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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量子力学的发展推动着哲学思考的前进，但是唯物辩证法依旧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原理和基本的方法

手段。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给可知论和唯物辩证法表面上仿佛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本质上其仍然

恰恰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和论据。过去的哲学家对时间和未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认识，但是我们依旧要

坚定不移地采取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以及基本原理和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透客观世界的规律

和物质世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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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um mechanics drives the advancement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but di-
alectical materialism remain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and fundamental method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of quantum mechanics seems to pose a certain challenge to 
epistemology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on the surface, but fundamentally it is still the embodi-
ment and evidenc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hilosophers in the past developed various under-
standings of time and the future, but we must still firmly adopt a materialist and dialectical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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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see through the laws of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the essence of the materi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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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认识世界以及改造世界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要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始终坚持使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分析以及改造世界；

不确定性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石。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联系是普遍的和客观的。自然科学和哲学长期

以来相互作用。作为两个领域的重要成就，唯物辩证法和不确定性原理之间也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并

且在其中还藏着深刻的启示。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呢？

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哲学启示？ 

2. 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概述 

2.1. 不确定性原理 

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是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 1927 年提出的物理学原理，主要内容可以简

要地概述为：不可能同时精确地测量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也就是说，测量者不可能同时知道某

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粒子的位置被测量得越准确，其速度则被测量得越不准确，反之亦然[1]，其简单

数学形式如下： 

4
hx p
π

∆ ∆ ≥  

不确定性原理已经成为量子力学的基石。微观世界中电子的运动轨迹，不再被视作确定的状态即定

态，而是以电子云的形式表示成一种统计学解释和出现的概率。而且，不确定关系是微观粒子波粒二象

性以及波函数统计解释的体现，是微观物体表现出来的性质，是物质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由于人的主观

能力不足或者测量技术不精导致的[2]。这样一来，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仿佛就已经成为一种对人来说不

能观测、不能准确测量、不可知或者未知的事物。 

2.2. 不确定性原理对哲学的影响 

不确定性原理对物理学研究方法和哲学世界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不仅对物

理学，更重要的是对哲学，尤其是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影响极为深刻[3]。不可知的基本粒子运动状态使

一些人对可知论产生动摇和怀疑，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种非确定性认识，并以此否定人类理

性的确定性目标，一个主要根据或借口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以及由此上升概括的认识上的不确定

原理[3]。也有人认为虽然粒子的精确运动轨迹是不可知的，但是其出没的空间范围和概率却是可知的，

所以这仍然属于可知论的范畴。他们中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在微观认识中所形成的知识，就不能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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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体独立性质无关，而应看成是对微观客体的近似的反映。微观客体与宏观客体一样，也是可以被人

们认识和掌握的[4]。 
对比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更贴近于哲学。“薛定谔的猫”也就是被

关在箱子里的猫由于你看不到它的状态，所以你不知道它的死活。其实，无论是量子力学不确定原理，

还是薛定谔的猫，其中的核心问题都是由于未知造成了不确定。和矛盾一样，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

法的反映[5]。我们可以将未知看成客观事实，将不确定看作主观认知来理解，可以将其解释为，客观上

的未知，造成了我们主观上的不确定。 

3. 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哲学启示 

3.1. 不确定性原理对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认识的启示 

首先，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我们都知道人是

高度自主化的生命事物，即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自主性是人所具有的主体特性之一(主体性包括自主性、

能动性、创造性)，人之所以能称之为主体，首先就在于他有自主性[6]。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

基本观点，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充分利用其主观能

动性主动积极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运用其主观能动性投身于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在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充分发挥和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主观能动性是意识的一个重

要特性，也是区分物质与意识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量子力学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一种多视域解释或

者多心解释。斯奎尔斯曾提出，在宇宙波函数中，许多分支的出现可能是相当合理的，作为波函数的一

部分，观察者不可能站在世界的外面去观察它，能够意识到特定的实验结果的观察者，完全意识不到波

函数的其他部分，因为在进行一种有意识的观察行为时，“我”成为与特定的被观察值相对应的波函数

的一个部分[7]。他的这段话也可以这样表述，因为人处在众多平行世界中的一个世界，不可能从世界外

面看待这一切，所以人会以为不处于自己世界的平行宇宙是不合理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合理的。量子不

确定性原理再结合上多心解释，似乎意味着我们在认识客观的微观量子世界时，意识的参与或意识的作

用的发挥似乎不可或缺。这就仿佛将人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在人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用放大镜

放大了一样，有一点偏向于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并将意识和物质割裂了开来。然而，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物质第一性”原则应首当其冲地成为

无可辩驳、无需质疑的根本前提、坚实基础，即“现实的人”的能动性实践毫无疑问必定是始终建立在

“物质始基性”之上的[8]。既然，波函数和多世界已经是被认为合理的，那么它们就应当被视作真实的

存在，人意识中平行世界的存在也就变成了对物质世界真实平行宇宙存在的主观反映。这个问题的主要

矛盾在于，因为没人真正意义上地通过自己的器官模态直接感知到多世界的存在，并对其存在表示怀疑，

所以多世界被当成了意识的产物。但是，无论是人意识中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都是对物质

世界的主观映象，因为意识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物质始基性”。正如生物和物理

以及其它自然科学中，人体器官所不能直接感知到的比如细菌和电磁波，其实都是客观世界真实的存在，

都可以通过仪器设备被人间接观察到，都是可知的。人已经能想到多世界的存在并研究它，实际上就已

经说明了它的可知性以及可知论的正确性。 

3.2. 不确定性原理对时间本质认识的启示 

其次，量子不确定性原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时间的本质。人处在物质世界中，不断地做出选择，

做出的选择会影响自己的未来。如果将世界比喻成一个巨大的网格，人行走在网格中。时间不会停息，

不会等人，所以必须立刻做出下一瞬间的移动。又由于时间的流向只能向前，所以过去已经确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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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有无限个可能。未来对人而言是未知的。因此，时间的流向在现在有无限个方向。下一个方向成为

下一个现在；上一个流向，导致了现在。如果站在过去的过去看过去，那么过去在过去的过去或者曾经

也有过无限个可能。过去也只是过去的过去无限个可能中的一个可能或者时间的一个流向。其实过去的

过去看过去、过去看现在、现在看未来都有无限的可能，或者说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无数个可能。在

时间线之前，看时间线之后都有无限的可能。海森堡自己也曾说过：“在因果律的陈述中，即‘若确切地

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所得出的并不是结论，而是前提。我们不能知道现在的所有细节，是一种原

则性的事情。”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想通过因果律完整地或者绝对真实地预

测未来或者彻底确定未来，那么就不能只了解表面上与之相关的所有细节，而要了解整个世界的、现在

的所有细节，实际上由于世界的庞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是从未来不可知还是因果论的角度出发，

未来都是未知的。那么如果只关注世界的局部呢，仿佛可以得知世界的全部细节。其实按照牛顿物理学

的因果定律，未来不是不确定的，只要知道现在的初始条件，就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也即未来只有一种

可能。不过，那只是建立在局部世界上的预测，也就是说不考虑局部世界之外的外部世界或者环境的干

扰。比如，一辆运动的小车匀速向前，在不产生干扰的条件下，根据牛顿力学，其运动状态不变，下一秒

仍然向前。但是，如果这时有一辆质量和速度都比它大得多的车迎面撞过来呢？因此，这里的因果律也

只是对未来极大概率的一种预测，却不是真正的未来，真正的未来仍然是未知的。做实验时往往要减少

外部干扰。然而，量子力学却为什么有不确定性呢，难道它就不能做这种极大概率的未来预测吗？其实，

电子云就是对电子出没概率的统计即出没可能性的预测只是精确度和可能性没有牛顿力学那么高而已。 

3.3. 不确定性原理对现实和真假认识的启示 

第三，平行宇宙和真假不确定性。为了便于理解，这里继续使用物理中平行宇宙的概念来进行描述，

假设一个可能是一个平行宇宙，不妨就叫可能平行宇宙。如果可能有无限个可能，那么有无限个可能。

换言之，可能有无限个可能，仍然会继续造就无限个可能。“有无限个可能”究竟是对还是错，这无限个

可能是否存在？显而易见，可能是一定存在的、默认的，因为可能本身就是可能，就是不确定和猜测，

所以不需要或者要求是真或者假，或者不必要存在或者不存在，只能可能和未知。当清楚哪种可能会发

生，以及其它可能不会发生时，那么，可能将不再是可能，因为它已经确定了，不再具有不确定性就不

再是可能，不再未知，不需要再猜测，也就是说这时所有的可能都消失了。这就是可能与现实的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看，时间流向的定形，未发生的可能也就是不可能被忽略掉，是假的、不可能的。之所以

来自过去的可能成真，不可能成假，只是因为自己的现在是过去的某一个可能的延续。但是其它的可能

过去也是存在的，也可以延续，所以虽对现在的我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假的，但是在另一条可能的

延续上是真的、存在的。我的真或者假也可以是另一条时间线上的我的假或者真，另一个我也是我，因

此，在不同的时间线上真假不是绝对的，而且相比现实世界的我，可能世界的我只是某种可能状态。也

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可能都存在，那么所有的延续都存在。时间和历史可能没有人自己的选择，只是可能

和随机，只是因为你恰好处在了现在，所以真是真，假是假，所以存在即存在，不存在即不存在。从看到

一切时间和可能的无限视角来看，真假、存在与否都将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真假对错都

是不一样的。 
未来是不确定的、未知的；未知的，对人而言，就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无关对错与真假。但是，真

假的不存在，不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中，或者说我们处在了一个“现在”，

现实已经被确定，以往的时间流动已经被固定，连接到现在就产生了连续，连续就会造就现实，正如上

面所说，已经被确定的就不再是可能而是现实，那么现实就已经存在，真假也已经被确定和存在，所以

现实中，有些能发生，有些不能发生。因此，现在是真实的基础。过去造就现在，并成为现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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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现实”就是现在的真实，现在和真实之间、真假对错和今之间是统一的，所以才叫“现实”。未来

对于现在、现在对于过去和过去对于过去的过去都是未来，都是不确定的、都是未知的、都不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关键在于你的立点和角度，假设你站在过去看现在，现在是一种可能。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

因为经过过去才能到现在，只有现在才是真实的。 

3.4. 辩证法在其中的体现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其中有一种相对的思维。相对，其实也就是辩证的思维。联系到唯物辩证法的

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矛盾是反映事物内

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是同时存在的，相互联结、相辅相成。

从现在看未来，未来发生形成的现实，与其它未发生的可能相互对立、相互斗争，但是都是基于现在对

未来的考量和推测，因此，相互统一。因此，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推

动着事物向前运动发展和运动变化。另一方面，由上述可知，在不同的时间线上，真假、对错和存在不

一。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我们身处于一个辩证、相对和运动的世界，而非一个静止和绝对的世界。运动是

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充分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即真理性。自然界普遍规律存在的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原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为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帮助人们更准确的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奠

定了科学基础[9]。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到事物的运动性和发展性，用辩证和变化

的眼光全面地看问题，不可静止和片面。 

4. 与物理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关联和区别 

4.1. 与物理学的关联 

平行宇宙和多世界的概念或者多宇宙的解释在物理学中最早提出。多世界解释的相对态的形式是埃

弗雷特于 1957 年建立的，后来这种形式得以推广并在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重新被德温特命名为多世界

[10]。物理学中有宇宙波函数理论，这里所说的未知成为已知时可能世界的消失和单一现实的确定，在宇

宙波函数理论中对应于波函数的坍缩，至于坍缩的原因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不得而知真相，就和这里的可能理论一样，带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从量子的变化角度即基本粒子的

运动状态和轨迹随时间的变化来看，量子有瞬间的变化，其变化不需要时间，现在也是瞬间的变化，现

在的变化不需要时间，也就是说时间一瞬见的流动以及量子和现在一瞬间的变化，由于一瞬间时间为零，

这些一瞬间的变化不需要时间，现在的改变，引动的是现实的改变，连续的观测是无法确定瞬间的状态

的，因为连续的时间长度不为零，也就不能和瞬间一一对应或者统一和相等。由于瞬间的变化，只能观

测到一瞬间的状态，只有一瞬间的稳定状态，造成瞬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和不确定。瞬间时间长度为零，

也就可以说在时间上，没有定态，所以不确定和不可观测。 
时间的流动，现在的改变，造成的是现实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断和不停息的，所以变化是

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客观物质世界本身的随机演变过程，还应当遵循物理

定律，比如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而产生时间的流变。实际上，这里的时间流变和变化已经产生了连续，

也就是说这些变化不是一瞬间的，所以物理定律的存在是合理的，其也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如果

是一瞬间、时间长度为零，那么应该是不存在现实，也就不存在物理定律。过往的科学研究也不是建立

在瞬间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连续的变化及现实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现实和连续的变化，那么至少

现在还没有太多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和思考难度会大大增大。正如上面所说，过去造就现实，并

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些铁的、无法改变的物理定律，必然不属于未知的未来，而是属于现

实，又因为这些定律是关于连续的，所以它们一定是从过去到现在形成和确定的，现在也是由过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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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确定的，又由于现在是一瞬间，是一个间断的概念，时间长度为零，可忽略，所以，这些定律都是过去

确定的。未来不能改变过去，所以，这些定律会在未来一直存在。这与事实相符合。 

4.2. 与经验主义哲学的区别 

最后，区别于经验主义哲学。人的意识内容是对客观世界变化的感知，从而形成过去、现在和未来

的观念。对于经验论哲学来说，的确只有现在，因为都是对当下经验的感知。真假从某种意义上看，也

是人的意识感知的观念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问题。所以如果不能形成对可能的东西的观念或者对未来的

观念，就很难比较与事实的符合，也就难以判断真假。以上所说的种种可能会被人认为是经验主义哲学

的观点，但是实际上两者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经验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一种静止的、片面的观

点看待问题，看到了现在，却没有看到变化和未来。在哲学的发展史上，辩证法从出现起就一直站在了

“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形而上学思维体现的是把整体还原成部分、把复杂运动分割成若干静止片段、

把复杂联系简化忽略处理的这样一种孤立、静止、片面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11]。而杜威经验哲学虽然排

斥任何承认永恒实体的形而上学，却转而创立一种过程哲学，并和现象学都承认，人类实践造成了我们

对时间是一连续不断的、不可分隔成瞬间的时间流的意识[12]。毋庸置疑，杜威的形而上学立场是自然主

义的，是与其经验法和直指法的兴趣一致的[13]。可见，虽然经验主义采用了辩证法的部分内容，却不够

彻底，没有完全走出“形而上学”的束缚，更像是一种介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过渡态哲学。而

上面所阐述的是建立在时间流动的基础上的辩证思考，是在以一种变化和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符合唯

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所以其不同于经验论。 

5. 结论 

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中，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辩证的物质世界中，是非真假都不是绝对

的，我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和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辩证法不是外在的诡辩论，而是关乎事物

内部运动的认识论；辩证法不是关乎必然性的体系哲学，而是破解必然性的同时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

的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14]。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存在于世界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对立统

一是事物普遍的性质，我们要坚持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问题，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人类实

践虽然追求确定性，但其实质在于消除不确定性[15]，“在现实生活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普遍存在”[16]，
不能根据经验主义的观点看待时间和未来，而要用辩证法的方法，看到未来的非单一性和多个不同的可

能，从而分析和预测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现在是真实的基础，共同组成现实。我们遇到问题要从现实出

发，也就是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也就是所说的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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