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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欧阳首承提出的“搅动能守恒定律”揭示的能量不能脱离物质，而必须给能量留有空间的理论，
论述了能量空间与自然灾害和灾变动力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给出了能量空间在灾后重建工程、防洪减灾规划
和生态环境规划等的应用和对策。 并强调自然灾害、人为建筑工程“必须给能量留有空间”，才能更为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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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汶川大地震震动了中国的同时也震惊了世界，

吃苦、耐劳的中华民族，又一次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
了大爱和坚不可摧的意志，及拯救危难的能力。 尤
其是人们于灾后重建的冷静思考中，找回与自然灾
害抗争的毅力和勇气的同时也找回曾经被歪曲的人

类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曾经几千
年实践中获取的辩证思维，起源于物质第一位的
“格物致知”学识。 欧阳首承教授按现代语言表述
的“能量不能脱离物质，必须给能量留有空间”，就
是来自中国古代的“能量转换的三环稳定性”的“搅
动能守恒律”。 它不仅揭示了当代科学能量守恒律
的不完善，也说明了能量不会走向“虚空”而必须
“给能量留有空间” ［１］ 。

地震是地球运行中演化的必然事件，并为特殊
的变化事件。 可以说，至今人们的知识领域中，还没
有完全包含变化事件的原因和过程。 显然，人们还
没有认识的问题，不能按人们的观念、立场处理地震
等自然灾害的具体事件。 或者说作为第二个问题，
则涉及了欧阳首承教授强调的“站在自然界的立场
上，自然界的任何事件都是必然的”，不能因为人们

目前还不能理解它，而按人为的主观立场将其称为
“非确定或偶然性”。 无疑，这就有个如何正确地认
识客观事件和人类应当运用符合客观变化事件的理

论和方法问题。 为此，人们应该有人类的智慧，特别
是来自教训中反省的智慧。

站在自然的客观角度，地震本身并没有有意
“杀人”或破坏“人们的家园 ”。 无疑，若事前能够
给出正确预测，可以极大地减少或免除人类的伤亡。
并由此涉及了人们应该明确 “变化事件”的特殊性，
不能以大概率方法预测“小概率事件”，否则还会有
重大伤亡在等待着人们。 尽管自然灾害预测成为人
们必然关注的问题，还应当注意到正确预测仅仅是
自然灾害课题研究中的一个方面。 更为有效的防
灾、减灾在于人们应当认识到“能量不能脱离物质，
必须给能量留有空间”。

尽管气象灾害与地震灾害有性质、状态的差别，
但都拥有目前人类的机械能力不能抗拒的能量。 现
在的人们在暴雨洪水灾害，已经由过去的“堵、截”
改为“为洪水让路”的对策。 那么在人类还不能运
用机械方式抗拒的前提下，是否也应当启用“给能
量留有空间”的对策呢？ 或者说如何应对自然灾害
的问题，应当启用人类应对事件性质的分类对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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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统统沿袭当代科学的机械性原理。
胡锦涛总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两院院士大

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指出：必须把自然灾害预测预报、
防灾减灾工作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

大工作，进一步抓紧、抓好。 但如何进一步地抓紧、
抓好，则涉及具体落实和贯彻，深入到人们认识事件
性质的深化和分析对策问题。

对于地震问题，按照欧阳首承教授的研究至少
有如下问题值得人们分析和研究。
2　灾害的由来、特殊性与对策
2．1　地震的不可避免性

地震或重大地震不是现在人们的机械力所能够

抗拒的，由于旋转星球的赤道线速度永远大于其两
侧中纬度地区的线速度，必然导致地壳向赤道两侧
挤压；并配合地球“极移”的反挤压而引发地震。 即
地震是地球运行演化中的必然现象，或称为“地震
不可避免”。 所以，涉及大地震的极移不仅影响天
气变化，也往往导致一个时期的气候调整。 无疑，这
也是人们反思中的一种认识，引出人们如何思考对
策问题。
2．2　变化事件的特殊性

地震作为自然灾害，特别是涉及大范围的系列
性地震是地球运行中自行调整的特殊性问题。 或确
切地讲，特殊性事件作为人们的传统概念，相对于一
般性而言多被人们称为“小概率”事件。 即使按逻
辑推理，“小概率”事件不可能按“大概率”方法给出
正确预测。 如果将一般性对应于诸多事件的平均
数，则不难发现所谓“小概率”事件的实质，恰恰为
变化事件。 遂有作为变化问题的演化科学，或称为
过程物理学，而必然构成“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
原因和过程性，也可以说，“过程物理学”的实质是
研究“变化事件”。 站在自然界的立场上，“变化事
件”本身是客观存在而非“偶然性”。

所以，演化科学本身没有“偶然或不确定性”。
无疑，这是人们在反思的认识中触及了认识观念的
变革。 这一观念的改变导致了欧阳首承教授做法的
改变，并创立了“变化信息数字化”分析方法。

作为大灾后的反思，运行 ３００ 余年的数量分析
体系，不仅汶川大地震乃至于其余震，或临近的西
藏、青海和新疆等地的地震均没有给出一次的可信
赖的预报。 于是，人们不得不痛定思痛追究“数量
的形式和事件后性”。 “形式性”不能告诉人们事件

的具体性；“事件后性”不可能先于事件“通知”人们
地震即将发生。 无疑，这实质上等于已经给 ３００ 年
来的当代科学体系，作出了具体和生动的总结。 近
百年来人们的“偶然性”认识观，无非是站在与自然
界对立的主观立场上，不理解客观变化性的产物。
从而也耽误了科学的最基础概念之一“时间是什
么”，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深入研究。 至使 ３００ 年
后不仅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也没有找到解决“时
间问题”的门径。 然而，不解决时间是什么，根本不
能进入变化事件的领域。 由此，自然也不能解决自
然灾害的预测问题。 应当说，研究、处理变化的问
题，不能再延续“时间是哲学概念”，而应当将其转
化为物理的技术方法问题。

无疑，预测属于防灾的内涵，并基本上得给出正
确的预测。 预测本身还涉及信息取样、事件的性质
和人们认识的原理以及方法等的变革问题。 鉴于目
前的知识领域中，连“时间是什么”都没有成为人们
明确的问题。 或者说至今的科学成就对于预测问题
的基本常识，还处在空白的历史阶段，或基本上不能
成为行政、管理部门的决策依据的时候，防灾、减灾
的主要措施应当立足于“给能量留有空间”。 即使
人们中有先知先觉者，但人们还没有普遍意识到或
醒悟的时候，依然不能发挥为公众效应，至多是体现
于自救而已。
2．3　“给能量留有空间”与防灾、减灾

自然灾害是物质演化问题中的重大变化事件，
有维护物质不变性运行的当代科学遇到了挑战。 这
也是为什么，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屡屡预测失
误的基本原因。 汶川大地震后，应当引起深入和广
泛地思考，而不应限于仅有少数人的学术界。

无疑，畅通无阻的第一推动，可以说不会有物质
的损伤或破坏。 相应地也不会有灾害发生。 相对应
的物质世界中，不会有“畅通无阻”。 由此，必然涉
及了物质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物质的
损伤或损坏，遂有物质变化的演化科学。

演化科学是研究物质变化和转换的科学，必然
涉及事件变化、转换的原因和过程性。 相应地作为
科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完善能量转换的守恒律。
由此，也就遇到了当代科学的能量守恒，仅仅限于速
度的平方的

１
２ mv

２
或 mc２ ，从而遇到了问题。

由此，必然引出一个速度的平方可以构成动能，
那么角速度的平方是否是动能呢？ 特别是角速度体
现于速度的空间分布不均匀而包括了速度。 遂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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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首承提出搅动能的概念
［ ２，３］ 。 鉴于当代科学遗漏

了旋转的动能和以动能守恒限制不稳定能量，恰恰
违背了能量转换需要空间，实质上不懂得曲率空间
的物质存在和转换的物理规律。 重要的是搅动能守
恒与非守恒，可以由当代科学的第一推动过渡到物
质演化的“第二搅动”。 应当值得人们重视和改变
观念的问题是，搅动能揭示了能量不能脱离物质，而
必须给能量留有空间。 否则必然限制了能量转换而
导致破坏性。 同时也说明了能量不能进入“虚空”。
当代科学未给能量留有物质空间，能量集中暴发必
然引发物质剧烈地变化，导致破坏性灾害。
3　给能量留有物质空间与重建防灾技术

搅动能守恒律的准三环稳定性原理
［ ２，４］
揭示了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过程性及能量的转换性，
既包含了当代科学的数量结果定律，也体现了自然
界存在事件过程定律，并且也应该明确“变化事件
不能等同于数量”。 搅动能守恒律在于揭示物质的
能量转换和传递过程及能量转换需要物质空间。 尤
其是，自然灾害的预测尽管必要，但预测的准确性不
等于因预测正确，就能做到有效的减灾、防灾。 实际
有效的减灾、防灾，可以通过搅动能转换或传递的第
二环流（间接环流）空间的能量容纳性，容纳、转移
了破坏性的不稳定能量。

例如，古建筑木房的活动结构，为地震能量转换
留有了空间。 搅动能守恒律原理可用于灾后重建工
程、重建规划设计或生态环境规划及演化预测问题
等。

“５· １２”汶川大地震教训告诉人们，即便对一
次破坏性地震进行了成功的震前预报，地震还是会
形成重大的灾害，必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其中
就有人们的认识还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和
对待地震的不稳定或称为“破坏性”能量问题。 或
称为人们是“以硬碰硬”的抗衡，还是采用“以柔克
刚”策略的对策问题。

作为“以柔克刚”的对策，就是“给能量留有转
换空间”，事先预防或尽可能地将灾害减少到最小。

作为汲取教训，人们已经熟睹于地震并没有直
接“杀人”或损坏财产，主要是人类自己建造的建筑
物和环境没有具备转换地震的“破坏”能量，从而造
成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遵循“给能量留有转换
空间”，即使人们考察震后实地现场，似乎也可以有
所收获。

3．1　灾后建筑物重建与工程防灾技术
汶川地震后，北川和银厂沟许多的建筑物至今

还掩埋在山的下面，地震中心的映秀镇现在也依然
到处可见坍落的“采石场”。 而坍落的“采石场”的
自然坡度基本上遵循 ７／１１。

无疑，此种现象揭示了一个人们值得重视的自
然原理，即在地球上存在曲率空间与欧几里得空间
转换的自然坍落度问题。 实际上人类早在现代文明
之前，已经知道了 ７／１１ 这个被称为神秘的结构比
（实质是 ７／１１ 隐含了圆周率 ），其记载于中国古代
的枟河图枠且至今还遗存于埃及、美洲的金字塔等的
曲率与直线的转换关系

［ ３］ 。 乃至于诸多的曲率与
直线的转换关系中，７／１１ 是大自然曲率空间与欧几
里得空间转换的结构比，并赋予了人类知识深邃的
内涵。 显然，满足这个结构比则体现搅动能守恒律
的稳定性，遂有自然物质具有能量自转换和传递机
制。 不满足结构比，按搅动能守恒律的物质演化性，
物质不能形成能量自转换机制和传递，并因演化的
剧烈不稳定能量造成破坏性

［３，４］ 。 地球上的金字塔
尽管经受 ４ ０００ 余年的地震和风吹雨打，今天依然
还屹立于人们的面前。 因此，人类建筑物的重建，应
尊重曲率空间与欧几里得空间转换的结构比，实现
人类自身建筑物真正和谐于自然的环境化。 或者
说，人们爱护或保护环境的本身，也应当真正懂得自
然环境应该和谐的内涵。

人们在治水的历程中，已经历经失败的教训，至
今已经初步懂得了“为洪水让路”。 无疑，地震灾后
重建中，城镇和新农村建设选址及建筑结构必须注
重搅动能守恒律的曲率空间与欧几里得空间转换的

结构比，特别是地震断裂带，要为能量转换留有空
间。 或在重建中建筑物重建工程的选择地址，应当
注意除了地质条件外，选址的坡度应当小于或等于
７／１１，即使发生地震，也无山体垮塌之忧。

由于人类的视觉出于进化的正前方性，被“设
计”为欧几里得空间，遂有人们总认为“以直为美”。
由此，可见人类具有先天的局域性。 为此，人们必须
以智慧纠正人类自身的局域性错觉，而维护自身的
生存。 掌握曲率空间与欧氏空间的转换，是人类自
身求得生存的需要。 “活着真好”得为真正可以活
着而改造人们的认识观，而不要为视觉所迷惑。
3．2　防洪减灾规划设计

地震区内的城镇和新农村的重建中，震后因天
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及气象灾害的预防，也是灾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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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减灾防灾的重要内容，否则重建的成果可能因洪
水、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毁灭。

洪水及其运行也必然是遵循自然物质的演化规

律， 必然有其自身的物质、能量传输和转换规律。
例如，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天然形成的洞庭湖、鄱阳
湖和太湖等湖泊，可“蓄、泄”并用，可作为自然界本
身的有洪无灾范例

［５］ 。
“顺水之性，因势疏导”， 实质上就是搅动能守

恒律的三环转换的准稳定性原理和技术在洪水运行

问题上的运用技术
［５］ 。 运用第二环流的天然湖泊

或人工湖储蓄洪水能量，实现能量传递和转换而防
灾、减灾，还可充分利用洪水资源。 早在 ４ ０００ 多年
前的古代中国，就已经知道可通过第二环流系统转
移或传递物质或能量，以容纳和分散式传递实现了
有效的防洪、减灾，又可充分利用洪水资源而变害为
利。 目前的高堤式防洪的措施既增加下次洪灾的危
险性，又浪费了洪水资源，第二环流作为经费投资和
实际的防洪、减灾措施，也是防灾的长效的技术和方
法。
3．3　生态环境规划设计

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要尊重自然规律。 加强
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
展。 由此，也涉及重建过程中生态平衡问题中的人
为地限制河流的流动，应当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河
流中断所引发的生态失衡，并不亚于空气污染带来
的危害。 所以，真正的生态平衡中还应当考虑“山
应常青，水应常流”。 天然植物根系过滤水质，远远
胜于人工对于水质的净化。
4　结语

地震现象的探索、记录和研究，在中国已有近三
千年的历史。 这是人类地震研究的极其珍贵的资
料，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作为地震
的预测或防震、抗震，研究地质的构造变化至少在研
究方向、思路等问题上先于西方。 应当注意到地球
旋转的非均匀性和非均匀的对偶性，必然有旋转方
向的非一致性。 无疑，非一致性必有地壳的损伤或
破坏，其信息也必然是非规则的。

作为地震预测遇到了如何认识、处理非规则信
息的问题；相应的防震、抗震的设计工程也遇到了如
何认识、对付旋转的扭应力，而不仅仅是 “承压力
学”的问题；乃至于建筑物的整体布局、规划必须明
确地壳“构造结”或断裂带的分布或其活跃状态。
因为“构造结”和断裂带正是地壳能量集中的转换
（第二环转换）带，在人们还不具有“以硬碰硬”防抗
能力的条件下，应当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

中国是辩证法的故乡，辩证法是中国几千年来
的主导哲学思想，从枟道德经枠、枟周易大传枠到枟矛盾
论枠和枟实践论枠一脉相承，不断发展，指引中华民族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 中国文明历经
５ ０００ 年而绵延不衰，必然有其可绵延的原因。 科学
作为人类的意识行为，必然隐含不同时代人们认识
的失误。 重要的是人们应当由失误中汲取教训，则
失误也因此会成为智慧的源泉。

无疑，变化的世界必然呼唤变化的理论和方法，
应对自然灾害的抓紧、抓好，应当体现于灾后重建的
契机和在反思中汲取应该获得的教训。 并在震动世
界的汶川大地震后，创造震动世界科学、文明的奇
迹。 作为唯物论的“格物致知”首创于中国，并已经
成为探索世界奥秘的格言。 希望这一格言成为引领
世界的前奏，而非效颦于躲藏在“世界性难题”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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