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相对论的空间
、

时间和惯性运动观念

北京 武 哲

近来
，

在评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中
，
肯定了相对论否定牛顿机械论的积极意义

，

也批判了爱因斯坦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哲学
。

从这些分析和批判出发
，

人们 自然会间
�

如果既否定了以太论者对洛仑兹变换的机械论解释
，
又批判了爱因斯坦的

“
正统

”
解释

，

究

竟应当怎样看待相对论里尺和钟等的相对变化的原因呢�

这是几十年来围绕相对论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
。

曾有不少人试图用相互作用观点来

解释相对论效应
，

由于不懂辩证法
，
回到了机械论

，
因而都失败了

。

较多的物理学家则或

者完全接受了相对论的正统解释
，
因而也随之接受了爱因斯坦那一套用关系否定属性的

相对主义哲学 ，或者干脆把相对论公式的物理意义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丢在一边
，

只满足

于相对论体系的
“

优美
”
和结果的丰富

，

自觉或不 自觉地陷入了实用主义
。

这种状况
，

妨碍

着人们正确理解相对论的本质
，
遮掩了进一步认识物质世界的道路

。

要正确理解相对论的哲学和物理含义
，
就要求我们更具体地考察相对论的时空观念

和机械运动观念
，
考察时空儿何与物质运动关系等问题

。

本文只谈前一部分问题
。

一
、 “
正统

”

解释和它的内在矛盾

狭义相对论的
“
正统

”

解释建立在两个支柱上
�

一是空无所有的空间观念
，

一是纯粹相

对的运动观念
。

爱因斯坦一再强调
，
电磁场

“
不与任何负载者相联系

”
�

，

如果把电磁场拿

掉
，
就只剩下

“
空的空间

” 。

他认为
，
恒定不变的光速是光在

“
空的空间

”
中的速度�

，
相对

性原理也只在
“
空的空间

”
中成立

�
在运动观上

，
他认为一切运动都是纯相对的

，

离开参考

系去谈论物体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
。 “

从可能的经验的观点看来
” ，

如果不指定描述运动

用的参考物体
，

就无所谓运动
�“
对于运动本身我们不能赋予任何意义

”
�

。

在他看来
，
相

对性原理正是机械运动的纯相对性在物理规律上的表现
�

可以看出
，
这种空的空间观念和纯相对的运动观念是密切联系的

。

后者是前者的必

然结果
，

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
�

既然是一无所有的虚空
，

除去运动系统和描述运动的参

考系统之外
，
空间中不存在任何能影响或决定系统运动的第三者

。

只有这样
，
系统才会完

� 爱因斯坦
�《 相对论和以大》 。

� 爱因斯坦
�《 论动体电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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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自由地
“
漂浮

” ，

它的运动才可能是纯相对的
。

纯粹相对的运动观必然导致对狭义相对论中时空变化等效应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

解释
。

既然运动是纯粹相对的
，
杆的收缩和钟的变慢等等当然都不可能有相互作用的原

因
，

它们仅仅是对象与度量工具之间相对位置变动这种外部关系的产物
。

爱因斯坦明确

地说
�

造成罗仑兹收缩的原因
， “

是对于参考物体的相对运动
”
� ，

除此之外
，
再多说一句

也是困难的
。

甚至爱因斯坦的门生英费尔德也不得不承认
�

他虽然相信这些变化是真实

的
， “

但不知道怎样能用逻辑的论证使谁信服
”
�

。

不过
，
爱因斯坦还是作过一些

“
逻辑的论证

” 。

他曾用典型的实证主义语言来说明如

何理解相对论中的时空变化
�

时间本来是
“
个人经验

”

中事件的
“

序列
” ， “

对于个人来说
，
就

存在着
‘
我

’

的时间
，
也就是主观的时间

，

其本身是不可测度的
”
� �而为了使不同观察者的

“
经验互相协调

，

并将它们纳入逻辑体系
”
�

，
可以

“
约定

”

共同的对钟计时方法
，
这样

， “
时

间的概念就变成为客观的了
”
�

。

因此
，
在他看来

，

事物的时间是由观察者的钟来
“
定义

”

的
，
空间也一样

，

是由观察者的尺来
“
定义

”

的
。

要研究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规律吗�只需要

把不同观察者的钟和尺的读数
“
互相协调

，
并将它们纳入逻辑体系

”
就够了

，
除了这些读数

之外
，

更本质的东西是没有的�

既然时空测量值就是时空本身
，
那么测量值不同就意味着一事物具有分属于各个观

察者的不同的纯粹相对的空间广延和时间持续
，

不指明相对于哪个观察者而言
，
它们就都

没有意义
。

这就是
“
正统

”
解释告诉我们的结论

。

很明显
，
当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公式作出这些解释时

，
他 已离开了实验事实

，
也脱离

了科学抽象
，
而是求助于他的实证主义哲学信仰了

。

当爱因斯坦搞到广义相对论时
，
这种

“
解释

”

立即陷入了窘境
。

这里遇到的主要疑难
，
是如何解释非惯性系中惯性力的来源

。

在牛顿体系中也有这个问题
。

牛顿的世界图景是空架子的空间和在其中运动的质点
。

为了回答惯性运动和非惯性运动何以有区别
，

解释惯性力的来源
，
牛顿只能认为虚空对运

动物体有物理作用
。

他试图用
“
水桶实验

”

来说明这一点
。

这样
，
他就把空间这个物质存

在的基本形式变成了没有物理内容
，
却又可以对物体施加影响的独立实在

。

这正是牛顿

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表现
。

现在
，
狭义相对论的正统解释在否定了以太之后

，

实际上又回到

了这种空的空间观念
，
所不同的只是用一个统一的四维时空代替了原来互相分离的三维

空间和一维时间 �因此
，
在惯性力间题上

，
牛顿遇到过的困难必然要重新出现

。

爱因斯坦

后来也承认了这点
。

为了彻底摆脱绝对空间观念
，

他进一步主张惯性力不是
“
空间

”

对物

体的作用
，
而只能是物质之间的作用

，

但这就必须
“

把决定惯性的时空连续区的性质当作

空间的场的性质
”
�

。

他后来更明确地承认
� “

一无所有的空间
，

亦即没有场的空间
，
是不

� 爱因斯坦
�《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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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
”
�

， “

并不是物体存在于空间中
，
而是这些物体具有空间广延性

”
公

。

这样
，
为了解

释惯性力
，

爱因斯坦不得不走到空的空间观念的反面
，

用 自己的手推倒了狭义相对论正统

解释的一个支柱
。

而这又使纯粹相对的运动观念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

但是
，
在运动观上

，

在广义相对论里
，
爱因斯坦并没有自我否定

，

反而企图把纯相对的

运动观继续向外扩充
。

他问道
� “
如果速度的观念只有相对的意义

，

那么加速度是否仍应

坚持看作一种绝对的概念呢�
”
� 他力图用加速度场和引力场的等效性

，

来论证加速运动

也是纯相对的
，
甚至后来把它扩大到星际宇宙的范围

，

说什么
“
哥白尼和托勒密的争论也

变得毫无意义
”
�

。

但是
，
后来有人指出

，

由于无穷远边界条件的不同
，

加速度场和引力场

只有局域的等效性 ，在均匀空间中相对于惯性系的加速运动
，
同在局部不均匀引力场中的

静止
，
总是可以区别的�

。

事实上
，
所谓

“

无穷远条件
”
正体现了在参考系统之外还存在着

能够影响运动系统的
“
第三者

” ，
这就否定了加速运动的纯相对性

。

由于宇宙在空间和时

间上都是无限的
，

所以无论怎样扩大运动系统和参考系统的范围
，

这个
“
第三者

”

总是排除

不掉
。

这就有力地说明
，

纯相对的运动观也不可能贯彻到底
，
狭义相对论的另一大支柱也

发生了动摇
。

爱因斯坦在贝克莱
、

马赫的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下
，
固执地坚持纯粹相对的运

动观
，
只能在无限的宇宙面前碰壁

。

众所周知
，
他为了摆脱那个

“

讨厌
”

的边界条件
，

曾干

脆建议把宇宙封闭起来
� “

如果能够把宇宙看做是一个在空间尺度方面是有限的�闭合的�

连续区
，
我们就完全不需要这种边界条件

。 ”
�于是

，
他在后来的工作中

，
一头栽进了宇

宙有限论的死胡同
。

这正是对他的相对主义运动观的惩罚
，

也表明了空间不空的观念同

纯粹相对的运动观念是无法协调的
，

暴露了相对论体系及其正统解释的不可克服的内在

矛盾
。

二
、

空 间 不
“

空
”

二十世纪初
，
当罗仑兹的以太观念还纠缠着物理学界一般人的头脑

，
伟大的列宁在谈

到英国物理学家李凯尔的自发唯物主义观点时
，
就己具体地指出

� “

李凯尔哲学的不确切

性的产生
，

是由于他不必要地维护以太运动的
‘

力学的
’
�为什么不是电磁学的��理论和不

懂得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
。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第 ��� 页�到 ����年
，
列宁

又一次预言
� “

关于以太的猜测 已经有几千年了
，
但直到现在仍然是猜测

。

不过今天 已有

比从前多出千倍的通向这个问题的解决
、

通向以太的科学规定的隧道
。 ”
�《 列宁全集

》 第��

卷
，
第 ��� 页�列宁的这些论述

，
既批判了机械论的以太观念

，
又坚持了空间不空的唯物论

观点
，
为正确解决物理学的空间观念指出了方向

。

� 爱因斯坦
�《 相对论与空间问题 》 ，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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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也是从 ����年开始
，
爱因斯坦也回到了空间不空的观点

�

他说
，
广义相对论中

的度规场就是以太
� “
分析到最后

，
否定以太存在就是否定空的空间有任何物理性质

”
� �

当然
，
这里的以太己经不再是能够

“
飘移

”

的罗仑兹以太了
， “
广义相对论的以太是经过罗

仑兹以太的相对论化而导出的
” ， “
它应当作为惯性作用的介质而起作用

”
�

。

爱因斯坦被

迫在物理事实面前转了弯
。

从承认空间不空这一点来看
，

这个弯算是转对了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
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

，
而一切物质又总处于不断的运动

之中
。

列宁指出
� “
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

。 ” “
运动是矛盾

，
是矛盾的统一

。 ”
�《 列宁全集》

第�� 卷
，

第 ��� 页�事物的内部矛盾性和它同周围事物的矛盾关系
，
决定了它的空间和时

间特征
。

一个基本粒子的大小
，
就是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粒子内部矛盾各方面彼此斗争

所摆开的
“
战场

” �粒子的寿命
，
则反映了这些矛盾发展导致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的持续

性
。

因此
， “
物质存在于空间中

”
这句话

，
不是说物质被放在牛顿的那种非物质的空虚的空

间中
，

而是指的物质本身矛盾斗争的空间广延性 �同样
， “
物质存在于时间中

”
这句话

，

也不

是说物质在一个均匀流逝的
、

脱离物质的时间之流中运动
，

而是指的物质本身矛盾斗争的

时间持续性
。

离开物质而单独存在的空间和时间是没有的
，
它们只存在于人的概念之中

。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
、

一般的
“
物质

” ，
也没有抽象的

、

一般的
“
空间

”
和

“
时间

” 。

牛顿以来

那种认为空间和时间是独立存在的观点
，
是对事实的歪曲

。

正如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

“
人具有歪曲事实的能力

，
具有使抽象概念 �例如时间和空间�成为独立的东西的能力

。 ”

���列宁全集》第�� 卷
，

第 �� 页�这种机械论的时空观
，
不仅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哲

学上驳倒
，

而且又被尔后物理学的发展具体地推翻了
。

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狭义相对论
，
就应当看到

，
狭义相对论的时空也必然有它的物质

背景
。

或者说
，
狭义相对论所描述的时空必然是某一种物质形态的存在形式

，
它的各种性

质必然是某种物质运动的广延性和持续性的反映
。

否则
，
所谓

“
时空的均匀性

”

等等就是

完全不可理解的
。

倘若空间真的一无所有
，
它唯一的性质就是

“
无

” ，
根本谈不上均匀不均

匀
，
也不可能有任何形态的时空几何学

。

现实的空间的确是充满物质帕勺
。

即使把电磁场
、

把所有的
“
基本

”
粒子都拿掉

，

剩下所

谓物理真空或
“
背景空间

” ，
也不是真的

“
空

” 。

现代物理学已确认
，

物理真空具有丰富的性

质�例如
“
真空极化

” 、 “
真空涨落

”
等等�

，

也有能量和动量
。

现实的
“
背景空间

” ，
应当看作

是这种
“
真空

”

物质的广延
。

历史上那种主张空间不空的以太理论
，
又为什么失败了呢�

根本问题在于
，
以太论者总是不愿割掉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尾巴

。

他们总要把一切物

质运动形式都归结为机械运动
。

直到十九世纪末
，
当人们已发现

“
以太

”
的各种力学模型

都必然导致极其荒谬的结果时
，
罗仑兹等人还坚持认为

，
以太必须象流体那样具有整体移

动的性质
。

这种机械论观点当然是要失败的
。

以太的概念被场的概念所取代
，
这是历史

的必然
。

还应当看到
�

以太论者的空间不空
，
仍是不彻底的

。

用以太代替虚空
，

不过是用以太

�母 爱因斯坦
�《 相对论和以太���



填充于虚空这个
“
容器

”
之中

。

所以
，
如果认为狭义相对论的时空是某种物质形态的广延

，

而不是这种物质被放进空的空间之中
，
那么对这种物质而言

，
它的整体移动速度就是没有

意义的
。

它只能取场的形态
。

那么
，
这种伸展为背景空间的场究竟是什么� 在宏观场论中

，
爱因斯坦认为它就是引

力场
，
即使在没有局部天体产生的引力场的地方还有所谓

。
总引力场

” ，
后来又认为是引力

场和电磁场纠缠在一起的
“

统一场
” ，在微观量子场论中

，
人们又把真空物质看作是各种场

的一种特殊状态即
“
基态

” ，

各种基本粒子则是各相应场的激发态
。

对空间物质作出更确

切的科学规定的间题
，
是物理学未来的任务 �为叙述方便

，
我们姑且称之为

“
基态场

”

吧
。

三
、

惯性运动和相互作用

只承认
“
空间不空

” ，
还不足以显示相对论效应的相互作用背景

。

我们还必须转向运

动观间题
，

考察机械运动特别是惯性运动的本质
。

爱因斯坦在承认空间不空时
，
承认了加速运动系统中的物理效应来自系统同周围物

质的相互作用
，
这是对的

。

相互作用就是矛盾
。 “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
”
�《 自然

辩证法》 ，

第 ��� 页�
，
也是机械运动

、

包括惯性运动的
“

真正的终极原因
”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

、

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

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
，
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

，
而每一事物

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

不是在

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
，
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 ” “
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

，

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 ”
���矛盾论��� 只有抓住了机械运动中事物的各个矛盾方面

、

各

种联系和
“
中介

” ，
我们才能对这种最简单的运动形式获得比较深入的认识

。

但是
，
爱因斯坦并没有达到

“
运动即是矛盾

”
的观点

。

他固然承认惯性力来自相互作

用
，

却看不到一切机械运动也离不开矛盾和相互作用
。

在他看来
，
既然系统作不同的惯性

运动丝毫不影响系统内部的物理过程
，
这类运动就毫无相互作用可言

。

因而
，

不指定参考

物体
，
对于这类运动

“
不能赋予任何意义

” 。

在这里
，
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观点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

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
，
它总处在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

，
总存

在于同其他事物的特定的关系之中
。

事物的属性
，
只有通过它同其他事物的关系才能表

现出来
。

但是
，
人对事物的认识

，
决不能停留在这些相对表现上

，

而必须通过这些相对表

现的规律性去把握事物的内在矛盾性
，
把握事物的本质

。

如果看不到属性同相对表现之

间的区别
，
浅薄地把一事物在某种特定关系中的相对表现当作事物内在属性的直接反映

，

就会犯直观反映论�直率实在论�的错误
。

这实际上是把属性简单化
，
而取消了进一步探

索事物内在矛盾性的任务
。

另一方面
，

如果仅仅看到事物各种表现的相对性
，

而否认事物

内在属性的存在
，

或由于事物的属性只能在关系中表现出来就认为属性本身是不可认识

的
，
那就会犯实证论或不可知论的错误

。

牛顿和爱因斯坦都不懂得属性和关系的辩证法
。

这样一来
， “
自己运动

，
它的动力

、

泉



源
、

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
、

主体等等那里去了�
”
�《 列宁全

集 》 第�� 卷
，

第 ���页�
。

牛顿总想把相对表现同事物的固有属性等同起来
，

把相对表现变成

绝对的东西
，
结果只能臆造出孤立的绝对运动和绝对静止

，

并进而用所谓
“
第一次推动

”

把

运动的原因移到神那里去
。

爱因斯坦则总想把相对表现当作一切
，
断言机械运动是纯粹

相对的
，
甚至进而认为运动只是主观的

，
这就把运动的原因移到主体那里去了

。

事实上
，
一切机械运动

，

即使是惯性运动
，

都绝不是纯粹相对的
。

前面已看到
，
只有在

“

空的空间
”

中才能说系统的运动是纯相对的
。

可是
，
这样的运动难道能够存在吗� 如果

除去一个有限的孤立系统之外没有任何物质
，
那末

，

作为物质广延性的空间是从哪来的

呢� 连空间都没有了
，
还谈得上什么系统在空间中的机械运动呢� 除非这个系统本身就

是无限的
，
才不需要什么别的物质

�
然而这种无限的东西只能是整个宇宙

，

而宇宙又谈得

上相对于谁运动呢�

那么
，
承认有伸展成背景空间的物质�即基态场�

，

但假设它与运动物体的相互作用可

以忽略行不行�

不行
。

这种相互作用正是考察惯性运动本质时必须追究的东西
。

惯性运动同非惯性

运动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

正是有这个比较
，
就一下子把物体同基态场的相互作用暴露出

来了
�

既然系统从惯性运动一转变到非
‘

赞性运动状态
，

系统内部的物理过程就立即受到影

响
，
相互作用的效果立即显示出来

，

又怎么能说原来的状态下
，
物体同基态场没有相互作

用呢� 假如相互作用真能忽略的话
，
岂不连非惯性运动也成了完全自由的

“
飘浮

”
了吗�惯

性运动和非惯性运动还哪里来的什么区别呢�

我们认为
，

作惯性运动的系统不是同基态场没有相互作用
，
而只是相互作用处于平衡

状态之中
。

“

在一个运动着的天体上的个别物体的任何个别运动
，

都是为了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

的一种努力
。 ”
�《 自然辩证法》 ，

第 ��� 页�恩格斯的这些话
，
揭示了系统 自由运动的相互作用

实质
，

指导着我们理解物体在
“

基态场
”
中的平衡运动

。

我们可以认为
，
如果一个系统同周

围物质�包括基态场�的相互作用处于总体的平衡状态
，
系统与周围物质之间没有总的运

动转移
，
这时

，
系统内部就存在着各种运动守恒定律 �或者说

，

守恒定律的存在是相互作用

平衡状态的表现
。

在这种情况下
，
自然就不能再用系统内部的物理实验来判断它的整体

运动状态如何了
。

惯性系的相对性原理成立的原因就在于此
。

恩格斯还指出
� “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
���自然辩证法》 ，

第 ��生页�
，
不 平 衡

才是无条件的
、

绝对的
。

相对论中的自由运动
，
也只是一定条件下的平衡状态

，

相对性原

理也是有条件的
、

近似的
。

当我们进入更大的时空范围或更深入的物质层次时
，
原来的平

衡状态和守恒定律的近似性和局限性总会暴露出来
。

在广义相对论中
，
当人们研究到非

惯性运动时
，
就已发现原来意义下的守恒定律不再成立了

。

此外
，
量子场论中的所谓

“
真

空涨落
” ，
意味着守恒定律的局部破坏

，

也就是在相互作用的整体平衡状态下还不断出现

着局部的不平衡现象
。

近年来
，

还发现基本粒子同
“
真空

”
的某些相互作用会破坏一些对

称性和守恒定律
，
不少人认为

，
这种对称性的破坏在统一地研究各种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

时具有重要的意义
。

所以平衡绝不是矛盾的消失
，

而只是矛盾斗争的相对稳定状态
。

这



些
，
都是唯物辩证法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观点的生动证明

。

四
、

事物的时空特征及其度量表现

承认空间不空
，
承认惯性运动也有相互作用的背景

，
我们再进一步来考察相对论中时

空变化的原因
。

过去
，

人们总是把长度和时间间隔当作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
，
把它们同事物自身的空

间广延和时间持续等同起来
。

相对论打破了这种牢固的传统观念
。

它把长度
、

时间间隔

也变成和位置
、

时刻类似的随参考系而改变的东西
，
变成了属性在一定关系中的相对表

现
，
用物理学的话来说

，
就是从不变的绝对量变成了可变的相对量

。

不仅长度和时间间隔

是这样
，

连质量也是这样
。

这在形而上学者看来
，

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

但对于辩证法来说
，

却毫不奇怪
。

恩格斯

早就指出
� “
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

，
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

有效的
‘

非此即彼 �
’ ，

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
，
除了

‘

非此即彼 �
’ ，
又在适当

的地方承认
‘

亦此亦彼 �
’ ”
���自然辩证法》 ，

第 �卯 页�
。

属性和关系的界限
，
本质和现象的界

限
，

也不是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
，

在属性和关系
、

本质和现象之间
，
伺样存在着互相转

化
、

互相过渡和一定条件下的
“
亦此亦彼 �” �在一定条件下是属性的东西

，
在新的条件下就

会变成更深刻的属性的相对表现
。

人的认识就是这样不断发展的
，
如同列宁所说

， “
人的思

想由现象到本质
，

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
，
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

，
以至于无穷

。 ”

扭列宁全集》 第�� 卷
，
第 ��� 页�如果属性和相对表现之间存在着固定的绝对的界限

，
那么一

旦抓住了某种属性
，
我们的认识岂不就达到绝对真理了吗�

事物的原因是事物的内在尺度
。

如果说
，

一事物的空间广延和时间持续由其内部矛

盾性和它同周围事物的联系所决定
，
那么这些矛盾关系也就是事物时空特征的内在尺度

�

但这个内在尺度并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
，
它是隐蔽着的

。

要认识事物
，
总要通过比较

。

只

有把各种具有一定量的时空特征的事物拿来加以比较
，

才能认识它们的时空特征
。

在这

一认识过程中
，
人们逐渐把事物分为两极

�

一方面是各种被比较的事物
，

另一方面是作为

比较基准的事物
，
例如尺和钟

。

把各种事物的时空特征同尺和钟的时空特征相比较
，
就得

到各种事物的时空度量
，

例如物体的长度
、

过程的时间间隔等等
。

这些长度和时间间隔并

不直接就是事物的时空特征本身
，

而是它们的度量表现
。

这种度量表现的变化
，
一般来说

取决于三个因素
�

被度量事物 自身时空特征的变化 �度量工具时空特征的变化 � 以及度量

工具与被度量物体相互关系的变化
。

这样
，
事物的时空特征和人们得到的度量表现

，

并不

是直接等同的
。

这种被度量事物与度量工具之间的关系
，
时空特征与度量表现之间的关

系
，

同政治经济学中商品与货币
、

价值与价格的关系
，
是类似的

。

在牛顿力学中
，
只是因为忽略了上述后两方面的因素

，
人们才把长度看成是事物空间

广延的直接表现
。

由于属性和关系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和绝对的
，

这种看法本身并

不就是错误的
，

但我们却不能忘记它是有条件的
。
以太论者正是忘记了这一点

。

在人们

已经发现同一物体可以有不同的长度之后
，
他们仍坚持只有一种

“
真正的

”
时间和空间

，
即



相对于以太静止的尺和钟量得的时间和空间
，
而其他的都是

“

表观的
” 。

这实际上是把假

想的以太参考系中的度量表现同事物的属性直接等同起来了
。

爱因斯坦的
“
正统

”

解释则走了另一个极端
。

在空的空间观念和纯相对的运动观念支

配下
，

由于否定了相对论效应的相互作用背景
，
在时空变化的上述三种因素中

，

前两种就

不可能存在了
。

一切效应就都只能是对象与度量工具之间外部关系改变的产物
。

既然如

此
，

想通过这些度量表现去把握它们背后的属性
，

就是不可能的
，

也是不必要的了
。

于是

和运动观一样
， “
正统

”
解释在时空观上也否认了事物相对表现背后的内在属性

，

陷入了实

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哲学
。

可是
，
如果批判了空无所有的空间观念和纯相对的运动观念

，
如果承认了任何作机械

运动的系统
，
总处于同基态场的相互作用之中

，

这就必然要进一步承认长度和时间间隔的

变化是不能脱离相互作用的
，
是不能完全归结为对象和度量工具的外部关系的

。

同样
，

如

果在惯性运动中测得的长度和时间间隔保持不变
，

那么除了要求上述外部关系不变之外
，

也还必须要求对象和度量工具同基态场的相互作用处于不变的平衡状态之中
。

既然一切

变化和不变都离不开相互作用
，
那么

，
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坚持相对论的

“
正统

”
解释呢�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理
� “
一物的属性不是由

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
，
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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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认为

，

商品的价值是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
，
它不

是由交换关系创造出来的
，
而只是显示在这种关系之中

。

人们正是要透过商品交换中的

种种现象
，
揭示商品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实质

。

然而
，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只看到

在流通过程中同一商品价值的各种相对表现
，

就断言价值是在流通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

是

由交换关系所决定的
，
因而同一商品可以有无数个

“
价值

” ，

并企图以此否定价值实体的

存在
。

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

指出
� “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

，
实际的 日常的交换

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
。 ……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

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
，
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

。

实际上
，

他

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
，
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

。

这样
，
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

呢�
” “
但是

，
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

。

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
，

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

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
，

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
。
因此

，
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

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
。 ”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 ，

第�� 页�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说的这些话
，
对我们批判相对论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

“
正统

”

解释
，
了解通过这套解释渗进相对论体系的反动哲学的本质

，
拨开妨碍人们正确理解相对

论的物理实质的迷雾
，
同样是极有教益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