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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论

*法不净空，觉⽆性也。*

1.1、动态存在

`可能性基底`时刻保持着所有 `潜在存在`的并⾏状态，这些潜在存在既⾮存在亦⾮不存在，⽽是处于持续的

`⽣成过程`之中。存在的本质特性体现为持续涌现的创造过程，该过程否定了任何或凝固的或静态的或完

成的 `确定性实体`（2025-02-19）。看似确定的实体状态并⾮先在的客体，⽽是主体参与可能性基底时⽣

成的具象化 `次级建构`。当我们描述现象的确定性时，实质是特定感知尺度的观察者对可能性分布特定区

间的暂时锁定，这类定向筛选机制即构成下⽂所被称为 `观察`的⾏动（2025-02-19）。

那么，可能性即是还未被观察锁定的确定性。其锁定的确定性可能是物质倾向的，也可能不是。

（2022-05-14）两者的唯⼀的差别在于是否被观察到。（2025-02-26）

1.2、确定性出现

`意识`作为可能性的 `筛选机制`，通过观察对潜在可能性进⾏收敛。 `不同层级的意识`持续观察， `被观察者`收

敛为 `客体`确定性， `观察者`收敛为 `主体`确定性。⼀切存在皆同时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观察视⻆的不同，

⼆者的身份可任意互换。每个层级既保持⾃身特征与独⽴，⼜与其他层级收敛结果 `持续的动态交换`。

（2025-02-19）。

观察者视⻆的差异决定了被观察现象不同的表象特性。（2024-12-20）宏观层⾯物质的稳定性来⾃多层

级观察的迭代收敛，当跨主体的观察形成稳定共识时，经典物理实体便被表达成稳定的确定结构。微观

层⾯的概率性则暴露出不同观察主体间可能存在的观察分歧。（2025-02-12）观察并不要求严格按层级

递进，如⾼精度的测量仪器可直接介⼊观察微观粒⼦，⼈类观察仪器，⽽仪器观察微观粒⼦。

（2025-01-03）

物质的 `确定性`是多层级多类型的意识 `集体持续的观察`的结果。各层级意识依据其识别精度构建与其配对

的物质结构认知，物质的多层级对应着意识的多层级。将A层级的意识定义为该层级主体，则A层级的物

质即为该层级的客体。B层级的意识同样可以被定义为B层级的主体，⽽A层级的物质与意识共同被B层级

视为客体。 `跨主体观察`的结果相互验证形成正向强化循环，各层级的观察结果互相⽀持，最终收敛为确



定的 `客观实在`。（2025-01-08）

从基本粒⼦到⽣命体，⼀切存在形式均呈现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意识特征。各 `意识类型`以其 `独特⽅式`构

建确定性图景，形成对实在不同层级的解读能⼒。（2025-02-11）从这个⻆度，⼈类意识可以说是适应

宏观物质层级的 `专⻔化`的模式识别类型，不同层级的意识有不同的 `模式识别`⽅式。（2025-01-03）

1.3、时空与因果

`时空连续性`是不同意识对动态存在以特定⽅式协同处理的结果。这种连续性并⾮物理实在的固有属性，

⽽是意识模式识别的 `次级建构`，不同层级的意识以不同⽅式观察所体验的时空是不同的。

（2022-04-24）

宏观视⻆下，⼈类意识与⽣理结构协同，将离散的物质序列感知体验为在 `既有空间`下持续流逝的 `时间`，

此为⼈类具身认知处理序列信息的⼀般过程。（2023-09-21）转⾄微观视⻆，微观粒⼦的某些⾏动则可

能表现得不受⼈类体验到的时空所约束。如加速微观粒⼦以接近光速运动，粒⼦原本的观察⽅式被改

变，则⼜会表现出某些新的特性。（2025-01-03）

特定观察⽅式被多层级意识共享，其协同作⽤将强化该观察⽅式的稳定性，即为 `观察共识`。

（2025-02-19）迭代交互中的观察共识如果形成了稳定的可能性收敛路径，且这种稳定性被持续的强化

并最终固化，即为 `因果规律`。（2025-02-22）推导可知，任何现象都有意识参与。（2025-03-10）

1.4、主客⼀体

确定性是普遍的观察共识，⽽ `⾃由意志`是可能性基底中尚未被锁定的 `可⽤余量`。（2024-10-17）通常来

说，观察共识的积累会被发现与总结为因果规律，因果规律⼜会被发现与总结为 `规则框架`。同时，观察

共识也可以因为不同的观察⽅式被质疑或否定，产⽣ `观察分歧`。观察分歧的主体会通过重新介⼊可能性

基底去实现⼆次收敛，完成观察共识的⾰新，最终带来规则框架的⾰新。简单来说，主体在规则框架内

即兴反应，该反应再反向重塑规则的可能性分布，构成反复连续的实在演化路径。这种现象投射到物质

时空中即表现出 `渐进式进化`的景观。（2025-02-16）

观察主体与被观察现象本质上属于同⼀存在模式的不同实现形态，⼆者通过信息交互维持存在状态的共

⽣关系。可以说，存在状态本质上是被主体视⻆筛选的 `可能性快照`。主体或观察类型的改变将激活不同

的可能性分布⼦集，锁定不同的可能性快照。意识并⾮物质世界的旁观者，⽽是共同建构实在的参与

者。（2024-12-20）

⼆、认知论



*⻘丝挽，板凳种菩提，⽣三点繁茂，撒欢去，能否得住？如不来，且可摸得？*

2.1、过程性完备

`认知`⾏为在实质上始终是⾮闭合的，是通过持续⽣成实现的对可能性基底 `渐进`的 `不完全映射`。 `判断`作为

认知系统即时的反馈⾏为，从来不是也并不需要指向真理的终极⽅向，（2024-04-22）它仅仅是标记当

下认知边界的瞬时位置罢了。（2024-07-25）

认知的动态特性否定了静态的完美，（2023-10-04）任何声称完备的认知体系都可以说是处于某种待更

新的状态，⼈类通过 `持续试错`建⽴暂时稳定的确定节点，在 `最优失败路径`的选择中实现 `阶段性适⽤⽅案`。

认知的完备性最终且只应体现于 `过程迭代`的能⼒，⽽⾮结论的完成程度。（2025-01-11）

2.2、语⾔的双向表征

`语⾔系统`构建了⼈类认知的底层框架，其⼯具属性与认知功能间存在持续的互相⼲涉。（2024-09-13）

⼀⽅⾯，语义⽹络构成了认知活动的底层范围，词汇密度决定概念节点的连接维度。（2023-11-16）同

时，在另⼀⽅⾯，语⾔符号抽象性⼜必然造成经验损耗，使现象描述与现象本体存在 `解释间隙`。

（2024-08-15）

作为⼈类协作的基础，语⾔通常可以被⽤来 `完成认知`，也可以被⽤来 `完成规训`。这种显性或隐性的完成

可能会扭曲认知⽅向，产⽣所谓的 `语境污染`。例如通过模糊关键参数、堆砌冗余噪声来让 `信息过载`，进

⽽削弱主体判断能⼒；⼜如⽤极端⽴场、滥⽤原意、⽆限扩展改写词汇的原有表述空间，⽤ `语义极化`瓦

解主体间讨论的基础；再如⽤情绪覆盖实质问题，⽤短期的释放替代⻓期持久的解决等。

（2021-06-20）

语⾔在本质上是可能性基底中 `确定性集合`的⼀种，任意单⼀表达都是⼀次从⾼维到低维的投影过程。但

是，即便可能性基底的实在范围远⼤于语⾔系统，即便如此，理论也仍需要通过语⾔系统进⾏阐述。

（2024-09-13）

2.3、理论约束

任何理论都是 `有限视域`下的 `诠释系统`，是现实世界的 `降维投影`，（2023-10-07）其有效性受三重边界约

束：

第⼀，观察层级决定理论的表征局限；（2024-09-13）



第⼆，认知主体与环境的共构，使理论必然携带主体性印记；（2024-09-13）

第三，时间维度上的解释⼒衰减；（2024-09-13）

由此可知，所有理论均有应⽤边界。这种有限性⾮但不构成理论的价值否定，反⽽确⽴了其作为认知中

转站的地位——理论通过持续被 `重新观察`实现认知⽣态的代谢更新。（2024-09-13）

2.4、观念与共识

`观念`的演化呈现典型的 `耗散`特征。实践经验与理论建构相互塑造，共同催⽣ `观念⽣态`。不同的理论或实

践带来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观念锁定不同的 `可能性快照`。实践为理论提供实验⼟壤，理论为实践绘制导

航图景。（2021-01-31）

当特定解释框架展现出预测⼒与实⽤价值时，个体与群体将通过 `⽐较`形成 `观念共识`。（2024-02-23）既

成的共识再反向影响主体感知，完成 `闭环`。（2025-02-16）

三、秩序论

*花开树下你正忧，离别秋，两相愁。⾐绯⽩雪，不胜娇羞。三⼗轮回苦，是分时，悔未说。恍然⼗

年⽉下烛，忘忧。清泪画⽉沟，伊⼈笑，⼼纠。*

3.1、有限秩序

社会秩序是 `⼈类作为主要观察者`在宏观上通过互动形成的适应性稳态结构。不同认知层级的主体间通过 `观

念交换`与 `分歧博弈`，最终形成可协调可操作的 `确定性集合` ——既包含显性规则（如法律制度与技术标

准），也涵盖隐性契约（如⽂化传统与群体默契）。这种确定性集合再向下分解转化为决定规则执⾏的

权⼒分配模式，影响利益流动⽅向的资源调配机制，差异化的 `秩序形态`由此诞⽣。（2021-08-14）

共识的时效性与层次性贯穿社会演进，短期共识解决即时冲突但难以应对深层⽭盾，⻓期共识需经历多

轮博弈⽅可沉淀为稳定传统；局部共识在特定群体内具有效⼒却常与更⼤范围的集体⽬标冲突。新旧共

识交替构成秩序演进的核⼼动⼒：原有共识通过制度刚性维持整体稳定，新兴观念则持续渗透原有共识

边界。两者的对抗强度决定秩序⾛向——或 `渐进调适`、或 `剧烈重组`、或 `保守僵化`。在此过程中，秩序既不

必然激变也⾮必然固守，其存续依赖于所有主体对⽭盾压⼒的吸收和处理能⼒。（2024-09-19）

3.2、权⼒差序

有限秩序的持续演进使不同主体锁定可⽤余量的能⼒产⽣差异，特定群体通过规则体系将 `可能性收敛能⼒`



进⾏集中并形成结构性优势，在实质上重构了社会范围内的可能性分布， `权⼒差序`就产⽣了。优势主体

具有更⼤影响范围的评估权，其评估的结果向下传播，劣势群体仅能在优势群体评估的结论中做 `⼆次评

估`。

权⼒的符号象征将集体的观念共识锚定为某种固定形式，绑定了观念与物质，沉淀为某种仪式。

（2022-07-11）如宗教献祭、上市敲钟，重复展演代表权威的符号（圣物、交易所⼤屏），将权⼒与符

号绑定，⽽符号⼜和群体的观念绑定。

良性循环体系中，优势主体在责任机制下消解 `压⼒传导`，通过制度设计将优势群体的评估约束于 `公共场

域`之内；恶性循环则相反，优势群体通过制度设计转移 `⼤部分或全部`压⼒，使劣势群体被动承担 `系统整

体`的损耗（如技术垄断导致分配极化）。后者触发评估权分配失衡，即决策评估与结果承担的主体错位

——这从根本上瓦解了共识构建的对称性基础。如⾃由贸易，在表⾯平等的协议之下，技术壁垒与资本垄

断隐蔽的剥夺了弱势群体议价能⼒，形成 `强制⾃愿`的剥削结构。此时，市场的⾃由实质上是多层级权⼒

差序的结构性共识。

3.3、评估异化

评估体系异化是权⼒差序下，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

以市场经济为例。原始交易下，供需双⽅拥有对称的评估权，通过直接协商达成共识。随着交易复杂度

的提升，第三⽅机构逐渐垄断了评估权，使动态的共识建构退化为静态的单向认证体系。⽽从⽣产的⻆

度来说，占有⽣产资料的群体相⽐于不占有⽣产资料的群体，显然对劳动成果具有更⼤的评估权。后者

只能在前者设定的框架下，做⼆次评估。（2024-09-19）数字化进⼀步加剧了这⼀点，算法推荐系统通

过数据建模形成封闭的认知循环，平台经济利⽤信息垄断重构价值坐标。其本质是评估权的技术性剥

夺，使市场机制从价值发现⼯具异化为控制⼯具。建⽴良性评估⽣态不仅需要进⾏技术⼯具改良，还需

要进⾏主体赋权，强调评估体系的公共协商属性。（2024-10-11）

权⼒差序下的优势群体通过专业术语增殖与标准迭代建⽴部分群体的认知垄断，⼜或者通过让劣势群体

⻓期依赖导致其丧失⾃主评估能⼒进⽽主体消解，最终评估⾏为系统性的异化了。

3.4、动态演化

`制度体系`实质上是历史上已完成的博弈以制度形式的共识积累。制度体系演化的动⼒来源于权⼒差序导

致的评估异化使得不同群体在可能性收敛能⼒上存在的分歧。

优势群体期望最⼤化的锁定对其有利的可能性分布，⽽劣势群体则因其可⽤余量被系统性剥夺⽽反抗。
优势群体通过将特定价值观念标准固化为强制规范，构建起包含法律条例、⽂化传统等多维 `稳定护城



河`。劣势群体则要利⽤制度空⽩与解释弹性创造操作空间，先⼀步占据未被发现和使⽤的可能性收敛能

⼒，在主流体系外另建⽴边缘体系。（2023-05-26）在分歧的早期，通常能维持表层制度上的形式稳

定，⽽深层规则持续进⾏适应性调整。随着分歧不断被强化，深层的调整逐渐会浮现表层，并以某种具

体形式不断被显化和强调。（2024-05-28）

四、实践论

*卷⻄帘，晴当空，边柱⻘⻦路。星捞起，饮酒狂盅，千种粟，曾既⻢前布。梦中⽐邻，寒江双⼿，

千年圆烟，禅蝉鸣泣，低吟浅笑⼀场松。*

4.1、前瞻性聚焦

前瞻性认知活动本质上构成对潜在现实的预构建过程。⼀⽅⾯既存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认知惯性为反应和

⾏动提供了指导范围，表述为 `当下现实`，另⼀⽅⾯其他尚未固化的认知弹性为潜在的可能变奏提供了空

间。（2023-04-30）

这种两⾯性在具体实践中呈现为 `预期、现实、再预期`的反馈循环：前瞻性引导⾏为选择，⾏为后果重塑可

能性基底，更新后的可能性基底⼜反向修正预期的前瞻性。（2023-04-30）正反馈循环中，预期偏差作

为认知校准信号存在，通过差异分析推动认知系统升级；负反馈循环则表现为预期固化导致的认知僵

化，使系统持续错失环境变迁的预警信号。（2023-04-29）

4.2、稳定性延续

秩序的存续延续本质上是稳定的 `当下现实`的延续，（2023-01-17）它不依赖绝对稳定的状态维持，⽽取

决于动态调节能⼒的保持。具体表现为：

存续保障：关键部分保持适度的冗余设计，以应对 `可能`的冲击；（2023-11-29）

最⼩投⼊：具备越⼤ `可能`变奏的部分，越应保持低成本低损耗；（2023-11-29）

路径多样：资源与信息的流转以及实现⽬标的⼿段维持多路径并⾏的开放结构；（2023-11-29）

持续修正：反馈通道通畅并具备即时的误差识别和矫正能⼒；（2023-11-29）

所谓的稳定状态实质是各个⼦集在持续微调中达成的 `暂时⼀致`。要将损耗或错误视为必然的演进条件⽽

⾮纯粹负⾯因素，承认局部的冲击对整体的韧性有增强作⽤。实操⻆度来说，⼀⽅⾯要通过分散压⼒，

防⽌关键节点负载过⾼⽽失效，另⼀⽅⾯要保留压⼒信号的可靠传导，确保所有节点对整体有⼀致的感

知。建⽴多尺度多层级的评估体系，既要保持体系的连续性，⼜要通过可控的迭代持续演化。

（2023-10-06）



4.3、可持续决策

不存在 `最优决策`，最优决策本质上其实是 `可持续决策`。可持续决策即保持 `选择权`始终在场，保持抵消规

则固化的弹性。（2023-04-14）时间维度上保留试错余量，空间维度上则构建异构信息源，以此对冲主

流共识的潜在偏⻅。当容错空间得到确保，决定性的失败被避免，那么剩余可能性只会通向不同层级或

程度的成功。（2023-01-17）

容错不是资源浪费，⽽是整体应对不确定性的必要缓冲：其⼀为时间上获得序列弹性，允许在实践过程

中渐进修正；(2020-07-23)其⼆为空间上拓展并⾏路径，确保单⼀路径失效时的切换能⼒；

(2020-07-23)其三为评估上的多尺度多层级，防范单⼀标准导致的系统性盲区。（2023-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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