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鹄章  

【正见网】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一直有很高的科学成就，杰出的科学家历代都有，但是零散
发展现象与现代科学系统发展截然不同。最明显就是承传，古代科技失传现象很普遍，这对
“科技代表财富”的现代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其实这与中国古人对物质的认识，有着密切
的关系。在从化学的角度漫谈中国古代各项成就发展的系列里，就先从对物质的认识谈起。  

中国古代对物质的认识基本就是“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构成了宇宙
中万事万物。这种认识究竟始于何时呢？这个问题恐怕现在已经无史可考，因为在漫长的历
史岁月，它似乎是一直伴随中国文化演进的，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之一。在《尚书．洪
范》里五行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尚书，就是孔子注疏的六经中的“书经”，是中
国古老的政治文献集，最早的纪录就是黄帝年代，距今约有五千年，也就是说早在中国有文
字出现前，就已经存在对五行的认识了。其它象周朝的《国语》中有“⋯⋯以土与金木水火
杂，以成万物”的记载。所以五行论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就如同现代科学对宇宙物质的
认识建立于“原子、分子说”。  

但是比五行更微观对物质的认识，在古代中国就有所谓的“阴阳理论”。孔子在《易经．系
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老子《道德经》：“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这似乎已经进入现代高能物理的范畴，不
只是谈微观基本粒子，甚至是谈物质形成过程。所以五行构成的万物，又因阴阳特性，五行
也有自身的特性，在《尚书．洪范》里也提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
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行又因自身特
性，彼此交互作用下，在宏观又出现了生、克的现象：“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
土，土克水”这是种制约作用；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构成另
一促进循环，这就是著名的相生相克理论。中国古代就是在这种理论架构下，发展出独特的
天文、地理、历法、物理、医学、药学、化学等科学，甚至影响中国音乐、建筑、艺术、文
化。  

以现代科学观点看，这样理论就有抽象、非量化等难以理解因素在其中，所以即使有许多实
证成就，象中药、针灸等，很多人仍然不承认这是科学。什么是症结所在呢？这个问题恐怕
难倒许多现代学者！其实我们从《道德经．四十章》上的几段谈物质形成的论述，可以看出
端倪：“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从道生一、二、三与
有生于无”，这二段话合并起来看，我们可以理解：物质的形成是一个层次又一个层次，物
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为颗粒所组成，微观物质又由更微观物质组成颗粒组成，如此一层又一
层；那我们现在有形的物质，其实是由无形的物质组成，意思就是高一层微观物质对低一层
而言是无形，更高一层对高一层也同样存在“无形”形成“有形”的关系。那么“三生万
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用我们现在科学能理解的意思就是：到了人肉眼所见这
个层次，地球上所有的物质是由三种微观物质组成，而所组成的万物都有“外覆阴内抱阳”
的特性，这不就是谈“原子论”吗？由质子、中子、电子组成的周期表各种原子，原子的特
性不正就是由带负的电子（阴）覆绕环抱带正电的原子核（阳）。且不论中国古人如何观察
到原子的结构，有形还好理解，下一句“冲气以为和”对现代人恐怕不是三言二语可以解释
的通的，这里显示中国古代科学对物质的认识谲异于现代科学。“冲气以为和”不是这个物
质空间有形的现象，勉强用白话讲意思是：物质组成（阴阳作用）后另外空间会出现整和能



量流，“和”有统一的意思，简单是说：物质有无形的能量形式存在。举个最明显的例子，
比如说以现代解剖学看人体，一解剖就看见肌肉、血管、骨骼等组织；但中国古代除了也看
见有形的肉体组织，另外同时观察到人体无形的能量流动分布，这就出现在中医所说的经
络、穴位，而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是看不见的。所以中国古代祛病健身就有气功活动，气在
哪里？气为何物？再举个例，最近日本学者研究水结晶实验，受赞美的水与受辱骂的水，出
现的截然不同的结晶行为，其实就是意外地把“冲气以为和”的现象给表现出来了，一个意
念对物质本体似乎不起作用，其实就是中国常讲的“动了气”，意思是无形能量体受影响
了，从能量守恒看，非常科学。这样也许应能把中国古代对物质的认识与现代科学差异做了
简单的比较。  

所以中国人对物质的认识就同时包含精神（气）与物质层面，当然就认为“万物皆有灵”，
象结晶实验中的水，宛如生命体，能辨别情绪。所有物质就如同人一样，一但形成就同时
“冲气和”成灵体，因此数学在中国古代科学就不是重要的工具。主因就是数学对有形的物
质量化有其巧善表达形式，对无形的气就毫无用武之地，就象现代科学想运用数学模式要模
拟人的情绪变化，非常困难。因此以阴阳五行方式整体观察有形无形宇宙事物变化就成了古
代中国科学的特色。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如何观察到物质的“冲气和”，笔者衷心建议读者
参阅李洪志老师所着《转法轮》，谈到有关天目修炼问题。基本上，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
多数拥有特异功能，所以是一种直接观察多重空间中物质变化的科学，也就跟科学家自身的
心性（道德水准）有密切关系，所以后世学者心性高低对于大科学家成就的认识，也就起至
关重要的影响。简单地说，宇宙的真实只会展现给道德高尚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失传现象
相当普遍，许多技能不是努力学习可以取得，这一点也和现代科学不一样。  

有了对中国古人物质的认识概念，我们再认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就显得趣味盎然，也许会出
现更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