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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零概率事件是“未然”事件，实质在于事件的变化。
类似于医学的“未病”而非“现病”，并体现于事件性质的不同而非数量的多少。
20世纪80年代初，有职业自然科学的外国学者来到中国，拟与中国的自然科学学者讨论《易经》和《
老子》等著作的认识问题。
但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许是仅限于他们遇到的）中很少有懂得《易经》和《老
子》的，遂感到很奇怪，而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
无疑，作为我这个年岁的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几乎都没有学过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而《易经》在
那个历史时期被认为是迷信或“非科学”的坏书。
我个人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充当锅炉工人，因夜间值班时有工人师傅拿了一本破旧的《易经
》与我讨论其中文字的含义，我才正式地读到这些内容，并很快吸引了我。
也许形象思维是人的本能，很自然地意识到《易经》和《老子》是由事物的形象认识世界的，又是以
形象结构分析事物演化的。
其中《易经》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和“君子乾乾，与时偕行”；《老子》提出的“容”和“
常容”概念及由“容”去认识与理解“道”。
尤其是《易经》的“损益赢虚，与时偕行”配合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
气以为和”与“远日反”等观点，对我的思维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给予极大地支持，可以说很大程
度上鼓励了我早年形成的形象思维和改变数量化方法分析零概率或未然事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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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格数”与数量公理：数量与数量“定律”的形式比》主要阐述了：300年前伽利略提出“数量
公理”之后所形成的当代科学体系（或称为“格数”体系）究竟如何定位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代
科学体系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和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其中涉及“事件是否可以被数量所取代”；“量化可比性是否是科学的唯一标准”；“当代物理学为
什么没有变化的原因和过程，而都成为结果定律”；“变化事件的～原因和过程定律是什么”；牛顿
体系的“确定性”或随机体系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是否是来自客观；当代科学体系没有解决的“
旋转运动”、“时间”和“能量占有物质维”等问题；牛顿、爱因斯坦及其继承者们为什么没有成为
“预测自然灾害的首席专家”；乃至于数字化和数量化的本质区别和数字化为什么可以解决当代科学
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等。
　　尽管《"格数“与数量公理：数量与数量”定律“的形式比》所要讨论的问题，原则上不属于科普
范畴，但出于目前还流行教育的应试性，故《”格数“与数量公理：数量与数量”定律“的形式比》
尽可能地采用通俗的语言而尽量避免繁杂的数学公式。
《”格数“与数量公理：数量与数量”定律“的形式比》可供高中生、大学生或相应文化程度的读者
、教师或从事自然科学、预测科学、哲学界等关注公众事件的人士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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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零概率事件与格物数字化(代序)编者的话前言引子上编 人类文明与数量的贫困第一章 人类文明的烙印
一、开天辟地与创世神话二、文明的萌芽三、形的产生四、数的起源第二章 东方与西方古代文明的数
字和数量观一、《周易》与《道德经》二、毕达哥拉斯与“万物皆数”三、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
思想四、欧几里得几何形式逻辑的典范五、芝诺悖论与数量的形式逻辑怪胎第三章 数与形的结合及其
可比性与非确定性一、坐标系与虚拟空间二、各类几何学中数与形的关系三、数与形的可比性缺陷第
四章 数量的缺陷与无穷大数的非实在性及转换关系一、数量表达的不完备性二、数量不等于物质、结
构和事件三、古代“无穷”思想概述四、康托尔的超限数学五、“无穷”的逻辑矛盾六、无穷大数与
物质和事件的转换关系第五章 数量分析与形式逻辑演绎的是与非一、数“0”的创造与新悖论二、微
积分形式演绎的困惑三、非规则与规则化四、非线性与线性化下编 数量科学与“数量公理”的形式问
题第六章 数量科学与伽利略的“数量公理”一、数量科学及其历史渊源二、伽利略与“数量公理三、
数量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争第七章 牛顿力学定律的形式化问题一、惯性定律的存在问题二、运动定
律的存在问题三、非规则结构使第三定律数量化失效第八章 流体演化与理论的困惑一、流体运动的基
本特征——演化性二、旋转运动与波动化——大气长波不存在三、环流定理的历史功绩与非线性之谜
四、不连续现象与溃变论第九章 物理量、物理量物理学、物质维与参数维问题一、物理量与当代科学
的数学化及问题二、“物理量物理学”形式化的不完备性三、“物理量物理学”公理及定律的问题四
、物质维和数量参数维问题第十章 时间、旋转与变化事件一、信息、特殊信息与变化事件二、时间、
旋转与变化事件及其非数量化附录出版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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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然而，自当代科学建立之后，学术界类似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样，逐渐走向了唯一化的宗
教、官员或学术权威式的控制性体制。
古希腊文化印记中的非唯物的形式和神权思维体系，一直在、左右科学的学术思想，即使毕达哥拉斯
学派的“数为万物之源”，也在于“数”为物质之外的神秘力量而支配于“物”。
古希腊的学术自由，在思维观念上，还不同于中国“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国当时的学术自
由争辩来自各个诸侯国争霸及争夺人才的需要。
实质上，比古希腊当时的自由争辩更为自由的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自由争辩的同时，还进
行了具体地试验或实践。
有些人至今似乎还不懂得学术自由争辩，而学术自由争辩恰恰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真正要素。
在古代四大文明中，以物象为整体基元阐述物质本原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发展的系统学
说中，唯有中国的六经之首的《易经》和老子（春秋时期）、庄子（约公元前369一前286）创立的道
家学说。
遂有欧阳首承提出，《易经》应当翻译为现代语言的《演化论》，老子诞生于河南涡河，所以他懂得
流体的旋转和悟出物质的旋转性；其他文明中，多是将物象进行分解和抽象为形式逻辑演绎，其争辩
也多限于形式逻辑的诡辩而较少触及实际问题。
现在看来，事件相互作用的整体观和事件本身的变化和转换问题，是属于“非惯性系”问题，事件或
信息的直接数字化，不是数量的形式逻辑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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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格数"与数量公理:数量与数量"定律"的形式比》：数量是否可以取代事件？
数量化是科学的唯一标准吗？
数量科学是否实现了数量变化？
无穷大存在吗？
数量无穷大反映了什么？
没有假定便没有科学的科学是基础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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