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2014 年第1、2 期合刊   
《水木清华》  总第 41 期

趣谈对立统一
——从阿基里斯追乌龟说起

萧伟光

阿基里斯能不能追上乌龟？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们

热衷讨论的一个命题。阿基里斯是一位跑得很快的英

雄，现在要去追赶在他前面不远、行动十分迟缓的乌龟，

结果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

物芝诺却说：“不能。”且听他的推理——假设赛跑

开始的时候，乌龟在阿基里斯前方 100 米，并假设阿

基里斯的速度是乌龟爬行速度的 10 倍。当阿基里斯跑

了 100 米到达乌龟原来所在的位置时，乌龟已又向前

跑了 10 米。当他再跑完 10 米去追赶乌龟时，发现乌

龟还在他前面 1米。他再跑 1米，乌龟还在他之前 10

厘米。如此下去，阿基里斯似乎只能一次次到达乌龟

所经过的地点，而永远也追不上乌龟。

这个看似荒谬的推论，引起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

格尔等无数科学家、思想家的热切讨论。

事实上，从纯数学的角度来看，芝诺的推论是没

问题的，因为任何两点之间都有无数个点，微积分只

是从理论上描述了这个现象，至于宇宙为什么如此，

这是数学解释不了的，也不是数学的任务。量子物理

则证伪了这个悖论——因为时间和空间不是无限可分

的，所以芝诺的时空概念是不成立的，阿基里斯一定

追得上乌龟。

数学和物理学各有所长，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

哲学却综合了二者之长。以“哲学眼”去看待这个悖

论，似乎能给人以另一重启迪：无限并不遥远，有限

之中蕴含着无限。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儒家讲“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

就是普遍存在的“理”，这个“理”不是死物，而是

有限与无限

生生不已的。南宋大儒朱熹有云：“如一粒粟生

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

一穗有百粒，每粒个个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

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

去。”倘深明此理，则瞬间即含永恒，当下即可

圆满，何必焦虑而辛苦地向外寻求！现代人追求

数量却忘了质量，追求通向幸福的工具却忘了生

活本身，何尝不是自寻烦恼呢！明乎此，儒释道

的经典方有入处，不然，可能处处不通。

有限之心无以把握无限之理，举个数学上的

例子来讲：

S=1-1+1-1+1-1……

这个无穷的数列，结果是多少？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结果是 0，因为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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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一组，每一组都是 0，无穷个 0

相加，结果自然也是0；也有人说，

不对，结果应该是 1，因为把第一

项独立出来，后面每两项一组，

每一组都是 0，1与无穷个 0相加，

结果自然应该是 1；还有人说，

结果应该是 1/2，因为上面的等式

可以改写作 S=1-（1-1+1-1+1-1

……）=1-S，移项，于是就得出

S=1/2。

似乎都有道理。究竟孰是孰

非？这个代数式如何计算，连被

尊为“数学家之英雄”的瑞士数

学家欧拉也犯下过错误。

事实上，根据无穷级数理论，

此式没有结果。习惯了 1+1=2 这

类精确数学、“有限”数学的人

一定郁闷了：怎么可能存在没有

结果的“无限”算式呢！

数学从有限发展到无限，是

人类思维方式的巨大飞跃。哲学

又何尝不是如此？“孔子登东山

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站

得高才能看得远，牛顿说，自己

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因为“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我们后人动不动

援引之，却不晓得，自己可能连

巨人的膝盖都没碰着，遑论肩膀；

连东山都没有爬上去，就自以为

登上了泰山。有些东西是可以在

前人基础上积累的，有些东西却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比如

心胸与境界。

精确与模糊

《物理学之“道”——近代

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风靡一时，其

作者 F·卡普拉说：“现代物理

学肯定了东方神秘主义最引人注

目的基本思想之一，这就是看到

了概念逻辑对于实在的有限性，

我们用来描述自然的所有概念都

是有限的，他们并不是实在的性

质。他们只是我们头脑的创造。”

这段话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

芝诺悖论：阿基里斯很短时间内

就可以追上乌龟，这是无可争辩

的事实；至于数学推论，不过是

理论推演而已——数学理论中的

“点”是理想化的，是不占任何

空间的，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因而，芝诺悖论不管能否解释事

实，都不影响事实的存在。阿基

里斯追上乌龟并不需要高深的理

论做支撑，如果非等找到充足的

理论根据再追乌龟，那恐怕就真

的追不上了。这其间蕴含了“行

胜于言”的哲理：认准了方向就

需要实干，解释世界的事情交给

哲人们吧！

爱因斯坦在其《相对论侧记》

中也明确指出：“只要数学的命

题是涉及实在的，它就是不可靠

的；只要是它可靠的，它就不涉

及实在。”数学的概念和范畴本

来是为了追求精确性的，但事实

上，无所谓真正的精确，现代科

学的“测不准原理”早就说明了

这一点。尼尔斯·玻尔是一代物

理学宗师、哥本哈根学派的掌门

人，他与爱因斯坦在科学问题上

多有争论，但他有一个论断和爱

因斯坦的相近，可能会让很多习

惯了精确思维的人大跌眼镜。有

一次，玻尔的学生们玩文字游戏，

其中一个说“真理”，要求其他

人说出反义词。玻尔说出了自己

的答案：“清楚”。在玻尔看来，

“简单、过分的清楚，是不够格

的。”真理的反义词不是谬误，

而是清楚。一个清清楚楚、看起

来丝毫没有错误的东西，反而是

可疑的。

以中医为例。中医本来有其

严密完整的系统，但因为不符合

西方的科学理论，一直备受争议。

20 世纪 80 年代初，被誉为“中国

航天之父”的钱学森曾发表预测：

“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

他在谈到中医理论对创建系统学

的启发时说：“对于系统这个概念，

我们的认识在逐步深入，现在深

入到巨系统。巨系统又分两个大

的方面，一个方面叫简单巨系统，

另外一种叫复杂巨系统。中医研

究属复杂巨系统。人体是一个开

放性的和有意识的复杂巨系统。”

可见，中医理论蕴含着中国人的

宇宙观和生命观，而这些是和西

方人大异其趣的：西方思想的主

流是主客二分，中国思想的主流

则是天人合一；西医将人视为机

器，看作死物，中医的理论基础

是生生之学——人就是人，不是

各个零件组合起来的机器。

哲学大家梁漱溟认为，东西

方学问的根本特点在于：东方学

问强调无对，西方学问强调有对。

中国的儒释道固然重视圆融无碍，

但都是“有所立”的，都是有其

出发点的。由此想开去，中国文

化复兴的方向应该是“有所立而

无所对”，即立足于中国固有文化，

积极主动吸收异质文明，最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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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海水”
    与“蝴蝶效应”

人文日新·趣谈对立统一

要想重新建立文化主体意识，

重树对圣贤和“圣人之言”的敬

畏是一个基本前提。孔子曰：“君

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圣人之言。”问题是：君子为何

要有敬畏心？

天地万物是普遍联系的，

我们很多人对此只有一个抽象的

概念，具体做事时便忘在脑后。

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

就如没有所谓的“一滴海水”之

说——如果这滴海水脱离了大海，

转瞬之间就会被火辣的太阳烤成

水汽，何谈“一滴海水”！

鲁迅先生有言：“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不要以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个体，与社会无关，与历史无关。

我们都是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在

传统中国人的意识中，“天”意

味着一切不可预知、不可控制、

超乎人力的力量。这并非所谓的

神秘主义。世界上的人和物是无

限的，在一个大系统——例如宇

宙中，一个小力量也可以转化为

大力量，这是有科学理论支撑的。

这方面，最为人熟知的当属“蝴

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

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

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

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

风。其原因就是蝴蝶扇动翅膀的

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

生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

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既然一只蝴蝶都能引起一场

龙卷风，那么一个人的力量呢？

人为万物之灵，是不是更应当敬

畏？哪怕是一个地位很低微的人。

恭己敬他，对地位比自己

高的人还容易做到；对待地位微

贱的人是否还能恭敬，这是检验

一个人是否真有涵养的标准。有

个北宋年间的故事——河南府举

行宴会，前任宰相杜衍应邀出

席，戴着居家便帽，穿着便装，

端坐一隅，不作声响。凑巧河南

府太守有事出去一会儿，府里的

差役不认识这位曾名声显赫的老

宰相，这时，门口的差役报本路

“运勾”到。当时的“路”相当

于现在的省，河南府隶属京西北

路，运勾是京西北路转运使司属

官，官不大，实权大。于是，大

家纷纷起身向他打招呼，唯杜衍

端坐不动。运勾少年得志，见此

不禁火冒三丈，厉声问：“足下

前任甚处？”杜衍头也不抬，轻

声回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

相）。”年轻官员顿时面红耳赤，

呆若木鸡。这就是以地位取人的

后果。

人人都是未完成的圣人，都

应当敬畏，那么，作为中国文化

代表的圣贤，是不是更值得敬畏

呢？

蝴蝶效应

到保持主体性基础上的互敬互学、

和睦相处，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

“君子和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