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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自然是沿着物理物质——化学物质——生命物质——人类的顺序由低到高不断进化的，形成了大自
然的四大阶段和四大物质形态：而人类文明则是逆方向地沿着生命物质——化学物质——物理物质的
顺序由浅入深不断推进的。
从而确定了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和线索。
即生物文明——化学文明——物理文明：每种文明又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低级阶段是采集利用
该种天然物质建立的，高级阶段则是人工创造利用该种物质。
（1）工业化生产方式已经在技术和产业层面发展到顶点：（2）由于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全球不可能
普遍实现工业化；（3）像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不可能建立发达的工业化：（4）总体而言，全球
不能追逐普遍的工业化，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不应追逐发达的工业化，已经建立发达工业化的国家
则应该控制工业化的发展，这就是全球性的调适性工业化发展道路；（5）新工业革命已经在全球兴
起，世界各国应该努力开拓和积极建设新工业化，新工业化既可以应对工业危机又可以把人类文明提
升到更高阶段。
这就是全球的新工业化发展道路，人类将逐步从工业时代进入更高级的新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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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看来，自然或自然界具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
广义上的自然和“物质世界”、“宇宙”相等同，狭义上的自然则把人类排除在外，专指低于人类的
各种物质存在的总和。
狭义上的自然，正是自然的“无为”、“不为”的原本含义。
但是，人类也应该深人思考一下，人类是不是最高级的事物，人类之外的事物或存在是不是都必定低
于人类，自然是不是就一定是“无为”、“不为”？
从深刻的认识论意义上看，世界上是否存在高于人类的事物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所觉察到的，甚至可
以说，人类是不可能认识比自己更高级的事物的。
这是因为，高于人类的事物必然具有高于人类的性质，而这些更高级的特性是不可能用人类的认识能
力来把握和描述的，否则就不是高于人类的事物和能力了，这正像鱼类、爬行类甚至哺乳类的动物并
不懂得人类的高级之处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是否有比人类更高级的事物存在的问题，这是人类自身无法给予回答的，既不能给予肯定
的回答，同时也不能给予否定的回答。
从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逻辑看，人类是不可能发现比自己更高级的存在的。
①像上帝之类的观念，只是人类按照自身的模式而延伸想象出来的。
当然，也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悖论。
目前，通行的宇宙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无限宇宙观。
②在无限的时空观看来，宇宙的演化也是无限的，宇宙中任何具体的事物和物质形态都是有限的，而
宇宙及其物质形态的演化则是无限的，任何具体的事物和物质形态都是其中的一环而不可能是至高无
上的。
因此，人类也应是宇宙物质形态演化中的一环，即使是一个特殊的环节，但绝不会是至高无上的一环
，应该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级的演化环节。
表面看来，是否存在比人类更高级的事物既是人类无法确定的也是与人类无关紧要的，但若深入思考
下去就会发现问题。
首先，遵照人类的认识逻辑不能排除人类可以甚至必须认定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级的演化环节和事物，
否则，人类的认识就无法自圆其说。
其次，是否认定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级的演化环节和事物，对于认识人类自身的发展是事关紧要非同小
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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