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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机械论运动观的困难

从唯动论到唯静论—牛顿的惯性和力—牛顿引力论的困难

二 从马赫到爱因斯坦

机械运动中在和不在的矛盾—马赫对牛顿的批判—在马赫的
“
启发

刀
下

三 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唯动论

机械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爱因斯坦的惯性和力—运动不是纯粹的关系

四 从唯动论到唯能论

爱因斯坦的动量
、

质量和能量—爱因斯坦的唯能论

五 从唯能论到唯静论

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爱因斯坦的广义惯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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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观是人们对物质运动的总看法
。

物质为什么运动� 因为有矛盾
。

一切物质内部

都是一分为二的
，

都有矛盾的两个侧面
，
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

，

这就构成了运动
。

机

械运动也一样
� “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

，
更是复杂的运动形

式的基础
。 ”
���矛盾论》 �

机械运动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最早认识到的物质运动形式
。

从上古时代
，
由于农

、

牧

业发展的需要
，

人们就不断提出关于天体运动的问题
。

屈原在《天问》 中问道
�“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
日月星辰为什么悬吊不坠并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不止� 这都是关于机械运动

的运动观问题
。

牛顿从原子论的物质观出发
，

提出了一种运动观
，
即机械论的运动观

。

他把天体运动

归结为
“
万有引力

”
的作用

。

但是
“
万有引力

”
又是怎么回事� 它到底怎样超越宇宙太空把

遥远的天体互相联结起来� 三百年来
，

这一直是物理学中一个老大难间题
。

牛顿的机械

论运动观否认物质内部吸引和排斥的矛盾
，
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

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里提出一整套相对主义时空观以后
，
一九一六年又在广义相



对论里提出了一整套相对主义的运动观
。

他勇敢地批判了牛顿只见静止
、

不见运动的唯

静论力学体系
，

革掉了
“

力
”
的概念

，

对引力的本质提出了一种完全崭新的答案
。

这开阔了

人们的视野
，

抓住了物理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

但是最后
，

他又沿着相对主义的斜坡
，
滚

进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
。

一 机械论运动观的困难

从唯动论到唯静论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
。

人们在认识物质世界时离不开物质

的运动
。

在古代
，
生产水平很低

，
人们只能笼统地看到自然界的不停的变化

。

首先出现在

人们面前的
，

是由种种相互联系交织起来的总画面
，

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
，
没有什么东西

是不动的和不变的
。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
，
万物皆流

，

万物皆变 �一切都存在
，
同时又不

存在
， “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 。

这是对的
。

运动总是采取相对的表现形式
，
总是通

过物质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出来
。

河水相对于踏进水里的人来说
，

是运动的
。

人在第二次

踏到河里时
，

原来的河水已经流走了
。

在这个意义上
，
河流已经不是原来的河流了

。

这种

运动观
，

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即相对关系中
、

从事物的运动变化中认识世界
，
是辩证法

。

在

古代
，

一般说来
，

这种相对的
“
唯动

”
的运动观占主要地位

。

但是
，

古代这种素朴的
“
唯动论

” ，

无法具体描述运动
。

近代生产是从大规模利用风

力
、

水力等机械力开始的
。

这就要认识机械运动
，
描述机械运动

，

要把现实的运动加以分

析
、

解剖
，

要看到绝对运动中的相对静止
。

因此
，

近代 自然科学也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个

间题
。

为了描述物体的机械运动
，
牛顿把运动看成是单纯的物体在绝对空间中位置的变

动
。

物体在任何时候都绝对地静止在空间的固定位置上
。

他把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加以

固定化
，

从而有可能描述物体的机械运动
。

这可以说是
“
唯静论

”
的运动观

。

唯静论是原子论物质观的产物
。

物质既然不是连续不断的
，

而是由一个一个孤立的

原子构成
，

原子之间没有联系 �原子又不可再分
，

内部没有矛盾
，
那么

，

物体本质上就是静

止的
，

只是由于外力的作用才能运动起来
。

这种观点包含某种合理的因素
。

恩格斯说
�

“

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
，

即表现在静止中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因此
，
唯

静论运动观的产生不仅是一定世界观指导下的产物
，

同时也是 自然科学 自身成长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
，

是一定历史阶段所需要的
。

但是
，

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形而上学
。

它只见静

止
，

不见运动
，

把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加以夸大
，
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

。

在自然科学的发

展中
，

它碰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
。

牛顿的惯性和 力 牛顿绝对主义唯静论的运动观集中表现在
�

他从原子论出发
，

把

机械运动中静止和运动的矛盾归结为
“
惯性

”

和
“
力

”
的外部对立

。

按照牛顿的观点
，
物质有绝对不变的惰性

，

叫
“

惯性
” ，
即物体维持现状的特性

。

在惯

性作用下
，
物体或者静止

，

或者作匀速直线的惯性运动
。

引进了惯性概念
，

对于描述低速的机械运动
，

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

物体有了
“
惯性

” ，

就有了维持一定运动状态的特性
，

就可以从神力的束缚中得到部分的解放
。

亚里士多德

的天体运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上帝
。

靠着惯性
，

牛顿只允许上帝在宇宙
“
开始

”
时推一把

，

以后他就给撇在一边
， “
禁止他进一步干涉 自己的太阳系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第



���页�
。

这个惯性
，
实质上说明了运动不灭

，

说明了物体自身具有运动的属性
，

并不因为外

力停止作用而消失
。

这样
，

力学才从神学中部分地解放出来
，
才有了机械力学体系

。

没有惯

性概念
，
就没有牛顿力学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
力学

�

出发点是愤性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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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是什么� 牛顿认为
，
它其实也是一种

“
力

” ，

是物体内部的一种
“
固有的力

” 、 “
不活

动的力
” 。
�或者说

，

是一种抵制外力的
“

内力
” 。

惯性的大小取决于物质的
“
质量

” ，
即物

质的量
�

物体内部所含原子数的多少
。

按照牛顿的说法
，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数量

的原子构成
，
原子和原子数永远不变

。

因而质量是物质永远不变的属性
，

是抵制运动的东

西
。

物质质量愈大
，
惯性也愈大

，

惰性也愈大
，

就愈是难于运动
。

在牛顿力学里
，

用动量表示物体运动的量
。

动量等于质量乘速度矛
� 。 莎

，

必是动量
，

。 是质量 ，
芯是速度�

。

在惯性运动里
，
速度不变

，
表现物质的量�质量�就简单地成了表现

运动的量�动量�
。

运动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
。 “
作为物质的本质表现

，

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运动

本身
，
和物质 自身一样

，
是不灭的

，

这里包括�的方面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第���

页�在封闭的力学体系里
，

动量是守恒的
。

这就从某一个侧面表明机械运动中运动量的

不灭
。

现在
，

运动的量又可 以通过物质的量表示
。

在这种意义下
，
惯性

、

质量等概念也是

从物质本身说明运动不灭的一种尝试
，
也是排除上帝对运动的外来干涉的一种尝试

。

那末
，

物体为什么会偏离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而发生变速运动或曲

线运动呢� 既然物体本质上是惰性的
，

或者说
，

本质上是静止的
，
只能维持现状

，
牛顿只好

到物体外部寻找原因
，

这就是
“
力

” 。

只是由于外力�人力或神力�的作用
，
物体才真正动了

起来
。

这样
，

物体的内在矛盾
，

就硬给拆成了内部的惯性和外部的力的对立
。

惯性和力是一定范围内的经验概括
，

也是人类认识史上必要的一步
。

但是
，
这本质上

又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结果
。

它不去深入研究物体内部机械运动的矛盾
。

恩 格 斯 说
�

“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
虽然在相当广泛的

、

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

的
，
甚至必要的

，
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

，
一超过这个界限

，
它就要变成片面

的
、

狭隘的
、

抽象的
，

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
，
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

，
忘了它们互

相间的联系 �看到它们的存在
，
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 �看到它们的静止

，
忘了它们的运

动 ，因为它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第 ��页�

牛顿 引力论的 困难 恩格斯说
�“
物质的不动的状态

，
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观念

之一
，
是纯粹的

‘

热昏的胡话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页�把物质同运动割裂开

来
，

物质是物质
，
只能维持现状

，

抵抗运动
，

而运动则是外力强加于物质的东西 �把物质内

部运动和静止的矛盾割裂开来
，

把相对静止的一面留给物质 自身
，

把绝对运动的一面
，

把

运动的原因移到物体外部
，

交给某种外力
，
这是荒唐的

。

这样的形而上学不能不碰到一系

歹组的困难
。

牛顿唯静论运动观的困难
，

集中反映在他的引力论里
，
反映在他对天体运动的解答

� 牛顿
� 《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美国 ����年版
，
第 �页

。



上
。

任何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吸引和排斥
。

恩格斯说
�“
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

相互作用中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页�机械运动中静和动的矛盾

，

从根本上

说
，
也就是吸引和排斥的矛盾

。

静止是指物体内部吸引胜过排斥 �运动是指物体内部排斥

胜过吸引
。 “

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第 ��� 页�牛顿见静不

见动
，

在引力论里就表现为只见吸引不见排斥
。

地球为什么围着太阳转� 牛顿认为
，
这是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

。

地球受到太阳�施力

物体�的这种作用
，

有了一股对太阳的向心力
，

这是根本的
。

但是
，

地球为什么没有被太阳

吸引过去
，

与之合而为一呢� 牛顿只好说
，

地球还有维持 自身运动的惯性
。

这股惯性力又

是从哪里来的呢� 由于
“

第一次推动
” 。

就是说
，
牛顿无法完全否定排斥

，

但是
，

他却把排

斥推到物质
一

世界以外
，

归之为一种超越世界的非物质力量
。

而这个排斥作用又只是一瞬

间的事
。

此后
，

一切都一劳永逸地安排就绪
，

地球只能沿着预定的椭圆轨道永远这样旋转

下去
，

万世不变
。

否认排斥的作用
，

一定导致只有位置移动而没有变化
、

没有发展的宇宙

不动论
。

因此
，

牛顿的引力论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天体的运动作了现象的描述
，

并没有说明事

物的内在矛盾
。 “
能够给予它的最好的评 价 就 是

�

它没有说明而是描画出行星运动的现

状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第 ���页�地球既然绕太阳运动
，

就说明太阳有引力 �这就

够了
。

正象
，
为什么这个人要到城里去呢� 因为城市有引力 �有运动也就是有引力

，

这显

然只是废话
，

只是空洞的同语反复
。

牛顿割裂了静止和运动的矛盾
，
吸引和排斥的矛盾

，

这样
，

在解决具体问题时
，
困难更突出了

。

早在十六世纪
，
为了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宗教神学观点

，

伽利略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

验
�

如果在同一地点让两个重量不同的物体 自由落下
，
比如在五层楼上同时放下体积相同

的一块铁和一块木头
，
不算空气阻力

，

铁和木头将同时到达地面
，
它们的加速度相同

。

为

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根据牛顿力学
，

铁的惯性大
，

抵抗地球对它吸引的力量就大
。

正象我

们用同样力量去推动铁和木头
，

铁动得要慢些
。

因而铁也应当下落得比木头慢一些
。

但

是根据牛顿的引力论
，

质量愈大
，

所受引力也愈大
。

就是说
，

铁比木头更容易响应地球的
“
召唤

” ，

因而铁应当下落得比木头快一些
。

这样
，

物质就有了双重的
“

质量
” �

前一种由于

物体 自身的惯性所引起的质量
，

叫
“

惯性质量
” ，
后一种由于其他物体的吸引所引起的质

量
，

叫
“

引力质量
” 。

对这个实验事实
，

牛顿力学的解释是
�

惯性愈大
，

惯性质量也愈大
�
惯

性质量大的物体
，
引力质量也大

，
因而受到的引力也愈大

。

所以
，

惯性和引力总是成正比
。

铁比木头重
，

但是铁受到的地心引力也比木头大
，

结果二者加速度相同
，
同时落到地面

。

这个解释是强凑出来的
。

由于吸引和排斥的割裂
，

在牛顿的引力论里
，
只有吸引

，

只

有引力
，

只有向心的一面
。

而离心的一面
，

作为排斥的因素的
“

第一次推动
”
和物体自身的

惯性
，

却与引力完全无关
。

因此
，

在牛顿体系中
，

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定律�包括惯性定律

在内的古典力学三定律�是互不相干的两套东西
，

这就决定了物体的两种质量
。

按照牛顿

的理论
，
质量本来是物体绝对不变的最根本的属性

。

现在
，
一个物体却有两种质量

，

各自独

立
。

为什么会有两种质量� 不能作出解释
。

迫于实验事实
，

要承认这两种质量数值相等
。



这又是为什么�
‘

也没有任何解释
。

这是牛顿的引力论中一大隐患
。

在进一步讨论万有引力的具体作用机构时
，
矛盾更突出了

。

万有引力是怎样由太阳

传到地球上的� 地球外来的引力和地球 自身的惯性是怎样具体联系起来的� 按照牛顿的

说法
，
不管是什么力

，

拉力
、

推力
、

阻力
、

摩擦力等等
，

总要经过两个物体的接触
，
施力物体

才能把力传给受力物体
。

接触是物体相互作用所必需的纽带
，

也是万有引力作用于物体

固有的惯性上所必需的纽带
。

但是
，

太阳和地球相距那么远
，

何来接触呢� 于是
，
只能

用
“
超距作用

”

解释
�

互不接触的物体也可以相互吸引
，
可以根本不花费一点时间

、

不通

过任何一种媒介物就超越一无所有的辽阔空间而发生作用
。

就是说
，
既超时间

，
又超空

间
。

这是牛顿把物质和运动相互割裂的必然产物
。

他把世界看成是由原子和原子间的虚

空构成的
。

原子是静止的
，

有惯性
，

原子间碰撞
，
又有力

，
这才有运动

。

但是碰撞只产生

在原子相互接触的一瞬间
。

如果所有原子开始时都不动
，

没有碰撞
，

也没有接触
，
就永远

不会运动
。

整个世界成了无限广漠的虚空里绝对静止的一盘散沙
。

为了从静止过渡到运

动
，
牛顿只好靠这个超距作用把原子联结起来

，
用这种超越时空的神奇作用把一个一个的

原子粘在一起
。

这样牵强附会的理论
，
当然不能使人满意

。

牛顿 自己也怀疑
� “

假定一个物体能通过

不含有任何媒质的真空
，

作用于相隔一段距离外的另一物体
，
我看这是胡说八道

。

我想任

何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都不会同意这种无稽之谈
。 ”
�而万有引力究竟是怎么回事

，
牛顿

根本回答不出
。

他 自己承认
� “
到现在为止

，
我已用引力说明了天体现象和海洋的潮汐

” ，

“
但至今我还不能从种种现象得出引力这些性质的根源

，
我也不想作假说……引力事实上

存在
，
这就够了

。 ”
� 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

，
人们主要还只认识一种运动形式

，
即机械运动

，

因而也很容易机械地解释引力
。

牛顿以后
，
也有不少人对引力的本质作过一些猜测

。

有人说
，
由于

“
超凡粒子

”

从四面

八方向天体碰击
，

从而推动天体互相接近
。

也有人说
，

不是
“

超凡粒子
”

推动天体
，

而是
“

引

力子
”
从天体中飞出去

，
它的反作用力使天体互相吸引

。

但是都不解决问题
。

二 从马赫到爱因斯坦

机械运动 中在和不在的矛盾 十九世纪初
，
黑格尔首先对这种绝对主义唯静论的

运动观
，

从哲学上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

部分地揭露了机械运动的矛盾
。

早在古希腊
，
人们对这种绝对主义的唯静论就提出过怀疑

。
巴门尼德提出

�“
存在不

生不灭
。

它是整体
，

是单一
，

没有尽头
，

没有运动
。 ”

这是
“
天不变

、

道亦不变
”
的宇宙不动

论
。

从这种绝对主义唯静论出发
，
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提出

�“
飞箭不动

” 。

他说
，
飞箭在

飞行的过程中每一瞬间都是静止的
，
既然这样

，
许许多多静止的点怎么会运动呢� 飞箭如

果在飞
，

它在每一时刻都在路程的每一点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 “
这时

”
在

“
这里

” ， “
那时

”

在

� 牛顿
� 《给本特雷牧师的信》 ，

载《 牛顿的自然哲学》 ，
����年纽约版

，

第 �连页
。

公 牛顿
� 《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第 ��� 页
。



“
那里

” 。 “
这时

”
如果不是严格的时间上的一点

，
而有一个持续的过程

，
飞箭就会飞过一定

距离
。

但是这么一来
， “
这时

”
之中就包含了

“
那时

” ， “

这时
”
就不是

“

这时
”
了

。 “
这时

”
如果

只是绝对的零
，

没有一点持续性
，
即不占有任何时间

，
飞箭就只能占有和 自身一样长的空

间
，

决不会 占更长的空间
，

决不会运动
。 “

这时
”
当然只能是一点

，

不是一个过程
，
因而运动

是不可能的
，
飞箭是不飞的

。

这当然是诡辩
。

但是
，
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
按照唯静论的逻辑

，

把位置当成只是空

间上的点
，

把时刻看成只是时间上的点
，

把运动看成单纯的一个个静止状态的叠加
，

就必

然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
。

黑格尔说得好
， “
一个位置只不过指示着另一个位置

，

并从而扬

弃自己
” ，
实际上

， “

有三种不同的位置
�

现在的位置
、

往后要占据的位置
、

已经放置的位

置
” ， “

但是同时只有一个位置
，
只有这三个位置的一种共同物

。 ”
� 因为

， “
时间和空间本来

是连续的
”
�

，
只有间断

，
没有连续 ，只有

“

在
” ，

没有
“

不在
” ，
表面上描述了运动

，
实际上却

取消了运动
。

绝对主义的唯静论
�“
���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

，
而不是运动自身 ，���它没

有指出运动的可能性
，
它 自身没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 � ���它把运动描写成为一些静止状

态的总和
、

联结
，
就是说

，

那种�辩证的�矛盾没有被消除
，
而只是被掩盖

、

推开
、

隐藏
、

搁里

起来
。 ”
�《 列宁全集》 第 ��卷

，
第 ��住一��� 页�

列宁深刻地指出
� “
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 �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

一
”
���列宁全集

》 第�� 卷
，
第 ��� 页�

，

也就是
“
不在

”
和

“

在
”
的统一

。

飞箭某一瞬间在某一点上
，

“
一瞬间

”

不管多么短暂
，
就算一亿分之一秒吧

，

也有一段持续的过程
，

也是间断性和连续

性的统一
。

如果没有一点持续性
，
那就没有了时间

，

也无所谓
“
一瞬间

”
了

。

因此
，

物体在
“
这时

” ，

但又不断地超越
“

这时
”
的界限而不在

“
这时

” 。

物体在
“
这里

” ，

这是空间的间断

性
，

但空间又是连续的
，
因而物体又不断地突破

“

这里
”
的界限而不在

“

这里
” 。

这才有连绵

不断的运动之流
。

机械运动表现为简单的位置移动
， “
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

个地方
，
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

。

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

运动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在
”
和

“

不在
”

的矛盾
，
表现着机械运动中静

止和运动的矛盾
。

它总是通过时空关系表现出来
�

机械运动总是表现为某一特定时间和

某一特定空间的重合
，
同时又不断破坏着这种重合

。

“

在
”
是相对的

。

它反映了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处在量变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性
。

火车停

在上海站
，

这是相对于地球而言的
，

但是
，

地球本身相对于太阳每秒约走 �� 公里
，

太阳系

相对于银河系中心每秒约走 ���多公里……这都使火车不断地离开它原来的空 间位 置
。

这又是
“
不在

” 。

因此
， “
不在

”

是绝对的
，
相对静止的火车从根本上说仍然在运动

。

物体在

被限制的时���和被限制的空间中运动着
，
但又总是不断地克服这种限制

，

超越有限的时空

界限而运动
。

机械运动总是表现为外力引起位置的变动
，

但也必须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

外力

只是条件
，

内因才是根据
。

用手推皮球
，

手的作用只是那么一下子
，
为什么皮球可 以持续

二
黑格尔

� 《 自然哲学
》 ，

载《黑格尔论矛盾
》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第 ���
、
��� 页

。



运动下去呢�如果外力是根本原因
，
那末外力消失了

，

皮球就得立即停止下来
。

而且
，
原

子蜕变
、

生物成长都有位置移动
，

却没有外力的作用
。

这说明
，

光有外力
，
没有内在根据

，

即使机械运动也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运动和静止是机械运动的内在矛盾
。

任何运动物体内部都包含着这样两种互

相对立的因素
。 “
在

”
表现着物体内部相对静止的一面

，

被动的
、

保守的
、

消极的一面 �

“
不在

”
表现着物体内部绝对运动的一面

，
主动的

、

能动的
、

积极的一面
。

物质有能动的一

面
，
才能不断运动

、

变化
、

发展
，
不断改变 自己的空间位置

，

并且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成为别

的物质形式
。

只有静没有动
，

世界凝固不动
，

这是绝对主义的唯静论
。

物质又有保守的一

面
，
才能保持一定条件下的相对稳定性

，
才能为发展准备条件

。 “
一动一静

” ，
相反相成

，

没

有动就没有静
。

但是
“
不止不行

” ，

没有静也谈不上动
。

而且
，
物质相对静止的倾向也不是

纯粹消极的因素
，
一定条件下也可 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

象在生物进化中
，

变异是能动的因

素
，
遗传是保守的因素

。

但是只有变异的一面
，
没有遗传的一面也不行

，

那样一来
，
下一代

的生物同上一代完全不同
，
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

，

狗不成其为狗
，

人也不成其为人
，
那就没

有了生物进化的规律性
。

恩格斯说
�“
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

，

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
，

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
，
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第 ��� 页�

机械运动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
、 “
不在

”
和

“
在

”
的辩证统一

。

生产的发展
，
自然科学的发展

，

要求不仅从哲学上
、

也从自然科学上批判牛顿的唯静

论
。

十七
、

八世纪
，

航海业
、

钟表业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水波
、

单摆等机械振动的认识
，
唯

动论运动观也有所发展
。

惠更斯
、

莱布尼茨等人认为
，
物质结构是连续不断的

，
因而运动

也是连续不断的波动形式
。

物质实体自身就有活动力
，
总是运动不息

。

凡物质都有运动
，

运动同物质不可分割
。

十九世纪
，
随着蒸汽机

、

发电机的出现
，
热力学

、

电磁学也发展起来
。

这时又有人提出
�

热的本质是物体内部分子的无规则运动
，
分子运动得愈是激烈

，

物体的

温度也愈高
。

这个学说叫做分子运动论
，
也叫

“

热的唯动论
” 。

唯动论把运动同物质联系

起来
，

用物质的不同运动状态来说明各种物理现象
，
打击了当时机械论的唯静论

。

在这个历史条件下
，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

从马赫到爱因斯坦
，

都对牛顿的绝对主义唯

静论进行了批判
。

他们的批判部分地揭露了唯静论运动观的要害问题
，

对 自然科学的发

展起了一定作用
。

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走向辩证法
，

但是他们不懂辩证法
。

他们只能从

绝对主义唯静论的极端
，

走向另一个相对主义唯动论的极端
。

马赫对牛顿的批判 马赫首先批判了牛顿的惯性和力的概念
。

按照牛顿的惯性定律
，
惯性运动总是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作惯性运动的物体�惯性

系�所进行的惯性运动
。

那末
，

什么叫另外一个物体的惯性运动呢� 它再相对于第三个物

体
。

火车的惯性运动
，

是相对于地球而言的
。

但是地球明明不是直线运动
。

就算它近似于

匀速直线的惯性运动吧
，
也要相对于太阳或其他物体而言

。

你又怎么知道太阳是作惯性运

动呢� 就算是吧
，

也要相对于另外一个惯性系
。

这样一直追下去
，
最后宇宙中必须有一个

绝对静止的参考系
。

那只能是绝对空间
。

既然不存在绝对时空
，

也就根本没有什么惯性

运动
，

惯性定律就完全架空了
。

马赫最早看出了牛顿的这个弱点
。

他说
�“
如果不能采纳绝

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不可想象的假设
，
问题就来了

�

我们用什么方法能说出惯性定律的完



整意义呢�
”
�

不但惯性运动有间题
，

非惯性运动也同样有问题
。

牛顿认为
，

非惯性运动是受到外力

作用的
“

绝对运动
” 。

但它也无非是相对于一个惯性系所作的非匀速直线运动
。

没有惯性

运动
，

也谈不上划分惯性运动和非惯性运动的标准
， “

绝对运动
”

也成了相对的
。

牛顿企图

通过水桶实验说明
，

水桶的转动引起了桶里的水转动
，

这是受到离心力作用的非惯性运

动
，
是绝对运动

。

马赫嘲笑说
，
为什么不可 以看成是整个天空在转动

，
而水是静止的呢�这

样
，

整个牛顿力学都象是建立在沙堆上
。

惯性也即物质的质量
，

按照牛顿力学
，

是物质内部固有的绝对稳定的东西
。

但是
，
物

质的属性只能在运动中
、

在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
。

因此
，
只能在这一物体同其他物体的相

互比较中
，

通过这个物体所受的力和它们运动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中
，

衡量物体的质量
。

这是质量的相对表现
。

马赫看到了这一点
。

他说
� “
出现在力学方程式中的质量系数

” ，

就

是物体
“
相互作用时加速度的倒数

”
�

。

这反映了物质质量在运动过程中的相对性
。

惯性

固然是物质的固有属性
，

但是脱离了物质的运动
，

惯性就无法量度
。

在这一点上
，

马赫的

批判是有所前进的
。

但是
，
马赫却又由此走上了极端

。

他认为
，

物质的惯性
、

质量都是某种关系
。

惯性的

大小是对物体运动状态的比较
，

也就是物体运动的快慢
。

惯性只有比较才有意义
，

在同样

条件下比
，

所谓惯性大
、

质量大
，

其实就是跑得慢些 ，所谓惯性小
、

质量小
，
就是跑得快些

。

质量是什么� 无非是一定的运动状态而已
。

于是
，

物质的内在属性没有了
，

只有纯粹相对

的关系
。

那么
，

作为运动原因的力又怎样呢� 同样也成了纯粹相对的关系
。

马赫说
�“
现代力

学里叫做
‘

力
’

的
，
不是更深刻地隐藏在 自然过程里的东西

，

而只是运动的一种可测量的真

实情况
，

即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
。 ”
� 就是说

，

力也是一种数量关系
，

是对运动的
“
测量

” 。

物体受到力的作用
，

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发生变化
，

表现为运动速度变化的快慢
。

所谓

受的力大
，

就是说加速度大些
，

运动改变得快些
�所谓受的力小

，

就是说加速度小些
，
运动

改变得慢些
。

力是什么� 也无非是一定的运动状态而已
。

这样
，

静止和运动的矛盾没有了
，

只有运动
。

质量
、

惯性
、

力都是运动
，
都是关系

。

本

来无所谓质量
，

也无所谓力
，

只要能够描写加速度的大小就行了
。

那末
，
吸引和排斥的

矛盾也没有了
�“
当我们谈及物体的吸引和排斥时

，

不必想象任何产生运动的更深刻的原

因
。 ”
� 牛顿说

�

引力事实上存在
，

这就够了
。

马赫说
�

物体事实上在运动
，
这就够了

，

根本

不必再去追究运动的本质—吸引和排斥的矛盾
。

循着这个逻辑再向前走
，
这一切现象

又只是我们感觉到的东西
� “
我们用吸引这个词只是意味着由运动情况决定的事件和我们

感觉冲动的结果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类似
”
�

。

因此
，
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

�

引力就是人的

主观感觉
。

如此而 已
。

� 马赫
� 《 力学科学》 ，

英国 ����年版
，
第 ���页

。

� 转引自《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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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唯动论推向了极端
，

就会走上反面
。

绝对运动中有相对静止
，
否则世界成了瞬息万

变
、

无从捉摸的东西
。

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就是这样
。

他认为
，

人连一次也不可能

踏进同一条河流
，
因为人和河流的关系不停地变化

。

当你踏进水里的时候
，

水已经不是原

来的水了
。

你说你踏进这条河流吗� 说时迟那时快
，
这条河流已经变了

，
已经

“
不在

”
了

，

你又没有踏进这条河流
。

这是桌子吗� 它在变
，

所以不是桌子
。

于是
，
什么都不能说

，

什

么都没有确定性
。

我们说
，
水对于人固然在不断地流动

，

但也有相对稳定性
。

在一定条件

下
，
河流还是原来的河流

，

人
“

在
”
这条河流中

。

完全否认水和人之间的关系中相对稳定的

因素
，
运动成了纯粹相对的

。 “

方生方死
，

方死方生
，
方可方不可

，

方不可方可
。 ”
抹煞了事

物的相对稳定性
，
必然走上

“

是亦彼也
，
彼亦是也

”
的相对主义的诡辩

。

在马赫的
“
启 发

”
下 马赫对牛顿的批判

，

确实触及了牛顿力学中的一些根本间题
。

爱因斯坦继承和发展了马赫对牛顿的批判
。

他认为
“
马赫曾经以其历史批判的著作

，
对我

们这一代 自然科学家起了巨大影响
” 。

爱因斯坦宣称
，
马赫深入到了他的

“
心灵深处

” � “

我

自己知道我是特别从休漠和马赫那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启发的
”
�

。

在马赫的
“
启发

”
下

，
爱因斯坦首先系统地清理了马赫的

“

理论宝库
” ，

把马赫对惯性
、

质量等的批判系统地整理为
“
马赫原理

” 。

按照这个原理
，
物质质量不仅取决于它们 自身

，，

还取决于它同其他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他说
， “
一个物体的惯性的大小

，

取决于宇宙的

质量以及质量的分布情况
。 ”
�就是说

，
物体的惯性

、

质量都是由它同其他物体的相互关系

所决定的
。

这样
，

惯性
、

质量不再是物质内部一成不变的属性
，
它随着物质运动的不同

，

相互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

这里有合理的因素
。

如列宁所说
� “
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

、

不

变的
、

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
、

惯性
、

质最等等�正在消失
，
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

、

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第 ���一��� 页�
。

在牛顿力学体系里
，

惯性
、

质量并不纯粹是表现物质静止特性的量
。

例如
，
在惯性作

用下
，

还可以
“
动者恒动

” 。

就是说
，
质量

、

惯性确实也从一定方面表现了运动
。

但是
，
它们

又只是
“
运动不灭的反面表现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 卷

，
第 ��� 页�

。

就是说
，

惯性所表现

的
“
运动

”
即惯性运动

，

是没有变化
、

没有发展的运动
。

它只是从运动的反面
、

即从静止方

面表现了运动
，

从物质内部被动的
、

保守的
、

消极的方面表现了运动
。

这样的运动
，

其实是

不运动的
“

运动
” ，
是一种假象

，

一种错觉
。

十九世纪以来工业生产的大发展
，
使人们不但进一步掌握了机械运动

，
而且对于热

运动
、

电磁运动
、

化学运动
，

也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运动形式的多样性
，
各种运动形式之

间的相互转化
，
己经成为明显的事实

。

这就使二十世纪出现在科学舞台上的爱因斯坦
，

比

十七
、

八世纪的牛顿站得高一些
，
视野也更广阔一些

。

他不是从静止中
，
从物体和外界的

绝对割裂中看待物体的特性
。

相反
，

他强调物体的运动
，
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这在 自

然科学上进了一大步
。

但是
，

沿着马赫的道路
，
他却又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

。

按照马赫原理
，

物质没有任何

� 爱因斯坦
� 《 恩斯特

·

马赫
》 。

� 转引自邦迪
� 《宇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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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稳固的本质
，
只是一种关系

。

物质就是运动中的数量关系
，

或者说
，

物质就是运动
。

牛顿把物质同运动割裂开来
，
物质成了脱离运动的绝对静止 �爱因斯坦则把物质等同于运

动
，
物质消失了

，

只剩下了抽象的相对运动
。 “

运动的物质
”
由

“

物质的运动
”
所代替了

。

这就是由马赫提出而由爱因斯坦大大加以发展了的
“
马赫原理

” 。

这个原理
，

与其说是

一个具体科学定理
，

不如说是一种哲学理论
。

所以有人说
� “

很多人都相信
，
马赫原理的内

容是哲学而不是物理学
，
而且

，
即使它在逻辑上和哲学上站得住

，
它同物理学也没有关

系
。 ”
�正是在这种相对主义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

，
爱因斯坦驱逐了绝对运动的

“

鬼魂
” ，

逐

步建立起他的广义相对论
。

三 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唯动论

机械运动 中的吸引和排斤 机械运动中在和不在的矛盾
，

深刻的表现着机械运动

中的吸引和排斥的矛盾
。

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是吸引和排斥
。

所谓平衡
、

静止
、

在
，

无非

是吸引大于排斥
�相反的

，

所谓不平衡
、

运动
、

不在
，

也无非是排斥大于吸引
。

任何运动中都不能光有吸引
，
没有排斥

。

天体的运动要从天体之间的吸引和排斥这

样互相矛盾的两个侧面来认识
。

就说落体运动吧
，
这时吸引固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但决

不就是没有排斥了
。

物体总是先上升
，
即先排斥

，
然后才能下降

。

在下降过程中
，

物体 自身

又不断抵抗地球的吸引
，
因而下降总要一个过程

，

不能一下子就掉到地面上
。

这是一个吸

引不断战胜排斥的过程
。

在吸引最后战胜排斥时
，
物体落

“

在
”
地面上

，
处在暂时的平衡和

静止状态
。

即使在这时
，

物体停留在地球表面的某处
，

没有跑到地球的中心
，

也没有改变

自己的形态
，

丧失 自己的存在
，

说明还是有排斥
。

如果只有吸引没有排斥
，
物质都集中到

一个中心去了
，

那还有什么运动呢� 恩格斯批判牛顿只见吸引不见排斥
� “
全部贡力论是

莫基在这个说法上
�

吸引是物质的本质
。

这当然是不对的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邱�页�
“
根据辩证法本身就可以预言

�

真正的物质理论必须给予排斥以和吸引同样重要的

地位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一��� 页�

。

排斥和吸引比较起来
，

排斥总是主动的方面
。

这样
，

事物才能不断一分为二
，

不断发

展变化
。

太阳不断地辐射热量
，

这就是排斥
。

没有这个排斥
，

地球上的一切生命运动都要

停止
，

人就要死亡
。

所以
， “
排斥通常是过程的主动一面

，
是较多地被供给运动或要求供给

运动的一面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页�

。

地球围着太阳转
，

难道只是吸引
，
只有

引力的作用吗� 如果没有排斥
，
没有离心的倾向

，
太阳系始终只有一个太阳

，

根本不会有

九大行星
。

即使形成了
，

地球也早就落到太阳上去了
。

在这里
，

引力完全是消极的
，

被动

的
，

是使太阳系回到静止状态
、

使太阳系趋于死亡的倾向
。

扔一块石头
，
从表面上看

，

地球

引力使石头运动
，

但从根本上来说
，
引力又只是取消运动

，

使石头最后静止在地面上
。

接

近和分离
，

收缩和膨胀
，

表面上看来都是运动
，

实质上大不相同
。

从整体来看
，

从全局来

看
，
分离

、

膨胀
、

排斥
，
总是运动过程中主动的

、

能动的
、

积极的一面 �接近
、

收缩
、

吸引
，
则是

抵制运动
、

反抗运动
、

阻碍运动的一面
，

只是被动的
、

消极的
、

保守的因素
。

� 邦迪
� 《 宇宙学》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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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批判了牛顿的引力论
。

爱因斯坦指出
�

牛顿的引力
，

其实只是一种
“

古怪的

超距作用
”
�

。

把一切归结为力
，
只是把一个问题归结为另外一个问题

。

力又是从哪里来

的呢� 怎样找出作用力来呢�
“
如果考虑到在宇宙中物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无限复 杂 性

” ，

“
这个间题一定会显得毫无解决的希望

” 。
�

确实
，

在 日常生活范围中
，

例如车子静止在地面上
，
只有施力于它才能开动起来

。

在

这里
， “
力

”

是明确的
。

但是人们考察的范围一旦超出了这个狭小的范围
，
可就难说了

。

地

球为什么旋转� 牛顿到外部寻找运动的原因
，

找来找去
，

只能在自然界以外找到了上帝

的
“
第一次推动

” 。

因此
，
力最多只能

“
作为还没有阐明的因果关系的略语

，
作为语言上的

权宜之计
” ， “

超过了这一点
，
那就糟了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 页�爱因斯坦敢

于破除对牛顿的引力的迷信
，

断然指出
�“
引力和运动定律不能解释每样事情

” 。

这是有意

义的
。

爱因斯坦的惯性和 力 在广义相对论里
，
爱因斯坦沿着马赫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
把

惯性和力等物质属性一概化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他始而赶走了绝对时空的
“
鬼魂

” ，

继而赶走了惯性系的
“
鬼魂

” 。

但是再往前走
，

他就走上了赶走运动的绝对性的相对主义

道路了
。

根据马赫原理
，
物体的惯性

、

质量都来 自于宇宙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

都是关系
。

在

广义相对论里
，
爱因斯坦根据这个原理得出

� “
相对论的结果是物质不能有相对于空间的

惯性
，

只能有相对于物质的惯性
。

因此
，
一个物体如果移到距离宇宙其他质量足够远的地

方
，
它的惯性必将减到零

。 ”
�这样

，

质量完全成了相对的
，

在一种物质关系中是一种质量
，

在另外一种物质关系中就是另一种质量
。

你看我的质量变
，

我也看你的质量变
。

质量只

是纯粹的关系
，
没有任何绝对性

。

再进一步
，

爱因斯坦说
，

力也只在相对运动中才能表现出来
。

在 日常生活经验中
，
力

的概念是自然形成的
。

由于肌肉的收缩
，
我们能够挥动铁铲

，

举起枪
，

使运动从手转移到

铁铲和枪上
。

在这里
，
物体本来是静止的

，
由于我们用了力

，
运动才能从手转移到物体上

，

才有物体的运动
。

在这个特定条件下
，

力的确表现为主动的作用
，
表现为物体偏离了原来

的静止状态
，
表现为运动

。

所以牛顿说
，
力是物体发生真正运动的原因

，
代表运动过程中

主动的一面
。

在这个范围内
，

力的概念是有作用的
。

这里描述的是同一个运动
。

根据运

动不灭的原理
，

运动的主动转移和运动的被动表现
，

在数量上确实是一样的
。

这就有可能

通过力和力的表现量度运动
。

因此
， “
运动愈是可以里度

，
力和力的表现这些范畴在研究上

就愈有用处
。 ”
正是

“
运动的可里性使力这个范畴具有它的价值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离开了物体的运动
，
力当然无法表现出来

。

更进一步
，

爱因斯坦说
，

凡运动都只是物体间的相互关系
。

因而
，

力也是相互关系
。

一九一一年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
“

等效原理
” �

惯性和力是一回事
。

惯性和力都是物体运

动的表现
。

惯性大
，
运动改变得慢些

，
惯性小

，
运动改变得快些 � 同样

，

受力大也就是运动

二
爱因斯坦

� 《伊萨克
�

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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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得快些
，

受力小也就是运动改变得慢些
。

从运动的角度来看
，

二者的作用没有区别
。

譬如我们坐在一辆匀速行驶的车子里
，

这是个惯性系
。

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

车子有了一个

向后的加速度
，

车里的人向前倒去
，

也有了一个加速度
。

牛顿说
，

这是惯性的作用
，

人被
“

惯性力
”

推倒了
。

爱因斯坦说
，

车里的人既然向前产生一个加速度
，

也可 以认为车子前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引力场
，
人被引力拉倒了

。

被推倒同被拉倒
，

无非都是运动速度加快了一

些
， “

效果
”

都是一样的
。

所以
， “

惯性力和引力本质上是一样的
”
�

。

惯性和力也是一而二
、

二而一的事
。

力也是惯性
，
惯性也是力

。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
“
等效原理

” 。

根据这个原理
，
牛顿力学所不能解释的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相等的问题

，

就 自动解决

了
。

为了说明这一点
，

爱因斯坦设计了一个
“
理想实验

” �

设想在一个没有万有引力的地

方
，
有一个密封的箱子

。

箱子外面有某种力量拉着它以匀加速度上升
。

箱子里面的人用

绳子系着一个物体挂在箱盖上
。

对箱子外的观察者来说
，
绳子参与整个箱子的加速运动

，

并把这个运动传给绳子上系的物体
，

是绳子的拉力使物体运动
，

决定了物体的加速度
，

因

而
，

决定绳子拉力的是物体的惯性质量
。

但是
，

对于箱子里的观察者来说
，
如果他根本不

知道箱子外面的情况
，

他就会认为箱子是静止不动的
，

只是因为箱子处在一个引力场里
，

引力在箱子里面起作用
，

因而决定绳子拉力的是物体的引力质量
。

尽管箱里箱外两种说

法不同
，

但是效果一样
，

都不违反一切 已知的物理学定律
。

因此
，

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本

质上是一回事
，
只不过在不同的物质关系中

、

对不同的观察者说来有不同的表现而 已
。

这

样
，

在牛顿那里只是作为实验事实而接受的
，
到了爱因斯坦手里

，

就成了合乎逻辑的
“
原

理
”
了

。

于是
，

通过这个
“
等效

” ，
爱因斯坦完全抹煞了运动的原因和运动的结果的矛盾

。

在牛

顿那里
，

力和惯性本来分别代表机械运动中能动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
。

现在
，

通过这个力

和惯性的等效
，

机械运动中能动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的矛盾
，

即运动物体内部运动和静止

的矛盾
，
就被完全抹煞了

。

牛顿把这个内在矛盾搞成了外部矛盾
，

爱因斯坦则干脆取消这

个矛盾
，
把矛盾的两个侧面

“

合二而一
”
地等同起来

。

马克思说
�“
一物对他物的关系

，
也就

是二物之间的关系
，
我们决不能说

，
这种关系是属于一物的

。

反之
，
一物的力

，

却是一物所

固有的
，
即使这种固有的性质

，
只能明白地表现在它对他物的关系上

。

例如
，

一物的吸引

力
，

是该物自身的力
，

虽然这种力隐而不显
，
如果没有他物可 以被吸引的话

。 ”
�《 剩余价值学

说史》 第 �卷
，
参见三联书店版

，
第 ���页�物体 自身有引力

，

有惯性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物

质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属性
。

否定了这一点
，
把引力

、

惯性以至于质量
，

一概归结为关系
，

就

是相对主义
。

运动不是纯粹的关 系 机械运动中排斥和吸引
、

动和静
、

不在和在的矛盾
，

确实需

要通过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现
。

运动总是通过相互比较而表现出来
。

物体的位置移

动
，

通过物体之间的相对关系的变化来表现
。 “

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
”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你怎么知道火车是静止还是运动
，

是每小时运行 �� 公里还是运

行 �� 公里� 这就要比较
，

要相对于一定的标准而言
，
就是说

，

要确定一个参考系
。

这有点

�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象商品关系
。

单个商品的价值是无法表现的
，

只有通过别的东西
、

通过金银或纸币作
“
镜

子
” ，
才能

“
照

”
出一个商品包含了多少内在价值�马克思

� 《 资本论》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 年

版
，
第 ��页�

。

物体的运动状态也要一面镜子
。

停在上海站的火车
，
用地面作镜子

，

火车的运

动速度为零
，
用太阳作镜子

，

地球的公转使火车每秒运行 �� 公里
。

但这决不是说运动是

由这种相对关系产生的
，
或者运动就是这种相对关系

。

这正好象
，
商品的价值是原来就有

的
，
只是在交换过程中表现出来

，

而决不是在交换过程中产生的
。

镜子只能照出本来存在

着的东西
，
镜子却什么也创造不出来

。

凡有物质
，
就有矛盾

，

就有运动
。

运动是物质内在

的
、

不可或缺的属性
，

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 “
关于不在运动着的物体

，
是没有什么可说

的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 页�这是运动的绝对性

。

绝对的运动要在物体的相

对关系中表现出来
。

这是运动的相对性
。

把运动看成是纯粹的关系
，
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

，

其实也否认了运动
。

没有了矛盾
，

就没有了非惯性系和惯性系的差别
，

运动和静止的差别
。

爱因斯坦看来
，

运动无非是物体

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

急刹车是非惯性运动�有加速度�
，

车子是非惯性系
。

但也可 以看

成车子仍在匀速行驶
，

仍是惯性系
，

只是在车的前端突然出现了一个引力场
，

使车里的人

向前冲
。

人们既可 以认为这个坐标系是运动的
，

也可 以
“

认为这个坐标系是静止的
”
�

。

任何一个参考系
，

不管是否惯性系
，

都不能够通过任何方法
，

确定 自己是否在运动
。

因此
，

任何一个物体
，
既可以说是静止的

，
又可 以说是运动的

，

可以给它指定任何一种运动状态
。

你站在这里看它是静止的
，
站在那里看它就是运动的

。

从这个参考系看是
“
在

” ，

换一个参

考系看就是
“

不在
” 。

这样
，

去掉了力
，

去掉了惯性系的特殊地位
，
相对性原理就可以无限

推广出去
�

一切运动都纯粹是相对的
， “

没有绝对运动
”
�

。

运动是相对的
，

这是对的 ，但是

运动又是绝对的
。

把运动的相对性绝对化
，

从而否认运动的绝对性
，

这就是爱因斯坦
“
广

义相对性原理
”
的错误所在

。

按照这个逻辑
，
参考系可 以任意选择

，

没有任何客观标准
。

地球围着太阳转
，

是以太

阳为参考系说的 � 同样地也可以以地球为参考系
，
那末就是太阳围着地球转了

。

马赫就

说过
�“
宇宙运动无论对我们采用托勒密的观点还是采用哥白尼的观点都是一样

。

实际上

这两种观点都同样正确
。 ”
�爱因斯坦以完全相同的调子说

� “ ‘

太阳静止
、

地球在运动
’

和
‘
太阳在运动

、

地球静止
’

这两句话
，

便只是关于两个不同坐标系的两种不同惯语而 已
。 ”
�

这是不对的
。

我们说
，

客观事实是地球围着太阳转
，

因为太阳的质量比地球大得多
，

太

阳决定着地球的运转
，

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我们感觉太阳围着地球转
，

那是错觉
，

是不符

合客观实际的
。

把二者混同起来
，

说成是参考系的主观选择问题
，

这就叫相对主义
。

如果说
，
绝对主义是把相对静止绝对化

，

把相对的东西看成是唯一的
，那末

，
相对主义

则相反
，

把绝对运动相对化
，

把绝对的东西看成是唯一的
。

列宁说
�“

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

是相对的
。 ”
���列宁全集》 第�� 卷

，
第 ��� 页�绝对是相对于相对而言的

。

取消了绝对
，

绝对

二
爱因斯坦

� 《 相对性
、

相对论的本质》 。

� 马赫
� 《 力学科学》 ，

第 ���页
。

� 爱因斯坦
� 《物理学的进化》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版
。



也成了相对
。

这种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
，

就成了古希腊克拉底鲁式的诡辩
。

我们说
�

又不

在又在
，
又有运动又有静止

，

这是辩证法
。

把这个命题说过了头
，

在也是不在
，
不在也是

在
，

静止也是运动
，
运动也是静止

，

就成了诡辩
。

列宁说
�“
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

希腊哲学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法的桥梁
”
���列宁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爱因

斯坦就是这样从运动的相对性走向相对主义的唯动论
。

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
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

它们各自抓住了一个片面
，

但最

后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

毛主席在分析战争运动时曾说过
� “

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

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固定性
” 。

否认战争的流动性
，

把相对固定性看成是绝对

的
，
那是机械主义即绝对主义

。

反过来
，
否认战争在一定时间内

、

一定阶段上的相对固定

性
， “

战争就无从着手
，
成为毫无定见

，

这也不是
、

那也不是
，
或者这也是

、

那也是的战争相

对主义了
。 ”
�《 论持久战���对待战争这种运动是这样

，

对待一切物质运动也都是这样
。

四 从唯动论到唯能论

爱因斯坦的动量
、

质量和能量 在牛顿力学里
，

力 户等于质量 、 乘加速度 碌
。

加

速度是速度 弓随时间 �的变化
，
写成数学公式是

�

，� 。 、 二 、
乎

·

质量乘速度是动量莎
� 。 艺�

，

这个公式也可以改写为
�

，
巡票

�
一

票
·

因而牛顿定律也可 以说成是外力等于物体动量的变化
。

这里按照牛顿的解释
，

质量是永

恒不变的常数
，
和运动完全没有关系

。

但是
，

动量却是描写物质运动特性的物理量
，

动量

表示式中也包含质量矛
二 、 扔

，
因而质量也要和运动发生关系

。

在牛顿力学里
，

质量一

身而二任
，
既是描写物质的量

，
也是描写运动的量

。

前者是根本的
，

是牛顿原子论物质观

的必然产物
。

原子不变
，

物体中所含原子的数量也不变
，
因而质量绝对不变

。

后者是派生

的
，

是牛顿唯静论运动观的必然结果
。

物体本质上既然都是静止不动的
，

质量的大小标志

着物体需要用多大的力才能使它从匀速运动转入加速运动
。

在牛顿力学里
，

质量这个物

理量把物质和运动�其实是静止�机械地凑合在一起
。

二十世纪以来
，

工业提供更完善的实验条件
。

一系列高速电磁运动的新的实验事实

证明
，

物体的质量是随着它的运动速度的改变而改变的
。
�这冲破了牛顿的把物质和静止

硬凑在一起的关防
，
进一步显示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的辩证法

。

爱因斯坦敏锐地抓住

了这个新事物
，

得出一个质量依赖于运动速度而变化的定律
，

反映了物质质量的相对性
。

� ����年
，
考夫曼在研究快速阴极射线的电磁偏转时发现

，
高速电子的质量随运动速度改变而改

变
，

速度越大
，

质量越大�质速关系定律�
。

以后布希纳
、

梅耶等人又用不同的方法在更大速度范围内更精

确地证实了这个结果
。

当时各种实验的详细情况
，

可参阅惠塔克著的
《 以太和电的理论的历史》 一书

。



爱因斯坦从物理学上充实和发展了马赫关于质量的观点
。

马赫说
，
我们感觉到的质

量只是力和加速度的比例
，

是纯粹的关系
。

爱因斯坦说
，

根据唯动论
，
我们感觉到的不是

物
，

也不是物体内部的原子数目�物的本性只能通过物的运动才能感觉到
，
因而我们只能

感觉到运动
，

这就是描写运动的量即动量
。

离开了运动的质量
，

是空洞的
，

没有意义的
，

我

们感觉不到
，
测量不出

。

牛顿的公式
，
只有最后一个是对的

，
因为它把动量的变化和力联

系了起来
。

其他的公式实际上都暗含着质量是恒定不变的常数的假定
。

如果质 量 可 变
，

这些公式都不能成立
。

即使最后一个公式
，

也仅仅是个形式
。

根据狭义相对论
，
时空是不

可分割的统一体
，
因而这些公式也都应写成四维时空的形式

。

在相对论力学里
，
牛顿定律被改写成四维形式

，
可 以根据牛顿定律和罗仑兹变换找

出
’

物体的动量 ’ �

了
饥

。 朴

��

� 一 ��厂

。

这样
，

实际上已足够描写物体的运动了
。

但为了同牛顿力

学对应起来
，

也可以引进质量概念
。

照爱因斯坦的说法
，

质量就是动量除去速度所留下的

�
， 、

夕 饥
。 、 、 山卜 。 。

一�
、 ，

一 ��
” 。 �

�

� � �一
、
� � ，

� 一
， ，

一
部分

� 。 �
宁 � �万三兰干

，
这就是

“

质速关系定律
” 。 。 。

是静止质量
，
随着运动速度的变

州
�一

卞
化

，

质量 。 也发生变化
。

这是高速的实在运动的模写
，

是对牛顿力学一个很大的突破
。

的确
，

了解物质的特性离不开运动
。

爱因斯坦认为
� “
导致了质量这个基本概念的发

现
”
的

，
正由于牛顿把物体抽象为

“

质点
” ，
因而作用在质点上的力和加速度成比例

。

� 只有

在物质运动中
、

在物质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描述物质的各种属性
。

从来也没有什么孤立的
“
物质特性

” 。

爱因斯坦抓住了这一点
，

这是对的
。

但是
，

如果沿着这条路再往前走
， “

在否

定迄今 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
，

竟否定了物质
，
即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

在性
”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
第 ��� 页�

，

就走上了唯心论
。

爱因斯坦把质量看成是动

量的一部分
，

质量实际上已被动量代替了
。

和动量一样
，

质量也完全成了表现运动特性的

东西
，

完全成了由运动派生出来的概念
。

在这里
，

质量根本没有什么一身而二任的问题
，

只有运动
，
没有物质

，

也没有什么物质的各种特性
。

这样
，
他就完全否定了在相对静止状

态下物质的各种特性
，
最后也走向了否定物质的老路

。

我们说
，
物质的各种特性只有在运

动中
、

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认识
。

但是
，
把这个命题说过了头

，
只有运动

，
只有相互关

系
，

没有物质属性
，

就成了相对主义
。

再进一步
，

爱因斯坦从质速关系又得出了质能关系
�
� 二 。 沙 。

�是能量
，、 是质量 ，

。 是光速
。

这叫
“
质能关系定律

” 。

从这里他得出结论
� “
能具有质量

，

而质量代表着能

量
”
�

，

能量和质量是一而二
、

二而一的东西
。 “

所有的惯性质量就是能量的蕴藏量
”
�

。

能是什么� 列宁说
，

应当
“

把能盆理解为物质的运动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第

���页�
。

就是说
，

能量和动量一样
，
也是描写物质运动的量

。

同样
，

也应当把质量和物质的

� 爱因斯坦
� 《
伊萨克

·

牛顿》 。

� 爱因斯坦
� 《 物理学的进化

》 ，
第 ��� 页

。

� 爱因斯坦
� 《 关于相对性原理所要求的能量惯性》 ，

载《爱因斯坦文集》 第 �卷
，
俄文版

，
第 ��页

。



运动联系起来
。

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定律
，

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质量和能量这种相互联

系
、

相互制约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事实
。

有人说质量是物质
，

能量是运动
，
把质

量和能量机械地割裂开来
。
� 这种看法

，
归根到底仍然是把运动和物质分割开来

，

仍然是

牛顿的机械论
。

但是
，

质量和能量又互有区别
。

不能象爱因斯坦那样
，

让能量吃掉质量
。

即使按爱因

斯坦的说法
，

质量是由动量派生出来的
，

但动量和能量仍然有区别
。

历史上
，

运动的量度

到底是动量还是能量的问题
，
曾经争论了一百多年

。

笛卡儿认为
，

动量是物体运动的量

度
。

但惠更斯却发现
，

弹性碰撞前后动能保持不变
。

莱布尼茨由此认为
，

运动有两种量

度
。

因为
“

动力
”

有两种
�

一种是
“

死力
” ，

是静止物体的力如拉力
、

压力
�另一种是活力

，

是

使物体发生运动的力
。

动量是
“
死力

”
的量度

，

能量才是
“
活力

”
即物体的真正运动的量

度
。

一百多年 以后
，
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科学成就

，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

通过对具体运

动形态的深入的分析
，

揭示了机械运动向其他运动形态的转化
，

才真正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
。

恩格斯指出
，

运动确实有两种量度
，

他们分别反映着不同的运动过程
，

适用于不同的

范围 �当然不是莱布尼茨所说的死力和活力�
。

动量是
“

持续的机械运动的最度
”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如果只限于机械运动范围内
，

运动由一个物体转移 到 另

一个物体�例如通过碰撞使物体运动�
，

不发生运动形式的转化
，
作为机械运动量度的是动

量
。

但是
，

超过了机械运动的范围
，

情况就不同了
。

能
“
是用来表示排斥的

”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太阳辐射能是太阳的排斥
。

分子运动的热能是分子的排斥
。

固体

在吸收足够的能量后
，
固体内部分子之间的排斥作用越来越强

，

就变成液体
、

气体
。

因此
，

能量概念主要是表示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能力
，

是以这种能力来量度

的运动
。 “
而 �扩 表现为已经消失了的机械运动的量度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总之
，

一句话
，
动量和能量是从不同角度来量度机械运动的

� “
�口 是以机械运动来量

度的机械运动 �

牟
是以机械运动转化为一定，的其他形式的运动的能力来皿度的机械

，

� 一 ‘ ’ ‘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

� �产 ‘ ， 一 �

��
一 �

� “ ‘ �、

�
诊

儿�
�， “

�

运动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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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和能量既然有区别
，

质量和能量就更不同了
。

物质总是不断地从一种运动状态

变到另一种运动状态
，

也不断地从一种运动形式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
。

运动在量上不灭
，

因而有必要以机械运动量度机械运动
，

这就是动量
，

按爱因斯坦的说法
，

也包括质量 �运动

在质上也不灭
，

因而也有必要从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中量度机械运动
，

这就是能量
。

前者

是机械运动在量变过程中
，

也即相对地静止的状态中的量度
，
后者则是运动形式在质变过

程中
，
也即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中的量度

。

质量和能量是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的
。

但是
，

通过质能关系
，
爱因斯坦却完全取消了质量

。

他说
�“

封闭系统的惯性质量和能

量全同
，

从而消除了作为独立概念的质量
。 ”
�用能量取消质量

，

就是用物质显著变动下的

特性
，

取消了物质在相对静止状态下的特性
。

从而取消了物质的相对稳定性
，

取消了在一

� 参看 《 苏联关于质量和能量问题的讨论》 ，
科学出版社 ����年版

。

� 爱因斯坦
� 《 自传���



定条件下质量作为物质特性的概念
。

在相对论里
，

爱因斯坦更是根据四维时空的数学形式
，

把能量和动量合为一体
，
成为

四维的能量一动量张量
。

运动的两种不同的量度被完全混为一谈了
。

质量没有了
，
动量没

有了
，
只剩下能量

。

这样
，

他沿着否认相对静止的唯动论
，

走上了唯能论
。

爱因斯坦的唯能论 爱因斯坦从等效原理和广义相对性原理出发
，
建立了引力场

方程
。

牛顿认为
，
天体的运动是万有引力的超距作用

。

爱因斯坦认为
，

不是引力而是
“
场

”

使天体运动
。

场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因为太阳具有一定的熊量和动量
，

合在一起组成

了一个四维的能量一动量张量 �二， ，

决定了太阳的引力场
。

因此
，

天体的运动归根到底是

由这个四维的能量所决定的
，

或者说
，
运动就是这种能量

。

牛顿抓住了力
，

把运动仅仅归结为力的作用
，

这其实只抓住了被动的
、

反作用的一面
。

爱因斯坦抓住了能
，
这就抓住了运动的能动的

、

作用的一面
，
比起只抓住力来

，

当然是个进

步
。 “
和

‘

力
’

这个名词比起来
，
无论如何还是宁愿要

‘

能
’

这个名词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第���页�但这也有片面性

。

在天体运动里
，
引力代表吸引的一面

，

被动的一面
，

没

有把运动过程的矛盾完全表现出来
。

同样
， “
能仅仅是排斥的另一种表 现

”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 ‘

能
’

这个名词确实是决没有把运动的全部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

因为它只包括了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
，
即作用

，
但没有包括反作用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卷
，
第 ���页�

当然
，
在天体运动里

，
既不能只有吸引

，

只有引力 ，也不能只有排斥
，
只有能量

。

没有

吸引
，
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就会飞散

，

生命就无法存在
。

没有吸引
，

九大行星也不会围着太

阳转
，
不会组成太阳系

。

没有吸引
，
物体不断地离散

，

没有任何相对稳定的因素
，
什么也不

可能存在了
。

因此
，

有运动过程主动的一面
，
即排斥 ，也还必须有被动的一面

，
即吸引

。

恩

格斯说
�“
吸引是过程的被动一面

，
是形成剩余的运动并产生运动的一面

。 ”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户 第 ��卷
，
第 ��� 页�

能量和质量
、

动量
、

惯性
、

力等概念一样
，
都只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属性

。

能量是描写物

质运动的
。

但是
，

离开了物质就谈不上运动
，

也谈不上能量
。

用能量代替物质
，

宣扬什么
“
物质是能量

，

能量是物质
”
�

，

这就等于把物质的属性看成是物质本身
，
正如把苹果的颜

色
、

香味就看成是苹果本身一样
，

物质就完全被取消了
。

这就走上了唯心论的唯能论
。

在历史上
，

从奥斯特瓦尔德开始
，

唯能论者一再宣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能量
，
否认物

质的客观存在
。

现在
，
在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上

，

爱因斯坦把一切归结为运动
，
归结为场

，
归

结为排斥
，

归结为能量
，

取消了事物的内在矛盾
，

结果也走到了取消物质的老路
。

这正是

相对主义唯动论的必然归宿
。

五 从唯能论到唯静论

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 世界上的一切
，

都包含着矛盾
。 “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

盾的
”
���矛盾论���

。

有事物
，

就有矛盾
�

生命能够存在
，

是因为有矛盾 � 氢和氧能化合成水
，

� 林肯
·

巴勒特
� 《 爱因斯坦与相对论》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



是因为有矛盾 �天体能够运动
，
也是因为有矛盾

。

矛盾的对立面相互斗争又相互转化
，

这

才有运动
。 “

矛盾即是运动
，
即是事物

，
即是过程

，
也即是思想

。

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

了一切
。 ”
���矛盾论���爱因斯坦所说的运动是没有矛盾的

“

运动
” 。

没有矛盾怎么可能有什么

运动呢� 因此
，
他的唯动论

“

唯
”
到后来

，

就走上了反面
。

他和牛顿从不同的两极出发
，

绕

了一个大圈子
，
最后却殊途同归

，

都走上了唯静论
。

物体没有了内在矛盾
，

靠什么运动呢� 爱因斯坦说
�

靠
“
场

” ，

靠时空
，

弯曲时空使物体

运动
。

十九世纪末
，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发现了电磁场

。

现在
，
爱因斯坦用场来解决引力之

谜
，

把引力作用看作是存在一个
“
引力场

”
的结果

。

这是对引力本质的一个新的尝试
。

在牛顿力学里
，

超距作用是个隐患
。

爱因斯坦用场来解决
� “
必须把决定惯性的时空

连续体的性质当作空间的场的性质
”
�

。

于是
，

场代替了超距作用
。

场是什么� 其实就是

相互关系
，
就是空间

。

牛顿的空间是平直的
，
均匀的

，
物体不会因空间而运动

。

要运动
，

就

要有引力
。

在广义相对论里
，

引力场是个弯曲的四维时空连续体
，

物体放在这个起伏不平

的四维空间里
，

就象在碗边放上一个弹子
，

弹子就要循着碗的倾斜形状而滚到碗底
。

地球

为什么绕太阳运动� 不是由于万有引力
，

也不是由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的矛盾
，
而是由于时

空性质
。

时空是弯的
，

弯得使地球只能象长跑运动员一样
，

在固定的跑道上永远围着太阳

转
。

有人打了个比方
，

爱因斯坦和牛顿的区别
，

就象有一个球在崎岖不平的街道上滚
�

站

在十层楼上的人看不见地面不平整
，

只看到球忽高忽低地滚
，

就认为有一种万有引力把小

球吸引得忽上忽下
。

这是牛顿的办法
。

站在地面上的人则认为
，

根本不存在什么引力
，
只是

由于地面的几何形状使球在地面上滚上滚下
。

这个崎岖不平的地面就是弯曲的四维时空

连续体
。

物体就是循着这个弯弯扭扭的时空而运动的
。

这种运动
，
爱因斯坦叫做

“
短程线

运动
” 。

短程线就是走最短的路程所经过的路线
。

空间是平直的欧几里得空间
，

两点间以

直线为最短
，

短程线就是直线 �空间扭弯了
，
两点间最短的线也成 了曲线

。

毕塔哥拉斯曾经认为
，

天体只能沿着 自然界预定的圆周而运动
。

爱因斯坦的运动观

基本上回到了毕塔哥拉斯的先验论
，

尽管他把圆周改成了更为复杂一些的弯曲空间
。

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的表现形式
。

物质有矛盾
，

就有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
。

运动物

体伸张的范围决定事物的空间
，

运动的进程
、

持续的节奏决定事物的时间
。

没有矛盾就没

有运动
，

也没有时空
。

爱因斯坦使时空凌驾于运动之上
，

就把事情弄颠倒了
。

明明是物质

的运动决定空间形状
，

现在反过来
，

空间形状决定运动
。

这就等于说
，

地球有了绕太阳运

转的轨道
，

因而才有地球绕太阳的运动
。

这实在是废话
。

如果说
，

牛顿没有解决机械运动

中静止和运动的矛盾
，

他的万有引力只是描画了行星运动的现状
，

并没有说明运动的原

因
，
那末

，
爱因斯坦取消了运动和静止的矛盾

，

他的四维空间的短程线运动也只能描画地

球运动的现状
，
如此而 己

。

爱因斯坦的广 义惯性运动 爱因斯坦说
，
广义相对论和牛顿引力论的不同

，

就在于

用
“

广义的惯性定律取代了牛顿运动定律的作用
”
�

。

在广义相对论里
，
一切都是弯曲空

� 爱因斯坦
� 《 相对论的意义》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爱因斯坦
� 《 牛顿力学及其对理论物理学发展的影响》 。



间的短程线运动
，
即

“
广义惯性运动

” 。

当然
，

惯性确实也从一定方面表现了运动
。

但是
，
它又只是

“
运动不灭的反面表现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 页�

，
即从静止方面表现了运动

。

它名为
“

运 动
” ，
实则静

止
。

牛顿说
�“

在通常意义下
，

运动和静止
，
它们的区别只是相对的

。 ”
�运动只是相对于一

定参考系而言的
，

总可 以找到一个参考系把这种运动
“
消除

”
掉

。

火车每小时走 �� 公里
，

相对于另一列也是每小时走 �� 公里
、

并往同一方向运行的火车
，
不也是静止的吗�

有没有真正的运动呢� 牛顿说
�

只有力作用于物体
，
才会发生真正的绝对的运动

。 “
绝

对运动和相对运动所以不同
，
原因在于影响物体使它发生运动的力

。 ”
母力是有无运动

、

也

是真假运动的试金石
。

有了力就有运动
，

没有力就没有运动
。

但是
，
外力作用总是短时间

的事
，
只是特殊的

、

暂时的情况
，
不可能一直作用下去

。

外力作用消失以后
，

物体仍然作惯

性运动
，

仍然是静止
，
仍然

“
在

”
一定的参考系的一定位置上

。

因此
， “

在
”

是真的
， “
不在

”

是

假的
。 “
静者恒静

” ，

静止是普遍的
，

永恒的
，

绝对的
，“

动者恒动
” ，

则只是惯性运动
，
只是假

象
，

本质上还是静止
。

爱因斯坦取消了牛顿的力
，
这本来是有意义的

。

但是
，

他却又把一

切运动都归结为广义的惯性运动
，
这就只能复归于牛顿的唯静论

。

牛顿惯性运动即匀速直线运动
，

其实也是一种四维平直空间的短程线运动
。

去掉了

绝对空间
，

这样的
“
运动

”

其实是不动
，
因为没有内在矛盾

，
没有发展变化

。

在一定程度上
，

牛顿承认运动和静止两个矛盾着的因素
，

承认惯性和力的矛盾
、

非惯性运动和力的作用的

矛盾
。

但是他把这个矛盾绝对化了
，

把矛盾的两个侧面看成是外部的绝对的对立
。

在广

义相对论里
，

爱因斯坦也是从这些矛盾出发
，
企图把矛盾的两个侧面统一起来

，

但是他又

把矛盾的两个侧面看成是纯粹相对的东西
，
它们被不分彼此地

“

合二而一
”
了

。

于是
， ‘

质性

和力的矛盾被取消了
，

惯性运动和非惯性运动的矛盾被取消了
，
吸引和排斥的矛盾也被取

消了
。

时间因素成了空间因素
，

没有了直线和曲线之分
，
匀速和变速之分

。

也可以说
，
一

概都成了弯曲空间里的
“
惯性运动

” 。

匀速运动或变速运动
，
直线运动或曲线运动

，
相互吸

引或相互排斥
，
一概都是先天注定的短程线运动

，
一概都是纯粹相对的运动

，

都是弯曲空

间中的短程线运动
，

都是莫明其妙地沿着那个预先规定好的跑道跑
。

天体不过是在短程线

上摆来摆去
，

永恒如此
，

没有矛盾
，
没有变化

，

没有发展
。

世界成了僵死的
、

不动的世界
。

爱因斯坦从反对牛顿的唯静论开始
，

最后却走上了本质上同牛顿一样的唯静论
。

这真是

绝妙的讽刺�

空间的
“

弯曲
”

既然不是由于物质的运动
，

那末究竟是由于什么呢� 爱因斯 坦说
，

由于宇宙中存在象太阳一类的东西
，

具有一定的质量和能量
，

把本来是平直的空间压弯

了
。 “
空间整个来说是伽利略

、

欧几里得空间
，

而只是含在里面的质量才扰乱了这 个 特

性
。 ”
�这正象把两个铅球放在一块用箍圈绷紧的塑料布上

，

铅球的质量把布压弯
，

两个球

就滚到一起去了
。

球的质量越大
，
布弯得越厉害

，
二者的距离越小

，
滚得越快

。

太阳附近

� 牛顿
� 《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第 �页
。

� 牛顿
� 《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
第 �� 页

。

� 爱因斯坦
� 《 相对论的意义

》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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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密集
，
空间弯得厉害些 �弥漫星云附近物质稀薄

，
空间就比较平坦

。

从这一点说
，

时空

性质还是取决于物质的
，
这还是合理的

。

但是在爱因斯坦那里
，

物质只不过是产生时空弯

曲的一种媒介
。

一旦时空扭弯了
，
他过河拆桥

，

就把物质抛了个精光
。

而且
，
就连物质这

一点媒介作用
，

他也深为不满
。

当引力场方程式中出现了一个代表物质的动量能量项时
，

他很恼火
，

认为这个
“
用高级的大理石砌成

”

的引力场方程的
“

建筑物
”
里

，
居然还有物质的

“
次等的木料

”
� 出现

。

爱因斯坦的矛盾就在于
�

作为一个具有素朴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自

然科学家
，

他丢不掉物质 �作为一个唯心论哲学家
，

他又处心积虑地想丢掉物质
。

相对主义把运动看得高于一切
，

势必否认运动是物质的运动
，

抛弃了运动背后的物质

实体
。

只有运动
，

没有物质
，
必然走到马赫主 义的唯心论

� “
万物都在运动

，

但只是在概念

中运动
。 ”
列宁深刻地指出

� “

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
，

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
第 ��� 页�爱因斯坦想象这种 由时 空

决定的运动
，

正是脱离物质的运动
，
正是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

�

物质消灭了
，

剩下的只

是时空
，
只是几何

。

丢掉了物质的
“

朽木
” ，

爱因斯坦的
“
四维时空

”
本质上同牛顿的绝对空

间一样绝对
、

一样空虚
，

物理学成了描述这个绝对空间的形式的几何学
。

这个空间只能来

自上帝的预先安排
，

只能是超越人类任何经验以外的先验的存在
。

否认矛盾
，

否认运动
，

最后只能走上这样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道路
。

� 爱因斯坦
� 《 物理学和实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