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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总之，对称性破缺是由确定性因素和非确定性因素共同决定的。
它是自然界演化过程中多样性的根源，是任何一个自组织系统必须遵循的规律。
 二、自然界演化发展的规律性 （一）矛盾是自然界演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发展
的根本规律。
在自然界中到处都存在着对立统一。
从非生命界来看，接近与分离、收缩与膨胀、吸收与辐射、凝聚与扩散、聚变与裂变、合成与分解，
作用与反作用等等，都是矛盾，都表现为“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级对立”。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
在生命界中，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对立统一的。
因此，正是这些相互交织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构成了自然界演化发展的动力。
 1.吸引和排斥的矛盾是非生命界演化发展的动力 在“我们的宇宙”即总星系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中，吸
引和排斥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收缩和膨胀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
按照大爆炸宇宙学的观点，宇宙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处于超高温、超高密的“原始火球”。
在“原始火球”里，物质可能以基本粒子的形态存在着，这时的吸引力主要是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力，排斥力主要是由各种排斥因素（库仑力、泡利排斥、粒子的热运动等）所构成。
在基本粒子间的吸引和排斥的矛盾斗争中，由于吸引占主导地位，即收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使
得宇宙处在一个很小的“原始火球”中。
在吸引和排斥的激烈斗争中，在尚不清楚的物理机制作用下，原始火球发生大爆炸，使原来居于主导
地位的吸引让位于排斥，膨胀成为宇宙演化过程的主要矛盾。
至今宇宙仍处在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吸引力对宇宙的演化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处于
矛盾的次要地位。
 吸引和排斥也是恒星起源和演化的基本矛盾。
在这里面，吸引主要是指恒星各部分之间的万有引力作用即自吸引，这种作用由外向里使恒星收缩；
排斥主要是指微观粒子的热运动所产生的气体压力和恒星内部的电磁辐射所产生的辐射压，这种压力
由里向外使恒星膨胀。
 现代天体演化学的研究表明：在宇宙内，包括我们太阳系的无数恒星都是从温度很低的弥漫星云演化
而来的。
从星云形成恒星的过程，首先要经历引力收缩阶段。
在此阶段，由于星云的密度小、温度低，作为排斥因素的气体压力非常微弱，而作为吸引因素的星云
物质的自吸引占绝对优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所以星云很快就收缩为球状体、红外星等不同类型的原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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