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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是对微
观领域规律的揭示。 追本溯源，不仅仅是
微观领域，其实所有的事物都是“测不准”
的。 这一系列的规律本文尝试解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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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
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通俗地讲，

就是要测量一个量子的精确位置的话，
那么就要用波长尽量短的波，这样的话，
对这个量子的扰动就会越来越大， 对它
速度测量也会越来越不精确； 如果想测
量一个量子的速度， 那就得用波长比较
长的波，那就不能准确测量它的位置。

对于量子来说， 可以用数学公式来
表示：

这个公式表示：如果一个粒子的位置
ｑ 和动量 ｐ 在一个给定的时刻被同时
测量到一个精确误差 Δｑ和Δｐ，则两
个不准量的乘积必将至少等于（这是一个
很小的值，ｈ 等于 ６．６×１０－２７ 尔格·秒）。

二、新“测不准”关系
公式：
解读：
如果用一个事物 B 去测量事物 A，

得到的已经是一个包含了 B 对 A 影响
的这一结果， 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 A
了。 所以，任何事物只要你去测，它必然
是不准的，因而“测不准”是绝对的，“测
得准”则是相对的。

三、想觉
人们的认识是如何进行的呢？ 按照

人们以前的看法也就是施一公教授所说
的：“我们在用我们的感官，就是视觉、嗅
觉、听觉、味觉、触觉理解这个世界”。 也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种感觉， 还有第
六感，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直觉。人们
以前所说的第六感并没有讲清楚， 我现
在讲的直觉只是借用了直觉这个词，其
意义与人们以前所理解的直觉完全不是
一回事，我今天要给直觉重新进行定义，
直觉就是事物在头脑中的影像。 它包括
人们以前所说的感官的感觉和第六感以
及我马上要论述的想觉以及它们的总称
脑觉。

1.感官
所谓感官是直接经过眼、鼻、耳、嘴、

触等对事物产生的影像。
2.第六感
所谓第六感乃是事物不需要经过

眼、鼻、耳、嘴、触等五种感觉器官，而是
直接进入头脑中的影像。

3.想觉
所谓想觉乃是储存在头脑中的影像

通过互相挤压发生生化反应从而产生新
的影像。

4.脑觉
上述三种影像都是储备在头脑中的

影像，因而统称为脑觉。因此脑觉包括五
种感官、第六感和想觉。

我们说事实， 其实事实是不能完全
言说的，有的只是认可。更准确地说事实
这个“道”和头脑这个“道”都是不可单独
言说的，只有事实这个“道”与头脑这个
“道”碰撞以后形成的影像这个“一”才可
言说， 我们所讲的实际上是影像这个
“一”。 正像单独讲精子和卵子对于人的
生命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它们碰撞
结合后形成了受精卵才是生命的开始，
它们不结合是永远不会产生生命的一
样。一阴一阳者，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不
可定名矣！ 所谓唯物主义则是只强调外
在事物这一方面， 其实认识论只谈外在

事物这一个方面是没有意义的。 正好像
人的生命的产生只有“精子”，如果不与
“卵子”结合，永远也不会产生“受精卵”
一样。 按照阴阳学说，孤阴不生，独阳不
长， 只有外在事物这个阳而没有阴也是
不成立的。 同样唯心主义只讲心也就是
头脑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所谓的唯物
论和唯心论都不正确。 世界都是物质的，
人脑也是物质的一种存在状态。 认识论
则是外在事物与人脑碰撞后产生了影
像，应该叫心物论，也就是外在事物与人
脑碰撞结合而产生了影像这个“受精卵”
一样，一阴一阳之谓道！

所谓的实验只是为了使别人认可的
辅助工具而已， 有些东西不要做实验便
可以认可的不是更好吗？ 甚至有些事情
已经认可了， 不管你做的实验与它相符
或者不相符并不以实验为准， 而是以认
可为准。 比如说杜甫写了一首诗叫“月是
故乡明”。 我是湖南长沙人，不管你用任
何仪器到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测，但在
我心里还是长沙的月亮更明亮， 这包含
了情感的因素在里面。 因为所有的认识
论都是影像， 所谓影像都是事物在头脑
中形成的像，它不是事物本身，因而真相
是不可能完全知道的， 也就是施一公教
授讲的“瞎子摸象”，我们每一个人好比
一个瞎子，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只是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 摸到的
未必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因为都是影像，
我们所有人都是“瞎子摸象”，所以在认
识论上就没有事实可谈，只有认可！ 因而
所有事物“测不准”这是必然的，不仅仅
只是量子“测不准”，所以我讲“以测不准
为准”。 今天我提议将事实改为认可，大
家认可便是公认，真理是公认的叠加！

我们就以一个工厂的采购、 加工和
销售来说明直觉运行的三个方面吧。 首
先得有采购部门，那就是看、听、闻、味、
触五觉对事物的影像， 也有不通过上述
五觉还有事物直接进入头脑的影像，例
如我们以前所说的第六感。 然后就是加
工厂，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想觉，头脑中的
直觉通过挤压产生了生化反应， 相当于
原料在加工厂生产出新的产品。 然后就
是销售部门，也就是直觉的分享，欧几里
得的《几何原本》就是欧几里得将他的直
觉以他独有的方式方法向大家分享，这
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比如易经的分享方式就是：“是故易有太
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
卦”。 子罕的分享方式为：“我以不贪为
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
若人有其宝 ”。 高斯的分享方式为 ：

“1+2+3……+100=（1+100）×50=5050”。
每个人都可以有其独有的分享方式，关
键的是要别人能懂，还得有美感，还得简
洁。 如果别人不能懂，那怎么办呢？ 那就
需要分享者将它细化， 如果细化了别人
还不懂那就得另想办法或者留待将来让
时间来检验。 做实验也是直觉的分享方
式之一，有些东西别人接受不了，细分后
别人也不能接受，那么就做实验，通过认
可实验这一直觉进而认可我们所要表达
的直觉。 所以我说，实验是直觉分享的认
识方式之一但不是唯一， 有些事情不需
要做实验别人就已经懂了， 为什么非要
去做一个实验呢？ 或者有些事情是做不
了实验的， 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实验才
能认可呢？ 我们再来谈一谈著名的比萨

斜塔实验。 亚里土多德的直觉是物体的
重量不同，其下落的速度不一样，重量大
的下落快，重量轻的下落慢。但年轻的伽
利略认为物体的下落与重量的大小无
关。 但在当时亚里士多德是学术界的权
威，大家都服从了这个权威，而将伽利略
讥笑为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子， 没有人相
信他。 于是在 1590 年的一天，年轻的伽
利略，手持一个木球和一个铁球，登上比
萨城 54 米高的斜塔顶部，同时将两个球
松开，只见它们平行下落，越落越快，最
后只听得“噗”的一声，两个球同时落地。
实验证明：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快慢是
相同的， 伽利略用两个球同时到达地面
的实验，推翻了统治欧洲达 2000 年的亚
里士多德的学说。 那这个实验的逻辑在
哪里呢？ 这分明是伽利略通过这个所谓
的“实验”这一条“辅助线”在分享他的直
觉嘛！

读书当然是需要的， 但真正的新东
西，真正的大智慧都是想出来的，三大宗
教的领袖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都曾
有过冥思苦想的经历，笛卡尔、牛顿、爱
因斯坦发现新定律之前也曾冥思苦想
过，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在打仗之前也是经过了痛苦思考的。 人
们常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所谓的疑就是设了一个问题在那儿，怎
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去想。人们还说，
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说很好，但还
不够， 还得问一万个为什么？ 于是乎去
想，想出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想出一条新
定理，想出一个新的人生哲理，想出一个
新世界！ 想是头脑中储存的直觉之间的
相互挤压和生化反应， 它是有物质基础
的，绝不是空想。

我们再来看当你自认为发现了真理
以后，你该如何解决。 你认为你的直觉是
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 那你就得将你的
直觉分享出来， 如果你分享后别人不懂
也就是不接受， 那你得将你的直觉折分
为多个相关的直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论证。打个登山的比方，比如你沿着悬崖
峭壁登上了一座山，但别人登不上，怎么
办呢？为了能让大家都能登上这座山，那
你要做的就是修台阶， 将这个登山的路
修成蜿蜒向上的适合人走的一级一级的
台阶， 这个过程就是论证。 如果资金不
够，没钱修路怎么办？那你可以带着几个
有体力的人沿着你爬过的路往上爬，这
就可以比喻高深的学问在刚出来之时只
有少数人能看懂。 甚至有些山在当时只
有少数人能爬上去， 而现在又缺资金修
台阶，那这座山的开发就留到未来吧。 不
过，只要这座山的风景足够优美，不管它
有多么偏远、多么高，迟早有人会去修人
行的栈道、修盘山的旅游公路、建索道，
甚至有人会坐直升机去看风景， 就像湖
南的张家界一样。有人会说，这个修台阶
的过程不就是逻辑吗？当然，你可以这样
理解。 不过我想说的是，你可以修台阶，
我可以修盘山公路开汽车， 还可以建索
道，甚至可以坐直升飞机上去。对于有的
事情，有些人一点就通，因为他的知识和
阅历达到了足够的层次， 这就是带着他
坐上直升机直接上到了山顶！所以，所谓
的逻辑是不存在的， 大家认可的便是逻
辑，就像路一样，世上本来就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正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质疑同时

性开始，我的认识论从质疑逻辑学开始。
我的影像论及想觉是外来事物进入头脑
中的影像以及头脑中已经储存的影像的
挤压及生化反应已经进入了生物学的研
究领域。 相对论将三维空间变为四维时
空，我的认识论将感官的认识论、第六感
加入想觉变成了七觉的认识论， 是古往
今来认识论的升华， 虽然它没有高深的
数学运算。 前面讲的感官的感觉和第六
感都是外在的事物直接与头脑发生生化
反应所产生的影像， 而想觉则是头脑中
所储存的影像内部发生生化反应产生新
的影像。 一个是头脑与外界的碰撞，一个
是头脑中的内循环， 他们的总和才是认
识论的全部内容，因为都有头脑的参与，
所以我把它们统称为脑觉。

四、认识论的“测不准”关系
公式：

解读：
我们要认识外在的事物 A， 无非是

要通过三种认识途径感官的感觉、第六
感以及想觉使 A 在人脑 B 中产生影像，
而这个影像是事物 A 与人脑 B 进行了
生化反应，进而形成了事物 A 在人脑 B
中的影像，而这个影像已经不是原来的
那个 A 了，已经与 A 有区别了。所以，只
要你去认识，也就是用人脑去测，它必
然是不准确的。 同样得出结论：“测不
准”是绝对的，所谓的认识乃是我们的
公认， 它是与实际的事物 A 有区别的，
因而是“相对的准”。 不管你用再精密的
仪器来测，归根到底，它都是人的认识
的延伸，都是人的认识的辅助方式方法
而已，最终都离不开人的上述三种认识
方法。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没有办
法测准，只是在某一领域专门研究者测
量的准确性相对高一些而已。 既然都
“测不准”，那我们为什么要测呢？ 因为
我们生产生活中需要测， 所以只能以
“测不准”为准。

五、价值
新“测不准”的论证为什么这样的简

洁。 首先按《黄帝内经》的讲法：“知其要
者，一言而终。 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只
要你抓住了事物的要害， 它是不需要多
少文字的。 对于这一论证，如果懂的人，
他一看便明白，对于懂不了的，以后大家
再来进行科普，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可以
凭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 其次这个有点
像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
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言
是那样的简单直白， 意境又是多么的深
远！ 同样我对新“测不准”的论证也是：公
式是那么的简洁明了， 意义又是多么的
深远！

如果我们用法律来类比。海森堡的
“测不准”它有具体的数据，这好比“刑
法”有判五年、八年或十年等具体的判
刑年限。 而我的新“测不准”它好比“宪
法”， 它只有总的原则， 没有具体判几
年。“刑法”是部门法，而“宪法”则是总
法。 海森堡的“测不准”只适用微观领
域，而新“测不准”则适合所有领域。

如果用物理学来类比。 海森堡的“测
不准”相当于牛顿力学，新“测不准”则相
当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牛顿力学只是
物体在低速运动时的特例， 同样海森堡
的“测不准”关系只是新“测不准”关系在
微观领域的特例。

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只揭示了微
观领域的“测不准”规律，我的新“测不
准” 则是放在全人类对整个宇宙的认识
论的哲学高度来研究“测不准”关系的。

新“测不准”关系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唐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