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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定律的人文启示 

张月霞 杨振华 董川 *

（山西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太原 030006） 
 

 摘  要：本文以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例，从哲学、社会和人生的角度探讨了其对我们

的人文启示。发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非是割裂的，二者虽隔行，但不隔理，相互依存。

科学精神中蕴含着人文精神，做科学的本质也是做人。人们只要留心自己的科学研究，完全

可以从自然科学中得到人文启示，从而使自己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同时得到发展。 
 关键词： 牛顿定律  启示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各国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能源等经济利益，

在科技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等院校也在科技领域中不断的创新

和进步。大学生和研究生通过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使他们的科学观得以强化。但由于当今

社会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各种信息剧增，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兼顾科技与人文两方

面的知识。学科专业化造成的交流隔阂，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文科学生缺乏

理科知识，理科学生缺少人文精神。这样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观受到影响，从而引

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科技本身博大精深，学无止境。这条路有无尽的探索，如果分散

精力一边做科学一边做人文，可能会影响科学方面的成就。尤其在化学、物理等具体的学科

和团队建设、人才培养中，如何边科研边修养，不断丰富、补充和提高我们的人文精神，这

已经成为科研和教育界所关注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进行科学研究中，寻找探索能同时强化

科学与人文精神的方法。如何挖掘自然科学的新功能，将科学精神演化成人文精神，使科学

与人文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很必要的，这有利于实现人们在自然科学研究和学习的同时，净化

其思想，启迪其人生。 
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匠牛顿不但创立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特别是他阐

明了力学的基本规律，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即牛顿三定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对

牛顿定律进行了超越其物理学意义的人文思考与联想，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

起来，发现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和人生是相互联系的。本文将从哲学、社会和人生等方面

来分别谈谈牛顿三定律给我们的人文启示。 
 

1． 牛顿第一定律的启示 
牛顿第一定律：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时，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不变。 
哲学启示：物质观 
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告诉我们：惯性是物质的惯性，没有物质何谈惯性，没有了

物质，牛顿定律也就没有了意义。这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即哲学上讲的物质观。 
社会启示：开放观 
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物体如果不受到外力作用，它的运动状态是不会改变的。这启

示我们：一个 人、一个单位或一个国家如果不受到外力的影响，就会保持静止或不变的状态，

也就无法进步。静止体系是封闭体系，封闭体系是死亡体系。不开放就受不到外界的压力，

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发展的动力。清王朝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排斥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其

结果只能是走向灭亡。而与清王朝同时代的许多欧洲国家却是早早地开放国门，学习他国先

进文明成果而成为世界强国。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开放才能得到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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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分享和吸收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才能生存和发展。 
国家如此，企业也是这样。企业只有开放，才能不断地受到外界的影响，不断地寻求改

进。美国著名的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公司便是很好的例证。IBM 的成功有

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开放和交流的企业法则。在 IBM 公司没有围墙，

没有保安，非常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参观。每位来访者只需办简单的手续即可参观公司，期间

有专人负责讲解和征求建议等，这样让每位到 IBM 参观的人都会感受到其独特的企业文化。

作为世界顶级企业，IBM 公司不是封闭自守，而是不断地开放，不断地与外界交流。 

由此可见，封闭只会走向无知和死亡，唯有开放才会进步，开放就是社会发展不懈的动

力源泉。 
人生启示：人生观 
牛顿第一定律表明：物体如果不受外力作用，将保持静止或运动状态不变。物体如此，

人生亦如此。人生就如同斜坡上的球体，必须有一个力作用才能上行。那个力就是理想，就

是追求，人生如果没有理想就很难进步。想当冠军的运动员不一定能当上，但不想当冠军的

运动员一定当不上。由此可知，人有理想，方能成功，没有理想，必将一事无成。 
诺贝尔一生致力于炸药的研究，最终在硝化甘油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居里夫人

一生专注于镭和钋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的研究，从而两度获得诺贝尔奖。这启示我们，理想

就是人类的指路明灯，理想就是人类前进的力量，不懈的追求理想与真理就是我们应该树立

的正确人生观。 
 
2． 牛顿第二定律的启示 

牛顿第二定律：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将产生加速度 a，加速度 a 的大小与物体所受到的

外力 F 成正比，与其质量 m 成反比，即 F = m·a。 
哲学启示：运动观 
牛顿第二定律（加速度定律）告诉我们：一个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将会产生运动的变

化。这就是哲学上讲的运动观，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 
社会启示：改革观 
牛顿第二定律启示我们：一个单位或一个国家的发展加速度（a）与其投入（F）成正比，

与其规模（m）成反比。当投入（F）一定时，发展加速度与规模成反比，规模（m）越大，

发展加速度（a）就越小。只有规模（m）降下来，投入的财力、物力、人力（F）才能最大

转化为发展的加速度（a）。由此可知，要想在某一方面取得突破和发展，就必须控制规模，

精兵简政，即只有改革，社会才能快速发展。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部分高校在投入（F）
不大的情况下，盲目地扩大办学规模（m），影响了学校教学和科研水平发展加速度（a）的

提高。所以，一个单位或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不断改革，精兵简政，加大投入。 
人生启示：价值观 
牛顿第二定律表明：物体产生的加速度与其受到的外力成正比，与其质量成反比，即

a=F/m。这启示我们：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加速度（a）与其投入（F）成正比，与其所从事的

事务数量（m）成反比。当投入（F）一定时，其事业发展加速度便与其所从事的事务数量

成反比。科研和学习也是如此，如果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盲目贪大，不凝练学科方向，不

在一点上下功夫将很难做出大的成就。 
当一个人所从事的事务数量（m）一定时，其事业发展加速度便与其投入成正比，天道

酬勤，大投入，大发展；小投入，小发展；不投入，不发展。人生亦如此，没有投入，就没

有收获，天上不会掉馅饼，梅花香自苦寒来。在人生的投入一定时，我们所从事的事务越多，

就越容易分散精力而最终无法实现人生的事业目标和价值。 
总而言之，要想人生发展快（a 大），就得有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投入（F 大），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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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某一事物（m 小）。爱因斯坦曾说过，“一个人只有以他全部的力量和精力致力于某一

事业时，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人生要想实现自己的事业目标和价值，就必须辛勤耕耘，

努力投入，而且还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3．牛顿第三定律的启示 

定律第三定律：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作用时，它必然会受到另一个物体的反作用，作

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 F = -F′。 

哲学启示：联系观 

牛顿第三定律告诉我们：一个事物如果影响其它事物，反过来也会受到其它事物的影响。

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影响与被影响的观点就是哲学上讲的联系观。 

社会启示：稳定观 

牛顿第三定律告诉我们：你怎么对待人民，人民就怎么对待你。这种观点早在 2000 年

前的孟子时代就已经被阐述得很透彻了。《孟子·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在这里阐

述了一种君王与人民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即君王若善待人民，人民就会拥戴他，国

家就会稳定发展。纵观我中华文明史，盛世时代无不具有这种治国理念，“水可载舟亦可覆

舟”。同样，“以人为本”观点的提出，也符合这一定律。只有善待人民，想人民所想，急人

民所急，人民才会尊重你、爱戴你，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国家的团结稳定。 

同样的道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体现着作用与反作用的思想。人类如何对待自然，

自然就同样反作用于人类。人类破坏自然，自然就会报复人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

书中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

报复了我们”。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很多灾害性天气就是人类破坏自然，自然报复

人类的例证。与其先破坏后治理，不如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样人与自然便达到一种和谐稳定

的状态。 

牛顿第三定律告诉我们，社会要想和谐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的关系。 

人生启示：社会观 

牛顿第三定律启示我们：一个组织或一个人怎样对待另一个组织或另一个人，则必然会

受到另一个组织或另一个人的反作用。世界是互动的，你给世界几分爱，世界就会回你几分

爱。你以什么样的心态说话，社会或环境就会以什么样的语气给你回音。爱出者爱返，福往

者福来。你热爱别人，别人也会热爱你；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如果一个人总是愤

世嫉俗，对世界、社会和环境不满意，那么世界、社会与环境同样也会反作用于他。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这告诉我们在生活中要善待别人，自己事业的成功与善待他人是分不开的。

在人的一生中，无论作为领导还是学科带头人，都必须以身作则，善待群众，善待团队的每

一位成员。特别是作为教师，作为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善待学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希望，他

们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发展就是我们事业的延伸，其本质也是我们的发展。其实，任何事

物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人类社会要想和谐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人为本，宽以待人。 
上述牛顿定律引发了我们很多思考，牛顿定律虽然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简单规律，但大道

通天，它将超越其自然科学的范畴，对我们的哲学、社会、人生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启示。   
现将启示要点汇总，列于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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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定律启示表 

启 示 惯性定律 F = m·a F = - F′ 

哲学启示 
物质观 

世界是物质的 

运动观 
物质是运动的 

联系观 
运动是联系的 

社会启示 

开放 
开放乃改革 
改革是动力 

发展 
改革是手段 
发展是目的 

稳定 
为人民服务 
稳定是前提 

人生启示 

人生观 
为人生理想奋斗 
静止体系没有活力 

价值观 
发展是硬道理 

集中力量办大事 

社会观 

和谐共处  

可持续发展 

 
 

4. 牛顿定律的人文拓展 

哲学上讲物质决定意识，即精神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物质与意识之间的相互联系

性，让我们体会到，适用于自然界的牛顿定律是描述和反映物质运动规律的总结，它对我们

的社会领域必然也会有一定的精神启示和人文指导作用。 

牛顿第一定律的人文拓展： 

惯性定律(自然界)：任何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不变。 

守旧定律(社会界)：任何组织或个人若不受外力作用，将保持原有生活状态不变。 

总之，任何事物都有维持原有状态不变的性质。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受到外界作用，而

受外界作用就必须开放。开放是我们发展不懈的动力源泉。 

牛顿第二定律的人文拓展： 

加速度定律(自然界)：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将产生加速度，加速度的大小与物体所受

到的外力成正比，与其质量成反比，即 F = m·a。 

发展定律(社会界)：任何组织或个人发展的加速度与其所受到的作用成正比，与其体系

的规模成反比。 

总之，任何事物受到外界作用都会发展，发展的快慢与其所受到外界作用成正比，与其

规模成反比。要想发展快，就必须优化即改革。 

牛顿第三定律的人文拓展： 

作用与反作用定律(自然界)：一物体对另一物体作用时，必然会受到另一物体的反作用，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 F=-F′。 

和谐定律(社会界)：一个组织或个人怎样对待另一个组织或个人，则必然会受到另一个

组织或个人同样的作用。 

总之，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人类社会要想和谐就必须以人为本，宽以

待人，为人民服务。  

 

综上所述，牛顿定律中也蕴含着人文精神的朴素思想，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非是割

裂的，二者隔行不隔理，相互依存，相互启迪。科学精神中蕴含着人文精神，做科学的本质

也是做人。人们只要留心自己的科学研究，同时仔细地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完全可以从自

然科学中得到哲学、社会和人生的启示，从而使自己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同时得到发展。希望

本文能够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