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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从范铸的观念入于
,

探讨 了中介 范畴的含义
。
用相互作用的

观点论述了 中介范畴的性质和作用
。

引 古仁J

“

中介
”

是黑格尔。 〕逻辑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

恩格斯 2[] 和 列宁 3[J 用辫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
“
中介

”

的科学含义 和作用分别进行过说明
。

近来 王 鹤令 81[ 从黑

格尔哲学的中介概念入手
,

论证了唯物辩证法关于
“

中介
”

概念各种合义的规定及客观

基础、 以及
“

中介
”

概念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近代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
“

中介
”

不但普温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
,

而且具有极其丰

富的含义和内容
。

中介范畴不仅成为唯物矫证法范畴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
,

并且成
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武器

。

因而
,

研究中介范畴的合义 ` 性质和作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中介范畴的合义
,

并用相互作用的观点论述了中介范畴的普温

性
、

过渡性和层次性
。

同时还讨论了中介范畴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

中 介
’

范
一

畴 的
.
`

含 义 和 性 质
·

范畴是人的思推对客观事物的普近本质
、

内在规律性的概括和反映
。

范畴产生于实

践
,

反过来又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
。

一定的范畴标示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

的尸定阶段
,

范畴概念的日益精确
、

内容的不断丰富意味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

力的逐步提高
。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的蟒证关系的反映
,

是辫证思

推的逻辑形式
。

而中介范畴是唯物辩证法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
。

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中的 兮中介 ’ 的基本合义是不同范畴之间的联系坏节
。

不仅对立

范畴之间密切联系着
,

而且不同范畴之间也是互为中介交错纵横地间接联系着
。

因而对

每一范畴都不能孤立地
、

抽象地看待
,

而应该从它们的广泛联系中加以理解
。

恩格斯认

为
:

·

“
二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

, 、 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
”
阁

。

由此说

明对立范畴之间正是由一种
“

亦此亦彼
”
的范畴起着居间联系作用

,

从而使对立双方之

间并不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
。

我们把对立范畴之 l’ul 起联系转换作用的范畴哄中介范畴 。
`

然而
,

这种联系转换不是机械的
,

’

而是辩证统一的
。

可见
,

中介范畴是间接相互作用过

本文 1 0 8 2 年u 月 盛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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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中间联系环节的反映
。

这一论点是否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呢 ?应该以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反映客观
、

主观

必须与客观相符合为基本出发点
。

客观事物处于错纵复杂的发展变化之中
,

中介范畴的

客观形式表现为客观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中间环节
。

人们的思推正是以中介范畴的形

式如实地反映着客观事物发展变化中的这些特殊过程
,

再现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在必然

联系
。

中介范畴常常以普遍性
、

过渡性和层次性等多种属性反映着客观世界的层次结构

和普遍规律
。

中介范畴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指中介环节普遍而无条件地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
,

从

而导致人们以中介范畴的形式反映着这些客观事实
。

例如
,

在目前人们认识到的 自然界

存在的四种相互作用中
,

强相互作用存在于原子核中的核 子 间和 强子 中的层子 (或夸

克 ) 间
,

由介子爆和胶子垢为媒介传递着相互作用 ; 弱相互作用存在于除光子之外的所

有粒子之间
,

由中间玻色子场传递着相互作用 ; 电磁相互作用是存在于带电或磁体间的

吸引或排斥力
,

由电磁锡传递着相互作用 ; 万有引力存在于任何物体之间
,

由引力爆为

中间传递者
。

这些间接相互作用普温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
,

它们象经脉一样
,

联系转换

着物质世界的各个环节
, “

操纵
”

着物质世界的整体运动
。

显然
, “

爆
”

是一种传递物

质相互作用的中介物质形式
,

是驾驭物质世界复杂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
。

它好象

人体骨架中的
“

关节
”
一样

,

只有在它的作用下
,

才能形成人体有机地整体运动
,

并发

挥其潜在功能
。

客观存在的
“

爆
”

反映为主观认识中的
“

爆
”

人们正以物理
“

爆
” 、

数

学
“

爆
” 、

生物
“

踢
” … … 等多种思 推形 式 的

“

爆
”

深入
,

广泛地认识着物质世界
。

再从认识过程来看
,

这是 一个十分复杂的能动反映过程
。

它不仅能反映事物的具体信
咨

息

特征
,

而且能选择
、

识别
、

加工
、

综合和赊存信息
,

进而形成规律性的原理和概念
。

在

整个认识过程中
,

感觉在思推与客观外界之间起着中间联系环节的作用 ; 在人脑与客观

事物之间
,

感觉器官起着中间环节作用 ; 在人脑与各种感觉器官之间由各种感觉种经传

输系统作为中介渠道起着转换作用
。

而在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之间也不是什么
“

直接作

用
”

过程
,

而是以某一中介物为信息载体的间接作用过程
。

例如
,

在视 觉器官与事物之

间由光线为媒介传递着图象信息
,

在听觉器官与声音之间空气分子传递着信
J

良
、 ,

气体分

子在嗅觉器官与气味之间传递着气味信
J

息
、

… …等
。

有人会问
,

触觉与味觉应该是道接作

用吧 ? 初看起来似乎是外界刺激因素与相应接触部份的道接接触
,

然而
,

这仅仅是人们

从宏观角度得出的结论
。

如果从微观的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相互作用物之间并不是道

接靠近
,

而是中间有一段
“

空隙
” ,

这段
“

空隙
”

中
“
分子力

”

充当着中介环节
,

这种
“

分子力
”

是属于电磁相互作用类型的
。

可见认识过程是以某一因素为中介环节的间接

相互作用过程
。

基于这一事实
,

那种认为
: “

感觉是对客观世界的道接反映
·

一
,

在感

觉与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之间
,

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 … ”

6t, 71的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

的
。

人类社会同样是由不同中介环节联系转换的动态体系
。

斯大林说过
: “

上层建筑同

生产
、

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
。

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
,

通过基础的中介同

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
” 。

4[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生产力
、

生产关系及其在一定条件

下互相依赖
、

互相排斥而统一起来的生产方式
。

作为人类社会主体内容的人与人之间不

但要交换物质资料
,

而且要交流文化
、

技术
、

经验
、

思想 … … 等意识信息
。

这些都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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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中的中介范畴的客观形式
。

以上事实证 实 了列宁 的论点
:

“

一切都是经过中介 ( V er mt it1 eO速成一体
,

通过转化而联系的
。 ” 3[ 〕中介环 节普温存

在于客观世界中的事实是中介范畴客观性和普温性的根本依据
。

中介环节无条件地绝对

地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
,

中介范畴无条件地
、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反映着这一客观

事实
。

中介范畴的过渡性
,

是指在对立范畴之间不但由中介范畴起着联系
、

转换等媒介作

用
,

而且对立双方的界限往往是不明显的
,

进而导致了中介范畴的不确定性
,

它是一种
“

亦此亦彼
”

的范畴
。

同时随着对立双方的存在而存在
,

随对立双方的转化而转化
。

这

就是说各种范畴之间
,

互为中介
,

联系转化
,

形成整体
。

对于 任何两个对立范畴之间起

联系作用的中介范畴来说
,

开始纵潜在的形式存在于前面的范畴之中
,

而后逐渐从其中

演变出来
,

渗透于后面的范畴之中
。

这样往复过渡就形成了对立统一的整体概念
。

这种

对立范畴互为中介意味着对立范畴中的每一方只有通过另一方才能达到统一或融合
。

中

介范畴的过渡性同样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的
。

量变质变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普温

表现形式之一
。

客观事物都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体
。

在质量互变过程中由于事物矛盾运

动的复杂性
,

事物的量变和质变不是以纯粹的形态出现
,

而总是互相交错着
,

把这些交

错形式可以理解为中介范畴过渡性的客观表现
。

而量和质的统一
,

在
“

度
”

这个概念中

得到了深刻反映
。

作为四种相互作用中的
“

爆
”

来说
,

尽管具有物质的属性如质量
、

能
量等

。

然而
,

它并不具有确定的物质形式
,

它是波粒二象性的统一体
,

以几率分布的形

式存在着
。

同时
,

声总是随对立物的存在而存在
,

随对立物的变化而变化
。

可见
,

它既

有不确定性
,

又有联
,

系转换性
,

同时还有林属性
。

这些性质总的表现为它的过渡性质
。

客观事物中的中介过渡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反映为主观认识中的中介范畴的过渡

性
。

过渡性的显著特点是间接性
。

中介范畴的层次性是指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并不是
“

单线
” “

单面
”

式 的 单纯联

系
,

而是交织纵横
,

具有一定层次结构的有序立体组合
。

其中的 中介环 节也不是孤立

的
、

单一的
“

节
”

点
,

而是互相渗透
,

相互穿捅的
“

多线
”

联系环节
。

这些层次性决定

着客观事物的整体综谷结构
,

进而反映为主观认识中的中介范畴的层次性
。

这一性质同

样是建立在确凿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
。

例如
,

在分子
、

原子
、

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等物

质层次中
,

存在着不同塌的联系与综合
。

原子核是组成物质层次的最稳定单元
,

在组成

原子核的中子与质子之间同时存在着强相互作用
、

弱相互作用
、

电磁相互作用和万有引

力
。

这四种相互作用互相交织综合而统一表现为推持核整体的力
。

其中各种爆也应该是

交错综合于其中的
。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棣力的短程部分可能来自中子和质子结构中的层

子力
。

这硕示着不同层次的爆之间的互相渗透
。

这些论据说明了中介范畴层次性的客观

性
。

从中介范畴的性质可以把中介范畴的含义进一步理解为
:

是对 立统 一 的 范畴中联

系
、

转价
,

过渡的中间范畴
。

从中介范畴的客观性丫普撼性少今可祥登些青`仑
, _

吝观
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服从通过中介而对立

、

通过中介而统一的规律
。

从而得出
,

间接相

互作用是无条件的
,

绝对的
,

而直接相互作用是有条件的
,

柑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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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介 范 畴 的 作 用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证明
,

中介范畴其有重要的科学方法沦意义
。

人们逐撕认识到
」

自然界是由不问层次结构的复杂系统组成的统一体
,

各个层次不同系统

之问既存在相互作用的制约
,

又存在相互作用的统一
,

并以相互依存
,

协调一致 的方式按

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着
。

这就需要人们用系统论 〔” ,和协同学〔玲」的观点研 究 问题
。

中

介范畴是揭示这些客观规律的重要的方法论武器
。

从中介范畴的观念入手
,

揭示内在联
系

,

发现规律进而用统一的观点研究问题
。 1

、

、

在物理学研究中
,

人们木着世界是物质的
,

它们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观念
,

试图探索

物质世界内在的统一规律
。

十九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首次提出了
“

爆
”

的观念
,

后

来通过麦克斯韦的进一步研究
,

把物翅学中的电
、

磁
、

光等现象统一描巡并形成了电磁

场理论
。

不但建立了经典电磁理论的完整体系
,

而且促进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
,

使人

类社会由蒸气时代跨入电气时代
,

为人类进一步创造了文明
,

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

二十世纪
,

爱因斯坦用
“

场
” 的观点

,

把牛顿认为互无联系的时间
、

空间和物质运动统

一描述而形成了引力璐理论
,

把物理学拚究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 为人类 深入 广泛 地认
识宇宙运动奠定了理沦基础

。

六千革代
,

美画物理
1

学
’

家格拉肯 ( lG
a
hs

o w )
、

温伯格

( w
e : n b、二)和巴塞斯坦物理学家萨拉姆 s(

a , a m )用规范瑞的城念
,

提出了揭示弱相互

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之间内在联系规律的所谓弱一龟统一理论
。

这是把电磁踢与中间

玻色子踢联系在一起看待的理论
。

它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

特别是 1 9了3年中性流的发现和
1 9 7 9年补中微子和电子碰撞实验的成功以及 1 9 8 3年 1 月

“

不
` ” :

一

粒子的发现和 1 9 8 3
.

6 月
“

沙
”
粒子的发现

,

为这一理论提供寸充分证据
。

弱一电统一趣论的成功为揭示更深

入的统一规律打开了缺 口
。

为了实现把强相互作用也包括在内的所谓大统` 理论
。

人们

正用规范爆的观念
,

积极地探索着强作用
、 ` ’
弱作角屯

’

电磁作用之间的内崔联来和统一规

律
。

根据理论推算
,

质子衰变可能是打开这` 难哭的重要途径
。

目前人们正在美国
、

印

度和西欧的深层矿井中测量质子的衰变行为
,

试图为这匕理论提供证据
。

统一踢论征途

中的每一成功与进展
,

生动地说明了
“

爆 “ 这一中介范畴
,

是帮助自然科学家寻求物质

世界的内在联系和探索它们的统一规律的有力的方祛论武器石

巍髓)募{骥羹}羹…;i{鬓{敷i
提高产量

。

在数学处理 中人们常常用
“

变量替换
”

方法完成直接难以完成的推导运算
。

画家们常常用多种颜色的调和来表现画面的色调
,

使其清加箕实感
。

晋乐家常用和弦的

普律谱曲
,

歌唱象们常用和僧的着色歌唱
,

、

使真优美动听
,

反映人类生活的真实情操
。

:

自然坏境
,

人类生活条件吏是如此
。

一

严寒的冰夫雪地
,

一

盛暑的烈日焦 怕常 常 使生物生

长受到影响
,

风和日暖常常是生物生长发育的适中条件日酸
、

碱的极端条
{
件常常便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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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于生存
,

而二者巾和的产物盐倒成为人类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要素
。

因而中介范畴

的客观内容不仅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
,

而且是事物存在和人类生活中
,

必不可缺少

的因素
。

这些中间因素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反映到认识中
,

进而指导着人们的认识

活动与实践活动
。

随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深化
,

科学研究的实践活动 逐 渐 由
“

洁 晰
”
向

“

模

糊
”

逼近
。

模糊的决定论是人们从
“

分离
”

观念向
“

联系
”

观念迈进的一大步
, ;适认识

能力提高的显著标志之一
。

边缘学科的产生是这一规律的必然结果
。

在人类开始认识 自

然的初期
,

人们只能从分离的观点认识
、

归纳自然规律并逐渐形成象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 …等这些从某一角度或侧面认识
一

世界的学科
。

客观
一

世界的其实面貌往往 是错纵复

杂的
,

近代科学研究的实践要求
,

需要从综合 的角度认识
一

世界
,

于是逐渐产生了一些边

缘学科
、

如物理化学
、

生物物理
、

数学物理方法
,

放射生物
、

放射医学 … …等
。

这是些
“

亦此亦彼
”

的学科
。

科学发展的实践进一步要求不但要用边绿学科归纳客观规律
,

指导

实践活动
,

而且还要进一步认识人与环堤
、

人与研究对象
、

以及人与设备仪器之间的关

系
,

由此又产生了像模糊数学 〔`“ l
、

模糊工程学 〔川这种类型的学科
。

这是在形式化思推

和复杂系统 (对应着模糊化机理过程 ) 之问架起的一座桥
,

通过它可以把形式化思推的

数学成果应用到复杂系统中去
。

进而指导人 们 的实 践 活动
。

这些
“

亦此亦彼
”

的
“

模

糊
”

范畴正逐渐揭示着客观世界的具实面目
。

这是中介范畴的主观能动作用指导客观实

践活动 的必然结果
。

实践证明
,

中介范畴不仅是客观事物间普遍联系规律的反映
,

而且是人类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中必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论武器
。

在探索未知的规律中
,

它将是一种潜在的思

想认识论武器
。

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广泛地研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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