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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研究有一个路径认为其是个偏重性的理论，侧重点在于构建和谐，而对立则成为了

附属于和谐和服务于和谐的存在。二十世纪以来，信息科学迅猛发展，本文从信息哲学的视角，研究自

在信息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分别从自在信息之间对立统一的存在方式与自在信息间对立统一的内在逻

辑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探寻了信息在“场”中的运动方式以及信息在演化过程中对物质的作用。发现了

信息哲学视域下系统演化的内在逻辑，即因信息的对立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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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path in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which suggests that it is a biased 
theory with a focus on building harmony, while opposition becomes an existence that belongs to 
and serves harmon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information science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is ar-
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philosophy, studies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free 
information. It explores the existence mode of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free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free information, exploring the movement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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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and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matter, and dis-
covers the inherent logic of system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philosophy, 
which is unified by the opposition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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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当代国内学者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进行了深入挖掘，剖

析了其中蕴含的和谐思想同时也强调了在对立统一规律中的重要地位。廖士祥在中指出：“和谐原理是

对立面统一及其最佳状态的表现，对立统一规律是和谐原理的哲学基础，和谐原理又是对立统一规律的

具体展开和深化”[1]。 
萧诗美认为：通过对对立统一学说在其思想史本来的意义上就行探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统一学说就是关于和谐的哲学。他指出对立统一不应该被分割为对立和统一，两者应该是在一个整体之

中并且彼此包含着对方的关系[2]。 
李捷认为“由于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和谐也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同一性与斗争性在运

动过程中的统一”[3]。 
张耀影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以和谐理念为理论基础的，要在和谐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对立统一规律，

为促进和谐提供指导[4]。 
陶德麟认为和谐与矛盾并非相互排斥的概念，只有正确认识和谐、认识了辩证法，才能促进和谐：

“在承认对立统一规律的前提下把如何促进和谐作为探讨的重点，也符合时代的要求，特别是符合我国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5]。 
颜昌廉提出要认清和谐与对立统一中的深刻内涵，“和谐就是对立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达到

的统一状态”[6]。 
张金成支持从事物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矛盾的和谐，《从多元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和谐及和谐

社会》：“事物矛盾同一性的表现形式，是事物在矛盾运动中实现的较佳或最佳发展状态”[7]。除此之

外他还从社会多元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社会和谐的实质与内涵，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独到见解。 
通过总结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看出，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对立统一是个偏重性的理论，侧重点在于

构建和谐，而对立则成为了附属于和谐和服务于和谐的存在。而这一观点，也将在信息系统这一简介存

在的自组织过程中得到确证。 
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主义的重要环节是对于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描述之一，是基于本体论来说明

自然世界运行规律的哲学理论。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直接指出过，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

科学，从事物本身才能探寻事物的规律。自然哲学的构建是以自然科学为先导的，就自然哲学而言，他

既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结果，也是人们改造世界的认识工具，可以说自然哲学是人们与自然界的认知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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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将带动并且要求自然哲学的发展。 
邬焜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试图构建信息时代的哲学蓝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套相

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主要在邬焜所建立的哲学理论框架下，探讨自在信息间的对立统一规律。 

2. 自在信息在自然界中的对立统一 

2.1. 自在信息与物质之间 

2.1.1. 信息在“场”中活跃 
信息作为信源产生的中介粒子，因信源本身的普遍差异性，具有差异性。信源本身是物质实体，物

质实体具有不同的结构、层次和组分，具有普遍差异性。正式由于这种普遍的差异性导致物质实体具有

不同的特性、状态和结构，作为物质实体本身存在方式和状态的显现的信息，自然而然的外化出了、被

赋予了不同的涵义。言而总之，由于物质实体的不同，必然导致物质实体的显示的差异。 
场(量子场)，是微观物理学中描述存在的方式。但信息哲学的出现赋予了“场”另一层次的含义，物

质与信息的统一性本质地规定了信息与物质的共存，有物质的地方一定会有信息的产生。由此，“场”

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直接存在物(物质场)，而且是与显现着直接存在的间接存在(信息场)构成的统一体。邬

焜认为：物质场成为了承载某物的信息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场与物质场是共生的[8]。 
物质场是物质在空间维度发生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信息场则伴随着物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并且

分为物质产生信息，信息改变物质以及信息场自身的同化异化。 

2.1.2. 信息在演化中雕刻物质 
物质在相互对立中产生信息。物质是直接存在与间接存在的统一。若物质处在一个绝对静止的时空

中，物质的存在方式和状态不会发生任何改变，T1 时刻与 T0 时刻的物质在存在方式和状态上没有任何

不同，根据香农对“消除了的不确定性”信息定义以及邬焜所指出的：“物质的相互作用，必然引起作

用双方的内在结构、运动状态和性质的某种概念，这种改变的‘痕迹’就是对作用物信息的储存……物

质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客观的相互作用，不断地向外辐射和反射粒子，这样就将自身的存在方式和状态的

信息……传送了出来”[9]，可见，没有物质间的相互运动，就不会有信息产生，而物质的相互运动是建

立在时间的纬度上的。因此，信息的产生需要物质与它物发生相互作用，也就是说，间接存在的显现是

某物异化为他物的过程中产生的。某物之所以为某物，是有其独特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本身是作为直

接存在物的属性、本质、功能而存在的。在物质的运动过程中，某物不可避免地异化为它物，它物天然

地产生了凝结着某物的规定性。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某物之于它物的关系中凝结出了作为某物规定性

的信息。这就是说，没有物质的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就没有信息的产生，另一个方面，直接存在的物

质粒子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伴随着间接存在的信息粒子的不断运动。 
间接存在对直接存在的影响不是直接作用的，而是通过以时空的形式凝结在直接存在物的。邬焜坦

言：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双重存在和双重演化的世界。直接存在与间接存在并存内在规定着物质的演

化与信息的演化同步发生。信息的演化与物质的演化是相辅相成的。信息的演化通过相互作用，再通过

同化或者异化来实现对物质的“雕刻”，信息作为间接存在物，是无法实现对直接存在物的本质上的改

变的，却可以通过内在机理实现对直接存在物的影响，从而留下演化“痕迹”。某物在运动的过程中，

某物与它物发生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方式，程度，甚至是时间，空间均以信息的形式留在某物之中。 
不可否认，直接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不断发生的，新的直接存在物往往包含有别于旧的直接存

在物的崭新部分，生成这种新内容的机理本质上是信息对物质的“雕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事物之

间的相互作用都是通过信息为中介发生的。实际上，信息的演化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物质形态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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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创生和积累的力量与物质形态退化、信息消解和耗散的力量相互对峙，当前者处于优势地位时，物

质与信息处于双重进化中，如人类社会的发展。反之，当后者处于优势地位时，物质与信息便随之逐渐

消解，如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而在这种双重演化的过程中，新的信息不断产生并展现出演化的次序，

同时演化的信息也在物质中留下记录演化的时空痕迹。演化过程中，时空信息凝结成物质的形态，以结

构、次序的方式存在与直接存在物之中。诸如，年轮、地质层。 
不仅如此，间接存在对直接存在的影响还存在与对物质组成序列的规定。在演化的过程中，占据优

势地位的物质结构与信息不断积累以及新生地物质运动也在同步生产地信息，内在地形成了对物质发展

的规定。 

2.2. 自在信息的信息间性 

上文中提到，“场”中的直接存在的物质粒子携带着间接存在的信息粒子。物质粒子处在永恒地运

动之中，发生着协作、共生、转化、化感等相互作用，与之共生的是，作为物质自身状态的显示的信息

也在不断交织、融合、转化。这种信息相互作用的本质是信息之间的同化与异化。同化是指某物的信息

在与它物的信息发生相互作用时，将自身“烙印”在对方的信息之中，使对方的信息与自身趋同。异化

是指某物的信息被对方的信息干扰、影响，向它物的信息趋同。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信息携带某物的规定

性，与他物的信息发生纠缠，改变自身信息结构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信息结构部分或整体地改变着它物的

信息，当某物的信息占据主导地位时，便发生同化，当它物的信息占据主导地位时，便产生异化。同时，

某物的同化也是对它物的异化。 
没有对立就没有新信息的产生，某物与它物相互作用，对峙发生改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信息相互同

化，从而产生新信息的过程。具体的对立统一过程要在系统的演化中得以考察。 

3. 自在信息间的因对立而统一 

无论是信息间的相互作用，信息与物质的相互作用，都离不开物质与信息共存的系统，自在信息间

的运动往往是在系统之中进行的，系统为信息的存在提供了物质与能量基础，而信息则为系统的发展提

供了演化的序列。 

3.1. 适度开放性为信息的存续提供环境基础。 

适度开放性是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一般规律。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存在领域，绝对孤立的和绝对

开放的系统是无法维持自身的存在的，系统要不断从外界汲取物质、能量和信息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同

时也在将带有自身特色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释放到开放环境中，输出量和输入量的比成为了系统发展与变

化的基础。 
若系统处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 0%开放度的阶段时，系统内部会因为熵的不断增加而紊乱，当系统的

开放度达到 100%时，系统就与环境融为一体，只有当系统处在 0%~100%开放度区间时，系统会因为负

熵流而保持不同程度的有序。 
适宜的开放程度是系统信息存在的必要前提。适宜的开放可以使得系统从外部环境中获得非平衡约

束，约束本质上是环境对系统的扰动，进而引起系统的反馈。当外部环境改变时，扰动的方式发生变化

从而使得系统改变自身的有序结构形成新的状态，形成稳定宏观的有序结构就是在系统与外界之间的信

息不断进行对立，调整，统一，再对立的过程中进行的。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的组合、构建不是盲目进

行的，受到扰动游离的信息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同化彼此，重组信息编码，从而形成新的信息序列，为

系统中的有序结构提供信息架构。 
基于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信息、物质输入输出比以及系统反馈的效果，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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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输入量/输出量 > 1，系统反馈起正效果时：系统和环境相互协调，短期内相互共存，系统在保持

自身稳定有序的前提下，不断向环境输出自身的能量，系统萎缩速度以及外部环境的膨胀速度与输出量/
输出量的值呈正相关。 

当输入量/输出量 = 1.系统反馈起正效果时：系统与环境相互协调，和谐共存，且系统维持自身稳定。 
当输入量/输出量 < 1，系统反馈起正效果时：系统和环境相互协调，短期内相互共存，系统在保持

自身稳定有序的前提下，不断被环境汲取能量，系统萎缩速度以及外部环境的膨胀速度与输出量/输出量

的值呈负相关。 
当输入量/输出量 > 1，系统反馈起负效果时：系统受到环境的扰动，无法保持自身的稳定有序，并

不断向环境中释放能量、物质，直到自身消亡。 
当输入量/输出量 = 1，系统反馈起负效果时：系统受到环境的扰动，无法保持自身的稳定有序，但

可以与环境共存。 
当输入量/输出量 < 1，系统反馈起负效果时：系统受到环境的扰动，无法保持自身的稳定有序，不

断从环境中汲取物质与能量，直到环境被破坏。 
由此我们可知，在环境与系统的相互对立统一中，二者必须达到物质、能量与信息输入与输出量相

同且系统反馈为正时，系统与环境才能达到理想化的统一，实现长期共存。除此之外，都会导致系统的

消失或者环境的破坏。 

3.2. 信息是自组织进行的内在动力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理，在孤立条件下，系统是向着无序化，组织化程度不断降低的熵增方向演进的。

普里戈津将热力学第二定理扩展指出外熵流从外部环境中进入系统之中，导致系统中产生了与无序外熵

流变相悖的内熵变时，系统会随着二者的对立力量的变化而演变。 
邬焜曾经将信息的看作是物质相互作用之后对双方内在结构、运动状态和性质的某种改变产生，是

改变后的“痕迹”存储了信息[10]，这与香农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香农从人的思维方式出发，考察人是

如何进行思考的，他认为沟通中信息的传播是实现思维传递的桥梁，在传递过程中信息量的增加与散失

即为熵变，可以说香农的信息概念是与熵息息相关的。熵是一个信息源的潜在信息可能性的一种量度，

即信息熵：系统可能处于 x 个不同状态，每个状态的发生概率用 P(x)表示，该系统的某宏观状态的熵 H
可以表示为：H〔X〕 ≡ −∑xP〔x〕log2 [P〔x〕]根据香农的信息论，“离散随机变量 X 的熵 H，就是对

X 值不确定性的量度”[11]，“当且仅当所有的 Pi 除一个之外其它都为零，这唯一的 Pi 值为 1，此时，

H = 0。因此，只有我们确知结果时，H 为零。否则 H 皆为正值。”“当有更多的相同可能的事件时，选

择更多，不确定性就增加”[12]。同样，这与维纳的“信息即负熵”异曲同工共，对于一个系统而言，熵

值与系统的混乱度和自由度是呈正相关的。对于信息，熵值越大确定的信息也就更少了。 
与他们不同的是，邬焜的信息定义拥有更加广泛的外延，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在系统的变化的过程

中，会伴随系统的改变，或者说是系统熵的增加，信息的不断产生，可以说信息与开放系统的动态变化

是同步的。需要重点说明的是，系统的熵值增加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系统之间各

个部分相互改变愈加强烈，从而造成了系统中信息的不断产生。 
进一步考察系统变化的方向可以认为系统中的动态变化的方向是信息所规定的，系统本质的显现是

由信息所规定的，系统中的质与量在发生动态的变化只是系统内外的相互作用，而将系统的功能、特征、

状态和属性表达出来的，只有系统中的信息能够在动态系统中保持特定的信息编码，正是在信息编码下，

信息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这里说的存在方式是指只有在信息框架下，物质才能得以存在与演化。 
复杂系统之间的跃迁并不是盲目无序的，一种复杂有序的系统向更加有序的状态演进时，信息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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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系统的自组织并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编码程序下规定了组

织的方式与次序，从而实现了基于特定信息编码的复杂化自组织，同样的，系统内部诸要素以及系统与

外部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也是以信息为中介进行的。哈肯之所以认为系统的有序参与，正是因为有信息

这一间接存在的编码才能进行的。比如：人体细胞按照一定组织结构有序排列成为组织、器官。 
系统内部间诸要素的对立统一是以微观层面间相互作用为基础，在有序系统中逐渐向上构建形成高

层次的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系统发展的过程。在信息被引入之前，系统到底是进行有序运动还是无序

运动是一个难以考察的问题，而将信息熵引入后或许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释。 
在自组织理论中所强调的内部运作机制同样也不仅仅是针对能量与质量而言的，信息在系统的自组

织过程中充当了系统的协调者，系统以何种序列、方式、过程进行自组织，并不是决定于系统中的质量

与能量，而是取决于内含质量与能量组织起来的途径、方式、秩序与模式，或者说是系统中的信息编码

所搭建的框架。 
系统在 T0 时刻所携带的信息为 I0，在 T1 时刻携带的信息为 I1，因为知道了信息量是由两个时刻之

间的差值所决定的，即 I = I1 − I0，当 I 大于 0 时，信息量增加，当 I 小于 0 时，信息量减少。信息作为

直接存在物的状态的显示，当信息量减少时，直接存在物即处于无序的熵增的状态，当信息量增多时，

直接存在物处于有序的演化中，即熵减状态。 
普里戈津认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物质交换，在系统达到一定阈值之后，

通过涨落，系统可能会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上或者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这种在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形成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能维

持，因此成为“耗散结构”[13]。哈肯在此基础上认为序参量之间那种竞争与协作的相干性才使得系统成

为相干的自组织系统[14]。也正是由于这种非线性的相互相互作用，才导致系统之间的各要素排列组合呈

现多样化的特征，从而实现了系统演化的多样性。 
非线性关系在系统中的作用关系表现为各子系统、组分、要素之间的协同与竞争。当系统在演化过

程中量变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在即将发生质变时，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达到最高

值，同时各个单元自身的独立运动随之降低。在发生质变前后，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斗争、对抗，

引起系统内的熵增，这时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法抵消子系统独立运动的程度，从而突破临界值，结

束各要素之间的对立，系统中重新调整序参量，从而达到新的统一。序参量是系统在信息框架下对是否

有序的表现。正是因为序参量与熵值的对立关系，使得系统中的信息并不是对立统一关系，而是因对立

而统一的逻辑递进，在系统中，统一与系统间达到稳定有序是互为条件的，统一的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

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互相平衡，物质能量的维持动态平衡，输出量/输入量 = 1，且系统的反馈为正向的，

而要实现这样的条件，需要先以开放系统条件下物质能量的交换为基础的，没有外熵流与内熵变之间的

对立博弈，就不会有序参量与熵值的对立平衡，也就无法实现系统的动态有序。 
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与系统内各个要素的运动是同步的。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一定是伴随着信

息进行的，系统间的自组织不仅是物质间能量间的简单交换，更重要的是物质与能量的互相配合、组合

与统一，因此系统的自组织是决定于系统以何种方式、状态、秩序与模式被组织起来的。 
从信息的角度考察系统之中的对立关系。系统之中各个要素自由协同运作模式下序参量所展现出来

的整体性功能表现在系统的同一性。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在信息编码架构中解体，与原系

统信息关联逐渐退耦，造成系统的熵值增加，进而使各个信息处于活跃的状态。 
游离状态的信息与外部环境中的信息以及其他要素的信息发生相互作用，具体表现为：相互吸引，

相互聚拢；相互竞争，相互同化；相互合作，相互分化。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信息与信息编码产生，从

而为系统的发展进一步搭建信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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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架构搭建完成后，系统的序参量重新与熵值平衡，使系统回归稳定状态。具体地说，信息间

的斗争性是系统演化的动力，而信息间稳定性是在信息斗争性基础上的同一，是维持系统存在的条件。

二者的相互作用共同维持了系统的演化。 

4. 总结 

因此，与传统辩证法中对立统一不同的是，有信息参与的对立统一过程是一个内涵因果逻辑的过程，

在系统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发生彼此之间相互对立，相互转化或是相互异化，相互同化，从

而为直接存在物存在的系统搭建起演化的框架，“指明”演化的方向。而在此基础上，对立统一规律指

引“信息–物质”系统逐步由高熵、无序转变为有序的过程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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