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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知识能给人力量----那么人对知识的阅读、学习、研究，能提高人自

身的身体素质，保持人的身心健康吗？这就是《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一书想作的试验和探索。我们是一批

中医药爱好者，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对前沿科技知识的阅读、学习和进行研究，亲身的实践确实体会到人文

殊途同归的科学前沿，对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有补益。特总结了近数十年，我们在阅

读、学习和研究前沿科技方面，叩问地球、叩问宇宙、叩问量子等数十篇心得体会的笔记文章，抛砖引玉献

给读者，以求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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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知识能给人力量----那么

人对知识的阅读、学习、研究，能提高人自身的身

体素质，保持人的身心健康吗？这就是《中医药多

体自然叩问》一书想作的试验和探索。我们是一批

中医药爱好者，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对前沿科技知

识的阅读、学习和进行研究，亲身的实践确实体会

到人文殊途同归的科学前沿，对提高自己的身体素

质，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有补益。特总结了近数十

年，我们在阅读、学习和研究前沿科技方面，叩问

地球、叩问宇宙、叩问量子等数十篇心得体会的笔

记文章，抛砖引玉献给读者，以求共同进步。 

为啥用《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这个书名？不

能不说受著名凝聚态物理学家文小刚教授的《量子

多体理论----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一书的

书名影响。200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小刚教

授的《牛津大学研究生教材:多体系统的量子场论》，

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立即组织翻译，在 2004年就出

版了中文本的该书；而且从 2004年到 2017年我国

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印行了 4次。文小刚教授的《量

子多体理论----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一书

出版 10多年了，文小刚自己不写科普本，我国解读

《《量子多体理论》的科普书至今也没有。为啥？

《牛津大学研究生教材:多体系统的量子场论》一书

的介绍挑明：“总体而言数学难度较大，对于初学

者学习起来有一定困难。但对于攻读凝聚态各相关

专业的高年级研究生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是一部

非常有用的参考书”。其实我国的高年级研究生和

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学习起来难度也很大。但为

啥还要出版？ 

原因是文小刚教授 1989年首次提出“拓扑序”

概念，揭示拓扑序和量子纠缠的深层联系，虽然此

后十多年因新的量子自旋液体和非阿贝尔物质态，

一直没有被实验实现，“拓扑序”这个概念并没有

得到广泛认可，直到 1999年之后，才成为现在凝聚

态物理研究的主流。所以中国的有关研究生、教师、

研究人员，不得不了解。其实文小刚教授拟设的“自

旋液体”、“拓扑序”等概念，就是四川宽窄科学

近 70年来研究的量子色动“柯召--魏时珍猜想”和

量子色动“三旋理论”等涉及人文殊途同归的科学

前沿“深度学习”和“回采”。而其数学的复杂高

深性，正可证数学要与中医药提升及与企业合作，

虽然不是没有难度，但也可用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

量子色动科学技术换东西方交流，即被东西方对立

封锁的“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量子多体”类似光线有七色----“多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类似“多体”----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完

整统一的，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

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也是完整统一的。当然科学前沿的“量

子多体”，来源于量子色动力学、量子色动化学等

的“深度学习”和“回采”。“量子色动”含有“量

子多体”的意思，反之亦然。 

上海中医药世家传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岑少

宇教授说：“近几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中医

粉’、‘中医黑’经常在网上大战。有些‘中医粉’

反对传统医学现代化的道路，认为新中国的传统医

学教育体系、科研体系都是错误的；而有些‘中医

黑’也反对新中国的传统医学政策，认为应该尽快

‘废医’”；“……好在传统医学界的主流始终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前行，不大可能受到这些网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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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影响。虽然现代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传统医

学的未来依然是光明的，如果在去芜存菁、解读机

理的过程中，形成重大突破，甚至有可能产生全新

的‘中国现代医学’，这将是真正的为人类做出的

更大贡献”。 

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说：“即便是研究中国文

明本身，我们也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现在的国境

之内。古代文明从来不是完全割裂和孤立的，它们

之间的关联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从研究方法上

来说，不仅仅需要换一个角度彼此看看，或者换套

说法重新解释，还需要我们从失落的历史记忆里打

捞文明碎片、重新认识文明本身”。 

2011年 10月 26日我国《环球时报》，发表青

木、杨明、马晴燕、柳直、甄翔、谷阳等作者的文

章《科学家描绘“人类消失路线图”》， 加强了我

们把多年研究的两个课题：“世界未来向何处去？”

和“追问历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思考。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博士

认为：“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是那些能够获得原

创性原理性的重要发现，为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

题的开拓，和提供认知支持及新途径的科学”。那

么联合国的科学家推证人类消失路线图，用的是什

么原创性的科学原理呢？ 

《环球时报》文章说，绘制人类消失路线图的

目的，是以此警告低生育率，将最终导致没有足够

女性接母亲的班。而路线图结论也是：面临此种威

胁的地区和国家达 73个，澳门、香港和俄罗斯等都

可能看不到下一个千年。就连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

国，也被认为只剩下 1500年。他们推证的原理方法

是：预测根据净人口增长系数做出，判断数据包括

女性的平均数量、每个国家女性的平均生育率、以

及在现有的死亡和出生条件下，这些女性活到生育

期的概率。经过多级计算，当最后一名妇女死去，

那么该国的人口再生产就停止了。 

《环球时报》还说，类似的研究，联合国定期

进行，以对各国及全球人口情况做出展望。追问历

史，1798年马尔萨斯也作出过相反的可怕预言：说

人类的生殖繁衍能力，很快将超过制造食物的能力。

但法新社的评论认为，从 1798年到目前，虽然人口

数量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里增长了 10亿又 10亿，但

工业革命及其对农业的巨大改进证明，马尔萨斯及

随后的末世论者是错误的。所以发展生产力，的确

解决过人口问题。然而法新社又说，如何在人口的

两极问题中找到平衡点？中国的现实经常被看做是

对这一问题难度的说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成

功避免了将近 5亿新增人口，但到 2050年，1/4的

中国人口将在 65岁以上。眼下有超过一半的 60岁

以上老人独自生活；在四世同堂的时代，这样的情

形不可想象。 

英国《经济学家》的文章则以香港为例说，按

照目前的出生率，1000名妇女只能生育 547个女孩

（即净出生率只有 0.547）。如果一切不加改变，这

547 名女性又能生 299 个女孩。以此类推，女性的

数字越来越少，只需 25 代，香港女性人口就将从

375万减少至 1人。 

而俄新网的报道称，在未来面临人口消失的 73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的国家人口消失的时间较长，

比如美国，预计该国的人口消失时间为 10 万年左

右。而另有大约 120个国家和地区不会受到这样的

威胁，它们每代居民的数量在增长，女孩数量也同

步增加。这些国家多数是非洲、中东以及拉美的发

展中国家，但也包括像爱尔兰、以色列和新西兰这

样的发达国家。正是在这些混乱的说法中，又也清

楚地显现一条人类、地球村进击的路线图：人文殊

途同归，答案是指向科学前沿原创性原理性的发现、

开拓和新认知、新途径。 

世界未来向何处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

问题，这离不开要“追问历史”。而历史和未来都

告诉，人类要迈出地球，需要统一的意志、认识。

以我国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为例，“科学是第一生产

力”，就是我国需要统一意志、认识后，又经反复

的实践和历史，得出开创腾飞结论的第一个科学发

展观。因为四世同堂和避免近 5亿新增人口的时代，

并不内蕴科学前沿原创性原理性的重要发现、开拓

和新认知、新途径，这正如非洲、中东、拉美的发

展中国家和像美国、爱尔兰、以色列、新西兰这样

的发达国家，即使同在至少预计人口消失时间在 10

万年左右，但描绘的进击路线图从分野暗示的是一

样。 

不同国家问题不尽相同。人口增长失控主张控

制人口遭到一些宗教团体反对，不同人权组织也因

政策迥异互相拆台，而同时满足老龄人和不断加入

的年轻人之间霸占岗位高福利的冲突，使地球的人

口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更显推论成两种极

端。澳大利亚学者西蒙·巴特勒认为，把污染、气

候变化归咎于人口过多，就好像说野火烧起来要怪

罪树长得多一样。英国《卫报》则说，过度强调人

口问题会忽视真正的核心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利用

我们的星球，如何共享资源。对此《环球时报》也

采访了我国学者。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说，联合国学者是把人类的

繁殖看成了原子分裂，实际上社会发展不能靠数学

推算。出生率下降有两种情况，一是国家处于社会

动荡、前途不明的时候，或者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人们对未来预期悲观的时候，就会少要孩子；另一

种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社保体系包括医疗、养老

制度非常完善，人们不需要依赖子女，会产生不愿

意为子女服务的想法。联合国研究的科学价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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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风险预报。他感慨西方科学家，比中国科学家更

能搞出一些奇思妙想，因为在西方国家这往往比在

中国能得到更多支持。一方面是科研经费不是来自

于政府，所以往往能做一些独立性强的研究；另一

方面，政府鼓励企业设立科研基金的政策，比如免

税等，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经费，能够搞

一些有前瞻性而不那么功利的课题。 

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所长则说，人口消失路线

图淡化了很多发展中的要素，是在人为设置理想化

条件下进行的推算。西方的很多科学研究，注重的

不是结论的对错，而在于命题是否有研究价值。虽

然这并非是向西方学习的好例子，但西方学界在研

究没有禁区，特别是自由探索上，有值得中国关注

和思考的地方。 

《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一书不是借这个话

题，把王晓东教授想法扩展下去。因为车到山前必

有路，人口消失路线图真正的要害，是更深层次世

界未来向何处去？穿越时空，追问历史，谁持彩练

当空舞？对霍金的《时间简史》，如果我们不去计

较它的对错，的确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进击指导

的大方向。即人类向科学前沿开拓、认知，才是真

正为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方向。 

我们站在 21 世纪，追问宇宙，追问量子，追

问地球，也在于求能获得统一意志、统一认识的原

创性原理性的发现、开拓，再去回采现实生活中的

科学实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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