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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咬文嚼字

物理学咬文嚼字之三十四

主观乎,客观乎?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暋北京暋100190)

谁的主观更接近客观?
———郝歹的Blog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宋]辛弃疾《贺新郎》

摘暋要暋暋 Subject,object在英文物理学和哲学文献中随处可见,相关词汇如subjectivism,objectivism,subjectivity,

objectivity,subjectiveidealism,objectivematerialism 等差不多是永恒的哲学话题,而subject-objectdivision则是量子

力学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因为subject,object的词义特别繁复,基于汉译客观与主观的理解常让人一头雾水.

1)暋什么样的物理学家是一流物理学家请参照 Landau的划分标

准.———笔者注

2)暋那种把用数学的点概念描述的粒子和用正弦函数描述的波当成

世界的真实,又或者把这两者对立地缝补在一起作为理解世界

的概念基础的做法,似乎不能归于哲学.这样有侮辱哲学家智商

的嫌疑.———笔者注

3)暋经典力学发展的路子.可惜的是,现在见到的讲解经典力学的书

籍,绝大部分还是沿着这个路子.———笔者注

暋暋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说,哲学大概是迈不过的坎,
虽然许多优秀的物理学家讨厌拿哲学说事.据说

Feynman就曾说过:“Philosophyofscienceisabout
asusefultoscientistsasornithologyistobirds(关
于科学的哲学对科学家的用处跟鸟类学对鸟儿的用

处差不多)暠.不过,Feynman可以不喜欢哲学,但没

法不受益于哲学的熏陶,若将他置于没有哲学传统

的学堂里,他大概就能理解哲学的宝贵了.Feyn灢
man赖以成名的所谓量子力学表述的第三条路径,
即路径积分,其所依赖的就是一种哲学,更确切地

说,一种宗教信仰———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万

能的,所以花的功夫最少(least灢action).
在有哲学传统的西方,有人如此轻蔑哲学可算

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典范.在我们这里,钱钟书先生在

《围城》中说的“学哲学,跟什么都没学也差不多暠的
观点,则反映的是没见过哲人和没读过哲人著作的

窘境.虽然大学里有哲学系这类的设置,书架上有一

些半通不通的哲学译文,但对于哲学的substance
(见下文),我们这地方的哲学家却是不屑于研究的.

然而,假如我们认真地读读那些真正科学家的

著作,会发现哲学绝对是高尚的、严肃的学问,在有

哲学思考的地方它一天也没敢容许自己脱离过科

学.就专业水准来说,哪怕是被贴上专业哲学家标签

的 KarlPopper,其对决定论(determinism)的批驳

之物理专业水准也是大部分一流物理学家都望尘莫

及的1),遑论 Newton,Kant,Russell,Leibniz,Des灢
Cartes这些数学史和物理学史上“绕不过的大山暠式

的人物.哲学和物理学一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
们的物理学就脱胎于自然哲学,而如今所说的哲学,
其初期的 metaphysics不过是Aristotle文集中放在

physics篇后面的部分,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清
晰的界限.物理学的深入研究,从来就是不断地深入

哲学的领地,不断地为哲学带去答案和新的难题.近
现代一些好的物理学家和好的数学家,如 Einstein,

Poincar湨,Schr昳dinger,Wilczek,Weyl和 Manin等

人,从来都是不吝于进行哲学思考的2).物理学(科
学中最接近哲学的学科)与哲学的动态交缠,正是科

学发展之自然形态.最早提出实证主义(positivism)
一词的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Comte)将人类认

识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1]:(1)Fetichism (拜物教)
或者animism (即将事物设想是有神灵的)阶段.这
一阶段人类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或者为了自己

的利益,通过影响(收买、讨好)神灵来改变事件的进

程;(2)后物理(metaphysics,汉译形而上学)阶段.
此时神灵让位于含糊的力、作用或存在(forces,ac灢
tivitiesandessences)3),世界被描述为受各种活力、
化学反应以及引力原理所控制;(3)实证(positiv灢

·521·



http:飋飋www.wuli.ac.cn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物理·40卷 (2011年)2期

ism)阶段.除了事件之外,其他的各种解释或者诠

释不存在了.科学的目的也变成了单一的为事件发

生找寻所遵循的规律,或者事件本身的pattern4).而
哲学,关于世界的一般观点,从作为书和学科两者的

metaphysics算起,在科学能阐述清楚的地方(参照

上述发展轨迹),哲学后退.科学发展造成哲学领地

的后退,却又给哲学带来新的问题,注入新的活力.
任何一个时期的哲学都是和当时的科学紧密联系

的,因此科学的任何重大变动必然在哲学上产生反

应(Thephilosophyofanyperiodisalwayslargely
interwovenwiththescienceoftheperiod,sothat
anyfundamentalchangeinscience mustproduce
reactionsinphilosophy)[1].

4)暋Pattern在中文文献中出现的几种译名,如花样、样式、斑图等,

都不能表达这里的意思.———笔者注

5)暋无限,英文为infinity.其词干为fin,结尾的意思.大家可能注意

到了,法国电影结尾是lefin,意大利电影结尾是fine,这等同于

我国老电影结尾的“完暠.———笔者注

6)暋北京话“眼巴前的暠可看作是对object本意的绝佳翻译.———笔者注

中国的普通百姓对哲学不感冒,可能与罗素所

言的哲学家的文字有关.职业哲学家的文字,常常表

现出仅仅是流于皮毛的死性(了无生气,thedead灢
nessofmerelyexternaldescription);与此相反,像

Poincar湨这样的科学家、哲学家,则其文字表现出因

了同其所欲描写之主题的亲身经历、亲密接触才有

的那种清新(thefreshnessofactualexperience,of
vivid,intimatecontact)[2].清新的文字招人喜爱,
死性的文字让人厌烦;然而若这死性的文字还是一

副蛮不讲理的嘴脸,则其受众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
举个例子.当我们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暠的时候,我
们有理由要求知道物质和无限的定义5),以及“可分

的暠的物质基础.物质和无限的定义暂放一边,此处

单挑“可分的暠来研究.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认定物质

是无限可分的,至少我们应该试着回答“how暠的问

题.当物质被认知到原子的层次时,我们继续“分割暠
原子的最小武器只能是原子;等到我们对物质的认

识进展到了质子、中子和电子的层次,我们继续“分
割暠物质的武器也随即小了下来.其实,等不到比核

子再往前几步,我们就能遇到逻辑困难.质子和质子

的碰撞就能得到比原来块头更大的碎片———我们分

裂物质的努力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小的碎片暠以及

“更小的工具暠.当然,这个论断还有其他毛病,我们

还不可能有无限地分割物质的实践,因此即便我们

目前在每一个层次上的分割物质都能带来“更小的

碎片暠,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物质到底是否是无限可

分的———无限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你不能在森林

里刚走出半里地就断言“林中的小路没有尽头暠.我
读硕士的时候就曾在哲学考试卷上阐述“物质是无

限可分的暠这句论断之不可靠,结果得个不及格,差
点不能毕业.把哲学教成撒泼放赖,对一个民族来说

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幸事.
言归正传.关于物理学,我们时常将其理解为是

表达一 些 观 点 的.一 组 常 见 带 “观暠的 词 是 宇 观

(cosmoscopic)、宏观 (macroscopic)、介观 (meso灢
scopic)、微 观 (microscopic),这 里 的 洋 文 词 干

scope确实是观看的意思,因此不存在理解上的困

难.自我观照(reflection,sichreflektieren)原是人

类修行的途径,是认识自我的不二法门.Singh 说:
“一只以为自己是猫的狗和一只以为自己是狗的猫

……没有了镜子,就没有了自我认识!暠这样的“观
照暠按照字面都是好理解的.有一组哲学上的词汇,
如主观和客观,却让笔者非常迷茫,不知何以存在要

分成主观的(在主人看来?)和客观的(在客人看来?)
两类.一些相关概念的阐述也不知从何说起.比如说

客观的、不带偏见的评价,我就纳闷如何把自己摆到

客人的位置上(按汉语的字面理解)连偏见都能摆

脱? 不光我闹不明白,先贤们也早为这个词苦恼过:
“还有近年来习用的‘主观的暞、‘客观的暞两个名字,
也不只一回‘夹缠二先生暞(朱自清为朱光潜《谈美》
序)暠.这两个词之滥用,有例为证.毛泽东同志的

《论持久战》有句云:“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
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

的错误暠.如果把其中的主观、客观全部抽调,句子变

为“除了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指挥的正

确,败者必由于指挥的错误暠,则显得更加清楚明白,
更易为刚刚能写下自己名字的工农干部所理解,而
且并不因此就短少了什么内容.

检查一下主观的(subjective)、客观的(objec灢
tive)的西文,发现其词干jacere是“扔暠而不是“观暠
的意思.拉丁动词jacere,tothrow,其简单的名词

形式有jet.Jetfighter,译成喷气式战斗机,一目了

然.Object,就是 tothrowintheway(扔到眼前

的),意指任何可见的、可触摸的东西,占据空间的物

质 (athingthatcanbeseenortouched;material
thingthatoccupiesspace),汉译物体6);哲学上指一

切可由思维认识和理解的事物,因此在思维之外.
Object似乎强调一种自主 (不易受影响)的气质,其
作为动词有“持异议暠的意思,如 “一开始人们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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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样的(从实数到虚数)扩展并没能带来任何新东

西而持异议(Atfirst,onemightobjectthatnoth灢
ingnewisgainedfromthisextension........)暠.
和object本意几乎相同的是project(forward,be灢
fore+throw),一般字典的释意是建议、计划、工程

或者建筑群等.经典力学中研究被抛物体的飞行轨

迹,那个被抛的(thrownforward)物体就是projec灢
tile.而subject的本意是toplaceorputunder,即

置于其下,可以想见其一般情况下有“屈服于暠的意

思,强调作为受体的角色、过程或关系,如“subject
people(臣民、弱势群体)暠,“subjectedtofrustra灢
tion(遭受挫折)暠.哲学上,subject有两重意思:(1)
思维或自我(ego),同思维以外的所有事物相区别;
(2)theactualsubstanceofanythingasdistinguish灢
edfromitsqualitiesandattributes.这句英文不好

翻译,理解它的关键是substance.Substance,sub+
stare,立于其下(支撑?)的意思,转意为组成成分、
本体、实质的意思.在“theelectromagnetictheoryof
light…isthesameinsubstanceaswhichIhave
beguntodevelop…暠[3]一句中,“insubstance暠就是

指构成本体上;而“……givethem (modelsofFara灢
day)mathematicalsubstance暠一句,我宁愿将其理

解为“为法拉第模型提供数学的支撑暠.如按照

“actualsubstanceofanything暠来理解 subject,那

它也有本体方面的含义,并非仅是思维中易变的东

西.
汉语翻译的主观-客观,笔者猜测可能要强调

内外之别,或者兼有主动-被动之别.在笛卡尔的哲

学中,笛卡尔注意区分外部的世界 (theexternal
worldofthings)和想象的内眼(theinnereyeof
imagination),区分思维(rescogitans,强调inhere)
和外 在 的 物 质 世 界 (resextensa,强 调 的 是 out
there).这里认知的事物和占据空间的事物对应

“内暠和“外暠.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主观-客观这样

的翻译,对于理解subject-object相关的概念,倒也

是挺贴切的.但是,一旦遇到subject-object偏一

点的用法,这种简单翻译的不恰当就暴露出来了.在
叔 本 华 的 “Diezweite Bedingung aberist die
Sensibilit昡tthierischer Leiber,oder die Eigen灢
schaftgewisserK昳rper,unmittelbarObjektedes
Subjektszuseyn7)暠[4]一句中,倘若将 Objektedes
Subjekts(思维的对象)一味哲学地译成“客观的主

观暠,就不知所云了. 7)暋意思是“(世界可知性的)第二个前提是存在能直接察知思维之

对象的动物体感知能力暠.———笔者注其实,subject和object有时意思又非常接近,

或各有其他的意思.汉译主观和客观摒除了两者相

联系的其他语境———比如,objectivepainting就不

可以理解为客观的、不带偏见的画作,而是指强调事

物本身而非画家思想或情绪的画作-只剩下了干巴

巴的对立.许多哲学概念的极端的、对立的情绪,似
乎都是在中文语境中被加上的,如idealism (唯心主

义)与 materialism(唯物主义),很平和的两种观点,
一个“唯暠字就让一切变了味,这一点大家在阅读哲

学书籍时当保持警惕.
在物理上,同量子力学相联系的object-sub灢

jectdistinction(客观-主观的区分)确实是令物理

学家不自在的根源.在量子力学假设的 Dirac描述

中,我们能读到:“对任何动力学量的一次测量结果

为其本征值之一;测量总是使得系统跳入(jump
into)被测量力学量的一个本征状态.暠这里的系统

(system,object)与仪器(measurer,subject)的界

面即存在object-subjectdistinction的问题.这就

把哲学里以人的大脑为界面的object-subjectdis灢
tinction前移到了系统和仪器的界面[5].那么,一个

自然过程的响应是按照跳入本征态(jumpintoan
eigenstate)的方式还是按照薛定谔方程演化的呢?
量子物理学家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似乎也

看不到回答这个问题的希望.哲学上和量子力学上

的object-subject的界面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

样的,都试图把世界的一部分同其他部分割裂开来,
却不知道从哪里下刀-其实也知道硬性地分割是不

合适的.这种将事物割裂成两个对立面的欧洲幼稚

哲学早已为欧洲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扬弃.Heisen灢
berg就指出:“把世界分成 subject-object,内在

世界与外在世界,肉体与灵魂,早已不再适当(the
commondivisionofthe worldintosubjectand
object,innerworldandouterworld,bodyand
soul,isnolongeradequate……)暠[6].

科学之发展据信更多的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

(Thedevelopmentofasciencewhichissupposed
tobeobjectivethansubjective),这里所谓客观被赋

予了更公正、更接近真实的含义.但是否subjectivi灢
ty就应该成为各种科学惟恐避之不及的诅咒(the
“subjectivity,theanathemaofallsciences暠)[7]?
当一个科学家设置一个实验进行光的某种行为的测

量时,其决定用何种测量设备这样的意识活动(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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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actofdecidingwhich measuringdevice
touse)难道是最终可以省略或被替代的步骤? 那

设备到底算是纯objective的还是人类大脑的产物?
科学的哪一个结论是由objective的仪器自动给出

而不是基于人的subjective判断得到的? 观测者

(人与设备)与被观测物是相联系的,内在的主观思

想范畴同外部的客观事实范畴是结合在一起的

(Observerandobservedaresomehowinterconnec灢
ted,andtheinnerdomainofsubjectivethought
turnsouttobeintimatelyconjoinedtotheexternal
sphereofobjectivefacts).

害怕“主观暠的心理是没来由的.黎巴嫩作家纪

伯伦有一天让他的女助手列举几个最深刻、最重要

的词.女助手提出了五个词:“上帝、生命、爱、美和

大地暠.纪伯伦说还应该加上你和我,没有了你和

我,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不带物理学家之偏见的物理

学,是如何产生的? Kant也曾指出:“我们认知事物

之自然本性只能经由我们感觉的过滤和大脑的加

工,但我们永远无法直接体验那些事物(dieDingan
Sich)暠.而在当前,许多物理学家要认知的东西,要
体验还首先要经过仪器呢;而仪器本身在演化,设计

仪器和诠释结果的大脑也在进步.不是所有的大脑

都会正确地思考的,而会思考的大脑的一些思维的

结果也被融入了仪器,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还不是把

它们统统当作了object? 8)普通相机下体育场座椅

上的观众和扫描隧道显微镜下衬底晶格上的吸附原

子,你的物理知识越多,看到的差别也就越多———你

就是能看到哲学上的差别也不为过.经过训练的大

脑看到的更加具有偏见(biased)的图像,更加远离

你的眼前的图像,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物理的实在.而
被囚禁的夸克,我们甚至相信它永远不可以单独地

被置于(object)我们的眼前,但我们依然当它是那

个物理分支研究的object.
暋暋最后,忍不住想说两句对一些哲学和哲学家的

观感.一些哲学宣称能指导科学,被斥为“对科学的

无知以及建筑于这种无知之上的傲慢暠.笔者不同意

将之称为“哲学的傲慢暠,因为这种打着哲学幌子的

傲慢是因为持有者对哲学一样的无知.他们在哲学

书籍里看到哲学家激扬文字的傲慢(arrogance),却

看不到真正哲学家面对自然和对自然之认知实践的

谦卑.一些哲学家在谈论哲学这个关于世界的一般

性观点,在一时难以及时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断言

自己论点的正确,这种在没有答案之前凭借撒泼抢

占答案的制高点的行为,显得很不正当.而把干瘪老

头子们争吵几百年的哲学话题,东鳞西爪地捡一些

揉巴成似是而非的内容扔给如花似玉的少年们去背

诵、去考试,情何以堪———这哪里是真哲学家的勾

当.

8)暋Mermin就对一些固体物理学家把能带结构之类的东西当成

reality表述过忧虑.绝大部分固体物理书籍或文章不就是这么

认为而不自知的吗? 容再论.———笔者注

后记暋本文是笔者写得最艰难的一篇.写完走到窗

前,深吸一口气压下要吐的血.想想职业哲学家们对

着几乎没有共识甚至没有定义的概念,又不靠数据

和方程说话,又没有实物或图片可资参照,却动辄一

通议论 洋 洋 数 万 言(叔 本 华 的 die Weltals Wille
undVorstellung(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pdf文

件2800多页.三十岁的叔本华当年是用鹅毛笔写下

的),心中悠然而生敬意.我在撰写本文过程中试图

参考的那些哲学只言片语,其实我一句也没能弄懂,
因此这篇文章如果看起来让人一头雾水,那也是没

法子的事情.读者只需记住不要见到subjective(ob灢
jective)就给理解成主观的(客观的)就行了,况且

subjective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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