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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对称观与“五度空间”观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出发，分析哲学科学化的

内涵、时代背景、逻辑与方法，指出哲学科学化即哲学的实证化、人类化与美学化，哲学科

学化既是逻辑也是历史，既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也是哲学发展的目标。哲学科学化是符合科学

发展观要求的哲学发展观；哲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在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

对称关系中，使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自然科学的发展、经济形态的转变与全球性金融危

机说明对称哲学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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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枏森教授提出要使哲学科学化的命题与建立哲学的科

学体系的设想（黄枏森：《哲学的科学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哲学的科学

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本人认为，哲学科学化的命题与设想是黄先生长

期从事的马哲史研究的总结与升华，其学术价值大大超越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是科学”的说教。“化”，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哲学科学化”，既是逻辑也是历史，既

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也是哲学发展的目标。哲学科学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哲学发展观；

哲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在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中，使哲学逐步科

学化的历史。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

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使哲学与科学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科学

的哲学——对称哲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全

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哲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

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本文拟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阐明对称哲学就是

哲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哲学科学化的内涵 

哲学科学化即哲学的实证化 

哲学科学化与哲学玄学化相对而言。从概念上看，既然玄学化意味着不可实证，那么哲

学的科学化也即指哲学的实证化。 

哲学实现与玄学化相对而言的实证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从历史上看，“形

而上学”除了孤立、片面、静止地认识世界这一方法论的含义以外，就世界观而言，也有“世

界本质的抽象”和“玄学”这两层含义，虽然这两层含义以往处于朦胧的、未分离的状态，

甚至经常在同一种含义上使用，但这两种含义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

个从模糊到精确的过程，“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的发展就是“世界本质的抽象”和“玄学”

这两层含义的逐步分离过程。哲学科学化，即意味着“形而上学”把“玄学”这一层含义逐

步剥离、与“世界本质的抽象”这一层含义逐步合一的趋势。就“世界本质的抽象”这一层

含义来看，哲学有实证科学的功能，实证科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哲学只有具备实证科学的

功能才成其为哲学，实证科学只有具备形而上学的性质才成其为科学。只是根据不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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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科学可以区分为一般科学与具体科学——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是一般的实证科学，而通

常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只是具体的实证科学。因此，一般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同通常意义上的

科学的关系不是玄学和实证科学的关系，而是一般实证科学和具体实证科学的关系。作为一

般实证科学的哲学与作为具体实证科学的科学之间不是并列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

是后者的概括和指导，并为后者提供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依据。具体科学以具体领域的特殊

本质为研究对象，一般科学以宇宙的一般本质为研究对象。什么是宇宙的一般本质？科学的

最新成果说明，对称关系就是宇宙的一般本质，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天与人、主体与

客体的对称关系就是社会的一般本质、宇宙的特殊本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就

是经济社会的一般本质、社会的特殊本质。本质决定规律，一般本质决定普遍规律，宇宙的

对称本质决定了对称规律是宇宙的最普遍规律、社会的最根本规律，也决定了对称原理是科

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范畴和“矛盾”范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称”是具体科学成

果的提升，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因而是实证的；“对称辩证法”和“矛盾辩证法”的本质

区别，就在于“对称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质与实证性是内在一致的。真正科学的哲学必须

以宇宙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以宇宙的对称关系为自己

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哲学就是对称哲学——真正科学的哲学就是对称哲

学。对称哲学通过“对称”范畴使哲学的对象实证化，通过哲学的对象实证化使哲学本身实

证化。特殊本质以一般本质为根据，一般本质制约特殊本质，科学的、实证的哲学为具体科

学的科学性与实证性提供依据与说明。只有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以各个领域的对称关系

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具体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 

哲学科学化即哲学的人类化。 

哲学的人类化从横向来看，就是用五度空间方法中的层次方法，对人类哲学共同本质的

提升，使哲学超越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意识形态，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入了更深层次

的探讨，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进入了实证领域，从而成为人类共同的哲学。“人类共同

的哲学”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哲学，一是类的哲学。所谓“类的哲学”，就是指科学化的

哲学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之争的人类的哲学而非阶级的哲学。我国理论界就曾经有过人道主

义是否历史观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人道主义历史观；另一种观点

认为，人道主义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中人

道主义只是一种价值观而非历史观（黄枏森）。本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本质上是主客体之间的对称运动规律；主客体之间

最本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人道主义虽然是主客体价值关系中最本质的价值关系，但也不能

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而独立存在。因此，人道主义只能作为价值观而不能作为独立的历史

观；人道主义作为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但也不是层次关系，而是核心和整

体的关系——人道主义价值观不是比历史观低一层次的范畴，而应该成为历史观的核心。成

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没有整体否定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而是经过扬弃把后者作为自身

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曾经阐述的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本质上是兼容的而非对

立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己没有明确阐述过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关系，但

不影响我们后人根据马克思本身思想形成的历史和逻辑作出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其它哲学的本质区别及其在人类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就在于其开放性与革命性，马克思主

义不但没有终结真理，而且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

的唯物史观的发展结果就是人类历史观。如果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个人主义，这样的人

道主义历史观是个人主义历史观，那么作为人类哲学的价值观的人道主义作为主客体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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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本质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本质的不同。人道主义价值观作为人类历史观的核心之所以

是科学的，是因为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宇宙发展完整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宇宙整体中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人类及个体从结果来看是神秘的，从起源和过程来看是自然的；社会发展的规

律虽然是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规律，然而是自然规律的延伸，是宇宙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同

自然规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主客体对称关系构成的价值时空、社会时空与自然界的时

空同源、同构、同质、同功。蕴含了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更深层次、

更具体的自然历史过程，因而是历史观科学化的结果。在主客体对称关系中重新定位的人道

主义成为科学历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扬弃了在人道主义与历史观相互关系问题上的“阶级

的哲学”的对立，使历史观成为人类共同的历史观，而历史观的人类化又是哲学科学化的必

要组成部分。 

所谓“人的哲学”， 就是指科学化的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人”不管是否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出发点，作为超越学术意识形态之争的科学化的哲学是人的哲学而非物的哲学。人

的发展有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相应地历史上的各种人的发展的理论，也

就是这个过程的反映。正好象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上的片面发展的相容和超越，人的全面发

展的理论也就是各种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的扬弃。历史上各种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构成全面

发展的理论的各个环节。因此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是历史的再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就

是人的自我创造从不可能到可能、抽象可能到现实、低级到高级、被动到主动、不完善到完

善的过程。从空间和时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来观察，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的系统化、

社会的系统化以前者为中心的统一的过程，而逻辑本身既是对它们的概括，也是它们的内在 

环节。在这里，“人”的抽象化和对人的认识的具体化是同一过程。资产阶级有人道主义，

不等于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从狭义的动物到人的发展，就是广义的动物的个性的发

展，就是自然界的分化发展的结果。因此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而

人的创造性，就是人的个性的表现和展开。分工就是创造性的表现和结果。所谓人的全面发

展的人类化社会，就是在全面分工的基础上人的全面交往，使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人的社

会性的充分发展以前者为基础达到有机统一，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人道主义是作为

人类历史观的必要环节。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那么人道主义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

观，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可以也应该构成人类历史观的核心。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人类普世

的价值——人类理想和现实的对称要求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奋

斗目标，就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道德价值。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主体的活动组成，

是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理想的实现过程。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矛盾运动规律，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运动规律，其深层

次的本质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称运动规律，主客体对称运动规律后面更深层次的本质是人和社

会、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的对称运动规律。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础，在于人是历

史的主体、社会的主体。在这里，只要把人看成社会的主体，把道德观上升到主体论，人道

主义价值观和规律历史观、规范历史观和实证历史观就可以得到统一。 

哲学的人类化从纵向来看，就是用五度空间方法中的时空统一方法，对人类不同民族、

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同一时期不同学派的哲学作出统一的解释，并给它们以合理的定位，使

之成为人类共同哲学中不同的组成部分。从本质的意义上，哲学科学化的命题是对中华民族

“天人合一”思想的复归，是人类认识史的否定之否定。哲学科学化使“天人合一”命题由

抽象转变为具体，使哲学的基本问题与科学的基本问题得以统一。“天人合一”是对称的思

维结构。建立对称的思维结构是建立对称的社会结构的前提。在知识经济时代，以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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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劳动——创业——为“天人合一”的桥梁，吸收西方抽象哲学和具体科学发展的最新

成果，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结构将衍化为科学的对称逻辑，演化出对称哲学，

并促进科学的极大发展。“天人合一”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思维框架。因此，中西哲学既不是

简单地“合成为一种哲学”，也不是简单地“相互借鉴、利用和吸取”，更不是承认它们“作

为各自独立的哲学体系，在多元化中比较发展”（黄颂杰），而是按照五度空间的时空统一法

予以整合，使它们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大圆圈中的不同环节，在这个大圆圈中求多元化基础

上的一元化、一元化制约下的多元化。哲学的科学化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

现发展，就是要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哲

学流派，实现相容与超越。哲学的科学化是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时期的哲学，人类化的

哲学与人类社会溶为一体，是人类社会的异化、哲学的异化、哲学与社会异化的扬弃，是哲

学本性的复归与真正哲学的诞生。这就是哲学科学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哲学科学化的上述两种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哲学实证化与哲学人类化是同

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是自然界量子层面的宏观展开，哲学的科学化不是哲学的唯科学

主义，哲学的实证化离不开哲学的人类化，哲学的人类化也有待于哲学的实证化。哲学作为

整体学科或综合学科，其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整个人类，正好像自然科学其对应的主体只能是

人类一样。这说明哲学的科学化是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实证与抽象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

一，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哲学的主体性就是哲学的人类性。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其说本身就是科学，还不如说为哲学的科学化开辟了道路。 

哲学科学化即哲学的美学化 

哲学的科学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的本体论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即康德的四个“二律

背反”能否消解，思维与存在、“此岸”与“彼岸”有没有同一性，认识论与本体论能否统

一的问题。康德的历史功绩，是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这个问题，从而结束了独断本

体论的历史；康德的缺陷，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通过论证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而在认

识论与本体论之间挖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使哲学的本体论成为不可能。经过康德以

来几百年哲学、自然科学与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解决康德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具体科学

的最新成果证明，对称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同时也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最深层本

质。只有对称的才是美的，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无一不是按美的原则来建构，按美的规律来

造型，人类实践活动归根结底是主客体的对称运动。对称，是贯穿宇宙本体论-人类实践活

动-人类审美活动的红线；人类实践活动是把本体论和美学统一起来的中介。美学虽然不是

本体论，然而有本体论的意义，正像实践论不是本体论，然而有本体论的意义一样。哲学只

有美学化，才能使哲学的内容和形式符合本体论的要求，使哲学本体论与宇宙的本体吻合，

从而真正解决哲学的本体论何以可能的问题，使哲学科学化。 

所谓哲学的美学化，就是作为美学的哲学和成为哲学的美学，美学和哲学合二而一，融

为一体。作为美学的哲学，就是哲学体系要按美的原则来建构。成为哲学的美学，就是美学

原理要按哲学标准来提升。实践检验，就是实践的规律检验，而实践的规律就是美的规律。

能体现美的原则、自觉按美的规则来建构、指导人们按美的规律来造型的哲学，才是科学的

哲学。真和善是美的环节，美是真和善的完成。如果说，哲学的实证化是真，哲学的人类化

是善，那么哲学的美学化就是美——哲学的科学化就是指哲学是真善美的统一；只有做到真

善美统一的哲学才是科学化的哲学。 

美是理想的现实展现。通过这种展现，使主体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使科学规律与客观

规律、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得以同构，使人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得以统一；通过主体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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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活动，使外在事物由无序转化为有序，使主体得到和谐、快乐与幸福。只有对称的哲学

才是按美的规则来建构，只有对称的实践才是按美的规律来造型。对称哲学通过按美的规则

来建构实现按美的规律来造型，通过按美的规则来建构、按美的规律来造型实现哲学的人类

化与哲学的实证化。真是真理，善是合理，美是崇高：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人类实践活动是

真善美的统一；对称哲学是人类实践的反思、真善美的反思。对称哲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哲学；

对称哲学是真善美的统一。对称哲学是科学化的哲学，也只有对称哲学才是科学化的哲学。 

哲学科学化的时代背景 

五度空间观——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哲学科学化的时代背景 

从三度空间观到四度空间观到五度空间观，是物理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传统物理学

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空间和时间就是不可分割

的整体。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

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

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

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

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

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间还应加上层次一维，任何真正的

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它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

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

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意识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哲学思维的空间是最高层次的层次空

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特

殊表现。五度空间理论确立了哲学思维的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同构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哲学的实证性。 

五度空间观得到了最新物理学的支持。非线性思维方式的形成、物质的分立结构与量子

现象，为五度空间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基础。量子跃迁证明了空间维度不可分割。 

近年来兴起的宇宙全息统一论认为：“每一空间量子也都是包含着整个物质世界的信息”，

“任一相对的独立的部分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如果宇宙是全息的，那么任何一个微观粒

子也就应是五度的，五度空间的真实性没有例外。如果我们把主客体看成本来就是同属于不

可分的统一的空间架构中，那么在量子世界中看来不可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如微观世界到底

是粒子、波、场还是弦，物质是构成的还是生成的、连续的还是无限可分的，都可迎刃而解。

世界本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不是认识世界的障碍，而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
追究离开主体的客体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观察者视觉的稳定

性、一致性，思考者逻辑的自洽性。 

在牛顿力学层面的科学观看来，只有纯客观的才是实证的。在量子力学的科学观看来，

主客体不可分，实证在于主客体的统一，实践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逻辑标准的统一。

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突出体现主体性的哲学与科学性是对立的；在量子力学层

面的思维方式看来，哲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主体活动和客

观规律是统一的，科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

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辩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

它的建立使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因此，只有思辩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

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辩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

性的外部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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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 

无论是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其中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之间都有着千

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本身就说明，用包含意识空间在内、把意识空间与物质空

间统一起来的五度空间观来代替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有必然性。五度空间观是四度空间观发

展的必然结果。量子理论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四度空间理论向五度空间理论转化的中间环节。 

五度空间的方法是空间性、历时性和层次性相统一的方法。五度空间方法是逻辑与历史

一致、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 

五度空间方法也得到了科学发展史的证明：在自然科学领域：地质矿石的空间排列，可

以反映出地质从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各种自然力的空间排列，可以反映出自然力从

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各种无机物、有机物的空间排列，可以反映出自然界无机物从

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有机物从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从无机物向有机物从本

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生物科学的空间排列，可以反映出生物从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

历史。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社会文明的空间排列，反映了社会文明从本质到现象发展的时

间历史。在意识科学领域，不同学科、同一学科中不同学派的空间排列，反映了人类知识、

各学科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时间历史。 

五度空间不仅是方法，而且是模式，它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结构。从五 

度空间观看来，概念和概念体系是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从主客体统一的系统来讲，概

念和概念体系作为科学本质和科学规律，本身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环。科学本质和客

观本质的对称、科学规律和客观规律的对称，就是主客体相互关系——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

的结构与模式。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哲学科学化的时代背景 

知识经济带来哲学的实证化。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真是真理，善是合理，美是崇高：

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哲学是知识的反思、真善美的反思。知识经济是追求真善美的经济，哲

学为知识经济提供动力与力法。在知识经济时代，软科学、软技术的地位越来越高。哲学是

最高层次的软科学，哲学方法是最高层次的软技术，哲学是知识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知

识经济首先是文化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经济，然后才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经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

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然后才是自然科学。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它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

用。所以哲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要素，抽象思维能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知识

经济使传统经济的效益原则移植到知识的生产中来，从而使“思维经济原则”中的“经济”

同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得以重合，使思维方法和生产方法得以同构，使哲学方法成为生产

中的“软技术”。因此，知识经济成为哲学的逻辑和历史的归宿。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的核

心，知识创新是知识运营的核心，哲学创新是知识创新的核心。前知识经济时代，哲学研究、

基础研究、科技开发无论侧重哪一方面，共同点都是把它们区别开来，甚至割裂开来。知识

运营则把它们统一开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是以知

识为主导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

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

创新的前提。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的、直接的生产手段、生产目的。所以知识时代将是科

学规律主导客观规律，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主导区域经济。知识经济以知识为

主要的、直接的生产对象、消费对象。知识经济时代实践的对象不仅仅是物质世界，而且主

要是精神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哲学的“实践”范畴，是包含物质和精神、对象和认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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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范畴，而不是同意识、认识相对而言的客体范畴。在把实践看成整体而非层次范畴的

前提下，搞清了实践系统中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物质因素是精

神因素的原因，精神因素是物质因素的证明。这是同一个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样，一方

面，实践本身不是本体，物质世界才是本体；另一方面，实践又有本体论的意义，即在实践

中精神因素对物质因素的创造、物质本体的发现和证明。这种发现和证明不是直观、独断的

（任何直观唯物主义都可以说是自发地通过精神来独断地“证明”物质），而是实证的；不

是经验的实证，而是思辩和实证的有机统一。 

经济全球化带来哲学的人类化。如果说，知识经济使实践层次整体化，那么经济全球化

则使实践主体整体化，即实践主体人类化。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知识整体化、人类利益整体化，

使社会成为人类化的社会、人类成为社会化的人类。虽然知识与利益的整体化并未消除阶级

与阶层的利益差别与利益对立，但经济全球化将使人类面对共同问题，如能源问题、气候问

题、环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共同问题将促使人类的思维方式趋同——人类化的社会与社会

化的人类要求人类共同的哲学。人类共同的哲学——人的哲学与类的哲学在经济全球化的时

代背景下必然产生，人类化哲学的实证性将在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过程中得到证明。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说明整个人类社会已经量子化。所谓量子化就是在无序中寻找有

序，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在主体性中寻找客观性，在规范性中寻找实证性。知识经济与

经济全球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经济全球化通过网络化、数字化、知识化来实现；知

识经济以经济全球化为载体，并主导、促进、催化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

在联系，说明哲学实证化与哲学人类化的有机统一。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实现文化全球化，

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扬弃，实现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相容与超越，实现用五度空间方法对

人类不同民族、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同一时期不同学派哲学的融合和整合。知识经济与经济

全球化要求摒弃牛顿力学的线性直观的思维方式，代之以对称的、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在

哲学的人类化中确立哲学的科学化。 

危机后面是机遇——全球性金融危机与哲学科学化的时代背景 

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各家各派、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思考，其中不

少观点和流派针尖对麦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典型的方式说明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性质，说明了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思考的层次和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看法的一致程度成正比，而全球性金

融危机又使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得以充分暴露。对投资和消费哪个更根本的类似

“鸡和蛋哪一个在先”的喋喋不休争论，源于对金融危机的视角仅停留在政策或金融学层面，

而对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一叶障目。所谓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

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就是通过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思考，认识经济现象后面的深层

次本质、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规律，理清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找出各种经济学理论、经济学

范式产生的内在必然性，给人类历史上大的经济学流派以合理定位，推动符合知识经济与经

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般化、人类化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的产生与发展，并在此经济学理论

指导下自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经济更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知识化进程。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

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关系的对称是绝对

的，不对称是相对的；正好像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样——经济关系的对称要求，

是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根本动力，而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促

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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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发展的规律就是经济主体

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经济增长方式与各种经济学范式从不对称向对称转

化的规律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规律的展开和表现，通过这种转化使经

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就是实现这种从不对称向

对称转化的契机。隐藏在经济危机后面的经济学发展的契机就是我们把握经济学史上各种经

济学理论相互交替的线索，把握经济学发展规律的线索。 

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

《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为了分析、解释、解决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

性经济危机而应运而生的形而上学思辨成果。在《资本论》中，可以说实现了辩证法、认识

论、逻辑学、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当然是在特定历史

条件下的统一。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产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

的历史契机，那么同样，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哲学也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产物。全球

性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本运营为主导向知识运营为主导转变时期的经

济危机；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经济体制

之间的不对称。如果说，工业经济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

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只能产生矛盾辩证法、矛盾逻辑、历

史唯物论，那么产生于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新时期的经济危机

也同样说明了对称哲学的历史必然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从空间上展开的不同哲学范式，

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里，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研究时间、空间、层次

对称、转化规律的辩证法，就是对称辩证法。对称辩证法作为人类化时代的人类哲学，体现

了主客体的统一。从空间来讲，它体现了中西哲学的统一；从时间来讲，完成了人类哲学发

展的大圆圈；在逻辑上，它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本原论、历史观、意识论、逻辑学的

统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统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统一。同时，空间、时间、逻辑三者

又是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指导。对称辩证法，是扬弃了一切哲

学对立的、新时代的全人类哲学，正好像对称经济学是扬弃了一切经济学对立的、新时代的

全人类经济学一样。扬弃了一切哲学对立的、新时代的全人类哲学就是科学化的哲学。 

从抽象到具体——哲学科学化的逻辑 

任何一门学科，只要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能够建立起完整严密的

逻辑体系，都可以成为科学；而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是能够建立完整严

密的逻辑体系的前提。科学与玄学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玄学化相对而言，哲学

的科学化与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定位是对称的——哲学的科学化

程度同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成正比。“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具备指导性、实证性

与可操作性；当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实际上就已经承认哲学是一门科学。因此，

“哲学科学化”与“哲学是形而上学”这两种提法之间并不矛盾，更不对立；哲学科学化的

提法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作为科学的哲学（不是关于科学的哲学

或科学哲学）是一般的科学，而不是具体的科学。以往的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能当作

科学而往往被人看成玄学，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研究对象。其中，“可具体界

定”又是“明确”的必要条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本质”、“宇宙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等

提法均太抽象，还未具体界定；而只要还未具体界定，就不能算是真正明确。“矛盾”、“对

立统一规律”是一种具体界定，但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说明此界定不够完善。只要哲学的对

象能通过科学的具体界定得到真正明确，并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完善，形而上学与玄学就



                                     http://www.sinoss.net 

 - 9 -

不再画等号，哲学与科学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部人类哲学史，就是哲学随着具体科学

的发展，其对象不断明确、哲学与玄学渐行渐远、哲学与科学越来越近、哲学逐步科学化的

历史。把哲学看成玄学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今时代哲学与科学已走向统一。 

从独断到实证——哲学科学化的历史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了原始社会的狩猎自然经济、专制社会的种植自然经济、资

本主义的工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知识市场经济四个阶段，后者是对前者的相容超越；目

前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信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

的过渡环节。与人类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也经过了独断唯心论、独

断唯物论、实证唯心论、实证唯物论四个阶段，它们分别体现了以客体为中心的统一、以客

体为中心的分裂、以主体为中心的分裂、以主体为中心的统一的人类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

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形态的最高阶段，是人类主体性发展的最高阶段，与之

相应的“实证唯物论”——科学化的哲学或主客体对称的对称哲学也是人类哲学发展的最高

阶段。哲学科学化的历史，就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

程；哲学史上的各种唯物论、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证伪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

等流派只不过是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对称哲学，作为对它

们的扬弃、综合、升华，本身就既是哲学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哲学科学化的总结。哲学科学

化的逻辑，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关系的浓缩，是

超越唯物唯心之争、辩证法形而上学之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争的对思维与存在、主体

与客体关系的更高层次的概括。 

从“天人合一”到对称哲学，就是通过东西方哲学的空间交替展现出来的哲学科学化的

历史。哲学发展的逻辑：中国哲学一西方哲学一中国哲学。对称一知性一理性一对称。中国

哲学在头尾两个阶段较发达，西方哲学在中间两个阶段较发达。在近现代，是通过以西释中

来催化中国哲学，使之抽象化、世界化；在当代，是通过以中化西，来提升西方哲学，使之

天人合一，使之真正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使形而上学的思辨性走向实证性。 

哲学科学化的方法 

对称辩证法就是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对称辩证法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是使

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特别是它的最高阶段的社会主

义知识市场经济，由于对人的主体性包括个性、创造性的高扬，它使认识和对象、主体和客

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哲学实证化、科学化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了现实。 

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就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方法。所谓思辩与实证

的统一，就是指：世界是可知的，思辩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

称的；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只要限定它的使用范围，就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

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

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思维与存在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 

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社会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

必然性的统一；客观规律本身是规范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

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人类活动的最基本规律，

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这个交换是一个从不对称向

对称转化的过程，是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是人类理想的实现过程。哲学的规范性就在哲学的科学性之中，哲学的科学性就在哲学的规

范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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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就是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相互建构的方法。科学规律与客观规

律、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是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

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的唯物论、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辩证法、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世界可知论。世界的可知性，

就表现在科学规律的可创造性；人们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反映客观规律并进而创造客观

规律的。 

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就是全息的方法。宇宙是全息的。宇宙中的全息关系是哲学实证

性的根据和基础，是人的直觉能力的根据和基础。用直觉把握世界是方法与对象的对称。只

有直觉把握世界才能整体把握世界。直觉不同于感觉，而是在理性分析综合基础上的超理性

思维活动，是人的理性对事物本质的整体把握。所以全息的方法也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

一的方法。根据全息反映律，人们可在有限的认识材料的基础上，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最大限度地达到认识宇宙本质的目的。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

在的全息同一问题。五维空间的各维之间的关系是全息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有在思维的

抽象中才能存在，在现实中它们是紧密不可分的，在思维的关系（包括形象思维具体和抽象

思维具体）中它们又复归于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实现对宇宙本质的整体把握。 

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就是对称逻辑的方法。对称逻辑，是根据宇宙的对称规律，从

主观推知客观、主体推知客体、已知推知未知的逻辑。其它逻辑都是结论包含在前提里面，

惟有对称逻辑是从已知推出未知的逻辑。它的结论虽然不能由所谓的“实践”（即人的肉眼

可观察的“事实”）来“检验”，然而却是必然存在、客观存在的事实。例如，根据物质不

灭定律、质能关系定律、能量定恒定律，本身无实物质量的太阳每年释放出来的大量能量，

根据对称逻辑，就足以推出暗物质的存在。对称逻辑通过使实践逻辑化，使主观与客观、主

体与客体、思辩与实证得以同构，思辩与实证得以统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主体与

客体、思维与存在、内在与外在、形下与形上是同一的。这是内在的超越。只有内在的超越，

才是真正的超越。只有对称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内在的超越。只有真正实现内在的超越才能

真正做到思辩与实证的统一。 

对称哲学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就是对称发展观。在对称辩证法看来，经济规律是合力的结果；隐藏在经济

周期、经济趋势与经济规律后面的，是对称规律。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是对称的，对策、理

性预期与经济规律的“测不准”之间是对称的。因此发展只能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人类经

济活动是系统工程，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斗争是相对的、同一是绝对的；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社会基

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称运动规律。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遵循的也是对称的规律：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

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的发展本身也是自然历史过程。当人类处于生存创业阶段，

以不可再生性的资源作为生产的主要要素时，人与人之间是狼；当人类以可再生可共享的信

息、知识为生产的主要要素，人的追求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以自身的全面发展、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时，人与人之间是羊。狼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狼的辩证法是矛盾辩证法。羊的哲

学是和谐哲学，羊的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不同时期的辩证法同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对称的。

所以对称辩证法是绝对的，矛盾辩证法是相对的，矛盾辩证法只是对称辩证法的局部表现。

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只有对称辩证法才能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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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辩证法也是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在社会有机体中，物质的社会关系形成社会的经

济基础，思想的社会关系形成社会的上层建筑。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是对称的。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

主体和客体是社会系统的两个基本层次，主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

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问，虽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

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实

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将决定整个社会系统是否

和谐；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和谐，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根

本途径就在于建立对称的社会经济系统，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建设和谐社会体现

了对称辩证法的实践功能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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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Philosophy and Symmetry Philosophy 

——Comments Professor Huang Nansen “Scientific Philosophy ”Proposition 

and The Architecture Vision 

SUMMARY 

This view from the symmetry and the &quot;five dimensions&quot; concept of logic 

and historical necessity, analyzes the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content, background, 

logic and methods that empi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or philosophical, human and 

aesthetic of philosophy scientific logic is also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development.Scientific philosophy is in line with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required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essence, is the day with people, thinking and being, subject and object of 

the symmetry relations, so that the progressiv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history. Natural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hows symmetric philosophy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i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Scientific Philosophy Symmetry Philosophy  Symmetry Dialectics  Five 

Degrees Concept of Space Positivism  Humanized  Aesthetics 

陈世清：拥有自己的哲学范式、擅长跨学科研究而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曾出版《经济学

的形而上学》等四十多部著作，并公开发表数十篇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论文，论文多次转

载并多次获奖，是五度空间理论、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和谐经

济学、对称管理学、人类二次创业理论、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名牌经济学、共有制等

经济理论的创始人，致力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做出创新性成

果。  

 

 

 

 

 

 

 

 



                                     http://www.sinoss.net 

 - 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