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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浅谈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先进与不足 
◆李  慧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湘潭  411100）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世界的本原进行了探究，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

一面是唯物主义学派，从泰勒斯的“水本原”，经历了阿那克西曼德的“无

定说”，发展到了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另一面是唯心主义学派，由

色诺芬尼的“神理论”进步到巴门尼德的“存在论”。经过漫长历史的发

展，德谟克利特丰富的“原子论”观点突破了长期的哲学瓶颈，但其仍

有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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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子论的概念与内涵 
原子论最初由德谟克利特的老师留伯基提出，后由德谟克利

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原子论的核心在于它认为世界的本原是
“原子”和“虚空”。在这里，原子被认为是最小的、不可分割
的微粒。现实中，正是通过原子数量、位置以及次序的变化来组
合成性质各不相同的事物。原子作为微粒需要存在于一定的空间
之内，这个空间就是德谟克利特所提出的“虚空”，只有处于这
一空间内，原子的存在才是符合情理的。 

原子与“虚空”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在“虚空”的维度里，
原子分离组合，变化莫测，由单个的“一”组成了实在的“多”，
构建了自然世界里的一花、一草、一木等。除此之外，“虚空”
的状态为原子的运动提供了可能。“虚空”让充实的东西相互之
间存有间隙，这个间隙成为了物体运动的前提；如果没有间隙，
那么万物只能拥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原子之间就不再有分离
的机会，世界只能变成混沌的一体。 

二、原子论的先进之处 
原子论承认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从根本上区别于艾利亚

派的唯心主义，但与伊奥尼亚派的朴素唯物主义也有巨大的不同
之处。 

（一）由朴素唯物主义向机械唯物主义转变 
传统的唯物主义将世界的本原单纯的归结于一种物质，如泰

勒斯将世界的本源归于“水”，认为水滋养万物，大地漂浮于水
之上；而赫拉克利特将“火”视作万物的本原，认为世界存在于
火的燃烧与熄灭之中，世界的秩序决定着火的活动分寸。德谟克
利特的原子论脱离了前者将世界的本原固定为一种特定物质观
念的局限，他将原子这种微粒视为真正的本原，克服了朴素唯物
主义的不彻底性，推动了古希腊哲学的进步与发展。 

（二）初级的物质守恒原理观念 
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物质实体的产生和消灭被视为不

可分割的粒子的组合和分离。处于“虚空”境界里的原子，其数
量是极其巨大的、不可数的，但是物质实体数量的变化又是客观
存在的。然而实体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原子总量的增加，相同地，
实体数量的减少也不能认作是原子总量的减少。正是由于原子处
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它们在某一时刻会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实体，
在另一个时刻又会由于分离导致实体的消失，亦或者由于原子次
序的改变而使原有事物消失，使新兴事物出现。总的来说，物质
实体数量的更替变化并不会影响原子的总量，物质守恒的原理在
这里已被素朴认识到。 

（三）抽象的哲学辩证思维 
德谟克利特在哲学思辨上有一定成果，对其原子论的观念也

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德谟克利特的宇宙观里，认为世界是由原子
所架构而成的一种结构，原子在“虚空”里运动，与“虚空”一
起成为世界的本原。原子不断地组合分离、运动变化着，以不同
数量、次序和位置组合起来，在虚空之中产生各种物质实体。即
使原子分离，物体也只会发生变化而不是彻底的消灭。在德谟克
利特的观点中，“存在”不等于所是的东西，“非存在”不等于不
是任何东西，他认为“既有存在，也有非存在”，因而具有简单
的辩证思维特点，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 

三、原子论的不足之处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与前人的观点相比虽具有较大的进步，

但仍然受到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具有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一）充实与运动的悖论 
在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中，原子与“虚空”都是世界的本原，

“虚空”还是原子运动的条件。但是“虚空”是否是原子运动的
原因？他并没有提出合理的解答。在麦里梭的观点里，非存在是
什么也不是的虚空，而存在是无所不在的充实。原子作为存才在
数量上是无限的，本应该结合成不可胜数的物质实体，弥补整个
“虚空”的领域；但是“虚空”却被当做是充实的东西之间的间
隙，使充实的东西彼此分开成为众多的东西。由此充实的事物与
“虚空”的间隙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对立，运动能否产生也就具有
较大争议了。但事实上，由于原子在数量上是无限多的，因而必
定与“虚空”相结合，这样原子在虚空中就处子永恒的运动状态，
并不需要外力的推动。德谟克利特“空虚”产生间隙的说法反而
将人引入谬误之中。 

（二）机械性的思维模式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超越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局限，不再将

世界的本原局限于实在的客观物质，但是其原子论的观点又不自
觉的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在原子论中，原子在机械的组合运动
中创造了世界的万事万物，不能把自然现象理解为一个过程，仅
仅把自然运动看作是周而复始的原子运动。企图从机械的原子运
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变化，不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人与世界关系
中的意义和作用，不利于调动人类的积极性，阻碍了世界的向前
发展。 

（三）不彻底的思辨性 
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的性质只与充实和虚空相关。原子的位

置在虚空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其形状是充实东西的体积大小，
次序是在虚空中的排列。随着原子位置、形状与次序的运动变化，
虚空的内在实质也在相应改变。并且，亚里士多德指出，原子的
数学特征不能解释物理运动。在这里，德谟克利特虽然看到了原
子与虚空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更偏向与简单的决定关系，没有看
到原子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正因早期原子论长期停留在不彻底的
思辨阶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原子论的经验研究。 

四、总结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观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上具有较大的

进步意义，他摆脱了物质的局限，将世界的本原归于最小单位的
“一”——原子，再加上其一定的抽象思辨模式，对古希腊哲学
带来了巨大的提高。但是不可否认，他的思想仍然受到当时科学
发展水平的局限，理论具有明显的机械性，需要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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