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自然界的辩证发展与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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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讲内容

第1节   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一、天然自然探析
              二、从天然自然到人化自然
              三、从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
              四、从人工自然到社会自然
第2节   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
              一、素朴自然观
              二、神学自然观
              三、机械自然观
              四、辩证自然观
              五、系统自然观
              六、生态自然观
              七、人工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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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自然界的辨证发展包括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演化，也就

是包括天然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人化自然向人工自然

的转化、人工自然向社会自然的转化。

一、天然自然探析

二、从天然自然到人化自然

三、从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

四、从人工自然到社会自然

3



一、天然自然探析

1. 天然自然内涵

    天然自然可以定义为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的力量而存在的

物质世界。天然自然就是人类的认识和行为未曾影响到
的自然，大到人类尚未认识到的宇宙现象，小到我们周
围的未曾认识到的微观世界。天然自然的微观构成是自
然物。自然物是自然界中的天然存在，作为一种天然存
在的自在之物，展现了自然的本质力量。 

4



             2.天然自然特点
    1)潜在性

    天然自然是科学认识的潜在对象和人化自然拓展的潜在领域。天然

自然是无限的，它为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无限的问题，也为人化自然的拓

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2)无主体性

    天然自然生产是一种无主体生产,各种自然生产都必须由相互作用

的各种物质要素参与,最后生成的物质结果是由发生相互作用的各种物

质要素参与生成的。

    3)循环性

    天然自然生产具有循环性，在生产过程中,由分解生成的低级物质,

又会不断参与到高级物质的正向生产之中，总体上形成了循环性生产。

   4)“形而上”性

    天然自然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上关于物质的研究等实质上是关于天然

自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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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天然自然到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是人类观测所及从而能够感知的那部分自然。“
人化自然”是人类进行认识自然的科学研究的领域，目前存在“
人化自然”主要有：宇宙演化态“人化自然”、恒星演化态“人
化自然”、地球演化态“人化自然”、生物演化态“人化自然”
等。“人化自然”是发现天然自然的规律性。

“人化自然”由天然自然转化而来的。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化自

然”主要标志是对其规律的认识，微观构成是“认识之物”。其

宏观形成过程大致如下：

   1.宇宙演化“人化自然”的形成

宇宙演化“人化自然”的形成的形成是对宇宙演化规律的认识，

其基本内容有：宇宙起源于200亿年前一个极高温极高密度的“原

始火球”的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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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恒星演化“人化自然”的形成
      恒星演化“人化自然”是对恒星演化规律的认识，其
过程主要是氢核聚变为氦核及各种重元素的原子核聚变过程。
在恒星演化状态下存在质能守恒定律。    
     3.地球演化与“人化自然”的形成
      地球演化“人化自然”是对地球演化规律的认识，其
基本内容有：地球诞生于46亿年前，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地
圈、大气圈和水圈等。在物理变化中有能量的相互转化和守
恒，在化学变化中有质量守恒
       4.生物演化“人化自然”的形成
     生物演化“人化自然”是对生物演化规律的认识，在
生物演化状态下形成了生态系统。在生物演化状态下存在熵
增熵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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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

    “人工自然”是“人造自然”，是人类采取技术和工程

手段改造、创建、加工过的自然界，是人类利用自然之材发

明制造的人工物。是在了解自然界的规律，实现了自然的“
人化”之后而创造的自然。“人工自然”的范围，基本上是

指现实地球的表层。

    1、生物人工自然的形成

    在初级阶段，生物人工自然的形成主要表现为天然生物的分散向集

成转变，少量的几种动物和植物被训化和大量繁殖。在高级阶段，生物

人工自然表现为非自然选择的生物品种大量出现，生物可以通过基因被

设计和培育，生物能源出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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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球人工自然的形成
      地球人工自然的形成时，石器得到利用，从铜和天然陨铁
开始，开始了各种金属的“纯化”过程，同时地质圈的深度蕴
藏物，如矿石、石油或天然气等也越来越多的引到地表。同时
各种地表和地上资源得到了很大控制和利用。
      3、恒星人工自然的形成
      恒星人工自然的形成主要是在地表状态下模拟产生了核裂
变和核聚变。另一种方式是在近地空间（包括月球、火星）创
造出形成适宜人生存的环境等。
     4、宇宙人工自然的形成
     宇宙人工自然的形成是在地球局部产生宇宙人工物，如各
种基本粒子，目前还进行“黑洞”、“反物质”等方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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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人工自然到社会自然

    “社会自然”是技术发明(或工程建造)的人工物与社会性有

机地结合起来，将个别的、偶然的、不自觉的人工物，通过产

业、产业实践转变成为普遍的、必然的和自觉的人工物即社会

的人工自然。“社会自然”具有普遍性、效益性结构性的特点。

社会自然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进化而拓展，其

主要形态有农业社会自然、工业社会自然、生态社会自然等。

     社会自然的形成过程标志对自然界利用的新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自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农业社会自然、工业社会自然和

信息社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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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社会自然   

•     生物圈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绿色植物的繁茂,形成了

农业产业化潜在基础的天然自然。

•     从采集植物到栽培植物，人类也开始驯养动物。这些标

志着形成了农业产业化基础的人工自然的出现。畜牧业和
农业的出现，最终导致了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社会自然的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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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业社会自然

    1）蒸汽动力的产业化。人们最初在生产中所使用的动力只有人，

随后则有风力、畜力和水力。对蒸汽动力产业而言，这都属于天然自

然阶段。古希腊的希罗就曾发明了一种装置和“矿山之友”都属于人

工自然阶段。

    1712年纽可门发明了活塞式的大气压蒸汽机。普遍应用的蒸汽动

力机是由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的出现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

业，从而引起了工业革命，对蒸汽动力产业而言，这都属于社会自然

阶段。

    2）核能的开发利用的产业化

    在19世纪以前，人们尚未认识到原子的结构，微观的原子世界对

于人来说就是天然自然。

    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打开了原子的内部结构，但尚属于人化自

然。

    只有当第一座核反应堆投入运行，核能才成为人们可以控制的人

工自然物，这属于核能利用的人工自然阶段。

12



   3.信息社会自然

    信息社会自然是未来社会的雏形，其产生和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

诞生与产业化密切相关。 这里以电子计算机产业化说明信息社会自

然形成。

    人类制造计算工具和发展计算技术由来已久。第一个采用电器元

件来制造计算机的是法国工程师朱斯，他在1941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

台程序控制通用机电式计算机。早期计算机存在着体积大、运算速度

慢等缺点。对于电子计算机产业化而言，这是人工自然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晶体管和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发明，以及

软件系统的完善，电子计算机迅速发展到它的第五代，并被广泛应用

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电子计算机

产业化而言，这是社会自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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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参考题：

    一、如何理解自然界辩证运动，理解该运动对自然
辩证法学科的确立有何重要意义。

    二、什么是天然自然？什么是人化自然？天然自然
如何从宏观上转化为人化自然？

    三、什么是人工自然？天然自然如何转化为人工自
然？

    四、什么是社会自然？人工自然如何从宏观转化务
社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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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参考书目：

• 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陈昌曙：《自然辩证法新编》，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

• 万长松：《产业哲学引论》，东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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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

•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
系的总的观点，它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
是自然辩证法概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观的产生与发
展都是和当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相关联的。

一、素朴自然观

二、神学自然观

三、机械自然观

四、辩证自然观

五、系统自然观

六、生态自然观

七、人工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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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初期自然观

•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思想——

                科学技术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不足，

敬畏自然，服从自然，人在自然面前是被动服从者，是自
然的一部分，利用自然现象解释自身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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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朴素自然观

• 自然科学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分门别类
的知识体系，一切关于自然的知识基本上都包含
于统一的哲学当中。大多来自抽象的思辨和猜测，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具有经验
科学的萌芽形式。自然哲学是古代自然观和自然
科学的形式。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界进行思辨研究，
思考万物的物质本原，并在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
性中寻找统一的存在。同时，具有一定的辨证思
想，寻求万物的流动与变化。既包含哲学的探索，
又包含自然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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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水

阿那克西曼德——无定形（无限者）

阿那克西米亚——气

毕达哥拉斯——数

赫拉克利特——火

德谟克利特——原子

管子——水

荀子——气

老子——道

五行说——天地万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元素或
要素构成的，在这五类事物之间还存在明确的相生相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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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自然哲学思维特征：

（1）直观性和笼统性－－从某种有形体的、直观的东西中寻求自然现象
多样性的统一，虽然可以把握自然界的总体性质，但却无法说明自然
界的具体内在联系，具有朴素性和唯物性；

（2）思辨性－－缺乏实证，用猜测和想象说明自然现象，但缺乏解释自
然界“因果关系”的经验知识；

（3）猜测性－－从总体上把握自然界，但对自然界的认识尚无法深入剖
析，对构成自然界总体的细节和部分尚不清楚，对自然界的总体联系
图景和认识是模糊的。不是以科学观察和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结论。

（3）辩证性－－把自然界看成一幅由种种联系和过程相互交织起来的画
面。认为自然界是具有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而一切事物都是运动
的，具有流动性、变化、产生和消失，具有一定的辩证法思想。

           －－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自然界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运动和变

化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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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

• 5－15世纪，西欧进入封建社会。

• 政教合一的封建社会：宗教神学居于主宰，教会
把《圣经》看作全部知识的来源，从根本上否定
研究自然和学习知识的必要性。教会扼杀异端，
查禁科学，将古希腊自然科学知识神秘化、僵化。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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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正统的“超越论”——认为
自然、人、神表现为鲜明等级和不同秩序，认为自然和人
都是神创造的，强调自然与神的分离；超越论的理由：—
—任何事物都以其它事物作为自己的原因，依次类推，最
后，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乃是必然的，这个最初的动力
因，不可超越，就是大家所称的“上帝”。托马斯描绘了
一个由神创造、统治、关照的宇宙和世界，为基督教教义
进行彻底的辩护。

• 非正统的泛神论与内在神论——泛神论认为神及其创造物
的总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神，神就是自然。内在神论认
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内在地具有神性，宇宙万物是上帝
本质的表现，上帝存在于自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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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机械论自然观

历史分期：

5－15世纪－－欧洲中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最为缓慢的世纪，

社会政治体制是“政教合一”，教权甚至超越皇权，科学
成为宗教的俾女）；

15－18世纪－－自然科学在欧洲大力发展

16-17世纪－－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

18世纪－－英国工业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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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科学在欧洲发展的两个前提：

A、社会历史动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地理大发现；

B、文化前提和思想基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哲学

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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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科学产生

事件：

1、天文学革命

2、医学革命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标志：
A.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与“太阳中心说”的创立；

B. 血液循环理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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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与自然观的改变

1、1543年，《天体运行论》发表
2、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在运动而非静止。
3、结束了长达1000年之久的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使得天

文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冲破了地球居于宇宙中心
静止不动的传统自然观，推翻了一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
的托勒密的地心说和神创论自然观，实现了自然观的根
本变革，自然科学从此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恩格斯：哥白尼的著作“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
从此自然研究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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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循环理论的发现与对传统自然哲学医学理论的
冲击

1、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1543年发表了《人体的结构》，批
判了盖伦医学体系，纠正了盖伦医学200多处错误。通过
解剖，确定了男女的肋骨数目相等，动摇了天主教会的教
条。

2、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批判了盖伦的“三灵气”说（自然
灵气，活力灵气，灵魂灵气）并提出了人体“血液小循环
（心肺循环）”理论；

3、英国医生哈维（“近代生理学之父”），预见了毛细血
管的存在，提出了人体血液大循环理论，奠定了生物学发
展的基础，使生理学成为一门学科，比较解剖学、人体生
理学、医学获得了极大发展。

    自此，天文学、力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
等都取得了进步，但力学相对最为完善。也正是
力学的发展，奠定了机械论自然观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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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力学何以首先建立？
1．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开矿、建筑、机械制造、航海等，

需要力学的发展；
2．受到天文学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力量使得运转中的行星

既不飞离，也不相撞？
3．力学比较简单和直观。

人物：伽利略、开普勒、惠更斯、胡克、牛顿等。
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次把地面

力学（运动三定律：F＝0，F＝ma，F＝F` ）
和天体力学（万有引力定律）统一起来，建立其经典力学体

系，完成了近代自然科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正确反映
了宏观物体的机械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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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原理与机械论自然观的形成

• 由于牛顿力学体系的完善和深入人心，人们开始用牛顿“
力学”原理来解释一切，将一切运动形式都看作力学运动
形式，将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找到其力学本源并加以解
释，甚至用牛顿力学原理解释社会现象。

• 由于牛顿力学体系主要是力与力之间的作用，强调一种原
因得到一种结果，使得近代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由古代的直
观性、猜测性、思辩性发展到了孤立的、静止地看问题的
形而上学性，形成了“机械论”的观念，用“力”的概念
和机械运动解释一切自然现象，逐步形成了因果决定论，
机械决定论等机械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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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论自然观的牛顿力学基础

1、惯性是物质的本质属性，物质没有改变自身状态的能力，
物质要改变状态，只有依靠外力－－机械论：所有运动变
化的原因都在物质外部，提出外因论；

2、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 ：“哲学的
全部任务看来就在于从各种运动现象来研究各种自然之力，
而后用这种力去论证其它现象”－－机械论：复杂的高级
的运动也按照机械运动形式而虚构出某种力，还原为受到
力学定律支配的机械运动。

3、物体的运动只能改变物体的速度和位置，而不能改变其
质量－－机械论：以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
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变化，自然界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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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存在“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牛顿：“绝对的空
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的而永远相同
的和不动的”－－机械论：时间和空间成了脱离物质的独
立实体。

5、可以用严格的数学方程式来表示机械因果性公式，据此
可以精确预言运动的结果。牛顿：“能用同样的推理方法
从力学原理中推导出自然界的其它许多现象”－－机械论：
机械的单一意义上的决定论是决定论的唯一形式。

6、牛顿：“物质世界可以无限分割，而且可以无限的把它
分离开来”。 机械论：尽可能把自然界分割还原和简单
化，寻求简单性—笛卡尔的还原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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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论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

   世界是一部机器（受到严格因果律决定的内部不存在任何

变化的刚性机器），由惰性物质组成（受到外因作用才会
量变而非质变），与思维存在物—人无关（自然的运动变
化完全是自然自身的力学行为，强调了其唯物主义物质性
的一面），物体运动是由于外力推动，遵循严格的机械决
定的因果关系。机器的自然图景和严格的机械决定论，是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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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器的自然图景
开普勒：“天体是一座时钟”。（在外力作用下，遵循严格的因果关系，自行有

规律的运转）
笛卡尔：“自然图景是一种受到精确的数学法则支配的完善的机器”；“动物是

纯粹的机器”；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人的意识只是原子运动的一个虚幻的副产品，人与动物

相比，只不过是比动物多几个齿轮，多几条弹簧，人与动物只有位置的不同
和力量程度的不同，而绝没有性质上的不同”。

霍布斯：“所谓生命，不外是肢体的一种运动，由其中的某些主要部分发动，犹
如钟表中发条和齿轮一样；心脏无非就是发条，神经就是游丝，关节不过是
一些齿轮，它把动作传递给整个躯体“。

－－自然界、宇宙，就是一部巨大的、精确（受到数学法则支配、按照机械的因
果决定论）运转着的机器。

2、严格的机械决定论
拉普拉斯：“自然图景和宇宙的过程可以在一个简单的数学方程式中表现出来。

应该把宇宙目前的状态看作是宇宙过去状态的结果，同时又把它看作今后接
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所有的事物都是具有确定性的，未来和过去都可
以精确地展现出来。

霍尔巴赫：“宇宙间存在普遍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宇宙本身不过是一条原因和结
果的无穷锁链”。－－自然界只存在因果必然性，而没有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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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积极作用

1、摒弃了古代朴素辩证法自然观的直观性、思辨性和猜测
性。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所内蕴的近代科学思维模式是基
于“观察实验＋数学逻辑演绎”基础上的，进行定量的数
学分析，能够对事物进行深入探讨，人们认识到自然的可
探索性。

2、以唯物主义的思想强调自然的外在独立性，是对上帝创
始说和神创论的否定，对自然科学冲破唯心主义的羁绊具
有积极意义。

3、反对抽象的思辨，强调经验和实证方法，主张用分析还
原的方法认识自然对象，对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的笼统分
析走向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34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

1、机械性：用纯粹力学的观点和机械运动来考察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
把自然界的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而所有运动变化的原因都在物质
的外部，否认了无机界和有机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性质上的差别，
抹杀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质的差别（认为自然界只有依赖于外力
的量变而没有质变）－－思维方式绝对化、机械决定论，只承认量变
而不承认质变，只承认确定性而对不确定性加以否定，看不到事物之
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乃至落后于古代朴素的自然辩证法思想。

2、形而上学性：机械论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的考察依赖分析还原方法，
抛开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而分门别类静止地加以剖析，用孤立、静止
的观点看自然。

3、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认为自然界是孤立于人的实践领
域之外的原始的自然存在物，而自然事物从来都是如此和一成不变的
－－“上帝的第一推动”。否认事物的多样性和发展，必然回归神学
目的论，并常常“目的”出发，解释社会现象而出现唯心主义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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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世纪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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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的历史前提

• 18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发生了以蒸汽机为主要标志的近代
以来第一次技术革命，伴随其后的工业产业革命，资本主
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生产迅猛发展，
生产的发展，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新的事实材料和新的实验
工具，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随之推动自然科学大
发展。19世纪“科学的世纪”到来，科学理论的大发展又
引发了以电气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 19世纪的自然科学研究也从18世纪之前从分门别类的研究
转向阐明自然界各个过程的关系；从一成不变的分析事实
过渡到考察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从运用观察、实验、解
剖等经验方法收集和积累材料，进入到对所获得的经验材
料的整理和概括说明，导致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新
的理论，自然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呈现，使得自然观
从形而上学的机械论阶段进入辨证自然观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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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事实上，直到18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

收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此后
一直到20世纪，自然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材料的科学，

是关于过程、关于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把自然过
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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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文学

1、赫歇尔的恒星天文学；

2、天体起源和演化假说 ；

赫歇尔（“恒星天文学之父”）：发现了天王星，发现了太阳的自行， 第一
个提出银河系的构成。证明太阳仍然不是宇宙的中心，从而使人类的认
识又从太阳系扩展到银河系。 

康德—拉普拉斯1755， 1796年星云假说：第一次把太阳系视为一个不断演
化和发展的过程，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在僵化的自然观上
打破了第一个缺口，沉重的打击了神创论和宇宙不变论 。 

3、英国洛克耶的一般恒星演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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