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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性、生成与文化
———简评金吾伦先生的《生成哲学》

吴 彤
( 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 100084)

摘 要: 本文讨论了金吾伦先生“生成哲学”的三个方面: ( 1) 对“还原论与构成论”的批判;

( 2) 关于“整体论”的细分与认识; ( 3) 关于“生成”和“生子”的认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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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吾伦先生 1994 年提出生成哲学概念和纲要，

2000 年出版他的著作《生成哲学》，至此，形成了金

先生比较完整的“生成哲学”思想与观点。在金吾

伦先生的《生成哲学》中，包含三个相互相关的部

分: 对构成论与还原论的批判; 对整体论的讨论; 提

出生成论的主要立场与观点。本文将在《生成哲

学》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评论和讨论。

1 关于“还原论与构成论的批判”

金吾伦先生指出，构成论的基本思想是: 宇宙及

其间的万物的运动、变化、发展都是宇宙中基本构成

元素的分离与结合。［1］其有两个发展方向: 元素论与

原子论。但无论元素论还是原子论都承认宇宙中存

在一些最基本的物质，由它们构成宇宙万物。［2］构成

论最重要的概念是“实体”与“组成”，在构成论的视

野里，宇宙万物是早已存在，以后的发展变化，都是这

些最基本的实体通过不同的组合变化而来的，事物都

是事先预成在那里，而后不过是展开而已。
因此，金吾伦先生敏锐的发现，构成论带来了一

个重 大 的 问 题，就 是 把 宇 宙 创 生 的 问 题 给 取 消

了，［3］金先生把构成论带来的这个形而上学观点称

之为“取消论”观点。而且金先生有根据地说，这种

观念害苦了牛顿，逼迫牛顿寻求第一推动，［4］也困

惑了狄德罗，因为狄德罗想要寻找生命的生长、分化

和组织的答案。［5］

构成论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循环论。取消

论的结果必然是循环论。［6］按照金先生，循环论虽

然承认在宇宙中有局部物体的产生与消灭，但从根

本上说，它仍然坚持了巴门尼德关于“存在不能从

非存在产生，也不能变为非存在”的原理。所以在

它们那里，产生就是混合，消灭就是分离。
金吾伦先生这一批判抓到了构成论的核心问

题。演化的全局性问题不是一个科学可以解决的问

题，而是一种形而上学问题。科学家也许是一张大

网上耕织的小虫，它们只看到局部的节点，他们不需

要这种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演化的全局性哲

学对他们没有意义。在科学家工作基础上思考的哲

学家如何思考则构成生成论与构成论的差别，而这

一差别，对于构思科学研究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比如是否重视演化，可以影响研究是否注意过程及

其变化，而不只是结构。
金吾伦先生还在重点批判了还原论。金先生引

用许多在复杂性科学和哲学上工作的科学家与哲学

家工作与观点的基础上指出，还原论相信宇宙本质

上是由许多细小部分拼搭而成的大厦。它认为高一

层次的东西由下一层次的建筑砖块构成。它主张自

然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生命机体和人类行为，最终

可以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术语进行说明。［7］还原论把

自然无限细分的代表性观点是“物质无限可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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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人的一端细分，其极端的表现则是“阶级斗争

永恒论”。因此，还原论对自然与人类造成了深重

的灾难与严重的恶果。［8］

2 关于“整体论”

《生成哲学》的“整体论”，包括八个部分: 本体

论革命; 整体论的复兴; 量子关联的纠结整体论诠释

和世界的不可分离性; 巴姆的整体论; 整体论与科学

革命; 现代化的主导意识与全球整体意识———关于

中国现代化趋向的思考; 整体论方法应用于创新: 国

家创新系统;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可

谓密集而宏大。
金先生指出，整体论古而有之，迄今为止 ( 2000

年) ，可归结为八种整体论: ( 1) 机体论，( 2) 能体论，( 3)

系统整体论，( 4) 生态整体论，( 5) 全息整体论，( 6) 纠结

整体论，( 7) 关系整体论，( 8) 辩证整体论。金先生在文

中，讨论了三种整体论，即机体论、一般系统论( 应该是

系统整体论中的一种) 与生态整体论。
所谓机体论，其基本主张是，必须把生物体解释

为机能活动的整体，而不能仅仅用物理学和化学来

理解它们。它在本质上不可还原为仅仅是诸部分的

集合。
一般系统论理解为整体论时，金先生还是比较

小心的，他分析了整体论与一般系统论可能重合的

方面，最终指出，由于贝塔郎菲突出了“有机论范

式”，也因此突显了一般系统论的整体论意义。［9］

在金先生看来，卡普拉是生态整体论的提倡者。
金先生认为，这种生态整体论，是强调生态系统是一

个有机整体，其中各种因素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构

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而生态方法就是一种有机的、
整体的方法。其主要特色是关联着价值论、道义论

的整体论。［10］

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是，金先生基于前人基础

对整体论 I、II、III 的区分与讨论。他最后的概括是:

整体论 I，即五个有机论观点①; 受到分析 － 机

械论方法支持者的反对，不过他们仍接受有机论的

一些论点。
整体论 II 声明，对一个整体，即使在它得到研

究之后，也不能根据它的部分对它进行解释; 对此，

还原论持反对意见。
整体论 III 声明需要有指称整体和整体属性的

术语; 分析方法及还原论的支持者认为这一点是可

以接受的。［11］

紧接着，金先生开始利用最新的 ( 截止于他写

作前) 自然科学研究进展证明整体论思想的合理性

和对世界认知的合理性。金先生深入到量子力学研

究中，通过解释量子关联揭示的世界整体关联，通过

量子力学的纠结整体论，力推整体论。他指出，量子

力学研究的新进展越来越显示出宇宙的“某些整体

论特征”。［12］例如，他讨论了 EPR 实验的意义。指

出量子力学的主要观点，都与整体论有关，都具有鲜

明的整体论特点。② 接下来，金先生特别讨论了罗

尔里奇( Rohrlich ) 的纠结 ( entanglement) 整体论。③

这实际上是以量子力学的纠缠态作为对象，以量子

力学的长程关联为基本特征，指出存在非定域性的

存在，而非定域性的存在，则意味着，多量子之间存

在整体关联。金先生指出，粒子纠结与非定域性有

力地表明了量子世界的整体性特征。［14］

金先生并没有盲从地、一味地说整体论好，他意

识到整体论研究中有诸多困难。为了破解一些困

难，他建议我们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入手。为此，

他本人也更加着力于理论研究，并且身体力行地在

后来着力研究了巴姆的整体论，从巴姆的著述中汲

取养分，运用了较大篇幅介绍和研究了巴姆的整体

论思想，［15］这些研究很有启迪意义。

3 关于“生成论”

( 1) “生成论”提出的缘由

金先生指出，像系统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

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然带有构成论所具有

的强弱不同的色彩。［16］金先生正是看到了系统整体

论的不足，例如他指出，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

基础还在于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

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

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

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17］生成论则与此不同。它强

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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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五个有机观点如下: ( 1) 以物理 － 化学诸学科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在应用于某些情况———例如，在应用于生物有机体、应用于社
会，甚至应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在———时，证明是不适当的。( 2) 整体［在内容上］多于其部分的总和。( 3 ) 整体决定着其多个部分的本质。
( 4) 若将部分同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 5) 多个部分在动态上是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13］

这些主要观点，被金先生概括为: ( 1) 哥本哈根诠释之一，认为不存在深层实在。( 2) 世界是由观察活动创造出来的。( 3 ) 世界是一个

不可分的整体。( 4) 多世界诠释。( 5) 量子逻辑。( 6) 新实在论。( 7) 意识创造实在。( 8) 海森堡的双重宇宙。［22］

今日，entanglement 比较公认的译介为“纠缠”。



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18］

按照当代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我们确

实看到一些科学家正在指出: 1 ) 宇宙是生成的。2 )

粒子也是生成的。3) 定律也有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金先生正是由于不满意现有的系统整体论中对

于生成观念未能加以强调，未能把生成思想突出出

来，而提出“生成论”。
( 2) 新物质结构观的诞生

金先生在这个部分讨论了关于物质的三种观

点: 亚里士多德的完善主义物质观，万物都有趋于完

善的能力的一种物质观; 构成主义的物质观，承认世

界和世界上一切物质都是由已经存在的、早就呈现

在我们面前的、完全独立的各部分组成的; 新物质结

构观，一种关于物质的“潜存 － 显现”观，即在相互

作用过程中，由潜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物质观。
不过，金先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新的物质结构观并

没有推翻“构成主义”，［19］只是揭示了构成主义的不

足。在我看来，这种新物质结构观，既然仍然落脚于

结构，就仍然被传统的构成主义所束缚。因此，金先

生不得不转向中国文化。
( 3) 老子的生成观

金先生在《郭店楚简》和其他中国哲学家的研

究基础上，通过引用他人著名研究成果表明，天道生

生与生生之道的思想比天人合一的思想更为基础，

是中国古代哲学之精华。［20］的确，中国哲学家，如张

岱年先生，着重指出，天道生生中的生，就是产生、出
生，就是事物的从无到有，忽然出现，亦即创造。金

先生指出，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生”是

“道”的核心和灵魂。［21］金先生把老子的“道”的生

成思想概括为:

1) 道是宇宙万物的始祖，万物由道而生。2 ) 道

生万物不借助外力，而是靠自身的力量。3 ) 道虚无

形。4) 道生万物是一个过程。5 ) 老子还说明了生

和长的关系。汲取了这一系统而深刻的中国哲学

后，金先生笔锋一转，到复杂性科学理论里找寻新的

证据和理论支持。
( 4) 突现即生成。
这是金先生转而研究的重点。金先生讨论了各

家关于“突现”的概念，突现的类型，突现的特性。
这里的讨论表明金先生很早就不仅注意到国外学生

研究的进展，而且积极汲取其中养分，为自己的生成

哲学做研究而用。
( 5) 生成论原理与生子论

这是本书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思想，但的确

是一种形而上思辨的思考。
金先生首先提出，“生成”有两个基本特性———

动态性与整体性。它由五个方面体现出来，即: 1 )

潜在性; 2) 显现性; 3) 全域相关性; 4) 随机性; 5 ) 自

我同一性。其中潜在性是生成之源，显在性是生成

之途。而全域相关性、随机性和自我同一性都集中

体现于这个“生”的过程中。［23］

生成论强调了这样几点: ［24］

1) 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
2) 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

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

性的新事物。
3) 潜在性即是“道实在”，它是“有”与“无”的

统一体，具有双重结构。
金先生参照莱布尼兹的“单子”、科斯特勒的

“全子”和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三个概念，创造了

一个“生子”的概念。什么是“生子”呢? 金先生指

出，生成是宇宙本身的内在特性。创生性是宇宙中

诸共相的共相，是宇宙最本质的特性。有了生成的

能力，新事物才能不断产生，才有时间和空间，也才

有世间万事万物。宇宙的这种内在特性与能力，称

作“生子”。［25］

有三个与生子概念相关的概念，“潜有”( “无”
和“有”相统一的有，即“道”，“是谓无状之状，无物

之象”) 、“缘有”( “机遇的有”，它是潜存的阴阳互

动与具体的( 内在，随机) 环境相互作用，个体生成

转化为“实有”) 和“实有”( 所见的经验现象，可观

察事物) 。［26］

生成过程:“潜有———缘有———实有”。
生子: 生成的因子。它瞬时持续，而空间是非定

域的。
金先生特别强调，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

精神，但它能够转化成物质和能量。［27］生子具有自主

性和自组织性。由此，金先生给我们构造了一个很玄

的东西，一个生子，由此生子也被人称为“金妖”。如

果与原子比较，那么生子与原子有如下不同: ［28］

特性 生子 原子

实在性 潜存 实存

空间性 非定域 定域

运动性 自我运动或自发变化 需要外力

机制 内在 外在

形而上学特征
有机论 机械论

生成论 构成论

最后，金先生与张华夏先生合作，以协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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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完成了生成哲学与道家哲学的对接的框架，［29］两 位先生的合作也是中国科技哲学界的一段佳话:

2005 年 3 月 24 日，两位先生在广州德庆山中边走边谈( 吴彤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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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简短的读后感与评论

读过《生成哲学》后，金先生的思想之前沿和活

跃、思考之广博，力图打通科学哲学、中国哲学与复

杂系统哲学的努力与思考成果，都跃然纸上。非常

佩服和认可金先生的工作。
不过，后辈仍然有一些问题和不满，就教于金先

生。就不满而言，金先生仍然不彻底，金先生的“生

成”，仍然借助了“有”，而不是“无中生有”。如生成

的过 程 就 是: “潜 有———缘 有———实 有”。即 便

“潜”，也还是“有”，为何不是从“无”到“有”? “突

现”或“涌现”，就是底层没有这些性质和现象，高层

则“突现”了“有”。无不是空，也可以是空，在无等

于某些“有”，这些具体的“有，”通过相互作用，就可

能产生出以往所有的“有( 具体的有) ”里没有的新

“有”，这也是无中生有。若承认世界有起源，就是

从无到有; 当然，也可以从有到无，那是灭亡。
生子概念的创造性最大，我的迷惑也最大。金

先生把宇宙的创生看成为宇宙的内在特性与能力，

并且因之称作“生子”。［30］在我看来，生成哲学是对

的，但是“生子”的概念，却似乎使得生成哲学的论

证走向复杂化、玄学化了。生子在金先生的概念里，

是一种功能化的能力概念，因此，拿生子概念与原子

( 实体) 概念比较，就无法比较，而且落入了本来金

先生想要批判的实体化的陷阱中。事物、世界从简

单到复杂，复杂性科学诞生后，关于突现或涌现的解

释，较好地说明了无中生有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我

们再回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那里，寻找到相应的

观念与说明，可能是一条更好的解释之路。
后记: 金吾伦先生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逝世，仅

以此文纪念这位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界的“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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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ity，Generation and Culture
———A Brief Review of the“Generative Philosophy”by Jin

WU Tong
( 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generative philosophy”by Professor Wulun
Jin; ( 1) The critique of“reductionism and constructivism”; ( 2) On the subdivis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holism”; ( 3)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of“generation”and its factor．

Key words: generative; philosophy; holism; complexity; generation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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