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0 到 1+1=2

——关于哲学的大统一理论

From 0 to 1+1=2: On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in Philosophy

摘要：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冲突是哲学的一个难题。本文尝试用辩证法思想统一形式

逻辑和辩证逻辑，通过统一方法论，进而统一哲学具体命题的观点和理论，形成哲学的大统

一理论。我们发现，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要实现统一，必须承认世界本质的无差别性，在无

差别中产生了差别，同时形成了物质和意识。天人合一、心物一体，是辩证法思想和大同思

想的真正含义，是哲学的大统一理论。

【Abstract】 The conflict between formal logic and dialectical logic is a big problem in
philosoph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ify them by dialectics. Using unified methodology, we can
unify all theories and establish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in philosophy. Here we show that we
must accept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and nothing makes differences which lead to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That every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and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 are unified, is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in philosophy.

一、辩证法存在的问题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存在严重冲突。辩证法认为对立事物是统一的，如石头的颜色可以

既是黑又是白。这与形式逻辑严重冲突。形式逻辑认为，对事物的定义应该是清晰的，不能

把一块黑石头说成是白色的，这是同一律；不能说一块石头既是黑又是白，这是不矛盾律。

虽然辩证逻辑在解释世界本质和事物发展变化时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辩证法的精髓是对

立统一，如果不能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对立也统一起来，就难以自圆其说。

按照辩证法提出否定之否定，如果现有理论不能解释二者的对立统一，就先应该先否定

辩证法的现有理论，提出能够统一二者的新理论。

二、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冲突

首先回顾一下二者的分歧来源。

形式逻辑的表达非常清晰，很容易理解。一块石头是黑是白，可以观察、测量和证明。

但是，在解决现实世界以外的问题时就会遇到麻烦，如构成黑石头和白石头的微观粒子是否

也分黑白粒子。

当哲学研究世界本质时，这个问题尤其明显。世界是黑色还是白色的？如果黑色和白色

的差别是绝对的，这个世界可以分成黑色子世界和白色子世界，我们不能同时处于两个子世

界里，在一个子世界也不能感觉到另一个子世界。显然，这个结论不符合我们的认识。

对此，辨证法的解释是，黑色和白色是统一的，可以相互转化。没有绝对的黑和白，事

物都是在黑和白之间转换。

根据辩证法的观点，当黑色全部转变为白色，我们的世界就全部变成了白色世界。反之，

世界就完全变成了黑色世界。这里说的两个都是完整的世界，不是子世界。因此，黑就是白。

辨证法在解释对立事物的统一性时，否定了对立事物的矛盾性，不承认形式逻辑的基本

定律，造成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对立。

其实，对上面的问题还有一种解释。

如果世界不能仅为黑、不能仅为白、也不能既黑又白，那么剩下的结论就是，世界非黑

非白。

假定黑色和白色是由相同事物组成的，那么，世界就可以解释为既黑又白，也不否认黑

白差别的存在，从而消除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分歧，实现二者的统一。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这种相同的事物，也就是世界的本质，并解释从世界本质产生各



种现象的原理。

三、世界等于 0

我们推理出世界非黑非白。根据这个推理，世界没有任何有差别的属性，大小、多少、

轻重等等。因此，世界的本质是无差别。

世界包含所有属性，是全体。对于同一个世界，无论我们用什么属性来描述，世界都不

会割裂成不同的世界。

根据世界的无差别性，可以得出许多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结论。

极大数和极小数没有差别，因此，世界只能等于 0。

上下左右前后没有差别，因此，世界只能是一个点。

一切空间位置都没有差别，因此，世界是静止的。

任何部分都没有差别，因此，世界是不可分的。

事物变化前和变化后没有差别，因此，世界是不变的。

事物的原因和结果没有差别，因此，世界没有因果关系，因果律和规律性不真实，是偶

然的。

事物的起点和终点没有差别，因此，世界没有第一因和源头，也没有终点。

当一切属性都没有差别，世界实际上是没有属性的，零属性、零维度。

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世界的本质，前面的描述都是一种近似，因为任何描述都违反无

差别性。

世界的本质无法证明，因为世界只有一个，无法自证。

四、为什么 1+1=2？

世界的本质没有任何属性的差别，可以认为是 0。但是，各种现象的差别是存在的，对

此我们不能否认。那么，各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是构成一切差别的相同事物？

在我们思考关于世界的问题同时，虚无的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们的思考，创造出一个“本我”和另一个“非我”。世界本来是“0”，出现本我的“1”

和非我的另一个“1”后，世界变成了“2”。

本我和非我是不同的，本我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二者的差别，于是，各种现象出现了。

当本我观察非我时，本我的观察让本我运动了。根据世界的无差别性，非我也运动起来

了。本我仍认为自己是静止的，但观察到非我的运动。于是，非我开始围绕本我转动，产生

了方向。与此同时，本我感知到自己静止与世界运动的差别，产生了个体意识。

当本我观察非我时，世界一分为二了。根据世界的无差别性，非我变得可以分割。本我

仍坚持自己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整体，但观察到了非我的裂变。于是，非我被一分为二，

世界变成了 3，依此类推，自然数出现了。非我的成长，产生了顺序或位置。与此同时，本

我感知到自己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产生了等级意识。

当本我观察非我时，本我在思考，变得有生命了。本我认为非我是无生命的，世界有了

生死差别。根据世界的无差别性，非我也有了生死差别。本我是伴随观察产生的，认为世界

的起点就是有生命的，那么非我是由生到死的。于是，整个世界由生到死开始变化，产生了

时间。与此同时，本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衰老，产生了生存意识。



当本我看到无生命的非我，“此”和“彼”的差别出现了，距离产生了。

方向、位置和距离，构成了空间，运动、裂变和状态构成了三维空间的三个维度。非我

围绕本我转动，不断裂变，距离不断增加，形成了一个作圆周运动的球体，这就是宇宙。

当本我看到非我的状态由死变生，出现了对衰变的抵抗，产生了力。

当本我看到非我的状态不断在生死间变换，出现了状态交换，产生了能量。

当本我看到非我的循环变化，产生了规律。

于是，通过本我的观察和解读，本我和非我的差别以各种形式展现出来，形成了各种现

象。

这些现象体现在非我上，就形成了物质。与此同时，也体现本我上，就形成了意识。

没有差别的世界，通过观察和解读，生成了本我和非我，发展出物质世界和意识世界，

这就是从 0 到 1+1=2 的过程。

五、无中生有

世界的本质是“无”，我们感知的世界是“有”，世界的本质与现象不一致，这就是一切

矛盾的源头。

人类观察世界的各种现象，将万物的差别归纳总结，建立了知识体系。绝大多数理论的

基本假设都认为世界是有差别的，这些理论可以解释我们感知到的各种现象，但是在研究关

于世界的问题时，或者宏观或微观世界时，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世界没有差别。

在解释世界的问题上，除了道教“大道无形”和佛教“万物皆虚”等观点，其他理论和

学说都是不完备的，其基本假设可以被证伪，因为同一个世界没有任何差别。这是真正的大

同思想，一切理论都需要在此基础上重构和解释。

当回到现实世界解释各种现象时，世界是有差别的，由一分为二可以推出，世界中没有

完全相同的事物，因为构成差别基础的两个“1”就是不同的。

世界的本质与现象不一致，也体现为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冲突。形式逻辑适用于研究

现象，分析事物差别之间的关系，但不适用于研究世界本质，因为对于“0”，任何形式逻

辑推理都没有意义。辩证逻辑适用于研究世界本质，找出差别的结合点，但不适用于研究现

象，因为世界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只能对立，无法统一。

一切皆同，一切不同，同和不同是统一的，无和有是一体的，这是辩证法的思想，可以

涵盖一切理论。

六、心物一体

从物质和意识的产生过程可以发现，物质和意识是统一的，这符合辩证法。

物质和意识同时产生，不分先后，不存在第一性的说法。

物质和意识来源于本我的观察和解读。这种观察和解读，既是物质又是意识。

从人类知识体系看，观察和解读是主观的意识活动。然而这种观察和解读又是客观的、

普遍的、规范的。根据世界的无差别性，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观察和解读差别。世界中任意

一点的观察和解读，都是完全相同的。把任意一点看作本我，观察和解读方式完全相同。虽

然观察解读结果各不相同，但是尺子完全相同。因此，观察和解读具有明显的物质性，在非

我上表现为客观、普遍、规律的物质性。

心物一体的思想，符合辩证法，不唯物、不唯心，可以实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

七、从唯心到心物一体

前面的研究，从万物差别，到万物无差别，到无中生有，到心物一体，这是一条唯物主

义的路线。根据心物一体，唯心主义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根据人类的经验，个体意识是千差万别的，同一幅画，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同，如果硬

要给出一个美感的分数，也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分数。这就是万心差别。

当我们观察世界而不是一幅画时，矛盾就出现了。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不存在具

有完全相同世界观的两个人。但是，我们解读的是同一个世界，世界不会因为个体解读方式

和结果的不同，而变成若干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万心差别与世界本质的矛盾。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世界没有任何意识的差别，没有美丑、善恶的区别，个体意识的差

别不真实。这就是万心无差别。

当我们观察世界时，世界被分为本我和非我，差别出现了。

如果本我认为自己是美的、善的、对的，那么非我是丑的、恶的、错的。虽然本我希望

一直美下去，却不可避免变丑，因此性善论总是在与人性对抗。如果本我认为自己是丑的、

恶的、错的，非我就是美的、善的、对的。只要本我不断学习积累自省，就会逐渐变得成熟

美，因此性恶论可以做到顺其自然。

同一个事物的美感是不变的，但是观察者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观察结果，这就是个体

意识。

把个体意识集中起来，得到相近的大多数结果，就是群体意识或社会意识。对于同一件

事，从个体角度和社会角度，作出的判断是不同的。社会意识相对全面，但不是绝对全面。

只有从世界本身进行观察，才是绝对全面的。但是世界的观察结果是无，无美无丑，无善无

恶。

同一个事物的美感是不变的，但是观察者自身变化了，就会得到不同的观察结果，这就

是历史意识。对于同一件事，在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解读，作出的判断也是不同的。

这些差别形成了非我的各种属性和本我的意识。这就是无中生有。

美丑、善恶、对错这些属性不能脱离具体事物，对同一事物时客观的、普遍的、规范的，

根据观察者属性、视角和发展阶段的差别，才形成各种不同的观察结果，因此，这些属性也

是物质性的。这就是心物一体。

我们从万心差别，到万心无差别，到无中生有，最终回到心物一体，完成了唯物主义认

识世界本质的过程。

八、大统一理论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唯物还是唯心，只要它试图研究世界本质，最终会遇到现象与本质

的矛盾。只有理解了世界本质无差别，用无中生有、心物一体的办法解释各种现象，才能实

现现象与本质的一致，化解所有的冲突，实现大同。

0 反映世界的无差别性，是世界的本质，是万物万心皆空，是天道；1+1=2 反映现象

的差别性，是物质世界和意识世界的统一，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人道。在思想上行天道，

不受任何束缚，任何想法都有道理；在行动上行人道，约束自己谨慎行事，根据自己地位和

当时社会历史阶段作出判断。天人合一，心物一体，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这就是哲学上的

大统一理论，是一切理论的元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