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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而上学时空观的危机

从相对时空观到绝对时空观—绝对时空和相对时空—绝对时空观和新的实验

事实的矛盾

时空观的一次大变革

绝对主义时空观的破产—罗仑兹的尝试—爱因斯坦的历史作用

从时空的相对性到相对主义

时间和空间是一定物质关系的表现—时空不是纯粹的关系

从相对主义到唯心论的时空观

从时空关系到主观感觉
�

一从时空测量到主观规定—两种哲学时空观的对立

从经验论到先验论

时间和空间没有差别吗�— 相对论还是绝对论� 时空是
“
弯曲

”
的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 自然科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
。

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迫使

资产阶级科学家批判了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

揭示了自然界的一些新的侧面
、

新的联

系
、

新的特点
。

自然科学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

但是
，
由于资产阶级科学家不懂得或不愿意

承认辩证法
，

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
，

使人类对 自然界认识上的进步

采取了扭曲的表现形式
，

并通过相对主义的途径而陷入了主观唯心论的泥坑
。

自然科学

的各个领域普遍地出现了唯心论危机
。

爱因斯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

向着牛顿的力学体系发起了冲击
，
把牛顿力学推进

到了相对论力学
。

他的相对论发展了自然科学的物质观
、

运动观
、

时空观的某些侧面
。

从

这一点说
，

他在 自然科学领域内称得上一名革新的闯将
。

同时
，

他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科学

家
。

他不能从哲学上正确地概括他的科学成就
。

他从相对论出发所建立的理论体系
，

从



世界观上来看
，

是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

他属于列宁所指出的那种
“
伟大的科学家

、

渺

小的哲学家
”

的行列
。

在 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
，

牛顿的力学体系曾经统治了整个十八世纪
。

但是
，

十七
、

八

世纪光学的发展
，

十九世纪热力学
、

电磁学的发展
，

使牛顿力学体系面临着一连串无法解

释的难题
。

牛顿认为
，

一切物质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原子所构成
，

但光的干涉
、

衍射等现

象�却表明
，
光不是极小的粒子流

。

十九世纪末一些新的实验事实又进一步说明
，

电磁运

动与机械运动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

这样
，

牛顿力学体系就碰到了严重的困难
。

为了解决

困难
，

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新方案
。

爱因斯坦从时空观下手
，

认为问题在于牛顿对

时间和空间的看法有错误
。

他在
“

狭义相对论
”
中提出了一整套同牛顿力学体系的时空观

完全相对立的时空观
。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
，

是物质的普遍属性
。

爱因斯坦批判了牛顿力学体系

的时空观
，

就不能不触及物理学的根本性问题
，

对当时的科学界震动很大
。

一 形而上学时空观的危机

从相对时空观到绝对时空观 人类在最初认识时空的时候
，
抽象思维的能力很低

，

不能形成时间和空间的抽象概念
。

对他们来说
，

空间就是这里或那里
，

陆地或海洋
，

森林

或旷野 �时间就是这时或那时
，

春天或秋天
，
黑夜或白天

。

这种原始的时空观只承认具体

的时空
，

说明了时空是和物质紧密联系着的
，

依存于物质的具体形态而存在
，
是相对的时

间和相对的空间
。

因此
，

在古代
，
一般说来

，

这种相对时空观总是 占主要地位
。

近代 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与原始的具体时空观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物质的

运动
。

它把物质的一切运动形式都归结为机械运动
，

而物体要作机械运动
，
就要有

“
空

” ，

正象一个人要在挤满了人的马路上走
，

就得先挤出点空隙来
。

这样
，

物质不可能再是连续

不断的混沌一团
，

一个一个的原子之间有空隙
，

一件一件的事件之间也有空当
。

循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
，

就得出了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
�

空间象一个大

箱子
，

物体放进去也好
，

取出来也好
，
空间还是空间 �时间象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

，

发生什

么事也好
，
不发生什么事也好

，

时间还是时间
。

用牛顿的话来说
� “

绝对空间
，

就其本身性

质来说
，

与外界无关
，

总是一样的和固定不动的
。 ”
�这个空间的最大特点是空

�

空无一物
，

空空如也
。

他又说
� “

绝对的真正的数学的时间
，

就它本身性质来说
，
它均匀流逝

，

与外界

毫无关系
。 ”
�这个时间成了某种独立于物质过程以外的流程

，

总是连续不断地
、

均匀地
、

不变地流逝着
。 “
逝者如斯夫

，
不舍昼夜

” 。

总之
，
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 以外的空架子

。

这个时空观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存在
，

反映了时空独立性
、

抽象性的一面
。

如果停

留在原始人的具体时空概念上
，

什么事物都有各 自的时空
，
黑夜和白天不同

，
陆地和海洋

也不同
，

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东西
，

那就无法进行比较
，

无法计量时间的长短和空间的大

小
。

从具体时空中抽象出时空的抽象概念来
，

这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
，

是近代 自然科学

发展的必要条件
。

� 光的干涉
，
指两束或多束光线相遇时

，

在屏上出现的明暗相间的条纹�衍射�也叫绕射�
，

指光可

以绕过障碍物继续传播
。

如果光是一束机械小球
，
没有外来作用

，

小球只作匀速直线运动
，
这样

，
光只能

直线传播
，
不可能出现明暗相间的图象

，

也不可能绕过障碍物
。

二
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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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付时空和相 对时空 列宁说
� “

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
。 ”
�《 哲学笔记 》 �时空总是

通过运动
，

通过物质在运动中的相互关系而表现出来
。

因此
，

时空不仅同物质不可分割
，

同运动也是不可分割的
。

牛顿的绝对时空是从他的物质观引 出来的
，

也是从他的运动观

引出来的
。

牛顿和古希腊那种抽象的思辨哲学不同
，

他的运动观的出发点是
“

惯性运动
” � “

静者

恒静
，
动者恒动

” 。

这就是说
，

物体或者是绝对静止
，

或者是作匀速直线运动
。

这种惯性运

动要求绝对的时间和空间
。

物体既然可 以
“

绝对静止
” ，

就要有一个不动的统一空间作为

场所
�
既然有匀速直线运动

，

就要求空间象欧儿里得几何所描述的那样绝对
“

平直
”
�象一

维空间中的直线
、

二维空间中的平面�
，

绝对
“

均匀
”
�各部分没有疏密之分�

，

时间也绝对
“
均匀

” ， “
节奏

”
永不变化

。

这是惯性运动的舞台
，

也是一切运动中时空关系相对变化的背
」几
力飞 。

但是
，

物体的空间位置是相对的
。

电灯在车厢里的位置要通过它同车厢的地板
、

四壁

的关系来确定
，

要以车厢作
“
参考

” ，

以资比较
。

如果用不同的物体作参考
，

位置就有不同

的表现
。

在开动的火车里
，

电灯相对于车厢
，

位置没有变化
，

这是 以车厢作参考系
。

如果

用地球作参考系
，

电灯相对于地球的位置就有变化
。

物体在两个不同的坐标系里有不同

的空间关系
，

用数学方法表示
，

叫
“

伽利略变换
” 。

例如
，

火车从上海开往北京
，

距离是 � ，

从地球坐标系看
，
以上海为原点

，

北京位于 � 处
。

火车以时速 � 作匀速直线运动
，

走了 �小

时
，

从火车坐标系�厂
，
�产， � ‘ ，

厂�看
，
以火车为原点

，

北京的位置变了
，

位于 �， 二 � 一 ��

处
。

这个时空关系的变化是
�

��
��

� � 一 ��

� �

这就是说
，

从上海看
，

距离北京 ����公里
，

如果车速每小时 �� 公里
，

火车跑了 �� 小

时以后
，

从火车上看
，

距离只有 ��� 公里
，

空间关系变了
。

这里空间表现了相对性
�

在不同

参考系即不同的物质关系里
，

空间关系有不同的表现
。

另外
，

测量空间距离的长短
，

时间的久暂
，

总要通过具体物质的时空进行比较
，

这也是

相对的
。

用公尺量地面上的距离
，
是用米尺的空间同地球空间进行比较

，

以确定地面相对

于米尺的长度
。

用小时计量火车行驶的时间
，

是用地球 自转周期同火车运动相 比较
。

这

也表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
。

牛顿把这个随着物体的运动而变化的具体时空关系
，

叫做相对时空
。

他说
，
时间和空

间分为
“

绝对的和相对的
，

真的和假的
，

数学的和 日常的
”
�

。

绝对时空是本质
，

相对时空

是假象
�
绝对时空是整体

，

相对时空是部分
，

是人们
“

可以感觉到的
” 、 “
作测量用的

”
公尺度

�一公尺
、

一公里或者一小时
、

一天
、

一年��绝对时空是不变的
，

相对时空是可变的
。

伽利略变换表现了二者的关系
。

首先
，

因为物体在运动
�

物体的空间关系也不断变

化着
。

但不管怎么变
，

火车空间同地球空间永远一样地平直
、

均匀
。

从地球坐标系看
，

火

�母 牛顿
� 《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车到北京的距离是 ��� 公见
，

从高速行驶的火乍坐标系行这 个即离
，

还是 ��。 公狱
。

这

个变化完全是外表的
，

是空�习外部关系的变化
，

空问 自身的伸张性
、

空间的内在址度并

没有变
。

这还是绝对空间
。

其次
，

时间也根本不变��
� ��

。

留在上海的人肴钟
，

火车跑
一

�
‘

�� 小时
�
坐在车上的人看钟

，

火车 也跑了 �� 小时
。

上海是 �� 点
，

火车上也是 ��点
。

不竹从哪个参考系看
，

不管物体的运动状态如何
，

一小时水远等于 一小时
。

这还是绝对

时间
。

在这个变换关系中
，

时间和空间也互相独立
。

空间位置的变化是在
一

竹奏绝对不变的

时间之流里发生的
。

时间变化
，

空间可以没有任何变化
。

时间和空间的联系
，

是外在的
、

偶然的
，

不是内在联系
。

牛顿的绝对时空反映了时空的抽象性一面
。

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
，
的确觉察不出火车

上的一公尺同地面上的一公尺会有什么不同
，

觉察不出不同的运动状态对时空的内在
一

陡

度会有什么影响
。

为了描述这种低速的机械运动
，
他必须把这种 日常生活经验加以抽象

，

把时空同物质运动以及时间和空间本身割裂开来
。 “
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

、

粗糙化
，

不加以割碎
，

不使之僵化
，

那末我们就不能想象
、

表达
、

测�
、

描述运动
。 ”
�《哲学笔记

》
�这是

人类认识发展的一定阶段所必需的
，

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

绝付时空观和新的 实验事实的 矛质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一些新的实验事实
，

向统

治了差不多三百年的绝对时空观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

按照伽利略变换
，
从不同参考系看

，

物体的运动状态不同
，

时空关系也变化
。

声音的

传播就是这样
。
比方火车在作惯性运动

，

一个人站在密封车厢的正中央说话
，

对于车里的

人来说�火车坐标系�
，

声波的传播规律同地面上一样
，

都是大约每秒 ��� 公尺
。

但对于地

上的人来说�地球坐标系�
，

因为火车在运动
，

还必须考虑火车运动对于声速的影响
。

假定

车速是每秒 �� 公尺
，

那么向车头传播的声速是每秒 ���公尺
，

向车尾传播的速度则为每

秒 ��� 公尺
。

声速是相对的
�

对于火车坐标系是一种运动状态�每秒 ��� 公尺�
，

对于地面

坐标系是另一种运动状态�每秒 ���士 �� 公尺�
。

这也表现了时空的相对关系
。

但是这个变化的时空关系的背后还是不变的绝对时空
。

无论火车空间或地球空间本

身
，

都没有因为声波的运动而发生任何变化
。

物体运动状态在变
，
空间自身不变

，

仍然都

是平直
、

均匀的
。

时间也是一样
。

车里的人看来�假定可以看到的话�
，
从车厢正中央发出

的声波同时到达车头和车尾
。

地上的人看来
，
虽然声波向前运动得快�每秒 ��。 公尺�

，

向

后运动得慢�每秒 ��� 公尺�
，

但车头 以每秒 �� 公尺的速度离声源而去
，

车尾也以同样速

度向声源接近
，

两两相消
，

速度还是每秒 ���公尺
，
声波还是

“
同时

”

到达车头和车尾
。 “
同

时
”
是绝对的

。

总之
，
运动状态可变

，

相对的时空关系可变 �
但时空本身不变

， “
同时

”

就是
“
同时

” ，

不

同时就是不同时
。

把声波换成了光波又怎样呢� 按照牛顿的机械论
，

一切物理现象最后都要归结为机

械运动
。

这样
，

光波也是同声波一样的机械波
，

也要遵循伽利略变换
。

就是说
，
如果火车

里的人不是讲话而是开电灯
，

情况也应当一样
。

车里的人看来
，

光同时到达车头和车尾
，

光速都是大约每秒 �� 万公里
。

地上的人看来
，
光速变了 �

光向车头传播的速度应该是每

秒 �� 万公里 � �� 公尺 �向车尾传播的速度应该是每秒 �� 万公里 一 �� 公尺
。

和车速抵消

后
，

光波也是同时到达车头和车尾
。

根据牛顿力学
，

这都是毫无疑间的
。



可是
，

根据当时的一系列实验
，

特别是迈克尔逊
一
莫雷实验�

，

事实却根本不是那样�

对车里的人来说
，

光向车头传播和向车尾传播的速度固然都是 �� 万公里
�
奇怪的是

，

对地

上的人来说也是这样
，

既不是每秒 �� 万公里 十 �� 公尺
，

也不是每秒 �� 万公里 一 �� 公尺
。

优是说
，

光的传播速度同光源�电灯�灼运动状态无关
。

你的火车开得快也好
，

慢也好
，

我

反正保持每秒 �� 万公里的运动速度不变
。

一句话
�

光速不变
。

这一来
，

问题就大了
。

按照伽利略变换
，

相对于地面
，

光的速度变了
，

时空关系变了
，

这是相对的
�
但时空的内在量度不变

，

时空本质上不变
，

这是绝对的
。

但是实验事实却刚

好翻了一个面
。

光速不变
，

光运动中时空的外部关系不变
，

那么
，

时空的内在量度是不是

可变呢� 于是
，

古典力学面临一个选择
�

要末不承 认光速不变
，

但这是实验事实
�
要末修改

以绝对时空为背景的伽利略原理
，

但这又是古典力学的一个基础
，

没有它
，

整个古典力学

的定律都要成问题
。

牛顿力学陷入了困境
。

资产阶级物理学家们悲观失望
，

哀叹在晴朗

的天空中出现了
“
乌云

”
�

。

荷兰物理学家罗仑兹甚至绝望地说
� “

真理己经没有标准了
，

也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了
，

我很悔恨我没有在这些矛后没出现的五年前就死去
。 ”

�

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 说来也很简单
�

光和声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嘛 � 声波是机械运

动
，
通过空气的机械振动而传播

�
光波是电磁运动

，

不是简单的机械振动
。

运动形态不同
，

当然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时空性质
，

这正说明了时空的相对性
。

要解决这个矛盾
，

就要深

入分析电磁运动的特殊本质
，

分析光子
、

电子等物质形态的特殊矛盾
。

机械论的物质观
、

运动观把电磁运动看作是机械运动
，

硬套到机械力学定律上去
，

这就从根本上错了
。

同时
，

时间和空间是否就象牛顿所想象的那样
，

它们本身的量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变化�

时空本身的内在量度为什么就不能变� 这个问题
，

形而上学的时空观怎么也回答不 了
。

二 时空观的一次大变革

绝对时空观的困难说明
，

人类对时空的认识要求从绝对时空观复归到古代的相对时

空观
。

当然不是简单地倒退回去
，

而是在几千年来哲学和 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
，

在更高的

发展阶段上的复归
。

这是历史的要求
。

在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中
，

爱因斯坦起了主要的作用
。

绝对主 义时空 观的破产 新的实验事实说明
，

光有牛顿的纯粹外在的
、

表现数最关

系的相对时空还不行
，

还必须由此更进一步
，

承认时空在本质上的相对性
。

不破不立
。 一

互

破掉牛顿的形而上学时空观
，

复归到相对时空观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不了
。

� ���� 年美国人迈克尔逊和莫雷所作实验
。

这个实验大体
�

�是用地球代终火车
，
因为地月沁勺互

动速度比较快�对于太阳大约每秒 �。 公里�
，

如果光速变化
，

效果比较明显
。

他们设计 了 一 种 光 学 仪

器—干涉仪
，

使光线在干涉仪里分成水平的一束和垂直的一束
，
然后再使这两束光线互相重叠

，
形成干

涉条纹
。

如果光速因为地球运动而改变
，

那么水平方向的光速应该比垂直方向的光速要快
，
如果改变干

涉仪的方向
，

在干涉仪上就应看到光的干涉条纹的移动
。

但是实验结果却发现
，

根本没有这样的移动
，

就

是说
，

光速并不受地球运动的影响
。

以后在不同季节
、

不同时刻
、

不同方向重复这个实验
，

结果都一样

另外还有一系列实验证明了光速同发射光线的光源运动没有关系
。

因此
，
当时一 般都认为

，
不管光是从

什么光源发出的
，
包括从别的天体上发出的

，
观察到的光速总是每秒 �。 万公里

。

白 开尔文
� 《 十九世纪笼罩在热和光的动力论上的乌云

》 ，

英国
《
哲学杂志和科学月刊 》 ，

����年

第 �期
，

第 �页
。

� 转引自坂田昌一
� 《
理论物理学和 自然辩证法

》 ，

译载 《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 ，
���与年第 �期

，

第 ��页
。



哪里有什么绝对时空呢� 我们只知道电灯在车厢
‘��

，

火车在地球
�

�
，

地球在太阳 系
，
�
，，

太阳系在银河系
‘
�
，……谁知道它们在绝对空卜巧的了�

·

么位代呢� 从人们的实践经验
‘
�
， ，

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布�么绝对��寸空
。

甚至牛顿自己也为此而 苦
�

恼
。

他竹经希蚁通过绝对运

动而发现绝对空间
，

把相对空间和绝对空间统一起来
。

他做过一个苦名的
“

水捅实验
，’

�
，

企图证明桶里水的旋转是相对
一

犷绝对空间的运动
。

似是
�

����如后来马赫所指出的
，

捅里的

水也可 以看成是相对 �
几

天空而旋转
，

这仍然是在相对空间中的相对运动
。

独立的绝对时空是没有的
，

绝对的时空散度也是根木不可能有的
。 �

录度就是比较
。

尺

可 以因气候条件而伸缩
。

即使是保存在巴黎国际度录衡局的那根米尺也会变化
。

现在国际

上采取一种光波的波长作尺二变化更小
，

但也不能保证绝对不变
。

要在这些具体空间以

外寻找一种绝对长度
，

是办不到的
。

时间也一样
。

一年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
，

一天

是地球 自转一圈的时间
。

但是
，

今年和明年
、

今天和明天是不是绝对一样长呢� 不是的
。

如

果同另外一种具体时间进行 比较
，
比方用国际原子钟�计量

，

地球 自转在变慢
， “
天

”

在拉

长 �
地球公转在变快

� “

年
”

在缩短
。

艳原子振动周期是不是绝对均等呢�谁能保证�离开了

具体的物质运动的节奏
，

就无法衡量时间的久暂
。

因此
，

牛顿 自己也怀疑过
� “
可能不存在

这种可以用来精确测量时间的均匀的运动
” ，
因为

“

所有的运动都可能加速或减速
”

�
。

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
。

时空表现为物质之间的关系
，

总是在一

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特殊形式
。

因而时空总是具体的
、

特殊的
、

相对的
。

离开了具体时

空
，

就没有抽象的
、

一般的时空
，

离开现象就没有本质
。

相对时空中有绝对性
，

但没有另外

一个超越于相对时空 以外的独立 自在的绝对时空
。

正象没有一般的人
，

一般的房子一样
。

谁见过
“
人

”
� 只能见到张三

、

李四
。 “
房子

”
的概念谁也看不见

，

只看到具体的房子
，

天津

的洋楼
，

北京的四合院
。

离开了运动
，

离开了物质关系
，

离开了现象
，

离开了人的感性经

验
，

时空就成为不可捉摸的神秘的东西了
。

牛顿不懂得具体和抽象
、

特殊和一般
、

现象和

本质
、

经验和理性
、

相对和绝对的辩证法
，

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

在他那里
，

现

象根本没有通向本质的桥梁
，
从感性经验不可能提高到理性认识

。

这两套时空是互相隔

绝 的
。

真的存在着什么绝对虚空吗�根本没有
。 “

真空
”
不空

。

无论在遥远的宇宙空间或者原

子里头的微观世界里
，

到处都是不同形式的物质
。

同样地
，

绝对空洞的时间也是从来不存

在的
。

人们不可能从感性经验中发现这样的绝对时空
，

只能求助于超 自然的上帝
。

牛顿说
，

� 这个实验大体是说
，

让一个装了水的水桶转动
，
开始时桶壁旋转而水不动

，

水面和静止时一样
，

是个平面
。

以后
，

水逐渐被桶壁带动和桶壁一起旋转
，

水面变成凹形 �桶边的水面高些
，
中间低些

。

牛顿

认为
，

这种运动就是相对于绝对空间的绝对运动
，
因此

，
从水面是平面还是凹形曲面

，

可以辨别水是相对

运动还是绝对运动
。

马赫批判说
，
水面是凹形并不足以说明水一定是绝对运动

，
凹面现象是由于水相对

于地球和别的天体的转动所引起
。

如果认为整个天体绕水旋转
，
结果也是一样

。

他还提出
，

当桶壁厚达

几十公里时
，
谁也不能保证实验结果和原来一样

。

因此
，
马赫认为

，

水桶实验根本不能作为存在绝对运

动的根据
。

� ����年 �� 月第 �� 届国际度量衡会议规定
，
以 ��” �氢�在真空中由 ���。

至 ��
。
二能级间跃

迁时发射的橙色光波波长的 �
，

���
，

���
�

��倍为 �米
。

� 国际度量衡委员会决定
，

为统一国际计时标准
，
以艳原子振动 �

，
���

，
���

，
���次的时间为一

秒
，
称为国际原子钟

。

自一九七二年元旦起实行
。

� 牛顿
� 《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



绝对空间是
“
上帝的感官

”
�

，

或者干脆就是上帝 自身
� “
上帝是无时不在和无所不在的

�
正

因为他无时不在和无所不在
，

他就成了时间和空间
。 ”
公他把时空的绝对性

“

片面地
、

夸大

地
、

过分地�狄慈根�发展�膨胀
、

扩大�为脱离了物质
、

脱离了 自然
、

神化了的绝对
。 ”
�
《
哲学

笔记 》 �他的那个
“

理念的
、

真正的
、

数学的
、

消除了偏见之后的
”

绝对时空
，

只能是上帝或上

帝的感官
，

只能是同经验世界根本隔绝的先验王国
，

是柏拉图的神秘的
“

理念世界
” ，

是天

国
。

火车在行驶
，

不过是火车在相对空间中的幻景
，

就象
“
月移花影动

” ，

其实花并没有动一

样
。

客观世界里的具体运动
，

都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的浮光掠影
。

这就完全陷入了先验论
。

十九世纪末以来
，

许多人都在试图冲破绝对时空的统治
，

试图在新的时空观的基础上

改革牛顿力学
。

马赫最早批判了绝对空间
，

批判了牛顿把绝对和相对割裂开来的观点
。

他

强调
� “

不存在关于相对和绝对的鉴定
”
�

。

后来
，

罗仑兹根据光速不变的事实提出了新的

时空变化关系 �
“

罗仑兹变换
”
�

，

用来代替以绝对时空为背景的伽利略变换
。

彭加勒更进

一步表述了�棺对性原理
，

并预言
� “

从所有这些结果看来
，

必然出现一种全新的力学
，

这种

力学由不存在超过光速的速度这种规律来表征
。 ”
� 牛顿的绝对主义时空观百孔千疮

，

崩

溃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

罗仑兹的 尝试 迈克尔逊一莫雷实验 以后
，

罗仑兹首先从这个新的实验事实出发
，

修改了伽利略变换
。

他说
，

在不同情况下相对时空的 帚度 也是可以变的
，

因而不同参考系

的时空关系的变化也可 以有不同的形式
。

他提出了
“

罗仑兹变换
”

来代替传统的伽利略变

换
。

这是对牛顿力学体系一个很大的突破
。

光速既然在不同参考系中保持不变
，

那末
，

参考系变了
，

时空的相对关系就是另外一

种变化了
。

从火车坐标系看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
，

这个变化的数学表示式应当是 �设光速

为 ���

�， �
一三下 、生一

�一�
一‘、

丁
尸 二 �

�， � �

�
一砂

和伽利略变换不同
，

根据罗仑兹变换
，

从地面上看
，

火车到北京的空间距离是 ��� 公

里
，

从火车上看
，
这个距离小于 ��� 公里

。

从火车上看时间间隔
�

也不是 �� 小时
，

而是 比

�� 小时长一点
。

换句话说
，
参考系一变

，
�公尺就不是 �公尺了

，
�小时也不是 �小时了

。

于是
，

罗仑兹变换符合了光速不变的事实
。

怎样解释这种新的变换� 罗仑兹摆脱不了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束缚
，

坚持时空本身的

� 牛顿
� 《 光学 》 ，

美国 �肠�年版
，

第 ��� 页
。

自 牛顿
� 《 自然哲学的数学啄理》 ，

第 �拓 页
。

� 马赫
� 《 力学的科学

》 ，

英国 ���卫年版
，

第 ���页
。

� 转引自惠泰克
� 《 以太和 电的理论的历史》 ，

美国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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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度还是绝对不能变的
�

变的只是时空的具体觉度
，

也就是尺子和钟
。

它们为什么会变

呢� 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
，

光象水波
、

声波一样
，

也是
·

种机械波
。

凡波都要有传播的物

质介质
�

水波靠水
，

声波靠空气
，

光波靠
“

以太
” 。

于是
，

罗仑兹只好在这个
“
以太

”
身 �才�

一

仁

意
。

罗仑兹认为
，
以太这东西不仅 又刚硬 一因为按�狱一般波动规律

，

介质愈刚硬
，

传播

得愈快 �又普遍
�

一 弥渔 �
几

整个宇宙之中
，

无所不在
，

无孔不入
�又稀薄一 什么物体都

。�
�

以 自由地穿过它而不受任何形响
。

更古怪的是
，

它却能形响别的物体
，

当物体在这个以太

海洋中穿行时
，

就成了听凭 以太揉搓的面粉团
。

运动越快
，

被揉得越短
。

火车对以太的

运动比地球快
，
火车上的尺子 比地球上的尺子缩短了

，

钟的节奏也减慢 了
。

这样
，
在火车

上量得的光速本来是变的
，

但因为尺子和钟也跟着变
，

所 以在火车里看不出这个变化来
。

如果你用绝对空间的尺子和钟去量
，

光速还是变的
。

这其实仍然是牛顿的绝对时空和相对时空
。

由于以太海洋的作用
，

不但外表的空间

关系变了
，
时间和空间的尺度也变了

。

但这仍然是相对时空的变化
，

只是在火车参考系里

尺子和钟所量出来的
“

貌似
”
的空间坐标��

‘
�和时间坐标��，�在绝对时空中

“

真正
”

的空间

坐标�劝和时间坐标���背景上的变化
。

那个绝对时空本身依然屹立不动
，
丝毫不受影响

。

这仍然只是表面的假象
，

骨子里并没有变
。

这还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论
。

这可实在太牵强附会了
。

为什么尺子会变短
，

钟会变慢� 罗仑兹说
，

靠以太
。

但是
，

如果真有这样的以太
，

它必然会带来磁场变化
、

电子形状变化
、

不带电粒子变化等等
。

凭

空增加了这么许多臆造的假设
，
才凑出这个解释

，
以保住机械论的时空观

，

牺牲未免太大

了
。

人 已经长大了
，
还穿着小孩子的紧身衣

，
当然不能不捉襟见肘

、

窘态毕露
。

罗仑兹己经准备了建立一种新的时空观的一切必要的条件
。

但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挡住了
，

使他走到门口就停住了
。

爱因斯坦的 历 史作用 爱因斯坦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时空观的根本问题
。

他勇敢地

甩掉了那身紧身衣
，

抛弃了牛顿的绝对时空
。

他把罗仑兹变换现成地拿了过来
。

但是到

了爱因斯坦手里
，

形式虽然一样
，
意义完全不同

。

他取消了以太
，

把这个变换看成是时空

本身的变化
。

这个变化不再是什么假象了
，
而是时空内在量度的变化

。

这样
，
经验事实得

到了更圆满的说明
。

爱因斯坦从经验事实出发
，
回到了相对时空观

，

促进了牛顿以来时空观上的大改革
。

这

个新的时空观的要点
，

就是放弃了同物质相脱离的抽象时空
，

把时空同物质
、

同运动密切

联系起来了
，

把时间和空间自身也密切联系起来了
。

因此
，
时空总是随着物质形式和运动

状态的改变而改变
，

不是永恒不变的
。

罗仑兹变换表明
，

不但具体的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

是相对的
，
时空的量度也是相对的

。

就是说
，
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对的

，

可 以改变的
。

同时
，

时间量度一变
，

空间量度
一

也变了
。

在罗仑兹变换中
，

从一开头空间坐标 � 、
�

、 �
和时间坐

标 �就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
。

时间和空间互相扭在一道了
。

爱因斯坦说
� “

在用到空

间�位置�和时间的时候
，

它们总是一道出现的
。 ”
�这是合理的

。

哪里有什么孤立的时间

或者孤立的空间呢� 只有空间
，

世界成了凝固不动的塑象 �只有时间
，

世界又成了来去无

踪的幻影
。

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

这个新的时空观说明
，

时空不但是绝对的
，
也是相对的

。

独立的绝对时空已没有存在

� 爱因斯坦
� 《 空间

一

时间���



的余地了
。

这在时空观上是一次大变革
。

这是当时 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

爱因斯坦

的作用是从理论上完成了这个变革
。

这个相对时空观
，

尽管古希腊就有人提 出过
，

但只是

抽 象的哲学思辨
，

现在爱因斯坦在新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这种时空观
，

把人类

对时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牛顿的机械沦的力学体系
，

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 自然科学时空

观
。 一

世界上从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
，

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
，

标志着人类对时

空认识的历史性进展
。

但是
，
爱因斯坦又不懂辩证法

。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
，

他是怎样把认识中的某一些片段

直线化
，

怎样沿着这些直线一步一步地
、

愈来愈深地陷 入了唯心论的先验论
。

三 从时空的相对性到相对主义

时 间和 空 间是一 定物质关 系的表现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沦表明了时空在本质上

的相对性
，

因为时空总是在物质运动中
、

在具体的物质关系中表现出来
。

牛顿绝对时空不能表明具体物质关系
。

在他看来
，

物质运动的速度可以无限地提高
，

以至于达到无限大
。

这就是
“

超距作用
” ，

即物质的作用可 以以无限大的速度穿越无限大

的空间
，

从一个天体发出某种信号可以不化费任何时间传递到另一个天体
。

这样的
“

运动
”

可以只经历空间
，

不经历时间
，

时空是互相割裂的
。

空间离开了时间而连成一气
，

脱离 了任

何具体物质内容
， 一

也就同物质相割裂了
，
当然谈不到物质的具体时空关系

。

绝对时空必然

通过这个绝对速度把它 自身的各个相对部分串到一起
，

吞没相对时空
。

因此
，

牛顿认为相

对时空只能是假象
，

是错觉
。

他从本质上取消了时空的相对性
。

爱因斯坦取消了无限大速度
。

他把光速看成是运动速度的极限
。

光速尽管很大
，

但

总是有限的
�

时空相对于这个有限的光速
，

就表现出了一定的数量关系
。

当运动速度同光

速和差很大
，

就象同无限大速度相比一样
，

时空关系只有外表的变化
。

当运动速度越是接

近于这个极限
，

空间的量度就缩得越小
，

时间的节奏也变得越慢
。

物质运动中就表现出

时空量度本质的变化
。

因此
，

用有限的光速代替无限大的速度
，

也就用量度上可变的相对

时空代替了牛顿的量度上不变的绝对时空
。

对于这个不变的光速
，

时空完全成为相对的

关系
。

时间的先后久暂是相对的
，

空间的上 下左右也是相对的
。

从不同的物质关系
，

或者说从不同的参考系来看时空
，
时空应当具有不同特点

。 “

横看

成岭侧成峰
，

远近高低各不同
。 ”

你今天走进这个房间
，

明天还走进这个房间
，

是否就是同

一地点呢� 又是又不是
。

房间在地球上的位置没有变动
，

是
“
同地

” �
但是在另外一种物质

关系中
，
比如从太阳上看

，

这一天一夜地球 已经走了大约 ��� 万公里
，

哪里还会
“

同地
”

呢�

不同时而同地
， “

同地
”

是相对的
。

在车厢的正中央开电灯
，

从火车上看
，

灯光同时到达车

头和车尾
。

从地上看
，

如果光速不变
，

车头离开光源而去
，

车尾接近光源而来
，

因而灯光先

到车尾
，

后到车头
，

就不同时了
。 “

同时
”

也是相对的
。

时空总是表现为关系
。

空间是指具体物质的伸张性
，

即这个物体扩张为一定的形状
，

延伸到一定的位置
。

地球的椭球形空间
，

通过地球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地球在太阳系

空间中的界面来表现
。

地球的位置通过同太阳的距离来表现
，

二者组成共同的太阳系空

间
。

因此
，

空间就表现为物体互相邻近的关系
，

即上下左右的排列次序
。

时间是指具体物

质和物质运动的持续性
，

即某一物体保持 自己的过程的久暂和两个不同事件之间的前后



序列
。

地球卜�’�太阳联结成为太阳系
，

地球自转周期����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之间就组成 了

共同的时间
。

因此
，

时间只能在述动中表现出来
， 一

卜要表现 事物的变化关系
。

时空不是 纯悴的 关 系 爱因斯坦 从物质的”��’空关系出发 ，

从时空的相对性出发
，

走

到把时空仅仅归结为关系
，

那就错了
。

马克思 说
� “
一物的属性不是从它对另一物的关系

生出
，

而宁可说一物仅仅在这种关系之内表明它其有这种属性
” 。

�
欢
资本心 彩 �创同汗

，

物

质先有时空属性
，

后有时空 关系
。

如果把关系抬到了固有属性 以上
，

川关系淹没
一

�一切
，

就是典型的相对主 义
。

马克思又说
� “
如果我们把距离当作两物间的一种关系来说

，

我们 已经以某种
‘
固有

物
’

与物体的某种
‘

性质
’

为前提了
，

这种性质
，

使它们可以互相有距离
。

字母 �和桌子之

间有什么距离呢�这个问题是无惫义的
。 ”
�
《
剩余价值学说史 第 �卷�地球和太阳之间所 以有

距离
，
因为它们都有空间属性这个

“

固有物
” ，

即都有仲张的
“

性质
” 。

字母 �是一个抽象的

符号
，

没有多长多宽的问题
，

没有伸张性
，

当然和桌子之间也就没有距离
，

没有空间关系
。

同样
，

两个事件之间有时间关系
，

首先要这两个事件都有持续性
，

这才可能通过一只钟表

现出一定的久暂过程和先后次序
。

从时空的相对性出发
，

有两条可能的发展道路
�

如果一方面批判牛顿的绝对时空
，

一

方面也承认时空的绝对性
，

并把时空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统一起来
，
就可能走上唯物辩证

法 �如果简单地抛弃了绝对时空
， “
反对它的片面的

‘

机械性
’ ，

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

从浴盆里泼出去了
” ，
�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由此否认时空的绝对性

，
就可能从牛顿的

绝对主义极端走上另一个相对主义极端
。

马赫和彭加勒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
。

爱因斯坦步

他们的后尘
，

走的也是这一条道路
。

他只承认时空关系
，

否认这种相对关系背后的时空属

性
。

他说
� “
我们必须老实承认

，

对于
‘

空间
’

一词
，
多洲门无法构成任何概念

。 ”
�这就是说

，

离开了具体空间关系
，

就无所谓空间了
。

对于时间
，

他讲得更明白
� “
为了赋予时间概念以

物理意义
，

需要某种能建立不同地点之间的关系的过程
。 ”

在他看来
，

时间就是某种关系
，

此外没有什么
“
物理意义

” 。

辩证法是从物质的运动
、

物质的相互联系来认识物质属性的
，

在这个意义上
，
唯物辩

证法承认相对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
。

但是
，

辩证法从根本上同相对主义是对立的
。

列宁

说
�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

，

可是它井不归结为相对

主义
”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物质的关系提高到物质的属性之上

，
这是从相对主义

滑向主观唯心论的第一步
。

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者是唯关系论者
。

他们认为世界不过是一

大堆关系
，

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

四 从相对主义到唯心论的时空观

从时空关 系到主观感觉 列宁说过
� “
不值得唯物主义辩证法

，

就必然会从相对主

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
。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爱因斯坦也恰恰是从这里开始

，
滑到了

主观唯心论
。

爱因斯坦说明了时空本质上的相对性
，
这本来是有意义的

。

但是他笔锋一转
，
不管时

空量度的改变也好
， “
同时

”

的相对性也好
，

都认为仅仅是不同观察者
“
观察效应

”

的不同
。

� 爱因斯坦
� 《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年版
。

��



假定火车速度达到了光速的 ���
，

从地面上看火车缩短了一半
，

从火车上看地面也

缩短了一半 �地面上的观察者认为火车上的运动慢了一倍
，

火车上的观察者也认为地面上

的运动慢了一倍
。 “

缩短
” 、 “

变慢
”
同物质 自身的变化没有关系

，

完全是
“

观察效应
” ，

完全

看你选择什么参考系
。

这其实也就是观察者的主观感觉
。

你看到的同我看到的不一样
，

你

看我短了
，

我看你也短了
。 “
山中方七 日

，

世上己千年
” ，

是从
“

世上
”

参考系看的
。

从
“
山中

”

参考系看呢� 也同样是
“

世上方七 日
，
山中已千年

”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爱丁顿作过一

个绝妙的回答
� “

先生们
，

我要讲的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

但是不要问是什么
。 ”
必这就够了�

时间快慢
、

空间长短起初是相对于绝对的光速而言的
，

但是
，

通过光速的中介
，

现在完

全成了相对于参考系
、

相对于观察者
、

也就是相对于人的主观感觉的东西
。

人的认识必须

从感觉
、

从感性经验出发
，

但是不能停留在感觉上
。

否则
，

一切 以我的感觉为转移
，

我的感

觉就是一切
，

势必走到古希腊普罗塔哥拉的相对主义感觉论
。

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
� “

人

是万物的尺度
。 ”
比方说

，

糖是甜的还是苦的呢� 只能用人的感觉来衡量
�

健康人感觉是甜

的
，

它就是甜的
�病人感觉是苦的

，

它就是苦的
。

同样的道理
，
时间是长还是短�

“

壮士苦

日短
，

愁人知夜长
” ，

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时间
。

本来无所谓时间
，

有的只是
“

个人经验排成

了序列的事件
” ，

因而
“

对于个人存在着一种我的时间
，
或主观时间

”
母

。

这也正是一切主

观唯心论者的共同结论
� “
时间之成立是由于在我心中有连续不断的观念以同一速度流下

去
”
穆 �空间

“

是完全依赖于可感知的观念
”
妙 �后来的马赫则把时空看成是

“

感觉的要素的

相互依存关系
” ，
是整理感觉经验的工具

。

必相对主义贯彻到底
，

一定要滚到这种唯心论的

泥坑中去
。

从时空测量到主观规 定 当然
，

爱因斯坦的主观时空
，
毕竟还是相对于客观的光速

而变化的
。

这是他同贝克莱
、

休漠的不同之处
。

但是间题是
，

作为他这套相对时空观的支

柱的
“

光速不变原理
” ，

却又是主观主义的
，

不能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
。

光速不变吗� 我们说
，
又变又不变

。

不变是有条件的
，
相对的

�
变是无条件的

，

绝对

的
。

在迈克尔逊一莫雷实验的那种条件下
，
它是不变的

。

就是说
，

地球运动不影响光速
。

在另外的条件下
，

光速就很难说是绝对不变
。

光速是不是物质运动的极限呢� 又是又不

是
。

从 目前人类的生产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来说
，

光速是极限
。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
，
这

个极限终究会被突破的
。

世界是无限的
，
时间和空间是无限的

，

速度为什么一定有一个不

可逾越的界限呢� 爱因斯坦把
“

光速不变
”

这个有条件的经验事实
，

提高到
“

原理
”
的地位

，

就把它绝对化和神秘化了
。

对此
，

他 自己也只能承认
� “
相对论常遭指责

，

说它未加论证就

把光的传播放在中心理论的地位
，

以光的传播定律作为时间概念的基础
。 ”

他当然提不出

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论证
。

相反地
，
最后他只好干脆承认

�

这只是
“
我按照我 自己的自由意

志所能作出的一种规定
”
吻

。

就是说
， “

我
” “

规定
”
了光速绝对不变

，

光速就绝对不变了
。

再把这个
“
自由创造

”

用到主观的时空感觉上去
，

时空感觉就完全不反映客观世界
，

而

爱丁顿
� 《膨胀的宇宙

》 。

爱因斯坦
� 《 相对论的意义》 ，

科学出版社 �
一

��� 年版
，

第 �页
。

贝克莱
� 《人类知识原理���

休漠
� 《人类理解研究》 。

马赫
� 《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

爱因斯坦
� 《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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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随心所欲的
“

规定
”
了

。

两个事件同时不同时呢� 爱因斯坦说
�

这是个
“
定义问题

” 。

比

方说
，

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发出灯光
，

你怎么知道是
“
同时

”
� 只能说

，

你站到北京和上海之

间的中点上
，

如果同时收到从这两处发出的光讯号
，

就算是
“
同时

” 。

为什么� 因为我给
“
同时

”
下的

“

定义
”

就是这样
。

客观上究竟是不是同时呢� 他斩钉截铁地说
，

离开定义而

讲什么
“
同时

” ，

是毫无意义的
，

是
“
自欺欺人

”
舀

。

那末
，
空间的大小

、

时间的长短是不是客

观的呢� 既然光速决定了时空的量度
，
当然也谈不到这种量度的客观性

。

只能说
，

由于人

规定了一定的计时标准
� “

由于使用了一个钟
，

时间的概念就变成客观的了
”
秒

。

同样
，

由

于使用了一根尺子
，
空间也变成客观的了

。

这样
，

时空就是时空的数量表现
，

就是测量
。

时

间就是对钟
，

就是计时
。

空间就是用尺量
，

就是测地
。

时空是人规定的
，
是

“

人类想象的自

由创造
，
是为了更容易理解我们的感觉经验而设计的手段

”
母

。

时空的
“

客观性
”

是由人赐

予的
，
那还叫什么

“

客观性
”
呢�

两种哲学时空观的对立 在时空问题上
，

历来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
。

在辩证唯物论看来
，

先有事实
，
后有概念

。

时空是客观存在的
，

时空概念是客观存在

的反映
，
是人们通过实践对时空的认识的总结

。

这是从客观到主观的路线
。

在唯心论看

来
，

先有概念
，
后有事实

。

时空概念是人的主观臆造
，

是人强加于 自然界的
。

这是从主观

到客观的路线
。
马赫把时空看成是调整感觉的工具

。

彭加勒更明确地说
� “

不是 自然界把

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给予我们
，

而是我们把这些概念给予 自然界
”
必

。

后来逻辑实证主义者

赖欣巴赫说得更加露骨
� “
空间的一致性是一个定义问题

” ， “
时间的一致性也是 定 义 问

题
” ， “
我们不能直接比较前后两个时间间隔

�我们只能称它们为相等的
。 ”
怎样来

“

称
”
它们

相等呢�
“

用任何均匀性的定义都可以
。 ”
嚼用光速可 以

，

用别的什么也可以
。

说明白些
，

我说是同时就是同时
，
我说不是同时就不是同时

，

完全是一个语言问题
。

把爱因斯坦的逻

辑贯彻到底
，

就必然达到这样的结局
。

五 从经验论到先验论

时间和空间在物质世界之中
，

不在物质世界之外
，
更不在物质世界之上

。

列宁说
� “
如果你不承认空间和时间是客观实在

，

那怎么能反驳神学家及其 伙 伴 们

呢�
”

怎么能
“

希望它不为
‘

鬼神之说
’

服务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呢�牛顿沿着形而上

学的道路
，

把时空看成是高于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
，

最后成了神学
。

爱因斯坦沿着唯心论

的道路
，

也使时空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
，

实质上也成了绝对时空
，

最后也不能不走上为神

学张 目的道路
。

时间和空 间没有差别吗� 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存在的形式
，

是互相统一的
，

联系

的
。

爱因斯坦把时空归结为
“

测量
”
间题

，

从量的方面把时空统一为
“
时空连续体

” 。

不错
，

时空的测量在一定情况下的确可以互相转化
。

年是时间的量度
，

光年 �光走一年的距离�

吞 爱因斯坦
� 《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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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空间量度
�寸是空间的量度

， “

寸阴
”

就成了时间量度
。

时空在量上的统一性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时空的现实联系
。

在牛顿那里
，
时空是同物质割裂的

，

因而时空也是互相割裂

的
，

似乎可 以有脱离时间的空间和脱离空间的时间
。 “
时空连续体

”

从一定的量的侧面揭

示了时空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一面
，

这是有意义的
。

但是
，

时间和空间又是物质存在的两种

不同形式
。

空间是物质的伸张性
，

时间是物质的持续性
，

它们既有联系
，
又有差别

，

联系

是相对的
，
差别是绝对的

，

不可混为一谈
。

爱因斯坦用光速把时空从纯粹抽象的数量方面

统到了一起
。

光速绝对不变
，

每一单位时间中光走的空间距离都一样
。

因此
，
时间的测量

就可 以代替空间的测量
，

例如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可以用光从太阳照射到地球所化的

时间来代替
。 “

一切时间的量度
，

事实上是空间的量度
。 ”
� 时间和空间只是是的间题

，

没

有质的差别
，

可 以都用坐标来表示
。

空间有长
、

宽
、

高三个量度
，

也即三个方向
，

三
“

维
” �
时

间只有从过去
、

经过现在
、

流向未来的一个量度
，

也即一个方向
，

一
“

维
” 。

加起来就成了四

维时空坐标
。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
“
四维时空连续体

” 。

问题在于
�

在这个四维时空中
，

时间和空间的质的差别不见了
。

时空在量上的统一

性掩盖了它们在物质世界中在质上的差别性
。

于是
，

时间也是空间
。 “

时间己失去 了它的

独立性
”
�

，
空间吃掉了时间

。

时空问题只是空间 准度问题
，

物理学成了
“

空间几何学
” 。

反过来同样也可 以说
，
空间也是时间

。

有人按照无可指摘的相对论逻辑提出
� “

属于先后

型的联系的
，
���时间

�
属于不先不后型的联系的

，

叫空间
”

�
。

就是说时间是先后次序
，

空

间则是
“

不先不后
”
的次序

，

让时间吃掉空间
。

这也同样可 以得出全部相对论的结果
。

因

此
，

有人又干脆提出
，

相对论与其说是空间几何学
，

毋宁用
“ ‘

时间几何学
’

这名称
”
�更恰

当
。

这样
，

这个 四维时空就成了一盆浆糊
。

用明可夫斯基的话来说
，

就是
“
空洞的空间和

空洞的时间的混合体
” 。

相对论还是绝对论� 在四维时空中
，

时空量度单独来看都是相对的
，

但是时空连

续体的量度却是绝对的
。

牛顿的三维空间中物体的位置坐标是相对的
，

但物体之间的距离

坐标绝对不变
。

牛顿的尺是绝对不变的
“

刚尺
” 。

现在
，

三维的空间距离变成丁四维的
“
时

空间隔
”
���

� 二 ��
� � ��

� � �护 一 �“
��

�
�

。

从不同的参考系观察
，

时间的计 鼠 �七变
，

空间的

距离习�寻不豆砰下石玉丁 也跟着变
。

但它们综合成四维时空以后
，

时空间隔 ��
，
象是牛顿的

绝对
“

刚尺
”
一样的绝对

。

爱因斯坦 自己也说
，

他这个四维时空
“

象牛顿的空间一样的刚硬

和绝对
”
�

。

时空的相对变化
，
只不过是这个绝对间隔在不同方面的

“
投影

” ，

正象牛顿的相

对时空只是他的绝对时空的投影一样
。

爱因斯坦特别欣赏明可夫斯基的一句
“

名言
” � “
从

今以后
，

空间本身和时间本身
，

注定要化为阴影
，

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保持独立的存在
。 ”
�

这个
“
独立的存在

” ，

正是爱因斯坦 自己所说的
� “

好象是这样一种实在
，

它在某种意义

上是超越出物质世界的
”
�

，

是
“

自然界一切现象的舞台
”
�

。

一切物质都在这个舞台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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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一 切事件都在这个舞台中发生
。

在牛顿石来
， ’

三
仁
宙是一个空架子

，

物质只是偶而掉到

吸失的一些可有可 无的点缀品
。

爱因斯坦的
‘

�
‘
宙 也是同洋的一个空架 ���

� “ 今

找间 下��物质
，

它们在概念土廷彼此完全独立的
。 ”
� 物质也同样是偶 而掉迸去的���有可无的点缀

�、��
。

一

切都相对于它而存在
，

它却不相对于任何东西
。

它是独 认于一切之外
、

超越一 切的绝对
，

是排斥一 切相对的绝对
，

是绝对的绝对
。

有人说
，
相对论儿实是

“
绝对论

” ，

这话确有 卓见
。

时空是
“
弯曲

”
的 吗� 爱因斯坦同牛顿有一点不同

�

他的绝对时空是用光圈成的
。

利用光速
，

可 以比较甲时空和乙时空的同时性
，

甲时空和乙时空发生了联系
�
利用光速

，

又

可 以比较 乙时空和丙时空的同时性
，
乙时空和丙时空又发生了联系

。

这样
，

通过光速
，

宇

宙间无数的具体时空就串成一个整体
，

成
一

�
‘

一个物质以外的抽象的统一框架
。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框架� 英国作家肖伯纳说过一句话
� “

牛顿的世界是直线的�比界
，

爱因斯坦的世

界是曲线的���界
。 ”

� 这个时空连续体在广义相对论中是弯曲的
，

黎曼几何型的
。

世界是直线的还是曲线的� 即使我们假定一个曲线的世界更便于量度
，

这个问题也

是没有意义的
。

从世界的本来面 目来说
，

根本不存在全宇宙的统一时空
。

时空是具体的
，

有各种各样的空间范围
�

球形的
，

椭球形的
，

马鞍形的以及比较平直的
，
也有各种各样的时

间过程
�

人可以生活几十年
，

天体的寿命以几亿
、

几十亿年计
，
而有的基本粒子如 ‘ 介子只

能
“
活

”
几亿分之一秒

。

具体物质的空间是有限的
，

各有一定的形状
，
有直有曲

，
无数有限

的总和构成了无限
。

时空在形状
、

长短
、

数量等方面的差异
，

反映了事物本身的千差万别
，

反映了物质的无限多样性
。

因此
，
时空不但在量上是无限的

，

在质上也是无限的
，

不可能

统一于一种形状
，

一种性质
。

牛顿的直线世界在质上没有差别
，
在量上可以无限地延伸

。

事实上
，
空间的无限性不是相同东西的简单迭加

，

时间的无限性也不是同一过程的简单循

环
。

脱离了物质
，

脱离了具体的有限时空
，

时空的无限性就落空了
。

这是
“

恶
”

的无限
，
即

形而上学的
、

孤立的
、

僵死的无限
。

爱因斯坦企图克服这种
“

恶
”
的无限

。

他借助于光速不变
，

把具体的个别的时空串成

一个统一的四维时空连续体
。

现在
，
他又使这个四维时空连续体成为弯曲的

。

但是
，
弯来

弯去
，

最后总要弯成有限而闭合的圈圈
。

于是
，
爱因斯坦就把这个表面上单纯的量的无限

也抛弃了
，
达到了明 目张胆的宇宙有限论

� “
根据相对论的观点

” ，
可以

“

驳斥空间无限的观

念
，

并支持空间有界或闭合的观念
”
�

。

宇宙无限
，

上帝没有立足之地
。

宇宙有限
，

有限的物

质世界以外总要有非物质的
、

超 自然的东西
，

这只能是上帝
。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坦率得

惊人的话
� “
我不相信上帝没有凭借有所依附的光速而创造宇宙

。 ”
�这也就是他一再宣称

的
“
泛神的上帝观念

” 。

这当然只能是超越任何人类经验以外的先验的存在了
。

把时空同物质割裂开来
，

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空无一物
、

空空如也的绝对时空
。

爱因斯

坦的
“
四维空间

” ，

本质上是同牛顿的绝对空间一样的
。

这样的
“
空间

”
只能是超越物质世界

以上的先验王国
，
只能来自上帝预先的安排

，

只能走到柏拉图式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

爱因

斯坦兜了一个大圈子
，

殊途而同归
，

从认识论上说
，

最后还是不能不回到牛顿那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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