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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辩证法概论》讲述：要素在组成较高层次的系统时，并不一定仅仅形成唯一的高层次系统
，而是有可能形成两个以上的不同层次的高层次系统，从而使层次之间的联系出现分支现象，分子作
为要素既可以形成凝聚态物体、行星系、星系、星系团、超星系团等层次的系统，也可以形成生物大
分子、细胞、生物个体、种群、生态系统、生物圈等层次的系统，从而使自然系统在垂直方向上形成
相互叠加的自然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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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无限嵌套构成的立体网状自然图景自然系统与组成它的子系统之间形成的不同等级的纵向层次
结构，自然系统之间、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形成的同一等级的横向层次结构，以及在上述两者基础上
构成的交叉层次结构，它们共同形成了一幅无穷嵌套的立体网状结构的自然图景。
此外，立体网状结构还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自然系统并不一定都是由紧接着的下一层次的子系
统组成，有可能由向下几个层次的某一层次的子系统或几个层次的子系统组成，例如，某些恒星如中
子星就是直接由基本粒子构成。
第二，要素在组成较高层次的系统时，并不一定仅仅形成唯一的高层次系统，而是有可能形成两个以
上的不同层次的高层次系统，从而使层次之间的联系出现分支现象，分子作为要素既可以形成凝聚态
物体、行星系、星系、星系团、超星系团等层次的系统，也可以形成生物大分子、细胞、生物个体、
种群、生态系统、生物圈等层次的系统，从而使自然系统在垂直方向上形成相互叠加的自然图景。
　　不仅如此，在自然系统形成立体网状结构的等级层次中，最上层与最下层都是封闭的，总星系不
一定是宇宙的最高层次，基本粒子也不一定就是宇宙的基本单元，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认识水平的
提高，完全有可能突破现有的物质系统层次的上限和下限，自然系统的层次是无限的。
　　第三节自然界的演化　　一、自然界变化过程的不可逆性和自然的进化　　1.自然界变化过程的
不可逆性　　（1）可逆、不可逆与时间箭头：可逆与不可逆是自然科学在研究变化过程时广泛使用
的一对范畴。
可逆是指过程可以反转、状态可以回归、系统与环境可以同时复原的变化过程。
不可逆是指过程不能反转、状态不能回归、系统与环境不能同时复原的变化过程。
人们通常用数学语言如动力学方程对可逆与不可逆过程做出精确的描述。
如果描述一个过程的动力学方程在时间反演变换下保持不变，则该过程为可逆过程。
所谓时间反演变换下保持不变是指用一t取代t该方程保持不变，因而在可逆过程中时间反演是对称的
，也就是没有时间箭头的问题，时间只是描述运动的几何参量而已。
相反，时间反演不对称即时间对称破缺，则为不可逆过程，在不可逆过程存在的情况下，时间出现对
称破缺，自然界的演化才是可能的，质的多样性才是可能的。
因此，时间箭头是与不可逆过程联系起来的，自然界变化过程可逆或不可逆，即是否出现时间箭头直
接涉及到自然界是否存在演化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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