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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研究中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
,

那些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利

益的学者们
,

往往在物理学上出现一些新发现的时候
,

利用原有理论需要修改和新理论还未确立的机会
,
对

原有理论进行歪曲
,

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
,
来为反动统

治寻找理论根据
.

半个多世纪来
,

在相对论研究领域

中
,

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
.

帝

国主义
、

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们在相对论研

究领域中系统地散布了一整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反动观点
.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 : “他的本领

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
,
而是要掩盆已经被揭份的

东西
. ’ ,1 ’

这些反动观点至今未获认真批判
.

他们把相对论装饰得十分深奥
、

玄虚
,
说成是某些

“
天才” 或

“
灵感

”
的产物

,

从而宣扬唯心的
“
天才论 ,’.

他们抛开了相对论所反映出的时空与物质运动不

可分割的联系
,

把时空关系的相对性归结为不同惯性

系中观测者的主观经验的不同
,

以此来否定时空的客

观性
.

他们抛开了相对论所反映出的质量与能量的内在

联系
,

歪曲质能关系式
,
说什么“ 物质转化为能量

” , “
物

质消失 ” ,

企图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
.

他们否认各参考系间一个物理事件对于洛伦兹变

换公式的变换关系是各个不同参考系间运动状态的差

别的反映
,

竭力鼓吹科学概念
、

定律和理论不是客观世

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

而是人们精神的任意创造物
.

更露骨的是当相对论进人介质或重力场时
,

他们

居然抛开相对论在科学实践上的意义
,
只贴上相对论

标签
,

大做
“
数学形式

”
的文章

,

把相对论引入形 而上

学
.

从而作出
“
宇宙有限

”
的荒 i多结论

,

并煞费苦心地

去研究
“
宇宙的直径有多大

” , “
宇宙的起始在什么时

候
”
等等荒谬问题

,

以论证上帝的存在
.

这是理论 科学战 线上 无产阶 级和资产 阶 级
,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 主义尖锐斗争的反映
.

毛主席教导

我们说: “

共产党人 的任务就在于揭祥反动派和形而

上学的错误思想
,

宜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
,

促成事物

的转化
,

达到革命的目的
. ’ ,Z ’

难道我们甘心作资产阶

级的俘虏
,
同他们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吗 ? 我们

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

高举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
,
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

,

在相对论研究领域

中
,
迎头痛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

扫清他们长期散布

的唯心主义
、

形而上学的迷雾
,
对爱因斯坦以来的所谓

《

相对论
,

体系
,
进行有系统的去伪存真

,

去粗取精的批

判工作
,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理论科学研究领域中

的统治地位
.

相对论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科学

实践发展的产物

怎样看待相对论的产生
,
这是相对论批判中首先

要弄清的一个问题
,

也是相对论研究领域中两个阶级
、

两种世界观斗争的一个焦点
.

相对论一诞生
,

资产阶

级学者就把它装饰得十分深奥
、

玄虚
,

大肆鼓吹这是某

些 “天才” 、 “ 灵感
”
的产物

.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的那样 : “
一切唯心主义者

,
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

上的
,

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
,

都相信灵感
、

启示
、

救世

主
、

奇迹创造者 ,,3 ’ .

他们企图以此否认科学来源于人

类实践的观点
,

为唯心论的先验论寻找依据
.

大家知道
,

相对论原理是从物质高速运动的现象
,

特别是从运动介质的电磁现象中揭示出来的
.

它在二

十世纪初被提出
,

决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

是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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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科学实践发展的水平和阶段的特点所决 定的
.

十九世纪前
,

物理学中大量应用于生产实践并因而获

得充分发展的是力学
,

而力学也只局限在低速 (和光速

相比 )范围 内
.

以牛顿
、

伽利略为代表的物理理论已能

较好地阐述这些运动实际
.

十九世纪末期
,

工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电的技术已被应用到动力
、

通讯
、

照明
、

化工等各方面
.

这样就大大地扩充了生产规模和生 产活动 范围
.

电

机
、

光学仪器和电磁效应的应用又推动电磁学进一步

迅速发展
,

使得电磁运动规律的研究成为当时物理学

的中心内容之一 物理学开始突破力学的狭隘范围
.

电磁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电磁波 (包括光 )是以极高

的速度传播
,

而 当时技术的进步又给精确的观测提供

了物质条件
.

人们在长期科学实践中通过对电磁现象

的研究
,
揭示出旧的传统理论与客观实际之间的深刻

矛盾
,

看到 旧传统理论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

同时
,

随着生产实践的 巨大发展
,

在物理学上不断

有新的现象被人们发现和认识
.

这些新的发现一次又

一次地冲击着在物理学上统治了几世纪的形而上学和

机械论观点
,

使人们对自然现象开始由片面和孤立的

了解
,

进人比较全面的认识
.

这就是 当时物理学面临

的形势
.

这样的形势给相对论的提出准备了充分的条

件
.

爱因斯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

总结了新的实验

事实
,
吸收当时重要的理论成果

,
提出

“
狭义相对论

” .

所以
,
相对论的产生

,
决不是什么

“
天才

”
的产物

,
它是

人类社会生产和科学实验发展的必然结果
.

它不是爱

因斯坦一个人的劳动成果
,

从整个来说
,

应是直接参加

生产实践的广大劳动人 民智慧的结晶
.

相对论的产生是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的胜利

相对论的核心理论是
,
阐述自然 界物质运动规律

的物理学定律的数学形式不应随据以测定物理数量的

观测坐标系统而异
.

自然界里物质运动的形式多种多

样
,

但也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
,
物理学上用速度

、

质

量
、

能量
,
以及角动量

、

自旋量等一系列物理数量来描

述
.

相对论认为联系这些物理数量的物理学定律
,

在

不同参考系间用罗伦兹变换公式转换数值后其数学形

式不变
,
从而说明它们准确地代表着物质运动的客观

真实存在
.

人们要认识物质运动的规律
,

首先就必须测定和

认识物质运动时反映出的一些物理数量以及它们之间

的关系
.

物质运动的形式是无限的
,

而人们只能在某

一种条件下
,
局限在一定范围内来认识和研究 它们

.

从不同的观测坐标系统出发去观测和研究同一物质运

动时
,
获得的物理数量是不同的

.

这样
,

从一个特殊的

观测坐标系统建立起的联系这些物理数量的定律
,

必

有一定的近似性和片面性
.

但是
,

物理学定律作为自

然界物质运动客观规律的描述
,
既要防止规律的不现

实
,
又要防止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而损害规律的普遍

性
.

最基本的要求是 : 物理学定律所描述的至少二个

相互作用的物体的有关物理数量的数学形式
,

不应因

观侧坐标系的不同而异
.

相对论明确地揭示了人类正

确地认识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这种辩证关系
,

使人

类在这个领域里的认识向前跨进了一步
.

列宁指出 : “
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

,

但绝对真

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 ; 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

展中走向绝对真理
,

接近绝对X理
. ” ` ’
伟大领袖毛主席

也指出 : “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

,

总是由认识

个别的和特殊的 , 物
,

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本物
.

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率物的特殊的本质
,

然

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
,

认识诸种事物

的共同的本质
.

当若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

以后
,

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
,

继续地向粉尚未研

究过的或者尚未深人地研究过的各种其体的事物进行

研究
,
找出其特殊的本质

,

这样才可以补充
、

丰 , 和发

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
,
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

识不致变成枯搞的和住死的东西
.

这是两个认识的过

程 : 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
,

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
.

人

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
,
而每一次的循

环 (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 )都可能使人类的认

识提高一步
,

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 ’ , , ’

这就是辩

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

相对论遵循着这种认识规律
,

成功地确立了处于不同运动状态中的两个参考坐标系

统在认识同一运动物体时无法一致的变换关系
,

即洛

伦兹变换公式
,

经过深人
、

细致的分析
,

全面地将
“
经典

力学
”
推广为

“
相对论力学 ,’.

所以
,
相对论实质上是人类对物理世界物质运动

规律认识的深化
,
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摸索 出的一个

正确的物理科学认识方法
,

相对论的成就是辩证唯物

主义认识论的胜利
.

然而
,

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僵化了头脑的资产

阶级学者们看不到相对论中包含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

思想
,

他们歪曲相对论的真正意义和内容
,

给它披上唯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外衣
,
大肆贩卖资产阶级货色

,

在

相对论研究领域中刮起阵阵妖风
.

这种 动向 值得 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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