倫 的 聖 人 ， 自 然 也 就 包 含 著 人 倫 之 情 於 其

中 ， 因 此 ， 王 弼 在 詮 釋 聖 人 [39] 之 時 ， 直 接 以

聖 人 有 情 來 描 述 ，    何 晏 以 為 聖 人 無 喜 怒 哀

樂 ， 其 論 甚 精 ， 鍾 會 等 述 之 ， 弼 與 不 同 ， 以 為

聖 人 茂 于 人 者 神 明 也 ， 同 於 人 者 五 情 也 。 [40] 

聖 人 同 常 人 一 樣 ， 都 是 具 有 著 情 感 的 屬

性 ， 都 包 含 著 喜 怒 哀 樂 之 情 。 這 也 是 此 後 對 於

聖 人 理 解 的 基 本 共 識 ， 聖 人 因 為 與 常 人 一 樣 包

含 情 感 ， 故 聖 人 才 能 夠 真 正 成 為 常 人 理 想 的 目

標，成 為 常 人 所 追 求 的 境 界，故「 聖 人 亦 人 也 ，

以 盡 乎 人 之 理 ， 群 共 推 為 聖 智 。 盡 乎 人 之 理 非

他 ， 人 倫 日 用 幾 乎 其 必 然 而 已 矣 」 [41]。  

道 家 對 於 人 格 理 想 境 界 的 建 構 強 調「 真 」，

「 真 」 也 就 是 符 合 自 然 本 性 的 要 求 ， 就 情 感 而

言 ， 也 就 是 真 情 ， 真 者 ， 精 誠 之 至 也 。 不 精 不

誠，不 能 動 人。故 強 哭 者，雖 悲 不 哀，強 怒 者 ，

雖 嚴 不 屯，強 親 者，雖 笑 不 和。真 悲 無 聲 而 哀 ，

真 怒 未 發 而 威 ， 真 親 未 笑 而 和 。 真 在 內 者 ， 神

動 於 外 ， 是 所 以 貴 真 也 。 [42] 

真 情 是 內 在 于 人 心 之 中 的 ， 是 人 最 為 珍 貴

的 東 西 ， 道 家 的 人 格 理 想 — 真 人 — 就 是 建 立 在

這 種 「 真 」 的 基 礎 之 上 的 ， 何 謂 真 人 ？ 古 之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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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不 逆 寡 ， 不 雄 成 ， 不 謨 士 。 若 然 者 ， 過 而

弗 悔 ， 當 而 不 自 得 也 。 若 然 者 ， 登 高 不 栗 ， 入

水 不 濡 ， 入 火 不 熱 ， 是 知 之 能 登 假 於 道 者 也 若

此 。 … … 若 然 者 ， 其 心 志 ， 其 容 寂 ， 其 顙 頯 。

淒 然 似 秋 ， 暖 然 似 春 ， 喜 怒 通 四 時 ， 與 物 有 宜

而 莫 知 其 極。 [43]「 真 人 」並 不 是 不 包 含 情 感 ，

而 是 其 情 感 是 以「 真 」為 基 本 特 點 的，喜、怒 、

哀 、 樂 之 情 是 與 自 然 相 合 ， 故 雖 有 情 感 ， 但 不

會 因 情 感 而 改 變 其 內 心 的 狀 態 。 故 道 家 之 「 真

人 」 亦 是 不 離 情 感 的 ， 其 情 感 是 以 「 真 」 為 基

本 的 限 定 的，「 真 」即 自 然，強 調 的 是 情 感 與 自

然 的 和 諧 性，有 情 感 而 不 會 因 情 感 而 傷 身 害 性。 

與 儒 、 道 兩 家 相 若 ， 佛 教 對 於 「 涅 槃 」 之

境 的 描 狀 之 中 ， 同 樣 包 含 著 深 深 的 情 感 體 驗 。

所 謂「 涅 槃 」也 就 是 眾 生 在 依 戒 修 持 過 程 之 中 ，

離 一 切 諸 苦 ， 斷 盡 諸 種 煩 惱 之 後 ， 所 能 夠 達 到

的 真 如 境 界 ， 以 無 明 滅 故 ， 心 無 有 起 ； 以 無 起

故 ， 境 界 隨 滅 ； 以 因 緣 俱 滅 故 ， 心 相 皆 盡 ， 名

得 涅 槃 。 [44] 

在 大 乘 佛 教 看 來 ， 涅 槃 具 常 樂 我 淨 四 德

[45] ， 涅 槃 之 樂 在 佛 教 看 來 是 人 生 最 為 究 竟 的

樂 [46] ， 也 是 真 正 的 樂 ， 在 去 除 了 一 切 對 待 ，

消 除 了 一 切 煩 惱 之 後 得 到 的 一 種 解 脫 之 後 的 喜

悅 之 情 ， 這 樣 ， 個 體 的 才 真 正 依 靠 修 持 得 到 解

脫 而 進 入 了 極 樂 世 界 。 佛 教 對 於 涅 槃 境 界 的 描

述 之 中，情 感 的 因 素 也 是 非 常 明 顯 的。在 這 裏 ，

情 感 是 完 全 超 越 了 世 俗 的 執 著 ， 是 源 於 對 究 竟

的 體 驗 而 來 的 。  

    就 以 上 對 於 儒 、 道 、 釋 三 家 所 追 求 的 人 生

境 界 的 簡 要 闡 釋 而 言，無 論 是 儒 家 的「 聖 」，還

是 道 家 的 「 真 」， 抑 或 是 佛 教 的 「 涅 槃 」， 都 是

強 調 了 情 感 在 其 中 的 意 義 ， 或 者 說 強 調 了 情 感

因 素 在 其 間 的 價 值 。 這 是 與 中 國 哲 學 的 基 本 特

點 緊 密 聯 繫 在 一 起 的 ， 與 西 方 哲 學 主 要 關 注 形

而 上 的 追 求 不 同 ， 中 國 哲 學 主 要 關 注 的 重 點 是

現 實 的 人 ， 其 基 本 意 旨 是 要 解 決 人 的 現 實 生 存

問 題 [47] ， 故 中 國 哲 學 也 因 此 被 稱 為 人 生 哲

學 。 而 對 於 現 實 的 人 來 說 ， 情 感 無 疑 是 其 基 本

屬 性 ， 故 情 感 在 中 國 哲 學 中 之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也

是 必 然 的 ，「 情 感 是 中 國 人 學 形 上 學 的 重 要 基

礎 ， 它 不 僅 具 有 情 感 感 受 （『 感 於 外 而 動 於

中 』）， 而 且 具 有 情 感 體 驗 ， 不 僅 有 經 驗 層 次 的

體 驗 ， 而 且 有 超 越 層 次 的 體 驗 ， 這 是 中 國 儒 、

釋 、 道 所 共 有 的 」 [48]。  

以 上 對 於 中 國 哲 學 中 「 情 」 之 範 疇 的 哲 學

內 涵 作 了 淺 略 的 分 析 ， 而 中 國 傳 統 對 於 情 感 問

題 之 重 視 程 度 於 此 亦 可 以 略 見 一 斑 。 傳 統 中 國

的 社 會 結 構 就 是 建 立 在 情 感 基 礎 之 上 ， 情 感 是

人 們 處 理 現 實 問 題 的 基 本 出 發 點 。 同 時 ， 情 感

在 中 國 傳 統 是 作 為 一 個 整 體 性 的 觀 念 受 到 重 視

的 。 中 國 傳 統 並 沒 有 嚴 格 的 學 科 區 分 ， 若 我 們

以 現 代 西 方 學 科 分 類 方 式 來 看 待 情 感 ， 我 們 會

發 現 情 感 觀 念 在 很 多 領 域 中 都 是 具 有 著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義 。 當 我 們 把 情 感 作 為 個 人 的 標 準 （ 或

者 說 意 願 ） 以 區 別 於 「 禮 」 之 作 為 社 會 的 價 值

規 範 ， 而 對 情 感 的 問 題 做 考 察 的 時 候 ， 我 們 就

不 能 不 考 察 社 會 規 範 的 建 立 與 完 善 ， 個 人 的 意

願 在 何 種 程 度 上 對 於 制 度 建 設 本 身 產 生 影 響 ，

以 及 如 何 協 調 個 人 與 社 會 規 範 之 間 的 關 係 ， 這

樣 勢 必 要 涉 及 到 現 代 學 科 分 類 中 的 政 治 學 、 法

學 、 社 會 學 以 及 倫 理 學 等 。 而 就 情 感 作 為 個 人

的 主 觀 意 願 而 言，人 最 初 的 情 感 表 現 為 喜、怒 、

哀 、 樂 等 基 本 的 情 感 類 型 [49] ， 而 同 時 ， 作 為

生 活 于 社 會 文 化 環 境 之 中 的 個 體 ， 人 勢 必 要 受

到 社 會 價 值 的 影 響 ， 因 此 更 高 一 層 次 的 情 感 ，

諸 如 道 德 情 感 、 宗 教 情 感 、 審 美 情 感 等 等 又 會

隨 之 而 產 生。這 樣，就 情 感 所 涉 及 的 類 型 而 言 ，

至 少 有 基 本 情 感 、 道 德 情 感 、 宗 教 情 感 以 及 審

美 情 感 ， 而 對 於 這 些 情 感 的 考 察 ， 至 少 涉 及 現

代 學 科 分 類 中 的 心 理 學 、 倫 理 學 、 宗 教 學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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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等 。 而 就 情 感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而 言 ， 又 涉 及 文

學 和 藝 術 等 諸 多 方 面 ，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的 「 緣 情

文 學 」 [50]和 「 性 靈 文 學 」， 都 是 深 受 情 感 觀 念

的 影 響 而 產 生 的 ， 而 傳 統 的 琴 、 棋 、 書 、 畫 等

藝 術 形 式 之 中 ， 無 不 包 含 著 情 感 的 因 素 。 情 感

成 為 了 人 們 生 活 的 基 礎 內 容 ， 成 為 中 國 哲 學 的

核 心 觀 念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稱 中 國 哲 學 為 情 感

哲 學 亦 不 為 過 。  

注 釋 ：  

[1]  何 善 蒙 ， 中 國 哲 學 博 士 ， 目 前 在 浙 江 大 學

中 國 思 想 文 化 研 究 所 從 事 博 士 後 研 究 。  

[2]  蒙 培 元 《 情 感 與 理 性 》， 頁 4，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 2002 年 版 。  

[3]  同 上  

[4]  方 克 立 《 中 國 哲 學 範 疇 集 》  

[5]   蒙 培 元《 論 中 國 傳 統 的 情 感 哲 學 》，《 哲 學

研 究 》 1994 年 第 1 期  

[6]  「 孝 悌 也 者 ， 其 為 人 之 本 與 」（《 論 語 ·學 而

第 一 》）  

[7]  蔣 伯 潛 《 十 三 經 概 論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1983 年 ， 頁 521。  

[8]  見 《 情 感 與 理 性 》 頁 313 

[9]  《 論 語 ·學 而 第 一 》  

[10]  《 性 自 命 出 》  

[11]  《 白 虎 通 ·性 情 》  

[12]  《 論 語 釋 疑 ·泰 伯 》  

[13]  向 秀 《 難 養 生 論 》  

[14]  《 莊 子 ·大 宗 師 注 》  

[15]  《 莊 子 ·齊 物 論 注 》  

[16]  《 莊 子 ·大 宗 師 注 》  

[17]  《 莊 子 ·齊 物 論 注 》  

[18]  《 性 自 命 出 》  

[19]  《 莊 子 ·漁 父 》  

[20]  許 慎 《 說 文 解 字 》  

[21]  《 性 自 命 出 》  

[22]  《 禮 記 ·樂 記 》  

[23]  《 禮 記 ·樂 記 》  

[24]  《 漢 書 ·董 仲 舒 傳 》  

[25]  《 老 子 ·十 二 章 》  

[26]  《 莊 子 ·庚 桑 楚 》  

[27]  《 老 子 ·三 章 》  

[28]  《 莊 子 ·徐 無 鬼 》  

[29]  《 淮 南 子 ·精 神 訓 》  

[30]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第 三 十 一  

[31]  道 宣 《 廣 弘 明 集 分 篇 序 ·戒 功 篇 序 》  

[32]  龍 樹 《 大 智 度 論 》  

[33]  《 大 乘 義 章 》  

[34]  郗 超 《 奉 法 要 》，《 弘 明 集 》 卷 第 十 三  

[35]  龍 樹 《 大 智 度 論 》  

[36]  永 明 延 壽 《 萬 善 同 歸 集 》 卷 中  

[37]  《 論 語 ·雍 也 第 六 》  

[38]  《 孟 子 ·離 婁 上 》  

[39]  王 弼 所 謂 的 聖 人 不 是 道 家 意 義 上 的 聖

人 ， 而 是 儒 家 的 聖 人 ， 這 是 兩 漢 以 來 對 於 聖 人

的 基 本 觀 念 ， 可 以 參 考 湯 用 彤 先 生 《 王 弼 聖 人

有 情 義 釋 》（《 魏 晉 玄 學 論 稿 》） 的 相 關 論 述 。  

[40]   何 邵 《 王 弼 傳 》  

[41]  戴 震 《 孟 子 字 義 疏 證 》  

[42]  《 莊 子 ·漁 父 》  

[43]  《 莊 子 ·大 宗 師 》  

[44]  《 大 乘 起 信 論 》  

[45] 丁 福 保 《 佛 學 大 辭 典 》：「 一 常 德 ， 涅 槃 之

體 ， 恒 不 變 而 無 生 滅 ， 名 之 為 常 ， 又 隨 緣 化 用

常 不 絕 ， 名 之 為 常 。 二 樂 德 ， 涅 槃 之 體 ， 寂 滅

永 安 ， 名 之 為 樂 ， 又 運 用 自 在 ， 所 為 適 心 ， 名

之 為 樂 。 三 我 德 ， 解 我 有 二 種 ： 一 就 體 自 實 名

為 我 ， 如 涅 槃 經 哀 歎 品 中 所 謂 ： ‘ 若 法 是 實 是

真 是 主 是 依 ， 性 不 變 易 是 名 為 我 。 ’ 二 就 用 自

在 名 為 我 ， 如 涅 槃 經 高 貴 德 王 品 所 謂 ： ‘ 有 大

我 故 名 大 涅 槃 ， 大 自 在 故 名 為 大 我 。 雲 何 名 為

大 自 在 耶 ？ 有 八 自 在 則 名 為 我 。 ’ （ (參 見 :八

自 在 )）。 四 淨 德 ， 涅 槃 之 體 解 脫 一 切 之 垢 染 ，

名 之 為 淨 ， 又 隨 化 處 緣 而 不 汙 ， 名 之 為 淨 （ 大

乘 義 章 十 八 ）。法 華 玄 義 四 曰：‘ 破 二 十 五 有 煩

惱 名 淨 ， 破 二 十 五 有 業 名 我 ， 不 受 二 十 五 有 報

為 樂 ， 無 二 十 五 有 生 死 名 常 ， 常 樂 我 淨 名 為 佛

性 顯。’ 說 此 常 樂 我 淨，為 涅 槃 經 一 部 之 所 詮 ，

故 涅 槃 經 謂 之 談 常 教 。 」  

[46]  佛 教 謂 人 生 有 三 樂 ，「〔 一 、 天 樂 〕， 天 然

自 然 ， 樂 勝 身 勝 ， 故 名 為 天 。 修 十 善 者 ， 生 於

天 上，而 受 種 種 殊 勝 妙 樂，故 名 天 樂。（ 十 善 者，

不 殺 生 、 不 偷 盜 、 不 邪 淫 、 不 妄 語 、 不 兩 舌 、

不 惡 口、不 綺 語、不 貪 欲、不 嗔 恚、不 邪 見 也。）

〔 二 、 禪 樂 〕， 謂 修 行 之 人 ， 入 諸 禪 定 ， 一 心 清

淨，萬 慮 俱 寂，自 然 得 其 禪 悅 之 趣，故 名 禪 樂 。

〔 三 、 涅 槃 樂 〕， 梵 語 涅 槃 ， 華 言 滅 度 。 謂 修 行

之 人 ， 既 離 生 死 之 苦 ， 得 證 涅 槃 之 樂 ， 經 雲 ：

生 滅 滅 已 ， 寂 滅 為 樂 ， 故 名 涅 槃 樂 。 」（ 見《 三

藏 法 數 》）  

[47]  也 正 是 基 於 這 種 現 實 的 關 注 ， 很 多 論 者 將

中 國 哲 學 稱 之 為 實 踐 哲 學 ， 比 如 張 汝 倫 教 授 的

《 實 踐 哲 學 ： 中 國 古 代 哲 學 的 基 本 特 質 》（《 文

匯 報 》， 2004 年 7 月 25 日 ）。  

[48]  蒙 培 元 《 論 中 國 傳 統 的 情 感 哲 學 》，《 哲 學

研 究 》 1994 年 第 1 期 。  

[49]《 荀 子 ·正 名 》：「 性 之 好 、 惡 、 喜 、 怒 、 樂

謂 之 情 。 」  

[50]  陸 機 《 文 賦 》：「 詩 緣 情 而 綺 靡 ，  賦 體 物

而 瀏 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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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 
撰 文 ： 宮 雄 飛  

論玻爾哲學思想的兩難選擇—

重讀《尼可斯．玻爾哲學文選》
(二之一) 

 

 [提 要 ] 存 不 存 在 一 個 「 量 子 哲 學 」 或 是 「 量

子 論 之 後 的 哲 學 」 是 一 個 見 智 見 仁 的 佯 謬 問

題 。 但 存 在 一 個 「 玻 爾 哲 學 思 想 」 卻 是 不 容 質

疑 的 。 面 對 現 代 物 理 學 尤 其 是 量 子 理 論 揭 示 出

來 的 足 以 觸 動 決 定 論 那 條 筋 的 深 層 次 問 題 、 面

對 所 謂 物 質 與 輻 射 的 佯 謬 、 或 者 一 言 以 蔽 之 面

對 光 的 波 /粒 二 象 性 的 兩 難 推 論，玻 爾 進 行 了 獨

樹 一 幟 的 哲 學 思 考 ， 他 的 哲 學 思 想 集 中 表 現 在

「 互 補 性 」這 一 表 述 上。這 是 一 個 眾 人 皆「 濁 」

惟 獨 玻 爾 「 清 」 的 哲 學 概 念 ， 眾 說 紛 紜 卻 又 不

知 所 云 。 哲 學 唯 光 論 以 其 獨 到 的 概 念 「 執 兩 用

中 」來 闡 釋「 互 補 性 」，光 是 在 物 質 的 有 限 可 分

性 與 無 限 分 割 性 之 間 的 執 兩 用 中 ， 是 在 量 子 公

設 的 客 觀 性 與 非 真 實 性 之 間 的 執 兩 用 中 ， 也 是

在 作 用 量 子 和 數 學 公 式 之 間 的 執 兩 用 中 — — 在

幾 率 統 計 的 符 號 化 與 量 子 定 態 的 無 形 象 化 之 間

的 執 兩 用 中 。 也 可 以 說 是 在 物 理 學 與 生 物 學 之

間 的 執 兩 用 中 ， 在 生 物 學 與 心 理 學 之 間 執 兩 用

中。這 種 執 兩 用 中 最 終 是 在 光 本 身 的 波 /粒 二 象

性 之 間 的 執 兩 用 中 ， 這 應 該 是 玻 爾 「 互 補 性 」

的 最 中 肯 的 詮 釋 — — 如 同 玻 爾 說 「 波 和 粒 子 是

互 補 的 」，而 哲 學 唯 光 論 則 說「 在 波 與 粒 子 之 間

執 兩 用 中 」。這 樣 一 來，存 在 一 個 量 子 論 或 量 子

論 之 後 的 哲 學 就 不 是 一 種 佯 謬 ， 而 是 一 個 事

實 ， 因 為 與 玻 爾 的 哲 學 思 想 一 樣 ， 哲 學 唯 光 論

同 樣 是 不 容 質 疑 的 。  

 [關 鍵 字 ] 光  輻 射  量 子  物 質  哲 學  量 子 論  

唯 光 論  互 補 性  執 兩 用 中  

一、量子公設與量子理論 

子 理 論 的 精 髓 在 於 量 子 公 設。量 子 公

設 賦 予 任 何 一 個 原 子 過 程 以 本 質 上

的 不 連 續 性、或 者 說 一 種 個 體 性。這

種 性 質 是 用 普 朗 克 作 用 量 子 來 表 示 的 。 玻 爾

說 ， 在 科 學 史 上 ， 很 少 有 什 麼 事 件 能 像 普 朗 克

作 用 量 子 的 發 現 那 樣 引 起 轟 動 並 在 短 短 一 個 世

紀 中 取 得 一 些 如 此 重 大 的 科 學 成 果 。 這 一 發

現 ， 不 但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形 成 我 們 關 於 原 子 現 象

的 經 驗 背 景 、 促 使 原 子 知 識 突 飛 猛 進 地 發 展 ；

而 且 ， 這 一 發 現 也 對 我 們 描 述 自 然 現 象 所 依 據

的 那 些 經 典 理 論 基 礎 帶 來 了 毀 滅 性 打 擊 以 及 創

造 性 重 建 。  

愛 因 斯 坦 說，「 我 們 只 提 到 科 學 上 的 開 創 性

工 作 ， 包 括 尋 找 新 的 和 未 預 見 到 的 科 學 發 展 道

路 ， 以 及 能 創 造 出 一 個 永 遠 變 化 著 的 宇 宙 圖 景

的 科 學 思 想 的 奇 跡 。 最 初 和 最 基 本 的 步 驟 總 是

帶 有 革 命 性 的 ， 科 學 的 想 像 力 發 現 舊 的 概 念 太

狹 窄 了 ， 於 是 用 新 的 概 念 去 代 替 它 。 沿 著 已 經

開 闢 了 的 任 何 一 種 思 想 路 線 而 繼 續 進 行 的 發

展 ， 在 到 達 下 一 個 需 要 去 征 服 新 的 領 域 的 轉 捩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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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以 前 ， 是 帶 有 進 化 性 的 。 可 是 為 了 瞭 解 哪 些

原 因 和 哪 些 困 難 迫 使 我 們 改 變 根 本 的 概 念 ， 我

們 不 僅 要 知 道 最 初 的 線 索 ， 而 且 還 要 知 道 從 這

些 線 索 中 可 以 推 出 什 麼 結 論 來 。 」 [1]經 典 力 學

思 想 及 其 經 典 電 動 力 學 思 想 對 原 子 理 論 的 發 展

起 了 決 定 性 的 作 用 。 但 面 對 熱 輻 射 的 普 遍 定 律

它 卻 遭 遇 了 深 遠 的 困 難 。 普 朗 克 指 出 ， 熱 輻 射

定 律 要 求 原 子 過 程 的 描 述 中 有 一 種 完 全 超 出 經

典 理 論 的 不 連 續 性 要 素 ， 對 於 在 平 衡 位 置 附 近

作 著 簡 諧 振 動 的 一 些 粒 子 ， 在 它 們 的 統 計 行 為

中 必 須 加 以 考 慮 的 只 是 那 樣 一 些 振 動 態 ， 各 該

振 動 態 的 能 量 等 於 一 個「 量 子 」。愛 因 斯 坦 的 研

究 成 果 給 「 量 子 」 以 絕 對 支 持 ： 光 和 物 質 的 相

互 作 用 的 一 些 重 要 特 點 暗 示 著 ， 光 的 傳 播 並 不

是 通 過 擴 展 的 波 而 是 通 過「 光 量 子 」來 進 行 的 ，

這 種 集 中 在 一 個 很 小 空 間 區 域 中 的 光 量 子 含 有

一 個 能 量 hv， 其 中 v 是 光 的 頻 率 。 h 是 普 適 恒

量 即 普 朗 克 作 用 量 子 。 這 種 表 述 的 形 式 化 性 質

是 很 明 顯 的 ： 頻 率 的 定 義 和 測 量 是 完 全 以 光 的

波 動 理 論 的 概 念 為 基 礎 的 。 哲 學 唯 光 論 所 要 提

請 注 意 的 是 ： 任 何 有 別 於 經 典 理 論 的 所 謂 「 物

質 」 概 念 ， 都 要 兼 顧 光 量 子 的 粒 子 性 質 以 及 光

波 動 的 「 形 式 」 性 質 。  

在 量 子 理 論 誕 生 以 前 ， 人 們 尚 且 希 望 ， 根

據 在 很 多 方 面 都 獲 得 巨 大 成 功 的 經 典 理 論 來 分

析 元 素 的 屬 性 ， 就 可 以 逐 漸 擴 大 關 於 原 子 結 構

的 知 識 。 這 種 希 望 曾 經 由 於 塞 曼 [2]發 現 了 磁 場

對 光 譜 線 的 效 應 而 得 到 支 持 。 正 如 洛 侖 茲 [3]所

證 明 ， 塞 曼 效 應 在 很 多 情 況 下 都 恰 恰 和 依 據 經

典 電 動 力 學 來 預 期 的 磁 場 對 振 動 粒 子 的 運 動 的

那 種 作 用 相 對 應 。 另 外 ， 這 種 證 明 使 我 們 得 出

有 關 振 動 粒 子 的 本 性 的 一 些 結 論 ， 這 些 結 論 和

勒 納 德 [4] 及 湯 姆 孫 [5] 在 氣 體 放 電 領 域 中 得 到

的 實 驗 結 果 相 符 合 。 結 果 ， 很 小 的 帶 有 負 電 的

粒 子 即 電 子 ， 就 被 確 認 為 作 為 一 切 原 子 的 公 有

單 位 。  

但 是 ， 很 多 光 譜 線 的 所 謂 「 反 常 」 塞 曼 效

應 ， 造 成 了 經 典 理 論 的 深 遠 困 難 。 這 些 困 難 和

企 圖 借 助 電 磁 模 型 來 解 釋 光 譜 各 頻 率 間 的 簡 單

規 律 時 所 出 現 的 困 難 相 仿 佛 ， 它 們 通 過 巴 耳

末 、 黎 德 伯 和 裏 茲 [6]的 工 作 而 被 發 現 。 光 譜 定

律 的 這 樣 一 種 說 明 是 很 難 和 原 子 中 電 子 數 目 的

估 計 相 諧 調 的 。 這 種 估 計 曾 由 湯 姆 孫 通 過 經 典

理 論 的 直 接 應 用 而 根 據 X 射 線 散 射 的 觀 察 而 得

出 。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 這 些 困 難 曾 經 被 認 為 是 由

於 我 們 對 於 將 電 子 束 縛 在 原 子 中 的 那 些 力 的 起

源 理 解 得 不 夠 完 全 。 但 是 ， 這 種 形 勢 很 快 被 放

射 性 領 域 中 的 實 驗 發 現 所 完 全 改 變 了 。 這 些 研

究 提 供 了 原 子 結 構 的 新 方 法 ， 例 如 ， 根 據 關 於

放 射 性 物 質 所 放 射 的 粒 子 穿 透 物 質 的 一 些 實

驗 ， 盧 瑟 福 得 到 了 關 於 有 核 原 子 的 概 念 。 按 照

這 種 概 念 ， 原 子 質 量 的 絕 大 部 分 是 定 域 於 一 個

帶 正 電 的 原 子 核 中 的 。 這 個 原 子 核 比 原 子 的 整

體 要 小 得 多 。 在 原 子 核 的 周 圍 ， 有 一 些 輕 的 帶

負 電 的 電 子 在 運 動 著 。 就 這 樣 ， 原 子 結 構 問 題

就 和 天 體 力 學 問 題 很 相 似 了 。 然 而 ， 隨 之 出 現

了 一 些 意 想 不 到 的 困 難 ， 在 一 個 原 子 和 一 個 行

星 體 系 之 間 是 存 在 著 一 種 根 本 的 區 別 的 。 原 子

必 須 具 有 一 種 穩 定 性 ， 這 種 穩 定 性 顯 示 出 一 些

完 全 超 出 力 學 理 論 之 外 的 特 點 。 例 如 ， 力 學 定

律 允 許 可 能 的 運 動 有 一 種 連 續 變 化 ， 這 種 變 化

和 元 素 屬 性 的 確 定 性 是 完 全 矛 盾 的 。 當 人 們 考

慮 被 發 射 的 輻 射 的 組 成 時 ， 一 個 原 子 和 一 個 電

磁 模 型 之 間 的 區 別 就 會 顯 現 出 來 。 因 為 ， 在 這

種 電 磁 模 型 中 ， 運 動 的 自 然 頻 率 是 隨 能 量 而 連

續 變 化 的 。 輻 射 的 頻 率 將 在 發 射 過 程 中 按 照 經

典 理 論 而 連 續 變 化 ， 從 而 與 元 素 的 線 光 譜 沒 有

任 何 相 似 之 處 。  

正 是 為 了 克 服 上 述 困 難 ， 玻 爾 創 造 性 地 發

揮 了 普 朗 克 作 用 量 子 的 概 念 ， 做 出 了 下 列 量 子

公 設 從 而 創 立 了 量 子 理 論 ：（ 1） 一 個 原 子 體 系

具 有 某 些 態 即「 定 態 」；和 這 些 態 相 對 應 的，一

般 是 能 量 值 的 一 個 分 立 系 列 ， 而 且 這 些 態 都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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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種 獨 特 的 穩 定 性 。 這 種 穩 定 性 表 現 於 這 樣

一 件 事 實 中 ： 原 子 能 量 的 每 一 改 變 ， 必 然 是 由

原 子 從 一 個 定 態 到 另 一 個 定 態 的 一 次 「 躍 遷 」

所 引 起 。（ 2） 原 子 發 射 輻 射 和 吸 收 輻 射 的 可 能

性 ， 原 子 能 量 改 變 的 可 能 性 ， 由 輻 射 的 頻 率 通

過 一 個 形 式 化 的 關 係 式 來 和 初 態 及 末 態 之 間 的

能 量 差 相 聯 繫 [7]。  

上 述 公 設 不 能 用 經 典 概 念 來 加 以 解 釋 。 它

可 以 提 供 一 般 說 明 所 觀 察 到 的 元 素 物 理 屬 性 和

元 素 化 學 屬 性 的 理 論 基 礎 。 特 別 是 ， 它 對 光 譜

經 驗 定 律 的 裏 茲 併 合 原 理 做 了 直 截 了 當 的 說

明 。 裏 茲 原 理 表 明 ， 光 譜 中 每 一 譜 線 的 頻 率 ，

都 可 以 寫 成 一 組 光 譜 項 中 兩 項 之 差 的 形 式 ， 這

一 組 光 譜 項 是 元 素 的 特 徵 。 事 實 上 ，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 這 些 光 譜 項 可 以 認 為 是 等 同 於 各 原 子 定

態 的 能 量 值 除 以 h。 另 外 ， 這 種 有 關 光 譜 起 源

的 說 明 ， 對 於 吸 收 光 譜 和 發 射 光 譜 之 間 的 基 本

區 別 也 提 出 了 直 截 了 當 的 解 釋 。 因 為 ， 按 照 上

述 那 些 公 設 ， 對 於 和 兩 個 譜 項 的 併 合 相 對 應 的

一 個 頻 率 ， 它 的 選 擇 吸 收 的 條 件 是 要 求 原 子 處

於 能 量 較 小 的 態 中 ， 而 要 想 發 射 這 種 輻 射 原 子

就 必 須 處 於 能 量 較 大 的 態 中 。 這 裏 所 描 述 的 圖

景 是 和 有 關 光 譜 激 發 的 實 驗 結 果 完 全 符 合 的 。

關 於 這 一 點 ， 特 別 表 現 在 弗 朗 克 和 赫 茲 [8]關 於

原 子 和 自 由 電 子 間 的 碰 撞 的 發 現 中 。 在 這 種 碰

撞 中 可 以 進 行 交 換 的 那 些 能 量 ， 是 和 根 據 光 譜

算 出 的 兩 個 定 態 之 間 的 能 量 差 確 切 符 合 的 。 其

中 一 個 就 是 原 子 在 碰 撞 之 前 所 處 的 定 態 ， 而 另

一 個 則 是 原 子 在 碰 撞 之 後 所 可 能 進 入 的 定 態 。

只 有 當 被 傳 遞 的 能 量 恰 好 等 於 由 譜 項 算 得 的 定

態 能 量 差 時 ， 從 電 子 到 原 子 的 一 次 能 量 傳 遞 才

有 可 能 發 生 。 這 時 的 原 子 將 同 時 被 激 發 到 能 夠

發 光 的 狀 態 。 同 樣 ， 根 據 克 來 恩 和 羅 西 蘭 [9]的

發 現 ， 受 激 原 子 可 以 通 過 一 次 碰 撞 而 失 去 其 發

射 本 領 ， 而 參 加 碰 撞 的 電 子 則 得 到 一 個 對 應 的

能 量 增 量 。 上 述 公 設 也 為 一 些 統 計 問 題 的 合 理

處 理 提 供 了 理 論 基 礎 ， 特 別 是 為 普 朗 克 輻 射 定

律 的 一 種 非 常 簡 潔 的 推 導 提 供 了 理 論 基 礎 。 這

種 理 論 假 設 說 ， 可 以 在 兩 個 定 態 之 間 發 生 躍 遷

而 又 處 於 較 高 態 的 一 個 原 子 ， 具 有 某 一 在 給 定

時 段 內 自 發 地 躍 遷 到 較 低 態 的「 幾 率 」，這 一 幾

率 只 依 賴 於 原 子 本 身。此 外，這 一 理 論 又 假 設 ，

用 頻 率 和 躍 遷 相 適 應 的 輻 射 來 照 射 ， 就 將 使 原

子 得 到 一 個 從 較 低 態 進 入 較 高 態 的 幾 率 ， 這 一

幾 率 和 輻 射 的 強 度 成 正 比 。 這 種 理 論 還 有 一 個

重 要 特 點 ： 用 這 一 頻 率 的 輻 射 來 照 射 ， 就 使 得

處 於 較 高 態 的 原 子 除 了 它 的 自 發 幾 率 以 外 還 得

到 一 個 躍 遷 到 較 低 態 的 誘 發 幾 率 。 哲 學 唯 光 論

提 請 注 意 的 是 ： 量 子 公 設 這 種 理 論 描 述 ， 為 哲

學 唯 光 論 的「 形 式 」概 念「 感 光 」與「 轉 換 光 」

提 供 了 理 論 基 礎 。  

愛 因 斯 坦 的 熱 輻 射 理 論 支 持 了 上 述 量 子 公

設 。 同 時 ， 它 也 強 調 了 上 述 頻 率 條 件 的 形 式 化

的 性 質 。 因 為 ， 根 據 完 全 熱 平 衡 的 條 件 ， 愛 因

斯 坦 得 出 了 這 樣 一 個 結 論 ： 正 如 光 量 子 概 念 所

提 示 的 ， 每 一 個 吸 收 過 程 或 發 射 過 程 ， 都 伴 隨

著 一 個 等 於 hv/c 的 動 量 傳 遞，此 處 的 c 是 光 速。

這 一 結 論 的 重 要 性 ， 曾 被 康 普 頓 [10] 的 發 現 所

強 調 。 康 普 頓 發 現 ， 單 頻 X 射 線 的 散 射 ， 是 和

被 散 射 輻 射 中 依 賴 於 觀 察 方 向 的 一 種 波 長 改 變

相 伴 隨 的 。 如 果 我 們 在 量 子 的 偏 射 中 將 動 量 守

恆 和 能 量 守 恆 同 樣 考 慮 在 內 ， 這 樣 一 種 頻 率 改

變 ， 可 以 很 簡 單 地 從 光 量 子 理 論 中 推 出 。  

另 一 方 面 ， 海 森 伯 的 矩 陣 力 學 和 薛 丁 鄂 的

波 動 力 學 代 表 著 經 典 力 學 運 動 問 題 的 一 種 符 號

化 的 改 寫 ， 這 種 改 寫 適 應 量 子 理 論 的 要 求 ， 並

且 通 過 明 顯 地 應 用 量 子 公 設 來 加 以 詮 釋 。 波 恩

則 得 出 了 波 函 數 的 統 計 詮 釋 ， 這 種 統 計 詮 釋 使

我 們 能 夠 計 算 量 子 公 設 所 要 求 的 那 些 個 體 躍 遷

過 程 的 幾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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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子 公 設 首 先 否 定 了 因 果 關 係 。 通 常 我 們

對 物 理 現 象 的 看 法 ， 完 全 是 建 立 在 這 樣 一 個 基

礎 上 的 ： 觀 察 所 涉 及 到 的 現 象 不 受 顯 著 的 干 擾

而 被 觀 察 。 這 一 情 況 的 典 型 表 現 在 相 對 論 中 ，

正 如 愛 因 斯 坦 所 強 調 的 ， 每 一 觀 察 或 測 量 ， 最

終 都 以 兩 個 獨 立 事 件 在 同 一 時 空 點 上 的 重 合 為

基 礎 。 這 些 重 合 不 會 因 為 不 同 觀 察 者 的 時 空 座

標 不 同 而 受 到 影 響 。 但 是 ， 量 子 公 設 表 明 ， 原

子 現 象 的 任 何 觀 察 ， 都 將 涉 及 一 種 不 可 忽 略 的

和 觀 察 器 械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 這 樣 ， 就 既 不 能

賦 予 現 象 又 不 能 賦 予 觀 察 器 械 以 通 常 物 理 意 義

上 的 獨 立 實 在 性 。 只 要 觀 察 概 念 取 決 於 哪 些 物

體 被 包 括 在 所 要 觀 察 的 體 系 之 內 ， 這 一 概 念 就

是 不 確 定 的 。 每 一 種 觀 察 最 終 都 可 以 歸 結 為 我

們 的 感 覺 ， 但 在 詮 釋 觀 察 結 果 時 卻 要 用 到 理 論

概 念 。 對 於 每 一 特 定 事 例 來 說 ， 到 底 在 什 麼 地

方 引 入 量 子 公 設 及 其 內 在 的 不 確 定 性 的 觀 察 概

念 ， 只 是 一 個 方 便 與 否 的 問 題 。 這 種 情 況 帶 來

第 一 種「 佯 謬 」：一 方 面，一 個 物 理 體 系 的 態 的

定 義 ， 要 求 消 除 一 切 外 來 的 干 擾 ， 但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按 照 量 子 公 設 ， 任 何 的 觀 察 都 將 是 不 可

能 的 ， 最 重 要 的 是 ， 時 -空 概 念 將 不 再 有 直 接 的

意 義 ；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我 們 為 了 使 觀 察 成 為 可

能 而 承 認 體 系 和 不 屬 於 體 系 的 觀 察 器 械 之 間 有

某 些 相 互 作 用 ， 那 麼 ， 體 系 的 態 的 一 種 單 一 的

定 義 就 不 再 可 能 ， 從 而 ， 通 常 意 義 下 的 因 果 性

問 題 也 就 不 復 存 在 了 。 相 對 論 使 我 們 認 識 到 ，

截 然 區 分 空 間 與 時 間 ， 完 全 以 通 常 所 見 速 度 和

光 速 相 比 的 微 不 足 道 為 基 礎 ； 同 樣 ， 量 子 理 論

使 我 們 認 識 到 ， 普 通 因 果 時 空 描 述 的 適 用 性 ，

也 完 全 依 賴 於 作 用 量 子 相 對 於 日 常 感 覺 所 涉 及

到 的 作 用 量 而 言 的 「 微 不 足 道 」。 這 種 「 佯 謬 」

已 經 由 光 的 本 性 和 物 質 終 極 組 成 的 本 性 這 一 屢

經 爭 論 的 問 題 清 楚 地 顯 示 出 來 。 光 在 空 間 和 時

間 中 的 傳 播 是 電 磁 波 ， 它 在 真 空 中 的 干 涉 現 象

和 物 質 性 媒 質 的 光 學 性 質 ， 都 是 服 從 波 動 理 論

的 疊 加 原 理 的 ； 但 是 ， 在 光 電 效 應 和 康 普 頓 效

應 中 顯 而 易 見 的 那 種 輻 射 和 物 質 相 互 作 用 時 的

能 量 和 動 量 守 恆 ， 卻 恰 恰 在 愛 因 斯 坦 所 論 證 的

光 量 子 概 念 中 得 到 了 合 理 的 表 達 。 一 方 面 是 疊

加 原 理 ， 一 方 面 是 守 恆 定 律 的 正 確 性 ， 實 驗 已

經 消 除 了 對 二 者 的 矛 盾 所 表 示 的 懷 疑 。 這 一 情

況 清 楚 地 說 明 光 現 象 的 因 果 時 空 描 述 的 不 可

能 。 一 方 面 ， 當 我 們 企 圖 按 照 量 子 公 設 來 追 尋

光 的 時 空 傳 播 規 律 時 ， 我 們 只 能 應 用 統 計 的 考

慮 ； 另 一 方 面 ， 對 於 用 作 用 量 子 來 表 徵 的 個 體

性 的 光 的 過 程 來 說 ， 任 何 要 求 滿 足 描 述 因 果 性

的 前 提 ， 都 會 帶 來 放 棄 對 時 空 描 述 的 結 果 。 而

且 ， 不 可 能 存 在 任 何 完 全 獨 立 地 應 用 時 空 概 念

和 因 果 概 念 的 問 題 。 關 於 物 質 組 成 的 本 性 問

題，類 似 於 光 的 情 況。帶 電 基 本 粒 子 的 個 體 性 ，

是 由 實 驗 證 據 決 定 的 。 但 是 ， 電 子 在 金 屬 晶 體

上 的 選 擇 反 射 — — 這 種 發 現 ， 卻 要 求 我 們 按 照

德 布 洛 意 的 原 始 概 念 來 應 用 波 動 理 論 的 疊 加 原

理 。 正 如 光 的 情 況 一 樣 ， 只 要 我 們 堅 持 經 典 理

論 ， 我 們 在 物 質 的 本 性 這 一 問 題 中 也 就 必 然 要

面 對 一 種 不 可 避 免 的 兩 難 推 論 ， 這 種 兩 難 推 論

恰 恰 被 實 驗 證 據 所 證 實 。 在 以 上 這 些 問 題 的 討

論 中 我 們 必 須 記 住 ， 真 空 中 的 輻 射 和 孤 立 的 物

質 粒 子 都 是 一 些 抽 象 。 按 照 量 子 理 論 ， 它 們 的

屬 性 只 有 通 過 它 們 和 其 他 體 系 的 相 互 作 用 時 才

是 可 定 義 的 和 可 觀 察 的 。 但 是 ， 對 於 聯 繫 到 我

們 的 普 通 時 空 觀 點 來 描 述 經 驗 來 說 ， 這 些 抽 象

又 是 必 要 的 。  

其 次，量 子 公 設 賦 予「 觀 測 」以 特 殊 意 義 。

在 海 森 伯 提 出 的 同 時 測 量 一 個 粒 子 的 時 空 座 標

及 能 量 － 動 量 分 量 所 能 得 到 的 最 大 精 確 度 的 著

名 方 程 式 [11] 時 ， 他 是 基 於 以 下 考 慮 的 ： 一 方

面 ， 利 用 一 種 光 學 儀 器 ， 用 波 長 極 短 的 輻 射 來

照 明 ， 就 可 以 測 量 一 個 粒 子 的 座 標 並 達 到 任 意

所 需 的 精 確 度 。 然 而 ， 按 照 量 子 理 論 ， 輻 射 在

客 體 上 的 散 射 永 遠 是 和 一 個 有 限 的 動 量 改 變 聯

繫 著 的 ， 所 有 輻 射 的 波 長 越 短 ， 動 量 的 改 變 就

越 大 。 另 一 方 面 ， 通 過 測 量 散 射 輻 射 的 多 普 勒

效 應 ， 如 果 輻 射 的 波 長 如 此 之 長 以 致 反 沖 作 用

可 以 忽 略 不 計 的 話 ， 就 可 以 測 定 一 個 粒 子 的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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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並 達 到 任 意 所 需 的 精 確 度 。 但 是 ， 這 時 測 定

粒 子 空 間 座 標 的 精 確 度 就 會 相 應 地 減 小 。 玻 爾

說 ， 這 種 考 慮 的 精 華 所 在 ， 就 是 量 子 公 設 在 估

計 測 量 的 可 能 性 時 的 不 可 避 免 性 。 能 量 和 動 量

在 觀 察 中 的 一 種 不 連 續 的 改 變 ， 並 不 能 阻 止 我

們 賦 予 過 程 前 和 過 程 後 的 時 空 座 標 以 及 能 量 －

動 量 分 量 以 精 確 值 。 對 這 些 量 的 值 永 遠 有 影 響

的 反 比 不 確 定 性 ， 本 質 上 是 一 種 有 限 精 確 度 的

後 果 ： 當 用 來 確 定 粒 子 時 空 座 標 的 波 場 足 夠 小

時 ， 定 義 能 量 改 變 及 動 量 改 變 的 可 能 精 確 度 就

是 有 限 的 。 當 應 用 一 種 光 學 儀 器 來 測 定 位 置

時 ， 成 像 永 遠 要 用 到 一 個 會 聚 光 束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孔 徑 的 有 限 值 會 妨 礙 我 們 得 到 關 於 和 散

射 相 與 俱 來 的 反 沖 的 精 確 知 識 。 同 樣 ， 即 使 粒

子 動 量 在 散 射 過 程 以 前 是 精 確 已 知 的 ， 我 們 關

於 觀 察 以 後 平 行 于 焦 面 的 動 量 分 量 的 知 識 也 還

會 有 一 個 不 准 量 [12] 。 因 此 ， 當 測 量 某 一 確 定

方 向 上 的 位 置 座 標 及 動 量 分 量 時 ， 所 可 能 得 到

的 最 小 不 准 量 的 乘 積 恰 恰 是 由 上 面 提 到 的 海 森

伯 著 名 的 公 式 來 確 定 的 。 我 們 或 許 要 說 ， 在 估

計 測 定 位 置 的 精 確 度 時 ， 不 但 要 考 慮 到 波 列 的

會 聚 性 而 且 要 考 慮 到 波 列 的 長 度 ， 因 為 在 有 限

照 射 時 間 內 粒 子 可 能 改 變 位 置 。 但 是 ， 因 為 有

關 波 長 的 精 確 知 識 在 上 述 估 計 中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所 以 可 以 理 解 ， 對 於 任 一 孔 徑 值 ， 波 列 永

遠 可 以 取 得 如 此 之 短 ， 以 致 比 起 由 於 顯 微 鏡 的

有 限 解 析 度 而 引 起 的 位 置 測 定 的 內 在 不 確 定 性

來 ， 粒 子 位 置 在 觀 察 時 間 內 的 改 變 是 可 以 忽 略

不 計 的 。 按 照 關 於 定 義 客 體 屬 性 的 可 能 性 的 上

述 考 慮 ， 如 果 所 考 慮 的 不 是 粒 子 對 輻 射 而 是 粒

子 和 其 他 物 質 粒 子 的 碰 撞 ， 那 麼 ， 在 關 於 一 個

粒 子 的 位 置 和 動 量 的 測 量 精 確 度 的 討 論 中 也 並

不 會 出 現 什 麼 不 同 結 果 。 在 這 兩 種 情 況 中 我 們

都 看 到 ， 所 涉 及 的 不 確 定 性 是 對 測 量 器 械 的 描

述 和 客 體 的 描 述 同 樣 都 有 影 響 的 。 事 實 上 ， 在

相 對 於 那 樣 一 個 座 標 而 言 的 個 體 行 為 的 描 述

中 ， 這 一 不 確 定 性 是 無 法 避 免 的 ， 該 坐 標 系 是

用 通 常 的 方 式 借 助 於 固 體 和 不 可 干 擾 的 時 鐘 固

定 下 來 的 。 可 以 看 出 ， 實 驗 裝 置 只 能 允 許 我 們

得 出 關 於 所 聯 繫 的 波 場 的 時 空 延 伸 度 的 結 論 。  

當 把 觀 察 追 溯 到 我 們 的 感 覺 時 ， 就 再 一 次

需 要 聯 繫 到 觀 察 器 械 的 感 知 問 題 來 考 慮 量 子 公

設 。 至 於 這 種 感 知 是 通 過 對 肉 眼 的 直 接 作 用 還

是 通 過 照 相 底 片 、 威 耳 孫 雲 室 之 類 的 適 當 輔 助

裝 置 來 實 現 ， 那 都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但 所 引 起 的

附 加 統 計 因 素 並 不 會 影 響 描 述 客 體 時 的 不 確 定

性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設 想 ， 在 把 什 麼 看 成 客 體 什

麼 看 成 觀 察 器 械 這 一 問 題 上 的 任 意 性 ， 或 許 會

導 致 完 全 避 免 這 一 不 確 定 性 的 可 能 。 例 如 ， 聯

繫 到 一 個 粒 子 的 位 置 的 測 量 問 題 ， 我 們 或 許 會

問 ： 是 否 可 以 根 據 觀 察 過 程 中 顯 微 鏡 包 括 光 源

和 照 相 底 片 在 內 的 動 量 改 變 的 測 量 並 利 用 守 恆

定 理 來 測 定 散 射 所 傳 遞 的 動 量 呢 ？ 但 考 察 證

明 ， 如 果 我 們 同 時 要 求 足 夠 精 確 地 知 道 顯 微 鏡

的 位 置 的 話 ， 這 樣 一 種 測 量 是 不 可 能 的 。 事 實

上 ， 根 據 在 物 質 波 的 理 論 中 得 到 的 表 達 那 些 經

驗 可 知 ， 一 個 物 體 的 重 心 位 置 和 它 的 總 動 量 ，

只 能 在 上 述 海 森 伯 關 係 式 所 確 定 的 反 比 精 確 度

的 範 圍 內 加 以 定 義。嚴 格 說 來，「 觀 測 」這 一 概

念 ， 是 包 括 在 因 果 時 空 描 述 方 式 中 的 。 但 由 於

上 述 海 森 伯 關 係 式 的 普 遍 性 ， 這 一 概 念 在 量 子

理 論 中 也 可 以 得 到 合 理 應 用 ， 只 要 將 該 關 係 式

所 表 示 的 不 確 定 性 考 慮 在 內 就 可 以 了 。 正 如 海

森 伯 所 指 出 的 ， 將 這 種 不 確 定 性 和 不 完 善 的 測

量 所 引 起 的 不 確 定 性 相 比 較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得

到 關 於 微 觀 原 子 現 象 的 量 子 理 論 描 述 的 一 個 很

有 意 義 的 例 證 ， 由 不 完 善 量 度 所 引 起 的 不 確 定

性 ， 是 在 自 然 現 象 的 通 常 描 述 中 被 認 為 本 來 就

包 含 在 任 何 觀 察 之 中 的 。 甚 至 在 宏 觀 現 象 的 情

況 下 ， 我 們 也 可 以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說 這 些 不 確 定

性 是 重 複 觀 察 所 引 起 的。但 是，在 宏 觀 理 論 中 ，

任 何 後 繼 的 觀 察 都 使 我 們 越 來 越 精 確 地 預 見 未

來 事 件 ， 因 為 這 種 觀 察 能 使 我 們 關 於 體 系 初 態

的 知 識 有 所 改 進 。 按 照 量 子 理 論 的 說 法 ， 體 系

和 測 量 器 械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是 存 在 的 ， 這 種 存

在 的 可 能 性 ， 意 味 著 每 一 次 觀 察 都 將 引 入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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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 不 可 控 制 的 要 素。玻 爾 寫 道：「 任 何 觀 察 的

進 行 ， 都 以 放 棄 現 象 的 過 去 進 程 和 未 來 進 程 之

間 的 聯 繫 為 其 代 價 。 如 上 所 述 ， 作 用 量 子 的 有

限 量 值 ， 使 我 們 完 全 無 法 在 現 象 和 觀 察 現 象 所

用 的 器 械 之 間 畫 一 明 確 分 界 線 ； 」 [13] 量 子 公

設 賦 予 「 觀 測 」 以 嶄 新 的 意 義 ， 它 給 哲 學 造 成

的 深 遠 影 響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觀 測 」的 極 限 是 不

確 定 性 ， 它 直 接 導 致 量 子 理 論 與 經 典 理 論 之 間

所 謂 「 互 補 性 」 的 參 與 和 互 動 。 而 哲 學 唯 光 論

則 賦 予 觀 測 的 「 相 互 作 用 」 以 一 種 新 的 哲 學 關

係 ：「 感 光 」 與 「 轉 換 光 」。  

第 三 ， 量 子 公 設 給 「 定 態 」 以 實 在 性 。 定

態 觀 念 是 量 子 公 設 的 一 種 典 型 應 用 。 這 一 觀 念

意 味 著 對 時 間 描 述 的 一 種 完 全 的 放 棄 。 正 是 這

種 放 棄 ， 形 成 原 子 能 量 的 單 義 定 義 的 必 要 條

件 。 嚴 格 說 來 ， 定 態 的 觀 念 要 涉 及 對 體 系 和 不

屬 於 體 系 的 那 些 個 體 的 一 切 相 互 作 用 的 排 除 。

這 樣 一 個 閉 合 體 系 是 和 一 個 特 定 能 量 值 相 聯 繫

的 ， 這 一 事 實 直 接 地 表 示 了 包 含 在 能 量 守 恆 定

理 中 的 因 果 要 求 。 這 種 情 況 支 援 關 於 定 態 的 超

力 學 穩 定 性 的 假 設 ， 按 照 這 一 假 設 ， 在 一 次 外

界 影 響 的 以 前 和 以 後 ， 原 子 永 遠 會 被 發 現 處 於

某 種 明 確 定 義 的 態 中 ， 而 這 一 假 設 就 形 成 在 有

關 原 子 結 構 的 問 題 中 應 用 量 子 公 設 的 基 礎 。 在

判 斷 這 一 假 設 給 碰 撞 反 應 和 輻 射 反 應 的 描 述 所

帶 來 的 眾 所 周 知 的 佯 謬 問 題 時 ， 重 要 的 是 要 考

慮 到 定 義 發 生 反 應 的 各 自 由 個 體 的 可 能 性 方 面

的 限 制 ， 這 些 限 制 用 上 述 海 森 伯 關 係 式（ 2）來

表 示 。 事 實 上 ， 如 果 反 應 個 體 的 能 量 的 定 義 需

要 精 確 到 使 我 們 能 夠 談 論 反 應 中 的 能 量 守 恆 的

地 步 ， 那 麼 ， 按 照 這 一 關 係 式 ， 就 必 須 賦 予 該

反 應 一 段 遠 大 於 和 躍 遷 過 程 相 聯 繫 的 振 動 週 期

的 時 間 ， 而 且 這 段 時 間 是 按 照 構 成 光 量 子 和 物

質 粒 子 波 動 理 論 的 關 係 式 [14] 來 和 定 態 之 間 的

能 量 差 相 聯 繫 的 。 在 波 動 表 像 中 ， 反 應 時 間 是

和 關 於 碰 撞 粒 子 能 量 的 知 識 精 確 性 直 接 聯 繫 著

的 ， 因 此 也 就 絕 不 會 有 和 守 恆 定 律 發 生 矛 盾 的

可 能 。 聯 繫 到 關 於 這 種 「 佯 謬 」 問 題 的 討 論 ，

堪 貝 耳 [15] 提 出 了 一 種 觀 點 ： 時 間 觀 念 本 身 ，

在 性 質 上 可 能 本 來 就 是 統 計 性 的 。 但 按 照 玻 爾

的 觀 點 ， 時 空 描 述 的 基 礎 是 由 自 由 個 體 這 一 抽

象 來 提 供 ， 時 間 和 空 間 之 間 的 一 種 根 本 性 的 區

別 似 乎 是 要 被 相 對 性 要 求 所 排 除 的 。 在 和 定 態

有 關 的 問 題 中 ， 時 間 的 特 殊 地 位 來 自 這 種 問 題

特 性 。 總 之 ， 定 態 的 概 念 和 個 體 躍 遷 過 程 的 概

念 ， 在 自 己 的 確 切 適 用 範 圍 之 內 是 和 個 體 粒 子

這 一 概 念 本 身 具 有 同 樣 的 實 在 性 的 。 定 態 的 實

在 性 是 建 立 在 下 述 假 設 的 一 個 簡 單 推 論 ： 一 個

自 由 電 子 出 現 的 幾 率 ， 用 和 波 場 相 聯 繫 的 電 子

密 度 來 表 示 ； 一 個 光 量 子 出 現 的 幾 率 ， 用 輻 射

的 能 量 密 度 來 表 示 ； 這 兩 種 表 示 方 式 是 相 似

的 。 這 看 起 來 是 對 上 述 佯 謬 的 一 個 量 子 論 的 詮

釋 。 定 態 的 實 在 性 直 接 導 致 在 哲 學 中 引 進 新 的

物 質 概 念 ， 哲 學 唯 光 論 據 此 大 膽 假 設 ， 執 兩 用

中 的 「 光 」 就 是 這 樣 一 種 具 有 「 定 態 」 實 在 性

質 的 哲 學 形 態 的 物 質 新 概 念 。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以

及 上 面 所 談 到 的 量 子 公 設 所 帶 來 的 新 問 題 稍 後

我 們 要 專 題 討 論 。  

二、光與生命活動的關係 

玻 爾 於 1929 年 在 斯 堪 底 納 維 亞 自 然 科 學

家 會 議 上 發 表 的 演 講 最 後 提 了 這 樣 一 個 問 題 ：

我 們 關 於 原 子 現 象 的 知 識 的 最 近 發 展 ， 可 以 給

關 於 生 命 機 體 的 問 題 帶 來 什 麼 樣 的 光 明 ？ 雖 然

現 在 還 不 可 能 對 這 一 問 題 做 一 種 詳 盡 無 遺 的 回

答，但 是，「 我 們 或 許 已 經 可 以 窺 見 生 命 機 體 問

題 和 量 子 理 論 思 想 之 間 的 某 種 聯 繫 了。」「 生 命

機 體 相 當 廣 泛 地 給 我 們 提 出 一 些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屬 於 我 們 的 形 象 化 知 覺 形 式 範 圍 之 內 ， 並 且

曾 經 形 成 了 物 理 觀 點 和 化 學 觀 點 的 一 個 有 成 果

的 適 用 領 域 。 而 且 我 們 也 看 不 到 這 些 觀 點 的 適

用 性 的 任 何 直 接 的 極 限。」「 在 更 加 深 奧 的 生 物

學 問 題 中 ， 我 們 所 關 心 的 是 機 體 反 應 外 界 刺 激

時 的 自 由 和 適 應 能 力 ， 而 對 於 這 種 問 題 來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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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就 必 須 期 待 發 現 這 樣 一 件 事 實 ： 更 大 範 圍

的 聯 繫 的 認 知 ， 將 要 求 我 們 把 一 些 條 件 考 慮 在

內 ， 這 些 條 件 和 在 原 子 現 象 的 情 況 下 確 定 著 因

果 描 述 方 式 的 界 限 的 那 些 條 件 相 同 。 此 外 ， 就

我 們 所 知 ， 意 識 是 和 生 命 不 可 分 割 地 聯 繫 著

的 ， 而 這 一 事 實 就 應 該 使 我 們 準 備 發 現 這 樣 一

種 情 況 ： 生 和 死 之 間 的 區 別 問 題 ， 本 身 就 是 不

能 用 言 詞 的 通 常 意 義 來 概 括 的 。 一 個 物 理 學 家

竟 然 接 觸 到 這 樣 一 些 問 題 ， 這 或 許 可 以 用 一 個

理 由 來 進 行 辯 護，那 就 是，物 理 學 中 的 新 形 勢 ，

曾 經 如 此 有 力 地 提 醒 我 們 想 到 一 條 古 老 的 真

理：在 偉 大 的 存 在 戲 劇（ drama of  exis tence）中 ，

我 們 既 是 觀 眾 又 是 演 員 。 」 [16] 

在 玻 爾 哲 學 文 選 的 《 光 和 生 命 》 一 篇 中 ，

玻 爾 接 觸 到 同 樣 問 題 ： 在 較 狹 窄 的 物 理 學 領 域

中 得 到 的 結 果 ， 可 以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影 響 我 們 對

於 生 物 在 自 然 科 學 大 廈 中 所 占 地 位 的 看 法 ？ 儘

管 生 命 之 謎 有 著 很 微 妙 的 性 質 ， 這 一 問 題 卻 在

科 學 發 展 的 每 一 階 段 都 出 現 過 。 科 學 解 釋 的 本

義 ， 就 在 於 將 比 較 複 雜 的 現 象 分 析 為 比 較 簡 單

的 現 象 。 二 十 世 紀 初 ， 對 自 然 現 象 進 行 力 學 描

述 的 根 本 局 限 性 ， 由 量 子 理 論 的 迅 猛 發 展 深 刻

地 揭 示 出 來 ， 這 一 發 展 恰 恰 起 源 於 光 和 物 體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的 深 入 研 究 。 這 種 相 互 作 用 表 現

了 一 些 特 色 ， 它 們 不 滿 足 一 向 認 為 一 種 物 理 解

釋 所 必 須 滿 足 的 要 求 。 物 理 學 家 為 了 掌 握 這 一

情 況 而 作 的 努 力 ， 在 某 些 方 面 頗 像 生 物 學 家 向

來 直 覺 地 對 生 命 特 徵 所 抱 的 態 度 。 玻 爾 強 調

說 ， 只 有 在 這 種 形 式 的 方 面 ， 光 和 生 命 才 顯 現

一 種 類 似 性。「 光，這 或 許 是 一 切 物 理 現 象 中 最

不 複 雜 的 一 種 ； 生 命 ， 它 卻 表 現 著 一 種 科 學 分

析 所 難 以 捉 摸 的 多 樣 性 。 」 [17] 

按 照 物 理 學 的 觀 點 ， 光 被 定 義 為 在 隔 著 一

個 距 離 的 物 體 間 進 行 的 能 量 傳 遞 。 這 種 效 應 在

電 磁 理 論 中 得 到 了 一 種 簡 單 解 釋 ， 而 電 磁 理 論

則 可 以 看 成 是 為 了 緩 和 超 距 作 用 與 近 距 作 用 之

間 的 矛 盾 而 對 經 典 力 學 作 出 的 一 種 合 理 的 引

申 。 按 照 這 種 理 論 ， 光 被 描 述 為 耦 合 著 的 電 振

盪 和 磁 振 盪 ， 它 和 通 常 的 無 線 電 波 之 間 的 區

別 ， 只 在 於 振 盪 頻 率 較 高 和 波 長 較 短 而 已 。 光

的 傳 播 是 直 線 的 。 當 用 肉 眼 或 儀 器 來 確 定 物 體

位 置 時 ， 就 是 以 這 種 直 線 傳 播 為 根 據 的 。 而 事

實 上 ， 光 的 直 線 傳 播 完 全 依 賴 於 光 的 波 長 遠 小

於 所 涉 及 的 物 體 線 度 及 儀 器 線 度 這 一 事 實 。 同

時 ， 光 傳 播 中 的 波 動 特 點 ， 不 但 是 我 們 說 明 色

現 象 的 基 礎 ， 而 且 它 對 於 光 學 現 象 的 任 何 精 密

分 析 來 說 都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在 光 譜 學 中 ， 色 現

象 提 供 了 有 關 物 質 結 構 的 十 分 重 要 的 證 據 。  

如 眾 所 知 ， 由 於 在 能 量 傳 遞 的 機 構 中 發 現

了 原 子 性 的 基 本 特 色 ， 而 且 從 電 磁 理 論 的 觀 點

看 來 這 種 原 子 性 十 分 難 以 理 解 ， 因 此 ， 一 個 世

紀 以 來，光 的 本 性 問 題 又 被 舊 話 重 提。事 實 上 ，

任 何 的 光 能 傳 遞 過 程 都 可 以 追 溯 到 一 些 個 體 過

程，在 每 個 個 體 過 程 中，有 一 個 光 量 子 被 交 換 。

光 量 子 的 能 量 ， 等 於 電 磁 振 盪 頻 率 和 普 識 作 用

量 子 [18] 的 乘 積 。 在 光 效 應 的 原 子 性 和 電 磁 理

論 中 能 量 傳 遞 的 連 續 性 之 間 ， 存 在 著 明 顯 的 矛

盾 ， 這 種 矛 盾 給 我 們 提 出 了 一 個 兩 難 推 論 ， 它

是 物 理 學 中 前 所 未 有 的 。 儘 管 光 傳 播 的 波 動 圖

景 不 夠 完 備 ， 但 卻 絕 不 存 在 把 它 換 成 某 種 以 普

通 力 學 概 念 為 基 礎 的 其 他 圖 景 的 可 能 性 。 特 別

應 該 強 調 的 是 ， 光 量 子 不 能 被 看 成 可 以 具 有 通

常 力 學 意 義 下 的 確 定 軌 道 的 一 種 粒 子 。 在 雙 縫

實 驗 中 ， 如 果 我 們 只 允 許 光 從 一 個 縫 隙 進 行 傳

播 ， 那 麼 ， 干 涉 圖 樣 就 會 完 全 消 失 。 同 樣 ， 在

重 視 光 的 波 動 結 構 的 任 何 現 象 中 ， 要 想 追 尋 個

別 光 量 子 的 路 徑 而 不 致 嚴 重 地 擾 亂 所 研 究 的 現

象 ，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 正 是 這 種 情 況 迫 使 我 們 完

全 放 棄 光 現 象 的 因 果 關 係 的 說 明 ， 並 迫 使 我 們

滿 足 幾 率 規 律 。 這 些 規 律 所 根 據 的 事 實 是 ， 能

量 傳 遞 的 電 磁 描 述 ， 在 統 計 意 義 上 是 正 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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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用 量 子 所 表 示 的 經 典 力 學 的 界 限 ， 曾 經

給 我 們 提 供 了 理 解 原 子 內 在 穩 定 性 的 一 個 線

索 ， 自 然 現 象 的 力 學 描 述 ， 就 是 以 這 種 穩 定 性

為 其 根 本 依 據 的 。 當 然 ， 原 子 的 不 可 分 性 無 法

用 力 學 術 語 來 理 解 ， 這 從 來 就 是 原 子 理 論 內 的

基 本 特 徵 ， 真 正 這 種 不 可 分 性 被 組 成 原 子 及 分

子 的 基 本 帶 電 粒 子 — — 電 子 和 質 子 — — 的 不 可

分 性 所 代 替 以 後 ， 這 種 情 況 實 際 上 也 並 未 改

變 。 玻 爾 說 ， 我 們 所 要 涉 及 的 問 題 ， 不 是 這 些

基 本 粒 子 的 內 在 穩 定 性 ， 而 是 由 它 們 組 成 的 原

子 結 構 的 內 在 穩 定 性 問 題 。 如 果 我 們 從 力 學 觀

點 或 電 磁 理 論 觀 點 來 處 理 這 一 問 題 ， 我 們 就 找

不 到 充 分 根 據 來 說 明 各 元 素 的 特 殊 屬 性 ， 甚 至

找 不 到 充 分 根 據 來 說 明 剛 體 的 存 在 — — 我 們 用

來 在 時 間 和 空 間 中 整 理 各 種 現 象 的 一 切 測 量 ，

歸 根 到 底 是 依 賴 於 剛 體 的 存 在 的 。 這 些 困 難 ，

現 在 被 一 種 新 的 認 識 所 克 服 了 ， 人 們 認 識 到 ，

一 個 原 子 的 任 何 一 次 確 定 的 變 化 ， 都 是 一 個 單

獨 的 過 程 ， 代 表 著 原 子 從 它 的 一 個 所 謂 定 態 到

另 一 個 所 謂 定 態 的 完 整 躍 遷 。 而 且 ， 既 然 在 原

子 發 射 光 或 吸 收 光 的 躍 遷 過 程 中 恰 恰 有 一 個 光

量 子 被 發 射 或 被 吸 收 ， 那 麼 ， 通 過 光 譜 學 的 觀

察 ， 我 們 就 能 直 接 測 定 每 一 個 定 態 的 能 量 。 通

過 研 究 原 子 碰 撞 中 及 化 學 反 應 中 的 能 量 交 換 ，

也 能 得 到 相 同 的 結 果 。  

生 物 機 體 在 一 般 物 理 經 驗 中 的 地 位 問 題 ，

有 史 以 來 一 直 吸 引 著 科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的 注 意

力 。 亞 里 斯 多 德 就 曾 認 識 到 ， 機 體 的 不 可 分 割

性 ， 對 物 質 的 有 限 可 分 性 的 假 設 是 一 種 根 本 性

的 困 難 。 在 這 種 假 設 中 ， 原 子 論 學 派 企 圖 找 到

理 解 在 自 然 界 起 著 統 治 作 用 的 秩 序 。 儘 管 物 理

現 象 是 形 形 色 色 的 ， 但 秩 序 總 還 是 有 的 。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相 反 ， 盧 克 萊 修 總 結 了 原 子 論 的 論

證 ， 他 把 從 種 子 到 一 棵 植 物 的 成 長 ， 解 釋 為 某

種 基 元 結 構 在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持 久 性 的 證 據 。 這

種 考 慮 特 別 突 出 地 使 人 聯 想 到 現 代 實 驗 遺 傳 學

中 的 處 理 方 式 。 經 典 力 學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發

展 及 其 後 來 對 熱 力 學 定 律 之 原 子 論 詮 釋 的 富 有

成 果 的 應 用 ， 在 機 體 的 複 雜 結 構 和 複 雜 機 能 中

的 秩 序 的 保 持 方 面 ， 就 常 常 表 露 出 一 些 不 可 克

服 的 困 難 。 然 而 ， 二 十 世 紀 第 一 年 作 用 量 子 的

發 現 ， 卻 給 對 待 這 種 問 題 的 態 度 創 造 了 新 的 背

景 。 這 一 發 現 揭 示 了 原 子 過 程 中 的 一 種 整 體 性

特 點 ， 遠 遠 超 出 了 物 質 有 限 可 分 性 的 古 代 學

說 。 事 實 上 ， 這 一 發 現 給 原 子 體 系 及 分 子 體 系

的 驚 人 穩 定 性 提 供 了 線 索 ， 而 構 成 我 們 的 工 具

乃 至 我 們 的 身 體 的 那 些 物 質 的 屬 性 ， 歸 根 結 底

是 依 賴 於 這 種 穩 定 性 的 。  

在 經 典 物 理 學 中 ， 我 們 假 設 現 象 可 以 無 限

地 分 割 ， 特 別 是 測 量 儀 器 和 所 考 察 客 體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 是 可 以 忽 略 的 或 者 無 論 如 何 是 可 以

補 償 掉 的 。 然 而 ， 普 適 作 用 量 子 所 表 示 的 原 子

過 程 的 不 可 分 性 這 一 特 色 卻 意 味 著 ， 在 量 子 物

理 學 中 ， 這 一 相 互 作 用 是 現 象 的 一 個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如 果 儀 器 應 該 起 到 確 定 實 驗 裝 置 和 記

錄 觀 測 結 果 的 作 用 ， 這 一 相 互 作 用 就 是 不 能 分

別 開 來 加 以 說 明 的 。 這 種 記 錄 ， 例 如 照 相 底 片

上 由 電 子 撞 擊 而 造 成 的 斑 點 ， 本 質 上 涉 及 一 些

不 可 逆 過 程 。 這 一 情 況 並 不 給 實 驗 的 詮 釋 帶 來

特 殊 的 困 難 ， 而 是 強 調 了 觀 察 概 念 本 身 在 原 理

上 就 已 蘊 涵 著 的 那 種 不 可 逆 性 。  

在 同 一 明 確 定 義 的 實 驗 裝 置 中 ， 我 們 會 得

到 不 同 的 個 體 過 程 的 記 錄 。 這 一 事 實 也 就 使 我

們 對 量 子 現 象 應 用 統 計 說 明 成 為 不 可 缺 少 的 ，

這 就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計 算 原 子 定 態 能 量 及 計 算 躍

遷 過 程 幾 率 的 適 當 方 法 ， 於 是 就 使 我 們 對 原 子

屬 性 所 做 的 說 明 ， 變 得 像 利 用 牛 頓 力 學 來 對 天

文 經 驗 所 做 的 標 示 一 樣 可 以 理 解 了 。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不 可 能 將 在 不 同 實 驗 裝 置 下 觀 察 到 的

現 象 結 合 成 一 個 單 一 的 經 典 圖 景 ， 這 種 不 可 能

性 就 意 味 著 ， 這 些 表 觀 上 矛 盾 的 現 象 必 須 被 認

為 是 互 補 的 。 在 定 態 概 念 的 無 歧 義 應 用 和 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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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在 運 動 的 力 學 分 析 之 間 ， 存 在 著 一 種 互 補 關

係 ， 就 如 同 光 量 子 和 輻 射 的 電 磁 理 論 之 間 的 互

補 關 係 一 樣 。 事 實 上 ， 追 索 躍 遷 過 程 之 細 緻 歷

程 的 任 何 企 圖 ， 都 將 涉 及 原 子 和 測 量 儀 器 之 間

的 一 種 不 可 控 制 的 能 量 交 換 ， 這 種 能 量 交 換 將

完 全 打 亂 我 們 所 要 研 究 的 能 量 平 衡 。 只 有 在 所

涉 及 的 作 用 量 遠 遠 大 於 一 個 作 用 量 子 從 而 可 以

把 現 象 劃 分 得 更 細 的 情 況 下 ， 才 能 夠 對 經 驗 進

行 因 果 性 的 力 學 描 述 。 如 果 這 個 條 件 不 能 滿

足 ， 那 麼 測 量 儀 器 對 所 研 究 客 體 的 作 用 就 不 能

被 忽 視 ， 而 這 種 作 用 就 會 在 作 通 常 形 式 的 完 備

力 學 描 述 時 所 需 的 各 種 報 導 之 間 引 起 互 斥 性 。

這 種 原 子 現 象 的 力 學 分 析 所 具 有 的 表 觀 不 完 備

性 ， 歸 根 結 底 是 起 源 於 忽 視 了 任 何 測 量 過 程 中

都 固 有 的 客 體 對 測 量 儀 器 的 反 作 用 。 正 如 相 對

性 這 一 普 遍 概 念 表 明 任 何 現 象 都 和 用 來 在 時

間 、 空 間 中 標 示 它 的 參 照 系 有 著 本 質 聯 繫 一

樣 ， 互 補 性 這 一 概 念 也 可 以 用 來 表 示 原 子 物 理

學 中 所 遇 到 的 根 本 界 限 ： 現 象 的 客 觀 存 在 和 觀

察 它 們 的 方 法 有 關 。 按 照 玻 爾 的 意 思 ， 互 補 的

意 義 在 於 ， 把 這 些 現 象 匯 總 起 來 ， 它 們 就 將 關

於 原 子 客 體 的 一 切 明 確 定 義 的 知 識 包 容 在 內 。  

互 補 性 對 力 學 基 礎 的 這 一 修 正 ， 一 直 擴 展

到 物 理 解 釋 這 一 概 念 本 身 。 這 一 修 正 ， 不 但 對

於 充 分 理 解 原 子 理 論 的 現 狀 來 說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而 且 它 也 提 供 了 一 種 按 照 和 物 理 學 的 關 係

來 討 論 生 命 問 題 的 新 背 景 。 正 是 這 種 互 補 性 的

描 述 方 式 為 原 子 過 程 中 的 規 律 性 留 下 了 餘 地 。

這 種 規 律 性 是 力 學 中 所 沒 有 的 ， 但 在 我 們 說 明

生 命 機 體 的 行 為 和 無 機 物 質 的 特 性 時 都 是 同 等

重 要 的 。 例 如 ， 在 植 物 的 碳 素 同 化 過 程 中 — —

動 物 的 營 養 也 大 量 依 賴 於 這 個 過 程 — — 我 們 遇

到 的 是 這 樣 一 種 現 象 ， 在 理 解 該 現 象 時 ， 光 化

學 過 程 的 特 殊 性 顯 然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同 樣 ， 原

子 結 構 的 非 力 學 的 穩 定 性 也 突 出 表 現 在 葉 綠 素

或 血 紅 蛋 白 這 一 類 高 度 複 雜 化 合 物 的 特 性 中 ，

而 葉 綠 素 及 血 紅 蛋 白 在 植 物 的 同 化 及 動 物 的 呼

吸 中 是 起 著 根 本 作 用 的 。 但 是 ， 玻 爾 說 ， 比 起

認 為 生 物 和 鐘 錶 之 類 的 純 機 械 裝 置 相 類 似 的 那

種 看 法 來 ， 從 一 般 化 學 經 驗 得 來 的 類 似 性 — —

例 如 古 代 人 們 把 生 命 和 火 相 比 擬 的 作 法 — — 並

不 能 提 出 有 關 生 命 機 體 的 更 加 令 人 滿 意 的 解

釋 。 事 實 上 ， 生 物 的 主 要 特 徵 必 須 到 一 種 奇 特

的 有 機 體 中 去 找 ， 在 這 種 有 機 體 中 ， 可 以 用 普

通 力 學 來 加 以 分 析 的 一 些 特 點 和 典 型 的 原 子 論

的 特 點 結 合 在 一 起 ， 其 交 織 程 度 是 無 生 命 物 質

中 的 交 織 程 度 所 無 法 比 擬 的 。  

關 於 這 種 有 機 體 的 發 展 程 度 ， 眼 的 構 造 和

機 能 揭 示 了 作 為 一 種 光 學 儀 器 的 理 想 屬 性 。 不

可 避 免 的 干 涉 效 應 對 成 像 所 加 的 限 制 ， 實 際 上

是 和 一 些 網 膜 分 區 的 大 小 相 一 致 的 ， 這 些 網 膜

分 區 各 自 有 其 獨 立 的 神 經 與 腦 部 相 聯 。 每 一 網

膜 分 區 吸 收 單 獨 一 個 光 量 子 就 能 造 成 視 覺 印

象 ， 眼 的 靈 敏 度 可 以 說 已 經 達 到 了 光 過 程 的 原

子 性 所 規 定 的 極 限 。 眼 的 效 率 實 際 上 和 下 述 裝

置 中 所 得 到 的 效 率 相 同 ： 把 一 個 良 好 的 望 遠 鏡

或 顯 微 鏡 和 一 個 適 當 的 放 大 器 連 接 起 來 ， 使 得

每 一 個 單 獨 過 程 都 可 以 被 觀 察 到 。 利 用 這 樣 的

儀 器 可 以 大 大 地 增 強 我 們 的 觀 察 能 力 ， 但 是 ，

由 於 受 到 光 現 象 的 基 本 性 質 的 限 制 ， 比 眼 更 有

效 地 適 應 其 本 身 目 的 的 儀 器 是 不 可 設 想 的 。 物

理 學 的 最 近 發 展 ， 使 我 們 認 識 到 ， 與 眼 的 這 種

理 想 精 密 性 相 比 ， 其 他 的 器 官 ， 不 論 是 用 來 從

環 境 接 受 資 訊 的 還 是 用 來 對 感 覺 發 生 反 應 的 ，

也 都 會 對 其 本 身 目 的 顯 示 同 樣 的 適 應 性 。 而

且 ， 在 這 些 器 官 中 ， 用 作 用 量 子 來 表 示 的 那 種

個 體 性 的 特 點 ， 也 會 在 和 某 種 放 大 機 構 的 關 係

方 面 顯 示 出 具 有 決 定 意 義 的 重 要 性 。 在 眼 中 追

索 這 種 極 限 是 可 能 的 ， 而 在 任 何 其 他 器 官 中 則

迄 今 為 止 是 不 可 能 的 。 其 所 以 如 此 ， 是 由 於 光

現 象 的 極 端 簡 單 性 而 已 。  

認 識 到 原 子 論 特 色 在 生 命 機 體 的 機 構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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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本 重 要 性 ， 還 不 足 以 得 到 有 關 生 物 學 現 象 的

概 括 解 釋 。 在 我 們 根 據 物 理 經 驗 而 對 生 命 有 所

理 解 之 前 ， 是 不 是 在 自 然 現 象 的 分 析 中 還 缺 少

某 些 基 本 的 要 素 呢 ？ 儘 管 千 變 萬 化 的 生 物 學 現

象 實 際 上 是 不 可 窮 盡 的 ， 但 是 ， 如 果 不 對 「 物

理 解 釋 」 所 應 有 的 含 義 進 行 比 作 用 量 子 這 一 發

現 所 要 求 的 更 為 深 入 的 檢 驗 ， 那 麼 上 述 問 題 的

答 案 就 是 無 法 得 出 的 。 一 方 面 ， 在 生 理 學 研 究

中 經 常 出 現 的 那 些 和 無 機 物 質 的 特 色 如 此 不 同

的 奇 妙 特 色 ， 曾 經 把 生 物 學 家 引 向 一 個 信 念 ，

認 為 不 可 能 按 照 純 物 理 的 概 念 來 正 確 理 解 生 命

的 重 要 特 點 ； 另 一 方 面 ， 設 想 有 一 種 奇 特 的 、

物 理 學 所 不 知 道 的「 生 命 力 」控 制 著 有 機 生 命 ，

也 很 難 使 所 謂 活 力 論 的 觀 點 得 到 清 晰 的 表 達 。

根 據 牛 頓 的 說 法 ， 科 學 的 終 極 基 礎 ， 就 是 關 於

大 自 然 將 在 相 同 條 件 下 顯 示 相 同 效 應 的 預 期 。

如 果 我 們 竟 然 能 夠 把 關 於 生 命 機 體 的 機 構 的 分

析 推 進 到 原 子 現 象 的 分 析 的 地 步 ， 我 們 就 不 應

該 期 望 找 到 無 機 物 質 所 沒 有 的 任 何 特 點 。 在 這

個 兩 難 推 論 中 ， 我 們 必 須 記 住 ， 生 物 學 研 究 的

條 件 和 物 理 學 研 究 的 條 件 是 不 能 直 接 相 比 的 ，

因 為 保 持 研 究 物 件 活 命 的 必 要 前 提 對 前 一 種 研

究 加 了 一 種 限 制 ， 這 種 限 制 在 物 理 學 中 找 不 到

它 的 對 應 。 在 有 關 生 命 機 體 的 每 一 實 驗 中 ， 必

然 要 在 各 機 體 所 具 有 的 物 理 條 件 方 面 留 下 某 種

不 確 定 性 。 而 這 就 等 於 說 ， 我 們 必 須 留 給 機 體

的 最 小 自 由 ， 則 剛 好 大 到 足 以 使 該 機 體 對 我 們

「 保 守 其 最 後 秘 密 」 的 地 步 。 生 命 的 存 在 ， 恰

恰 應 該 被 認 為 是 生 物 學 中 的 一 種 基 本 事 實 ， 就

如 同 作 用 量 子 的 存 在 應 該 被 認 為 是 原 子 物 理 學

中 不 能 從 通 常 的 機 械 物 理 學 推 出 的 基 本 事 實 一

樣 。 事 實 上 ， 原 子 穩 定 性 在 本 質 上 不 能 用 力 學

來 加 以 分 析 ， 作 為 生 命 之 特 徵 的 那 些 奇 特 機 能

也 不 能 用 物 理 學 或 化 學 來 加 以 解 釋 ， 而 在 這 種

不 可 分 析 性 和 不 可 解 釋 性 之 間 是 存 在 著 一 種 切

近 的 類 似 性 的 。  

在 原 子 物 理 學 和 生 物 學 中 ， 問 題 表 現 著 一

些 本 質 上 不 同 的 方 面 。 在 原 子 物 理 學 領 域 中 ，

我 們 的 興 趣 主 要 在 於 物 質 在 最 簡 單 形 態 下 的 行

動 ； 而 在 生 物 學 領 域 中 ， 我 們 所 考 慮 的 物 質 體

系 的 複 雜 性 卻 帶 有 一 種 根 本 不 同 的 性 質 ， 因 為

即 使 是 最 原 始 的 機 體 也 包 含 著 很 多 很 多 個 原

子 。 普 通 力 學 的 廣 闊 適 用 範 圍 ， 包 括 對 原 子 物

理 學 中 所 用 儀 器 的 說 明 在 內 ， 根 據 的 是 這 樣 一

種 可 能 性 ： 當 我 們 處 理 包 含 很 多 很 多 原 子 的 物

體 時 ， 可 以 充 分 地 忽 視 作 用 量 子 所 規 定 的 描 述

中 的 互 補 性 。 儘 管 原 子 論 特 色 有 著 本 質 上 的 重

要 性 ， 但 是 ， 作 為 生 物 學 研 究 的 特 點 的 ， 卻 是

另 一 事 實 ： 我 們 永 遠 不 能 把 任 一 單 獨 原 子 所 在

的 外 界 條 件 ， 控 制 得 像 原 子 物 理 學 中 基 本 實 驗

的 條 件 那 樣 細 緻 。 事 實 上 ， 我 們 甚 至 不 能 說 出

哪 些 特 定 原 子 是 確 實 屬 於 某 一 生 命 機 體 的 。 因

為 任 何 一 種 生 理 機 能 都 伴 隨 著 一 種 物 質 交 換 過

程 ， 通 過 這 種 過 程 ， 一 些 原 子 經 常 在 組 成 生 物

的 有 機 體 中 進 進 出 出 。 事 實 上 ， 這 種 物 質 交 換

過 程 在 一 個 生 物 機 體 的 所 有 部 分 中 擴 展 到 這 樣

一 種 程 度 ， 以 至 於 我 們 不 能 在 原 子 規 模 下 明 確

區 分 生 物 機 構 的 兩 種 特 點 ： 一 種 是 可 以 用 普 通

力 學 來 加 以 無 歧 義 說 明 的 ， 另 一 種 是 肯 定 需 要

考 慮 到 作 用 量 子 的 。 物 理 學 研 究 和 生 物 學 研 究

之 間 的 這 一 根 本 區 別 ， 意 味 著 不 能 給 物 理 概 念

對 生 命 問 題 的 適 用 性 定 出 一 個 明 確 的 界 限 ， 來

和 因 果 性 力 學 描 述 領 域 及 原 子 力 學 中 的 真 正 量

子 現 象 之 間 的 界 限 相 對 應 。 上 述 類 似 性 的 這 種

表 觀 局 限 性 ， 其 根 源 一 直 深 入 到 生 命 和 力 學 這

些 名 詞 的 定 義 ， 這 種 定 義 歸 根 結 底 是 公 約 性

的 。 一 方 面 ， 如 果 我 們 不 來 分 辨 生 命 機 體 和 無

生 命 物 體 ， 而 把 生 命 概 念 引 申 到 一 切 自 然 現 象

中 去 ， 那 麼 生 物 學 中 的 物 理 學 界 限 問 題 就 不 再

有 任 何 意 義 ；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我 們 按 照 日 常 語

言 把 力 學 一 詞 理 解 為 自 然 現 象 的 無 歧 義 的 因 果

描 述 ， 那 麼 像 原 子 力 學 這 樣 一 個 名 詞 也 就 沒 有

什 麼 意 義 了 。 我 們 所 考 慮 的 類 似 性 ， 其 要 素 也

就 在 於 兩 種 事 物 之 間 的 明 顯 互 斥 性 ： 一 方 面 是

個 體 的 自 我 保 存 和 自 我 繁 殖 這 一 類 典 型 的 生 命

特 點 ； 另 一 方 面 是 任 何 物 理 分 析 所 必 需 的 可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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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由 於 存 在 這 種 本 質 上 的 互 補 特 點 ， 力 學 分

析 中 所 沒 有 的 目 的 概 念 ， 反 而 在 生 物 學 中 找 到

了 一 定 的 用 武 之 地 。 在 這 種 意 義 上 ， 目 的 論 的

論 證 可 以 認 為 是 生 理 學 描 述 中 的 合 法 特 色 。 這

種 論 證 照 顧 到 生 命 的 特 徵 ， 就 像 原 子 物 理 學 中

的 對 應 論 證 照 顧 到 作 用 量 子 一 樣 。  

當 我 們 從 生 物 學 轉 到 心 理 學 領 域 裏 ， 卻 又

是 一 番 別 有 洞 天 的 景 象 。 事 實 上 ， 在 心 理 經 驗

中 ， 我 們 不 可 能 區 分 現 象 本 身 及 現 象 的 感 知 。

前 面 我 們 曾 提 到 ， 在 原 子 力 學 中 必 須 考 慮 測 量

儀 器 和 所 研 究 客 體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 這 種 必 要

性 和 心 理 分 析 中 的 一 些 奇 特 現 象 很 類 似 ， 這 些

奇 特 現 象 起 源 於 這 樣 一 件 事 實 ： 當 我 們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于 心 理 內 容 的 任 一 特 殊 方 面 時 ， 心 理 內

容 本 身 就 必 然 發 生 改 變 。 這 種 類 似 性 為 心 理 -

物 理 平 行 論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闡 釋。在「 光 和 生 命 」

一 文 中 ， 玻 爾 強 調 說 ， 這 裏 所 談 論 的 對 這 種 性

質 的 考 慮 ， 是 和 那 種 想 要 在 原 子 現 象 的 統 計 描

述 中 尋 找 對 物 質 行 為 加 以 精 神 影 響 的 可 能 性 的

任 何 企 圖「 完 全 相 反 的 」。某 一 原 子 過 程 在 身 體

中 發 生 的 幾 率 可 能 受 到 意 志 的 直 接 影 響 — — 這

種 看 法「 不 可 能 有 什 麼 明 確 意 義 」。但 在 三 十 年

後 的「 再 論 光 和 生 命 」中，他 的 觀 念 有 所 改 變 。

他 說，「 我 願 意 簡 單 地 提 到 和 生 命 有 關 的 所 謂 精

神 經 驗 所 可 能 提 供 的 生 物 學 知 識 來 源 。 我 幾 乎

用 不 著 強 調 ， 意 識 一 詞 是 出 現 于 一 種 行 為 的 描

述 中 的 ， 那 種 行 為 如 此 複 雜 ， 以 致 它 的 傳 達 蘊

涵 著 關 於 個 體 性 機 體 對 自 己 的 認 知 的 問 題 。 而

且 ， 例 如 思 想 和 情 感 之 類 的 字 眼 都 涉 及 互 斥 的

經 驗 ， 因 此 ， 自 從 人 類 語 言 剛 剛 起 源 時 起 ， 這

些 字 眼 就 已 經 是 以 一 種 典 型 的 互 補 方 式 被 應 用

著 了 。 當 然 ， 在 客 觀 的 物 理 描 述 中 並 不 涉 及 觀

察 著 的 主 體 ， 而 在 談 到 意 識 經 驗 時 我 們 卻 說

‘ 我 想 ’ 和 ‘ 我 感 到 ’ 。 但 是 ， 這 和 量 子 物 理

學 中 將 實 驗 裝 置 之 一 切 重 要 特 點 全 都 考 慮 在 內

的 要 求 頗 為 類 似 ， 這 種 類 似 性 是 由 我 們 聯 繫 在

代 名 詞 上 的 不 同 動 詞 來 反 映 的。」[19]在 這 裏 ，

玻 爾 著 重 強 調 了 測 量 儀 器 和 所 考 察 客 體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的 不 可 逆 性 與 意 識 的 不 可 逆 性 的 類 似

性 。 我 們 所 曾 意 識 到 的 任 一 事 物 都 會 被 記 住 ，

這 一 事 實 指 示 著 該 事 物 會 在 機 體 中 留 下 永 久 性

的 記 號 。 例 如 ， 我 們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不 會 意 識 到

我 們 的 呼 吸 和 心 跳 ， 而 且 也 幾 乎 不 會 注 意 到 當

我 們 運 動 四 肢 時 的 肌 肉 動 作 和 骨 骼 動 作 。 然 而

當 接 受 到 我 們 當 時 或 以 後 要 按 照 它 們 來 有 所 行

動 的 知 覺 印 象 時 ， 神 經 系 統 中 就 會 發 生 導 致 新

的 調 節 作 用 的 某 種 不 可 逆 的 變 化。「 將 這 種 調 節

作 用 和 用 來 在 新 形 勢 下 恢 復 穩 定 性 的 那 種 不 可

逆 過 程 相 比 較 是 很 引 人 入 勝 的 」。如 此 看 來，量

子 力 學 所 揭 示 出 來 的「 觀 測 」概 念 的 不 可 逆 性 、

原 子 和 測 量 儀 器 之 間 的 一 種 不 可 控 制 的 能 量 交

換  — — 這 種 相 互 作 用 — — 對 應 於 不 可 逆 的 生

命 活 動 ， 就 是 後 來 被 哲 學 唯 光 論 所 揭 示 出 來 的

「 物 理 解 釋 」：「 感 光 」與「 轉 換 光 」。 它 與 作 為

媒 介 （ 仲 介 ） 的 光 一 起 ， 組 成 宇 宙 及 人 類 的 生

命 活 動 。  

事 情 還 是 應 驗 了 玻 爾 的 那 句 名 言 ： 在 偉 大

的 存 在 戲 劇 中 ， 我 們 既 是 觀 眾 又 是 演 員 。  

三、量子力學的兩難推論與玻爾哲

學的選擇：對應原理與「互補性」 

玻 爾 說 ， 物 理 科 學 對 哲 學 的 意 義 ， 不 但 在

於 穩 步 地 增 加 我 們 關 於 無 生 命 物 質 的 經 驗 ， 而

且 首 先 在 於 提 供 一 種 機 會 ， 來 檢 驗 我 們 的 某 些

最 基 本 概 念 的 基 礎 和 適 用 範 圍 。 儘 管 實 驗 資 料

的 積 累 和 理 論 概 念 的 發 展 帶 來 了 術 語 的 改 進 ，

但 是 ， 物 理 經 驗 的 所 有 闡 述 ， 歸 根 結 底 是 以 日

常 語 言 為 基 礎 的 。 這 種 語 言 適 用 於 確 定 我 們 的

環 境 並 追 尋 原 因 和 結 果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形 成 了

以 「 常 識 」 為 標 示 的 內 容 與 形 式 相 結 合 的 習 見

行 為 規 範。「 習 見 」這 個 首 碼 也 成 了 玻 爾 文 章 中

高 頻 率 出 現 的 用 以 指 代 「 常 識 」 範 圍 的 辭 彙 。

如：「 習 見 知 覺 方 式 」、「 習 見 自 然 描 述 之 特 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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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 見 構 架 」、「 習 見 習 慣 」、「 習 見 意 義 」等 等 。 

玻 爾 說 ， 儘 管 習 見 知 覺 形 式 帶 有 局 限 性 ，

我 們 卻 絕 不 能 廢 棄 這 些 知 覺 形 式 — — 它 們 濡 染

了 我 們 的 全 部 語 言 ， 而 且 一 切 的 經 驗 歸 根 到 底

必 須 借 助 於 它 們 來 表 達 的 。 恰 恰 是 這 樣 一 種 情

況 ， 就 在 根 本 上 使 得 所 討 論 的 問 題 具 有 了 普 遍

的 哲 學 興 趣 。 相 對 論 給 我 們 的 世 界 圖 景 所 帶 來

的 結 局 ， 已 經 被 吸 收 在 一 般 的 科 學 意 識 之 內 ，

但 是 ， 對 於 已 由 量 子 理 論 闡 明 了 的 那 些 一 般 性

的 認 識 論 問 題 來 說 ， 卻 還 很 難 說 事 情 已 經 發 展

到 同 樣 的 地 步 。  

伽 利 略 把 物 理 現 象 的 描 述 建 立 在 可 測 定 的

量 的 基 礎 上 ， 這 種 綱 領 曾 經 給 經 驗 領 域 的 整 理

提 供 了 堅 實 的 基 礎 。 在 牛 頓 力 學 中 ， 物 質 體 系

的 狀 態 決 定 於 各 物 體 的 暫 態 位 置 和 瞬 時 速 度 。

這 種 力 學 已 經 證 明 ， 依 據 關 於 體 系 在 一 個 已 知

時 刻 的 狀 態 以 及 作 用 於 各 物 體 上 的 力 的 知 識 ，

並 通 過 簡 單 原 理 ， 就 能 推 出 體 系 在 任 一 其 他 時

刻 的 狀 態 。 這 樣 一 種 描 述 ， 顯 然 表 示 了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的 理 想 形 式 並 代 表 著 決 定 論 的 思 想 。 並

且 ， 這 種 描 述 有 著 更 寬 廣 的 適 用 範 圍 。 例 如 ，

在 電 磁 現 象 的 闡 明 中 ， 雖 然 我 們 必 須 考 慮 力 以

有 限 速 度 而 傳 播 的 過 程 ， 但 是 ， 決 定 論 的 思 想

仍 然 可 以 在 這 種 闡 明 中 保 留 下 來 ： 在 狀 態 的 定

義 中 ， 不 但 要 包 括 各 帶 電 體 的 位 置 和 速 度 ， 而

且 要 包 括 電 力 和 磁 力 在 給 定 時 刻 在 每 一 空 間 點

上 的 方 向 和 強 度 。  

相 對 論 思 想 中 包 含 著 一 種 關 於 物 理 現 象 的

描 述 對 觀 察 者 所 選 參 照 系 的 依 賴 程 度 的 認 識 ，

這 種 認 識 並 沒 有 從 本 質 上 改 變 上 述 那 種 形 勢 。

我 們 涉 及 了 一 種 最 有 成 果 的 發 展 ， 它 曾 經 使 我

們 能 夠 表 述 一 切 觀 察 者 所 公 有 的 物 理 定 律 ， 並

將 此 前 顯 得 彼 此 無 關 的 現 象 聯 繫 起 來 。 在 這 一

表 述 中 還 用 到 了 四 維 非 歐 幾 裏 得 的 數 學 抽 象 。

但 是 ， 對 於 每 一 個 觀 察 者 來 說 ， 物 理 詮 釋 卻 仍

然 停 留 在 空 間 和 時 間 的 普 通 區 分 上 ， 並 且 還 保

留 了 決 定 論 思 想 品 格 。 正 如 愛 因 斯 坦 自 己 所 強

調 的 ， 不 同 觀 察 者 的 時 空 座 標 表 示 法 ， 永 遠 不

會 蘊 涵 著 可 以 稱 為 事 件 因 果 順 序 的 那 種 序 列 的

反 向 。 因 此 ， 相 對 論 不 但 擴 大 了 決 定 論 描 述 的

範 圍 ， 而 且 也 加 強 了 它 的 基 礎 。 這 種 決 定 論 的

描 述 ， 乃 是 通 常 稱 為 經 典 物 理 學 的 那 座 宏 偉 大

廈 的 特 徵 。  

然 而 ， 普 朗 克 基 本 作 用 量 子 的 發 現 ， 卻 在

物 理 科 學 中 開 闢 了 一 個 新 紀 元 。 這 種 發 現 ， 揭

示 了 原 子 過 程 中 所 固 有 的 整 體 性 特 點 ， 這 一 特

點 遠 遠 超 過 了 物 質 有 限 可 分 性 這 一 古 代 見 解 。

問 題 很 清 楚 ， 經 典 物 理 理 論 的 形 象 化 描 述 ， 僅

僅 代 表 著 現 象 的 理 想 化 。 在 該 現 象 的 分 析 中 ，

所 涉 及 的 一 切 作 用 量 都 足 夠 大 ， 以 致 可 以 將 作

用 量 子 略 去 不 計 。 這 一 條 件 在 普 通 規 模 的 現 象

中 是 可 以 得 到 理 論 滿 足 的 。 但 是 ， 在 和 原 子 級

粒 子 接 觸 的 有 關 實 驗 中 ， 我 們 卻 遇 到 了 一 種 和

決 定 論 思 想 不 相 容 的 新 型 量 子 規 律 性 。 這 些 量

子 定 律 規 定 著 原 子 體 系 的 奇 特 穩 定 性 以 及 各 體

系 之 間 的 反 應 ， 它 們 也 能 夠 說 明 我 們 的 觀 察 手

段 所 依 據 的 那 些 物 質 屬 性 。 因 此 ， 物 理 學 面 臨

的 問 題 ， 就 是 要 發 展 古 典 物 理 學 的 一 種 合 理 推

廣 ， 這 種 推 廣 應 該 與 量 子 公 設 的 前 提 諧 調 起

來 。 玻 爾 認 為 ， 普 朗 克 的 發 現 給 物 理 學 帶 來 的

任 務 ， 就 是 要 通 過 徹 底 分 析 應 用 我 們 的 基 本 概

念 所 根 據 的 先 決 條 件 ， 在 經 典 物 理 描 述 的 一 種

合 理 推 廣 中 為 作 用 量 子 提 供 餘 地 。  

普 朗 克 曾 經 很 慎 重 地 把 自 己 的 理 論 局 限 在

統 計 的 論 證 中 ， 並 且 強 調 了 在 細 緻 描 述 自 然 時

放 棄 經 典 理 論 基 礎 的 困 難 性 。 但 是 ， 愛 因 斯 坦

卻 很 前 衛 地 指 出 了 在 個 體 原 子 現 象 中 考 慮 作 用

量 子 的 必 要 性 。 通 過 一 篇 與 相 對 論 的 建 立 相 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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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的 文 章 ， 他 證 明 ， 要 描 述 有 關 光 電 效 應 的 觀

察 結 果 ， 就 需 要 承 認 對 於 從 物 質 中 逸 出 的 每 一

個 電 子 的 能 量 傳 遞 是 和 一 個 所 謂 輻 射 量 子 的 吸

收 相 對 應 的 。 既 然 波 動 概 念 對 於 說 明 光 的 傳 播

是 必 要 的 ， 那 就 不 可 能 存 在 什 麼 將 波 動 概 念 簡

單 地 換 成 一 種 粒 子 描 述 的 問 題 。 從 而 ， 人 們 就

面 臨 著 一 種 奇 特 的 兩 難 推 論 。  

盧 瑟 福 發 現 了 的 原 子 核 雖 然 很 小 ， 卻 幾 乎

包 含 了 原 子 質 量 的 全 部 ， 原 子 核 的 電 荷 則 和 中

性 原 子 中 的 電 子 數 相 對 應 。 這 種 發 現 提 供 了 一

種 簡 單 的 原 子 圖 景 ， 直 接 啟 發 了 力 學 概 念 及 電

磁 學 概 念 的 應 用 。 但 問 題 是 ， 按 照 經 典 物 理 學

原 理 ， 帶 電 粒 子 的 任 何 位 形 都 不 能 具 有 說 明 原

子 的 物 理 屬 性 及 化 學 屬 性 所 必 需 的 那 種 穩 定

性 。 特 別 是 ， 按 照 經 典 的 電 磁 理 論 ， 電 子 圍 繞

原 子 核 的 任 何 運 動 都 會 引 起 能 量 的 不 斷 輻 射 ，

這 種 輻 射 意 味 著 體 系 的 迅 速 收 縮 ， 直 到 電 子 和

原 子 核 結 合 成 一 個 線 度 遠 小 於 所 給 定 的 原 子 線

度 的 中 性 粒 子 為 止 。 然 而 ， 在 一 向 完 全 無 法 理

解 的 元 素 線 光 譜 的 經 驗 定 律 中 ， 卻 發 現 了 一 種

暗 示 ， 表 明 作 用 量 子 對 於 原 子 的 穩 定 性 及 輻 射

反 應 起 著 決 定 性 的 作 用 。 這 種 情 況 延 續 著 上 述

那 種 兩 難 推 論 。  

按 照 量 子 公 設 ， 一 個 原 子 的 每 一 能 量 變

化 ， 都 是 原 子 在 兩 個 定 態 之 間 的 一 次 完 全 躍 遷

的 結 果 。 一 切 原 子 輻 射 反 應 都 涉 及 一 個 單 獨 光

量 子 的 發 射 或 吸 收 ， 從 而 可 以 根 據 光 譜 定 出 各

定 態 的 能 量 值 。 但 是 ， 根 據 決 定 論 ， 我 們 不 可

能 對 躍 遷 過 程 的 不 可 分 割 性 以 及 各 過 程 在 給 定

條 件 下 的 出 現 做 出 合 理 解 釋 。 雖 然 通 過 和 經 典

預 期 的 各 過 程 的 進 程 進 行 對 比 ， 我 們 有 可 能 得

到 有 關 原 子 中 電 子 的 鍵 合 情 況 的 一 種 概 況 ， 從

而 尋 找 一 些 準 則 來 適 應 量 子 假 設 而 對 描 述 加 以

統 計 的 推 廣 ， 但 是 ， 情 況 變 得 越 來 越 清 楚 ， 為

了 給 原 子 的 量 子 現 象 一 個 合 理 的 說 法 ， 我 們 必

須 徹 底 放 棄 經 典 圖 景 的 應 用 並 對 整 個 描 述 過 程

進 行 一 種 徹 底 改 造 ， 以 便 為 作 用 量 子 所 蘊 涵 的

一 切 特 徵 留 有 餘 地 。 這 可 以 看 作 是 上 述 兩 難 推

論 的 一 種 必 然 選 擇 。  

為 了 應 對 這 種 由 量 子 公 設 所 造 成 的 經 典 力

學 與 量 子 力 學 的 「 佯 謬 」， 玻 爾 提 出 的 方 案 是  

「 對 應 原 理 」。 所 謂 「 對 應 原 理 」， 大 致 是 在 舊

理 論 與 新 理 論 之 間 、 宏 觀 理 論 與 微 觀 理 論 之

間 、 量 子 理 論 與 經 典 理 論 之 間 以 及 其 他 相 對 的

不 同 理 論 之 間 ， 發 現 相 似 問 題 之 間 的 對 應 關

係 ， 著 重 指 出 經 典 理 論 是 量 子 理 論 的 極 限 近

似 ； 在 同 一 問 題 的 經 典 理 論 與 量 子 理 論 之 間 ，

總 可 以 從 形 式 上 找 到 相 對 應 的 類 比 關 係 ， 譬 如

說 力 學 與 光 學 之 間 的 獨 特 的 類 比 關 係 ， 並 且 按

照 對 應 原 理 的 原 則 從 舊 理 論 推 導 出 新 理 論 。 玻

爾 說，「 所 謂 對 應 論 證，就 是 表 示 要 在 最 大 程 度

上 力 求 應 用 經 典 力 學 理 論 及 經 典 電 磁 理 論 中 的

概 念 ， 儘 管 這 些 理 論 和 作 用 量 子 是 矛 盾 的 。 」

[20] 

在 最 初 ， 玻 爾 關 心 的 是 建 立 量 子 理 論 與 經

典 理 論 之 間 的 一 種 可 能 的 聯 繫 ， 並 為 它 找 到 一

個 可 靠 的 邏 輯 基 礎 。 他 要 尋 找 經 典 力 學 與 量 子

公 設 之 間 的 某 種 過 渡 或 聯 繫 ， 以 證 實 量 子 公 設

所 預 言 的 結 果 在 某 種 特 殊 情 況 下 將 趨 近 於 經 典

預 言 。 進 一 步 的 計 算 證 實 了 光 譜 和 運 動 之 間 漸

近 一 致 性 ， 最 終 導 致 了 「 對 應 原 理 」 的 表 述 。

按 照 這 一 原 理 ， 和 輻 射 的 發 射 有 關 的 每 一 躍 遷

過 程 ， 其 可 能 性 是 受 到 原 子 運 動 中 一 個 對 應 諧

和 分 量 的 存 在 的 制 約 的 。 不 但 是 各 個 對 應 諧 和

分 量 的 頻 率 在 定 態 能 量 所 趨 近 的 極 限 下 將 漸 近

地 和 由 頻 率 條 件 得 出 的 數 值 相 符 ； 而 且 ， 在 這

一 極 限 下 ， 各 力 學 振 動 分 量 的 振 幅 ， 也 給 各 躍

遷 過 程 的 幾 率 提 供 了 一 種 漸 進 式 的 量 度 ， 而 各

個 可 觀 察 譜 線 的 強 度 就 是 依 賴 於 這 些 幾 率 的 。

「 對 應 原 理 表 現 著 一 種 傾 向 ： 當 系 統 地 發 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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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理 論 時 ， 要 在 一 種 合 理 改 寫 的 形 式 下 利 用 經

典 理 論 的 一 切 特 徵 ， 這 種 改 寫 應 該 適 應 所 用 公

設 和 經 典 理 論 之 間 的 根 本 對 立 性 。 」 [21] 1920

年 ， 玻 爾 在 柏 林 的 一 次 演 講 中 正 式 將 這 一 思 想

稱 為「 對 應 原 理 」。對 應 原 理 在 哥 本 哈 根 被 稱 為

是「 一 根 相 當 神 秘 的 魔 杖 」。但 對 應 原 理 更 像 一

把 雙 刃 劍 ， 正 好 應 對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兩 難 推 論 。  

但 是 ， 對 應 原 理 從 一 開 始 就 具 備 描 述 上 的

模 糊 性 。 在 互 聯 網 上 ， 關 於 「 對 應 原 理 」 的 搜

索 結 果 汗 牛 充 棟 、 數 不 勝 數 ， 但 令 人 滿 意 的 解

釋 是 沒 有 的 ， 更 多 的 是 學 子 的 迷 惘 的 追 思 ： 對

應 原 理 的 定 義 是 什 麼 ？ 玻 爾 說 ，「 所 謂 對 應 原

理 ， 表 現 著 我 們 通 過 賦 予 經 典 概 念 以 適 當 的 量

子 理 論 再 詮 釋 來 利 用 這 些 概 念 的 那 種 努 力 。 然

而 ， 用 這 種 觀 點 來 對 實 驗 資 料 進 行 詳 細 分 析 ，

卻 註 定 要 越 來 越 清 楚 地 表 明 我 們 並 沒 有 足 夠 適

當 的 辦 法 來 完 成 一 種 以 對 應 原 理 為 基 礎 的 嚴 格

描 述 。 」 [22] 在 「 原 子 理 論 和 描 述 自 然 所 依 據

的 基 本 原 理 」一 文 中，玻 爾 寫 道：「 在 作 用 量 子

可 以 忽 略 不 計 的 那 種 邊 緣 區 域 中 ， 量 子 力 學 的

描 述 和 習 見 的 描 述 直 接 匯 合 起 來 。 在 量 子 理 論

中 應 用 經 過 再 詮 釋 的 每 一 經 典 概 念 的 那 種 努

力 ， 在 所 謂 對 應 原 理 中 得 到 了 表 現 ； 這 種 再 詮

釋 應 該 滿 足 上 述 要 求 ， 而 並 不 和 作 用 量 子 不 可

分 性 的 公 設 發 生 分 歧 。 然 而 在 實 際 地 完 成 對 應

原 理 為 依 據 的 完 備 描 述 之 前 ， 還 有 很 多 困 難 要

克 服 ， 而 且 ， 表 述 一 種 首 尾 一 致 的 量 子 力 學 只

有 在 最 近 幾 年 才 成 為 可 能 。 」 量 子 力 學 的 描 述

和 習 見 的 描 述 可 以 對 應 、 對 接 ， 但 量 子 理 論 與

經 典 理 論 之 間 的 矛 盾 並 沒 有 消 弭 。 真 正 的 「 兩

難 」 並 沒 有 解 決 ， 這 主 要 集 中 表 現 在 光 的 本 性

的 兩 難 推 論 中 ， 上 述 所 有 「 兩 難 」 實 質 上 都 可

以 歸 結 為 光 的 本 性 的 兩 難 推 論。「 我 們 在 這 兒 所

遇 到 的 形 勢 ， 是 由 這 樣 一 件 事 實 來 表 徵 的 ： 很

明 顯 ， 我 們 不 得 不 在 有 關 光 傳 播 的 兩 種 互 相 矛

盾 的 觀 念 之 間 進 行 抉 擇 ； 一 種 是 光 波 的 概 念 ，

另 一 種 是 光 量 子 理 論 的 顆 粒 觀 點 ， 每 一 種 觀 念

都 表 現 著 我 們 經 驗 的 一 些 基 本 方 面 。 我 們 以 後

即 將 看 到 ， 這 種 表 觀 上 的 兩 難 推 論 ， 標 誌 著 我

們 知 覺 形 式 的 一 種 和 作 用 量 子 密 切 有 關 的 獨 特

局 限 性 。 比 較 仔 細 地 分 析 一 下 基 本 物 理 概 念 在

描 述 原 子 現 象 時 的 適 用 性 ， 就 能 將 這 一 局 限 性

揭 露 出 來 。 」 [23] 

這 種 局 限 性 主 要 由 前 面 所 提 到 的 量 子 理 論

的 「 觀 測 」 問 題 所 揭 示 出 來 。 如 眾 所 知 ， 實 驗

裝 置 的 描 述 和 觀 察 結 果 的 記 錄 ， 必 須 通 過 用 通

常 物 理 術 語 適 當 改 進 過 的 日 常 語 言 來 表 示 。 對

於「 實 驗 」一 詞，我 們 只 能 理 解 為 這 樣 的 程 式 ：

我 們 能 夠 告 訴 別 人 作 了 什 麼 和 學 到 了 什 麼 ？ 在

實 際 的 實 驗 裝 置 中 ， 這 種 要 求 的 滿 足 ， 是 通 過

用 一 些 剛 體 當 作 測 量 儀 器 來 加 以 保 證 ， 各 剛 體

應 該 足 夠 重 ， 以 致 可 以 對 它 們 的 相 對 位 置 和 相

對 速 度 進 行 完 全 經 典 的 說 明 。 與 此 相 關 ， 一 切

有 關 原 子 客 體 的 無 歧 義 的 知 識 ， 都 是 依 據 遺 留

在 確 定 著 實 驗 條 件 的 那 些 物 體 上 的 永 久 性 記

號 — — 例 如 電 子 的 撞 擊 在 照 相 底 片 所 造 成 的 斑

點 — — 來 推 出 的 。 記 錄 原 子 客 體 的 出 現 所 依 據

的 那 些 不 可 逆 的 放 大 效 應 ， 並 不 會 引 起 任 何 特

殊 的 麻 煩 ， 它 們 僅 僅 提 醒 我 們 注 意 觀 察 概 念 本

身 所 固 有 的 本 質 不 可 逆 性 而 已 。 在 這 方 面 ， 原

子 現 象 的 描 述 具 有 完 全 客 觀 的 品 格 ， 其 意 義

是 ， 這 裏 沒 有 明 顯 地 涉 及 任 何 個 別 的 觀 察 者 ，

因 此 ， 只 要 適 當 考 慮 相 對 論 的 要 求 ， 就 不 會 在

知 識 的 傳 達 中 引 入 任 何 歧 義 。  

然 而 ， 量 子 物 理 學 中 的 觀 察 問 題 ， 是 和 經

典 物 理 學 毫 不 相 同 的 。 在 量 子 現 象 的 分 析 中 ，

本 質 的 區 別 在 於 引 進 了 「 測 量 儀 器 和 被 研 究 客

體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在 經 典 物 理 學 的 範 圍 內 客

體 與 儀 器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可 以 略 去 不 計 ， 或 者

說 ， 如 果 必 要 的 話 ， 可 以 設 法 將 它 補 償 掉 。 但

是 ， 在 量 子 物 理 學 中 ， 這 種 相 互 作 用 卻 形 成 現

象 的 一 個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因 此 ， 在 原 理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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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正 量 子 現 象 的 無 歧 義 的 說 明 ， 必 須 包 括 對 於

實 驗 裝 置 之 一 切 有 關 特 色 的 描 述 。 重 複 進 行 同

一 實 驗 ， 會 得 出 關 於 客 體 的 不 同 記 錄 ， 這 一 事

實 本 身 暗 示 著 ： 同 一 領 域 中 的 經 驗 概 括 說 明 ，

必 然 是 由 統 計 規 律 表 示 出 來 的 。 但 真 正 量 子 現

象 所 特 有 的 整 體 性 特 點 ， 是 在 下 述 情 況 中 得 到

邏 輯 表 示 的 ： 任 何 明 確 規 定 的 再 分 劃 的 嘗 試 ，

都 會 要 求 對 實 驗 裝 置 進 行 一 種 和 所 研 究 現 象 的

定 義 不 相 容 的 改 變 。 按 照 量 子 力 學 ， 將 一 個 客

體 定 位 于 一 個 有 限 時 空 域 中 就 會 涉 及 儀 器 和 客

體 之 間 的 一 種 動 量 交 換 和 能 量 交 換 。 所 選 的 時

空 域 越 小 ， 這 種 交 換 就 越 大 。 因 此 ，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要 研 究 ， 在 現 象 的 描 述 中 ， 可 以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分 別 考 慮 觀 察 帶 來 的 相 互 作 用 。 測 量 儀 器

作 用 過 程 的 說 明 本 身 就 意 味 著 ， 作 用 量 子 所 蘊

涵 的 這 些 儀 器 和 原 子 客 體 之 間 的 任 何 相 互 作

用 ， 都 是 不 可 分 割 地 存 在 於 現 象 中 的 。 如 上 所

述 — — 玻 爾 說  — — 任 何 觀 察 的 進 行，都 以 放 棄

現 象 的 過 去 進 程 和 未 來 進 程 之 間 的 聯 繫 為 其 代

價。「 作 用 量 子 的 有 限 量 值，使 我 們 完 全 無 法 在

現 象 和 觀 察 現 象 所 用 的 器 械 之 間 畫 一 明 確 分 界

線 。 」 [24] 這 種 情 況 在 海 森 伯 的 測 不 准 關 係 式

中 得 到 了 定 量 的 表 示 。 玻 爾 論 述 道 ：「 事 實 上 ，

每 一 種 可 以 在 一 個 有 限 時 空 域 中 記 錄 一 個 原 子

級 粒 子 的 實 驗 裝 置 ， 都 需 要 用 到 固 定 的 杆 尺 和

校 準 的 時 鐘 ； 這 些 杆 尺 和 時 鐘 根 據 定 義 就 排 除

了 控 制 傳 給 它 們 的 動 量 及 能 量 的 可 能 。 反 之 ，

動 力 學 守 恆 定 律 在 量 子 物 理 學 中 的 任 何 無 歧 義

的 應 用 ， 都 要 使 現 象 的 描 述 涉 及 對 於 細 緻 的 時

空 標 示 的 一 種 原 則 上 的 放 棄 。 實 驗 條 件 的 這 種

互 斥 性 就 意 味 著 ， 在 現 象 的 一 種 明 確 定 義 的 描

述 中 ， 必 須 把 全 部 的 實 驗 裝 置 考 慮 在 內 。 量 子

現 象 的 不 可 分 性 ， 在 一 種 情 況 中 得 到 了 必 然 的

反 映 ， 那 就 是 ， 任 何 可 定 義 的 細 分 都 要 求 著 實

驗 裝 置 的 一 種 改 變 ， 這 種 改 變 將 引 起 新 的 個 體

現 象。於 是，決 定 論 描 述 的 基 礎 本 身 就 消 失 了 ，

而 預 言 的 統 計 性 則 被 這 樣 一 件 事 實 所 證 實 ： 在

同 一 實 驗 裝 置 中 ， 一 般 會 出 現 和 不 同 的 個 體 過

程 相 對 應 的 觀 察 結 果 。 」 [25] 

測 不 准 關 係 或 不 確 定 原 理 的 「 確 定 」 — —

這 種 「 確 定 」 的 「 不 確 定 」 因 素 直 接 導 致 玻 爾

「 互 補 性 」概 念 的 產 生。「 原 子 客 體 和 測 量 儀 器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 構 成 量 子 現 象 中 一 個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因 此，用 不 同 實 驗 裝 置 得 到 的 證 據 ，

並 不 能 按 照 慣 常 的 路 線 來 加 以 概 括 ， 而 且 ， 考

慮 到 獲 致 經 驗 時 種 種 條 件 的 必 要 性 ， 就 直 接 要

求 我 們 使 用 互 補 性 的 描 述 方 式 。 」 [26] 「 互 補

性 」 一 詞 是 針 對 著 量 子 之 特 徵 的 那 種 「 不 合 理

性 」 的 — — 從 經 典 理 論 的 觀 點 來 看 ， 作 用 量 子

的 不 可 分 性 這 一 基 本 公 設 本 身 就 是 一 種 不 合 理

的 要 素 ， 這 種 要 素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求 我 們 放 棄 因

果 關 係 的 描 述 ， 而 且 ， 由 於 現 象 及 其 觀 察 之 間

的 耦 合 ， 這 種 要 素 就 迫 使 我 們 採 用 一 種 新 的 描

述 方 式 ， 叫 做 「 互 補 描 述 方 式 」。 玻 爾 說 ，「 互

補 一 詞 的 意 義 是 ： 一 些 經 典 概 念 的 任 何 確 定 應

用 ， 將 排 除 另 一 些 經 典 概 念 的 同 時 應 用 ， 而 這

另 一 些 經 典 概 念 在 另 一 種 條 件 下 卻 是 闡 明 現 象

所 同 樣 不 可 缺 少 的 。 」 [27] 和 對 應 原 理 恰 恰 相

反 ， 對 應 原 理 要 求 在 理 論 的 相 互 類 比 中 「 互

補 」；互 補 原 理 則 是 在 理 論 的 反 比 中「 互 斥 」— —

「 互 補 性 」 一 詞 曾 被 用 來 表 示 量 子 理 論 在 各 種

經 典 概 念 和 經 典 想 法 的 應 用 方 面 所 特 有 的 那 種

互 斥 性 的 關 係 — — 玻 爾 如 斯 說 。 而 在 有 些 場

合，玻 爾 確 實 改 稱「 互 補 性 」為「 反 比 性 」。「 在

量 子 力 學 的 表 述 形 式 中 以 一 種 最 有 成 果 的 方 式

被 應 用 了 的 ， 正 是 這 種 反 比 性 。 事 實 上 ， 作 用

量 子 在 這 裏 只 出 現 於 一 些 關 係 式 中 ： 在 哈 密 頓

意 義 上 是 正 則 共 軛 量 的 時 空 座 標 和 能 量 - 動 量

分 量 ， 是 以 一 種 對 稱 的 和 反 比 的 方 式 被 包 含 在

各 該 關 係 式 中 的 。 此 外 ， 光 學 和 力 學 之 間 的 類

比 ， 也 密 切 地 依 賴 於 這 一 反 比 性 ； 對 於 量 子 力

學 內 的 近 日 發 展 ， 光 學 和 力 學 之 間 的 類 比 曾 被

證 實 為 非 常 富 有 成 果 。 」 [28] 考 慮 到 在 經 典 力

學 中 經 常 出 現 的 那 種 反 比 對 稱 性 ， 玻 爾 說 ， 較

之 「 互 補 性 」，「 反 比 性 」 或 許 更 加 適 合 於 表 示

我 們 所 涉 及 的 事 態 。 這 裏 面 也 蘊 涵 著 「 反 者 道

之 動 」 的 相 反 相 成 思 想 。 當 然 ， 作 者 在 這 裏 引

用「 反 比 性 」，也 是 為 了 反 襯「 互 補 性 」的 意 義 。 



人文  2 0 0 6 年 3 月 ． 第 1 4 7 期  
 

 -27-

「 互 補 性 」 好 象 是 專 門 沖 著 上 述 那 種 光 的

傳 播 方 面 的 兩 難 推 論 來 的 。 據 玻 爾 說 ， 它 好 象

還 「 解 決 了 物 質 粒 子 行 為 的 形 象 表 示 所 面 臨 的

對 應 佯 謬 」。「 事 實 上 ， 我 們 的 光 傳 播 圖 景 的 空

間 連 續 性 和 光 效 應 的 原 子 性 ， 乃 是 兩 個 互 補 的

方 面 ； 這 種 說 法 的 含 意 是 ， 它 們 說 明 著 光 現 象

的 同 等 重 要 的 兩 個 特 點 ， 這 兩 個 特 點 絕 不 能 被

置 於 直 接 矛 盾 的 情 況 下 ， 因 為 在 力 學 上 對 它 們

進 一 步 加 以 分 析 時 就 要 使 用 互 相 排 斥 的 實 驗 裝

置 。 」 [29] 「 對 於 我 們 的 主 題 具 有 決 定 重 要 性

的 是 ： 量 子 物 理 學 中 的 互 補 性 這 一 根 本 特 點 ，

適 於 用 來 澄 清 眾 所 周 知 的 關 於 電 磁 輻 射 和 物 質

粒 子 的 二 象 性 的 佯 謬 問 題 ； 這 一 特 點 在 原 子 體

系 屬 性 及 分 子 體 系 屬 性 的 說 明 中 表 現 得 同 樣 突

出 。 」[30]在 這 裏 ，「 互 補 性 」不 是「 非 此 即 彼 」

或「 顧 此 失 彼 」，而 是 揚 此 抑 彼 或 揚 彼 抑 此 的「 抑

揚 頓 挫 」  、 此 長 彼 消 。 在 更 多 的 場 合 ，「 互 補

性 」 起 了 一 種 綜 合 、 平 衡 、 協 調 的 相 容 並 蓄 的

作 用 。 可 見 ， 所 謂 「 互 補 性 」 是 遊 說 于 經 典 力

學 與 量 子 力 學 之 間 的 一 種 縱 橫 之 策 。 或 者 形 象

地 說，「 互 補 性 」是 一 種 黏 合 劑，旨 在 粘 合 由 量

子 力 學 所 造 成 的 決 定 論 這 口 有 裂 紋 的「 鍋 」。面

對 量 子 理 論 的 兩 難 選 擇 ， 面 對 經 典 理 論 與 量 子

理 論 之 間 不 可 調 和 的 矛 盾 ， 玻 爾 扮 演 了 一 個 高

明 的 調 酒 大 師 的 角 色 ， 而 「 互 補 性 」 就 是 他 妙

手 調 出 的 雞 尾 酒 。 玻 爾 關 於 「 互 補 性 」 的 論 述

連 篇 累 牘 ， 我 們 隨 手 拈 出 幾 則 ， 就 能 顯 露 出 玻

爾 良 苦 用 心 的 微 妙 心 態 — — 「 在 這 一 方 面 必 須

意 識 到 ， 所 謂 機 械 論 的 態 度 和 目 的 論 的 態 度 並

不 是 互 相 矛 盾 的 兩 種 觀 點 ； 它 們 顯 示 了 一 種 和

我 們 作 為 自 然 觀 察 者 的 地 位 有 關 的 互 補 關 係。」

[31] 在 這 裏 ， 機 械 論 和 目 的 論 通 過 「 互 補 」 消

弭 了 對 立 矛 盾 。「 決 定 論 理 想 的 無 可 挽 回 的 放

棄 ， 卻 在 支 配 著 一 些 基 本 概 念 之 無 歧 義 應 用 的

互 補 關 係 中 得 到 了 突 出 的 表 示 ， 而 經 典 的 物 理

描 述 卻 以 這 些 基 本 概 念 的 無 限 制 結 合 為 基 礎 」

[32]「 互 補 性 」成 了 決 定 論 的 招 魂 幡。「 在 這 兒 ，

我 們 不 能 尋 求 一 種 習 見 意 義 上 的 物 理 解 釋 ， 我

們 在 一 個 新 的 經 驗 領 域 中 所 能 要 求 的 ， 只 是 消

除 任 何 表 現 上 的 矛 盾 而 已 。 不 論 不 同 實 驗 條 件

下 的 原 子 現 象 表 現 得 多 麼 矛 盾 ， 其 中 每 一 個 現

象 卻 都 是 明 確 定 義 了 的 ， 而 且 所 有 這 些 現 象 的

總 體 就 包 羅 了 有 關 客 體 的 一 切 可 定 義 的 知 識 ；

在 這 種 意 義 上，這 些 現 象 必 須 認 為 是 互 補 的。」

在 這 裏 直 接 委 任 「 互 補 性 」 消 解 「 習 見 意 義 上

的 物 理 解 釋 」 與 「 量 子 意 義 上 的 物 理 解 釋 」 之

間 的 矛 盾 的 使 命 。  

「 總 之 ， 可 以 強 調 指 出 ， 互 補 性 這 一 較 寬

廣 的 構 架 ， 絕 不 會 導 致 任 何 對 於 因 果 性 這 一 理

想 的 隨 意 放 棄 ， 它 直 接 表 示 著 我 們 在 說 明 物 質

基 本 屬 性 方 面 所 處 的 地 位 ， 這 些 屬 性 是 經 典 物

理 描 述 的 前 題 ， 而 它 們 又 超 出 經 典 物 理 描 述 範

圍 之 外 。 」 [33] 這 可 以 看 做 是 一 種 總 結 ， 由 量

子 力 學 造 成 的 對 經 典 理 論 的 衝 擊 ， 因 為 「 互 補

性 」而 得 到 緩 和。「 互 補 性 」成 了 物 質 基 本 屬 性

經 典 前 解 釋 與 經 典 後 解 釋 對 峙 的 一 個 「 緩 衝

區 」。「 互 補 性 」 對 因 果 性 這 一 「 雞 肋 」 嚼 之 無

味、棄 之 不 舍。「 正 是 在 這 種 形 勢 下，就 有 必 要

引 用 互 補 性 思 想 來 提 供 一 種 足 夠 寬 廣 的 構 架 ，

以 容 納 那 些 不 能 概 括 在 單 獨 一 個 圖 景 中 的 基 本

自 然 規 律 的 說 明 。 」 [34] 在 這 裏 又 可 以 看 出 互

補 思 想 的 一 種 難 得 的 寬 容 精 神 和 相 容 並 蓄 的 胸

懷 。  

調 和 量 子 理 論 與 經 典 理 論 的 尖 銳 矛 盾 並 不

意 味 著 重 新 回 到 決 定 論 去 ， 通 過 一 種 叫 做 量 子

力 學 的 數 學 表 述 形 式 ， 各 個 基 本 物 理 量 被 換 成

了 一 些 服 從 某 種 符 號 性 的 算 符 ， 這 種 算 符 牽 涉

到 作 用 量 子 ， 並 反 映 著 各 個 對 應 測 量 手 續 的 不

可 對 易 性 。 這 樣 ， 量 子 力 學 就 通 過 放 棄 兩 端 爭

執 而 採 用 中 間 「 形 式 」 的 方 式 ， 解 決 了 理 論 佯

謬 。  

綜 上 所 述 ，「 對 應 原 理 」 以 及 「 互 補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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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玻 爾 面 對 物 理 學 的 新 形 勢 所 選 擇 的 一 種 新 的

哲 學 取 向 。 在 經 典 力 學 與 量 子 力 學 的 尖 銳 對

立 、 量 子 理 論 的 兩 難 推 論 面 前 ， 玻 爾 「 執 其 兩

端 ， 用 其 中 」。 協 調 各 種 矛 盾 ， 追 求 新 舊 平 衡 ，

體 現 了 一 種 「 用 中 為 常 道 」 的 中 庸 思 想 。 這 應

該 說 是 現 代 物 理 學 走 向 的 必 然 選 擇 。 尤 其 是 ，

包 括 量 子 力 學 所 披 露 出 來 的 統 計 的 描 述 方 式 也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中 庸 態 度 的 權 宜 之 計 。 玻 爾 寫

道：「 只 有 根 據 原 子 態 概 念 的 適 用 性 和 原 子 級 粒

子 的 時 空 標 示 之 間 的 根 本 互 補 性 ， 才 能 用 一 種

合 理 的 方 式 來 說 明 原 子 屬 性 的 特 徵 穩 定 性 ； 完

全 同 樣 ， 生 命 現 象 的 特 點 ， 特 別 是 機 體 的 自 身

穩 定 能 力 ， 也 可 能 是 不 可 分 割 地 和 詳 細 分 析 發

生 生 命 時 所 處 物 理 條 件 的 根 本 不 可 能 性 相 聯 繫

著 的 。 簡 單 一 點 ， 我 們 也 許 可 以 說 ， 量 子 力 學

所 涉 及 的 是 確 定 數 目 的 原 子 在 明 確 規 定 的 外 界

條 件 下 的 統 計 行 為 ， 而 我 們 卻 不 能 用 原 子 尺 度

來 定 義 一 個 生 物 的 狀 態 ； 事 實 上 ， 由 於 機 體 的

新 陳 代 謝 ， 我 們 甚 至 不 能 斷 定 哪 些 原 子 確 實 屬

於 生 命 個 體 。 在 這 方 面 ， 以 對 應 論 證 為 基 礎 的

統 計 量 子 力 學 的 領 域 ， 在 因 果 時 空 描 述 方 式 這

一 理 想 的 適 用 領 域 和 以 目 的 論 論 證 為 其 特 徵 的

生 物 學 領 域 之 間 佔 據 著 一 種 中 間 性 的 地 位 。 」

[35]對 應 原 理 和 「 互 補 性 」 站 在 中 間 立 場 ，「 事

取 其 中 」，無 過 之 無 不 及，在 物 理 對 立 圖 景 的 對

比 使 用 中 評 估 個 體 輻 射 過 程 中 量 子 躍 遷 的 幾

率 ， 以 追 求 物 理 量 度 的 平 衡 ， 事 實 上 是 與 動 量 -

能 量 守 恆 定 律 對 應 的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揭 示 了 質

與 量 的 辨 證 關 係 。 量 的 過 與 不 及 都 會 改 變 事 物

的 質 ， 所 以 「 互 補 性 」 在 量 子 理 論 的 應 用 中 既

反 對 過 又 反 對 不 及 。 如 果 說 「 對 應 原 理 」 更 多

的 是 以 否 定 對 立 圖 景 兩 端 的 姿 態 出 現， 「 互 補

性 」 則 更 多 的 是 以 相 容 對 立 圖 景 兩 端 中 合 理 因

素 而 融 會 貫 通 的 姿 態 出 現 。 所 以 「 互 補 性 」 更

接 近 於 中 國 古 代「 執 中 含 和 」而 又「 和 而 不 同 」

的 思 想 ， 在 原 子 圖 景 中 「 濟 （ 增 加 ） 其 不 及 以

泄（ 減 ）其 過 」。關 於 這 一 點，在 玻 爾 的 文 論 中 ，

有 關 「 兩 難 推 論 而 擇 其 中 」 的 論 述 比 比 皆 是 ，

並 得 到 了 很 好 的 體 現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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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星 書 庫 電 子 版 ； 國 際 網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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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會 
本會宗旨：本會致力弘揚中西人文哲學，一方面推

廣基本的哲學知識，一方面促進深入的

哲學研究，普及與專業並重。 

會員義務：凡本地會員須交會費，以及認同本會宗

旨與支持本會活動。 

會員權利：將收到每期《人文》，並可優先參與本會

舉辦之研討會、講座、讀書組及其他活

動，以及以優惠價格購買本會出版的書籍

與其他刊物。 

本年度（2006 至 2007）本會幹事名單如下： 

會長：方世豪  

外務副會長：郭其才        內務副會長：葉達良 

文書：呂永基    財政：陳美真    康樂：岑朗天 

公關：王考成、關建文        海外義工：梁孝慈 

海外聯絡：陳成斌(美國)、余國斌(加拿大)  

學術：韋漢傑、溫帶維、趙子明     出版：譚寶珍 

網頁統籌：劉桂標、陳成斌、英冠球 

網頁管理：黃鳳儀 

人文月刊編委會： 

總編輯：方世豪。執行編輯：郭其才、呂永基、韋漢

傑 

委員：英冠球、劉桂標、譚寶珍、溫帶維、岑朗天 

 《人文》稿約 
一、 本刊以發揚人文哲學為主，亦關心人類文化的

其他領域；故中西哲學論文以外，舉凡中西文

學、史學、藝術等論述，均屬本刊歡迎之文稿。 

二、 本刊園地公開：短文一、二千字左右，長文以

不超過一萬二千字為限；但有篇幅不符而內容

適合者，亦可於本會網頁上刊登。 

三、 本刊有刪改來稿的權利，不願者請註明，但文

責自負。 

四、 譯稿請附原文及其出處。 

五、 本刊編輯、撰稿等均屬義務性質，故來稿刊登

後，唯奉贈本刊當期乙份。 

六、 來稿的版權歸本刊所有，若作者需要以其它方

式再行出版，請註明曾刊載於本刊。 

七、 來稿請寄：旺角亞皆老街 40 號利群大廈 1 字樓

D 室 香 港 人 文 哲 學 會 收 ； 或 電 郵 ：

phil@hkshp.org。 
 

 《人文》稿件規格建議 
為方便本刊編輯、有利讀者閱讀及符合學術要求，我

們建議來稿依循以下的規格： 

1. 文稿請存成電腦檔案（*.txt 或*.doc）以電郵寄交。 

2. 標點符號方面，引號用「」，引號中的引號用『』，

書名用《》，篇章名用〈〉，注釋請用尾註方式及

以阿拉伯數字（1, 2, 3……）編號。若用電腦存檔

者，則中式符號請全部用全型符號。 

3. 文稿應有部分： 

所有稿件―― 論述題目、作者姓名（可用筆名）、

通訊地址、電郵位址及電話。 

哲學論文―― 除上述各項外，請附真實姓名、學

銜或（及）職銜、內文註釋；如附

論文摘要及關鍵詞則更佳。 

 

 

香港人文哲學會 
會員申請表 

 

 

姓名：﹝中文﹞  先生/女士 

      ﹝英文﹞  

身份證號碼：  ( )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職業：   教育程度：  

填表日期：  

本會賬號：匯豐銀行(177-9-028719)  

將會費港幣 120 元正(香港以外會員港幣 200 元正)

以畫線支票﹝抬頭「香港人文哲學會」﹞或入賬收

條連同表格寄回旺角亞皆老街 40 號利群大廈 1 字

樓 D 室香港人文哲學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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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B203y 宋 明 話 本 雜 說 （ 1 學 分 ）  
話 本 小 說 在 中 國 古 代 小 說 發 展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上 承 志 怪 、 傳 奇 ， 下 啟 白 話 章 回 小

說 ， 是 研 究 古 代 小 說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個 環 節 。

本 課 程 擬 就 話 本 的 源 起 、 名 稱 、 體 制 、 藝 術

特 色 、 各 家 書 目 登 錄 情 形 加 以 敘 述 外 ， 並 對

宋 、 明 主 要 話 本 小 說 集 作 一 淺 探 。  
 
講 者 ： 李 天 章 博 士  
新 亞 研 究 所 文 學 組 博 士，對 文 化 研 究 及 相 關

問 題 有 興 趣 。  
日 期 ： 2006 年 5 月 3 日 起 每 星 期 三  
時 間 ： 8:30-10:00pm  地 點：香 港 人 文

哲 學 會  
 
 

PXD102y 中 國佛學概述（1 學分） 
人 生 每 多 痛 苦 ， 佛 陀 對 機 施 教 ， 建 立 佛 教 義

理 ， 導 人 解 脫 煩 惱 ， 誠 為 恒 久 的 安 身 立 命 之

道。惟 佛 教 人 物 眾 多、經 典 浩 瀚、用 語 繁 複 、

義 理 艱 深 ， 初 學 者 不 易 把 握 。 有 見 及 此 ， 講

者 便 以 現 代 學 術 的 語 言、深 入 淺 出 的 方 式 來

講 述 佛 教 哲 學 的 義 理，俾 使 學 員 能 得 其 門 而

入 。 本 課 程 為 中 國 佛 教 哲 學 概 述 課 ， 以 中 國

佛 教 哲 學 代 表 人 物 為 綜 ， 義 理 系 統 性 格 為

緯 ， 講 述 範 圍 包 括 漢 代 佛 教 、 魏 晉 佛 教 、 隋

唐 佛 教 各 個 主 要 階 段，適 合 喜 歡 反 省 人 生 問

題 的 現 代 人 修 讀 。  
 
講 者 ： 劉 桂 標 博 士  
浸 會 大 學 中 文 系 學 士、新 亞 研 究 所 哲 學 組 碩

士 、 中 文 大 學 哲 學 系 碩 士 及 博 士 ， 現 任 華 夏

書 院 人 文 學 部 主 任、中 文 大 學 哲 學 系 兼 任 助

理 教 授。講 者 有 十 多 年 講 授 大 專 院 校 及 校 外

課 程 部 哲 學 課 程 的 經 驗 ； 著 作 方 面 有 中 、

西 、 印 哲 學 論 文 、 短 文 數 十 篇 。  
日 期 ： 2006 年 5 月 6 日 起 每 星 期 六 （ 八 講 ） 
時 間 ： 2:15-3:45pm  地 點：華 夏 書 院  
 
 

PYC405y 海 德格哲學導論（1 學分） 
古 典 形 上 學 嚮 往 有 (being)一 (one)相 即，惑 於

有 (being)現 (appear ing)互 角 。 當 代 現 象 學 重

振 古 義 ， 再 思 存 有 。 海 德 格 哲 學 前 期 自 稱 現

象 學 ， 後 期 可 稱 後 現 象 學 。 前 期 詰 問 此 有 之

存 有 ， 考 究 存 有 與 有 者 之 差 異 。 過 渡 期 探 索

此 有 之 自 化 ， 彰 顯 世 界 與 大 地 之 鬥 爭 。 後 期

判 釋 詩 語 與 科 技 ， 揭 示 自 化 與 四 大 之 境 界 。

海 氏 之 學 ， 從 現 象 學 至 後 現 象 學 ， 毀 構 傳

統 ， 回 溯 本 源 。 本 課 以 演 進 為 經 ， 以 論 題 為

緯 ， 引 導 學 者 進 入 海 學 堂 奧 。  
 
 
講 者 ： 葉 達 良 先 生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哲 學 學 士 及 哲 學 碩 士、德 國 烏

帕 塔 爾 大 學 （ Bergische Univers i ta t  
Wupper tal ,  Deutschland） 哲 學 博 士 候 選 人 ，

華 夏 書 院 人 文 學 部 副 主 任、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現

象 學 與 人 文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副 研 究 員，專 長 範

圍 為 現 象 學 及 西 方 哲 學，具 豐 富 教 授 專 上 哲

學 課 程 經 驗 。  
日 期 ： 2006 年 5 月 6 日 起 每 星 期 六  
時 間 ： 3:45-5:15pm   地 點：華 夏

書 院  
 

 
春 季 課 程 中 的 第 一 階 段 的 2、 3 學 分 科 目 已 經 於 2 月 尾 開 課 ， 第 二 階

段 課 程 以 及 新 開 設 的 1 學 分 課 程 將 於 4 月 尾 開 課，歡 迎 有 興 趣 者 報 讀。 

 

報名及查詢詳情 
電話查詢：27213831、23950681（華夏書院，下午二時至八時辦公） 
網上資料：http://www.hkshp.org/course.html（香港人文哲學會） 
報名辦法： 
1.親臨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40 號利群大廈 1 字樓 D 室華夏書院（下午二時至八時辦公）辦理

報名及繳費手續。 
2.用畫線支票（請以「華夏文化中心」名義抬頭，注意：不是「廈」）連同報名表格，寄往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40 號利群大廈 1 字樓 D 室華夏書院。 
3.欲免向隅，請最遲於每科開課前一天報名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