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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流是人类及众多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哺育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人类对河流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加之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当今全世界范围内许
多河流都面临生存危机。
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黄河的生存危机尤为突出。
流域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再突破黄河生命的底线，人与河争水、与水争地的局面越来越严
峻，由此带来的水资源紧缺、河槽萎缩、河道断流、生态恶化、水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又反过来
严重制约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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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系列课题之一。
作者从哲学、科学和宗教角度，探讨自然观与河流伦理之间的关联，阐述对于生态伦理和河流伦理有
支持作用的自然观及相关伦理问题。
内容包括近代自然观的发展，整体论自然观的产生，盖娅理论和进化论伦理含义的变化及其对河流伦
理的寓意，以及晚近的基督教生态神学对于生态伦理的积极意义。
强调了自然观对于生态环境伦理，进而对于河流伦理建设的基础性作用。
可供哲学、生态伦理学研究者和相关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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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量子力学与整体论正如古典科学内部同时浮现“时间之矢”一样，古典科学内部也出现了“整
体论”因素，这特别表现在量子力学中。
与系统科学所涉及的宏观领域不同，量子力学在最微观的领域，逐步巩固了整体论的基础地位。
量子力学发端于唯象描述，即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新奇的实验观测结果进行描述和概括，从两个不同的
方式分别出现了薛定格的波动力学和海森伯的矩阵力学。
薛定格以德布洛意的物质波概念为基础，海森伯则以可观察量为基础。
这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都很好地解决了量子理论所碰到的难题，后来证明波动力学和矩阵
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形式上统一了的量子力学数学体系开始面临着物理解释问题，因为当初都只是唯象描述，理论体系中
新引入的概念需要予以物理解释，赋予物理意义。
比如，波函数、算符究竟意味着什么？
微观领域的粒子究竟有没有定域性？
等等。
以尼尔斯·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整合了以物质的波动图像为基础的波动力学和以物质的粒子图
像为基础的矩阵力学，提出了波函数的统计解释（玻恩）、测不准原理（海森伯）和互补原理（玻尔
），形成了对量子力学的系统解释。
由于哥本哈根学派在量子力学创造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他们的解释通常被称为正统解释
。
正统解释的核心是确立了量子领域的波粒二象性，即经典意义上的粒子和经典意义上的波各自都不再
能独立地描述量子行为，而应该把它们以互补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共同描述量子图景。
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许多原理、解释，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明波粒二象性。
玻尔的互补原理旨在克服这种“二象性”与经典图景“一象性”的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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