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相对论升级到 2.0 版 
 

【摘要】 在不同时期对正统理论的态度有三种：第一种是完全相信和支持的右倾；第二

种是属于左倾的完全排斥和否定；第三种是在创新过程中修改旧理论 (折衷)。推动科学发展

功功劳最大的一类人正是承认旧理论存在不足而锐意发展正统理论的一群人。将 1.0 版相对论

升级到 2.0 版的相对论正是上述第三种态度。对于这种努力，即使今天还不能成功，也是在正

确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提出的新东西一定有借鉴作用）。持这种态度看待并改造相对论，得到

的结果是承认绝对静止系存在但承认相对效应，且将相对论性运动效应应用到电动力学和广义

相对论之中的新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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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 theory of relativity from version 1.0 to versio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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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three attitudes towards orthodoxy theor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first is the right 

leaning who fully believes in and supports; the second is to completely reject and deny the same (left 
leaning); The third is to modify the old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compromise). The people 
who have mad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re those who admit 
that the old theory has shortcomings and are determined to develop the orthodox theory. Upgrading 
the 1.0 version of relativity to the 2.0 version of relativity is the third attitude mentioned above. With 
this attitude, we view and reform relativity, and get a new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recognizes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stationary system but retains the relativistic effect, and applies the relativistic 
motion effect to electrodynamics and general rel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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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狭义相对论的不含相对性原理的几大推论为：运动的尺或运动的空间收收缩，运动的钟变

慢，运动的质量变大。加上相对性原理之后，狭义相对论的较准确的推论为：同时是相对的；

相互观察都是被观察方的钟变慢、尺缩短、质量变大。在实验验证方面，人们只是验证了狭义

相对论的不含相对性原理的推论（空间因运动而收缩仍然没有直接被证实），而从来没有验证

狭义相对论包括相对性原理的推论。  
在世界范围内，批判狭义相对论的文章成千上万[1-22]. 逻辑问题最严重的是同时的相对

性和狭义相对性原理。本文将在补充材料 A 中揭露狭义相对论的部分逻辑矛盾。批判狭义相

对论的实验分析和逻辑分析结果和所得结论都指向“绝对静止系存在，但，绝对运动具有下列

运动效应：绝对运动的钟变慢、绝对运动的尺全方位收缩、绝对运动的质量变大”。即批判狭

义的结论指向，“绝对运动存在，绝对运动的相对论效应同样存在”的事实。这种事实就是“相

对-绝对论”存在。就是说，只有利用相对绝对论（即，将狭义相对论升级为相对-绝对论），



狭义相对论的所有矛盾就都不再存在。 
在相对-绝对论中，相对性原理不再是理论的核心，相对论效应（即，运动效应）才是其

理论核心。这种理论核心预示着，狭义相对论中的另一个大缺点就是它只是将相对论效应用于

经典力学之中，而没有将相对论效应用于电动力学之中。就是说，对于电荷和永磁铁的运动也

存在运动效应（即，电荷和永久磁铁的运动也存在相对论效应），不考虑这种相对论效应就是

相对论的失职。狭义相对论最初叫做《动体的电动力学》。然而，狭义相对论只是将诠释了狭

义相对性原理的洛伦兹变换及电磁现象的相对性用于电动力学（加上将相对论效应用于经典力

学），却没有及时地将电磁场源高速运动产生的效应（属于相对性效应中的一种）用于电动力

学之中。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中的时空度规和能量-动量张量可以包含时间，但那是系统的坐

标时（即四维时空中的时间）而不是与运动场源相联系的固有时间（即不是运动场源的固有

时）。这就决定了，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与牛顿的 一样属于静态场方程，没有考虑

质量因运动而增大和质量高速度运动而产生的引力场推迟效应。换言之，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

并不能准确描述“场源运动产生的后果”。即使时空度规和能量动量张量可以包含时间，也不

能保证场方程能描述引力场源运动对结果影响 
许多学者看到的了这一点。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中林博士为弥补狭义相对论的这

一缺点而作了努力 [23-26]。然而，王院士的工作并没有最得预想的效果。他只是弄出了他自

己认为适合于介质运动情况的麦克斯韦方程组。经他改造后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对于场源高速

运动的情况并不适用。特别是，对于运动电荷的推迟效应，王院士的理论也不能描述。王院士

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选择的是在不升级改造狭义相对论的前提下解决电动力学问题。  
我们觉得，想成功，必须同时改造狭义相对论和麦克斯韦方程组。换言之，想彻底地解决

狭义相对论和电动力学问题，必须将狭义相对论从 1.0 版升级为 2.0 版，同时修正麦克斯韦方

程组。即，必须同时解决“狭义相对论的逻辑矛盾问题”和“相对论效应的应用范围问题”（必

须扬弃狭义相对论中的一些东西）。  

2. 推迟势和推迟场——电磁学相对论效应 

在介绍推迟场之前，我们先介绍三个新概念：场浪和推迟系数，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推

迟势和推迟场。与水浪相比，所谓场浪是指场强的改变像浪潮一样向前传播。它是 “由场的

传播速度有限导致前方场点上的场强比场源静止时的场强落后一段时间”的现象。推迟场就是

有效场。有效电场就是实际起作用的场。它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其强度才能达到静电理论预言

值的场。广义相对论预言，两个黑洞相互靠近到一定距离可以发生相互绕转现象，它们再进一

步靠近，就合成一个更大的黑洞。当两个黑洞像一个哑铃一样高速旋转时，外部空间中的引力

场的强度会产生波浪式变化。这就是向外传播的引力场浪，人们喜欢叫它引力波。当一个电中

性空间点上突然诞生出一个电荷时，这个电荷的电场便会向外传播，这就是一股场浪向外传播。

另一种情况是，当一个带电粒子高速向一个静止的空间点靠近时，这个空间点也能感觉到电场

强度越来越大，也就是感觉到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场浪向自己袭来。第三个新概念是“推迟系

数”。在伽利略变换下，推迟势与静电势之间只相差一个系数。这个系数是速度和角度的函数。

其中的角度是电菏运动方向与电荷与目标空间点之间的连线之间的夹角  (详见文献 [27] 
http://www.doc88.com/p-195579116838.html ).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了绝对静止系存在或绝对运动存在，电荷在绝对静止中运动都会产生势

的推迟和场的推迟现象。不过，当绝对静止系存在时，电荷运动产生的场浪在绝对空间中传播

情况与电荷运动导致的电荷上的时间变慢无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伽利略变换下推导推迟

势和推迟场。这个工作我们在 2008 年已经完成了[27-29]. 略有改进的推迟势的推导过程如下。 
在“绝对静止系存在，运动的钟变慢”的前提下，空间与物质体积没有关系。因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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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狭义相对论的相适应的坐标变换与物体体积变换是不一样的。由于 2.0 版狭义相对论不承认

空间可以运动，但承认运动的钟变慢，因此，与它相适应的坐标变换可通过改造伽利略变换的

中的时间变换而得到。时间变换是根据实验事实得到的。绝对静止系 K₀与一个任意的惯性系 K₁

之间的坐标变换如下： 

.     (1)

 

我们也可以说整个 (1) 式都是根据实验事实得出的。将 (1) 式中的下角标“1”改写“2”变

换式，然后分别与 (1) 式中的各个方程联立可得到（2）式。它就是绝对静止系存在的前提下

的任意两个惯性系（K₁和 K₂）之间的坐标变换。. 

.     (2)

 

式中， ， .  

据参考文献 (22) 介绍，绝对静止系 K₀与一个惯性系 K₁之间的物体体积关系为 

.     (3)

 

式中，“l”是物体的长度，x, y, z 是坐标轴的编号。(3) 式中的时间关系没有删除。以上三个式

子主要是根据实验得到的。 
    鉴于 1.0 版狭义相对论的绝大数逻辑矛盾与出自狭义相对性原理，我们不得已而扬弃了狭

义相对性原理（只承认它在一定条件下近似适用）。扬弃狭义相对性原理就等于承认绝对静止

系和绝对运动存在。在绝对静止系存在且摒弃了“空间因运动而在运动方向上收缩”的推论的

前提下，如果避开了时钟因运动而变慢，就可以使用伽利略变换 [当式 (1) 中的第三个方程不

起作用时，满足伽利略变换的适用条件]。在绝对静止系中，电场和电势的推迟都仅与“电场

在绝对静止系中的传播速度”有关，而与时间因绝对运动而变慢无关。 
当一个电荷沿 AB 方向运动时，C 点感受到的推迟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电荷从 A 向 B 运动而接近 C。Figure 1.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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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 moves from A to B and approaches C. 
 
根据三角函数关系之余弦定理可知，推迟势的推迟系数 η 为： 

.      (4) 

这是将伽利变换下的推迟势归结为推迟系数的形式。详细推导过程见文 [1]。 

 
图 2. 电荷从 x₁处高速向 x₃处运动。Fig. 2. The 
charge moves from x₁ to x₃ at high speed. 

当电荷的运动路线是直达场点时，可以很方便地导致出（5）式。如图 2 所示，点 x₂处的电荷 Q 对于

场点 x₃的静电理论预言的势为 Q/r. 推迟势为 Q/(r+Δr). 考虑到 Δr =(r/c)υ, 得 Q/[r+r(υ/c)]=Q/r[1+υ/c]. 推迟

势与静电理论预言的势之商为推迟系数 η. 于是，我们有 

.              (5) 

也可以通过简化 (4) 式得到 (6) 式。 

.              (6) 

 
（6）式中, 速度 υ 之前的负号表示场源的运动方向是远离场点 x₃或 C。 

电场的推迟系数是势的推迟系数的平方 (η²)。在场有推迟的情况下，实际起作用的场是有效场。有效

场 E*的表达式为 

.       (7) 

(7) 式就是向着场点运动的运动电荷的有效场的表达式。 

3. 适合于描述高速运动场源的麦克斯韦方程组 

从 (5)-(7) 式更容易看出，有电荷参与相互作用的相对论效应是很强烈的（比时间和质量的相对论效应

更强烈，可以是一级效应）。在伽利略变换下，推迟场的推迟系数的底数与推迟势的完全相同。这样，在电

动力学中考虑相对论效应（即考虑电荷的运动效应）就很方便了。麦克斯韦方程组(Maxwell's equations)为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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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程的推导用到了库仑定律 . 对于有效场，必须将 换成 (7) 式。

考虑到电位移矢量 D=εE，有效的电位移矢量也应该为 η²D. 当速度 υ 不变（包括大小和方向都不变）时，

∙η²D 等于 η²ρ=ρ*. 同理，×η²D=η² (×D). 利用相同的方法处理麦克斯韦方程组，可得 

.          (9) 

（9）式就是场源高速运动情况下考虑了推迟效应的麦克斯韦方程组 (方程组中的场是有效场)，也是考虑了

相对论效应（考虑了场源运动产生的效应）的电动力学基本方程。一旦场源的速度较低，立即恢复使用麦

克斯韦方程组。如果指数 x 接近于 2，（9）式可简化为 

.          (10) 

甚至 

.          (11) 

如果是介质运动而场源不运动，也会导致势和场的推迟（原因是，势和场的推迟是相对运动效应。当已经

发出的场除固有的传播运动之外还相对于场源有一个相对运动时，就会产生场的推迟效应）。例如，场源与

场点之间的介质向场源方向运动，则相当于场源向场点方向运动，场的推迟也相当于这情况下的场的推迟。

介质的反方向运动效果，情况也与场源反方向运动效果类似。如果介质的运动速度与场源与场点间的连线

的夹角为φ，则电场推迟系数具有下列形式为 

.              (12) 

磁场的推迟系数具有下面的近似形式 (它与磁铁的方位有关，最好由实验确定。取 x=2 是一个

很好的近似)。 

.              (13) 

4. 相对绝对论（2.0 版狭义相对论）的特点 

2.0 版狭义相对论的主要内容是牛顿时空观加上相对论效应。1.0 版狭义相对论中的相对性

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被摒弃，但承认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在一定条件下近似适用。空间

因运动而在运动方向上收缩的推论被抛弃，但得出物体因运动而全方位收缩的推论（原因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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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22]）。“有效场与场源或介质的运动速度有关”的新的相对论效应被应用到电动力

学之中。保留和新增加的狭义相对论效应为：绝对运动的钟变慢；绝对运动的质量增加；绝对

运动的物体全方位收缩；有效场与场源的运动的状态有关。在绝对静止系与任意惯性系之间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洛伦兹变换或伽利略变换。既然承认绝对静止系存在或绝对运动存在，在逻辑

上就必须否认相对性原理。不过，相对性原理近似成立还是允许的。 
在电动力学中可以放心地使用洛伦兹变换。不过，在电动力学中，变换式中 x 和 t 不再是

时空坐标，而更多地是表示波长和频率。原因是，洛伦兹变换的解释必然会受到绝对静止系存

在的影响。 
粗看起来，2.0 版 狭义相对论是在牛顿绝对时空间观与爱因斯担的相对时空观之间搞折衷，

名称也可以叫做“相对绝对论”。但是，只是从哲学的角度看表面情况是这样。从物理学的角

度看，2.0 版的狭义相对论是一种科学理论深入发展的结果（例如，扩大了相对论效应的适用

范围，让相对时空观与绝对时空观和平共处）。2.0 版狭义相对论不是全盘否认 1.0 版狭义相对

论（实际上洛伦兹变换也不能被否认）而只能限定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的适用范围。相

对性原理只能在体系的绝对速低而目标物的相对速度高的情况下近似成立。光速不变原理只能

是，真空中，光子的绝对速度与光源的运动状态无关。我们举例解释“体系的绝对速度”和

“目标物的相对速度”的区别和联系。在绝对运动的车厢内做两小球碰撞实验。火车的绝对速

度就是体系的绝对速度，车厢里那两个小球相对车厢的速度就是目标物的相对速度。所谓目标

物就是被观察或被研究的物体。 

5. 考虑了场源运动效应的引力场方程 

上面提到，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也是物质静止分布情况的场方程。不幸的是，物质运动会

产生两种影响引力相互作用（或时空的即时曲率）的运动效应。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不能满足

要求。如上所述，2.0 版狭义相对论考虑了相对论性运动效应对电磁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

2.0 版狭义相对论的处理运动场源的相对性效应的方式可以延伸到广义相对论之中。 
前面提到了引力场浪概念。在离地球 13 亿光年处的两个小黑洞合成一个大黑洞的时候，

两个小黑洞相互绕转产生的场浪要推迟 13 亿光年才能达到地球（相关的引力波探测还获得过

诺贝尔奖）。地球与那两个黑洞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也推迟了 13 亿光年。即时的引力相互作用

显然受到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就是说，对于高速运动的引力场源，必须考虑引力场的推迟效应。

从（7）式可以看出，对于电场的推迟导致的有效场，可以通过将推迟系数合并到电力相互作

用系数 之中而描述它的作用。 在牛顿力学中，引力相互作用与电力相互作用的形式极为

对称。这样，引力场的推迟效应也可以将推迟系数合并到引力常数 G 当中去 (也可以在引力常

数 G 之前乘以一个系数 η²)。另外，狭义相对论承认质量因运动而增大。质量增大的系数为 γ。
将系数 γ 合并到 G 中与“将它作为质量 M 前的一个乘数”效果完全一样。这样，对于高速运

动的物质，其引力场方程为 

.     (10) 

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认为物质的质量分布影响时空的曲率。其中的物理机制是质量直接影响

时空，还是物质的质量先发出引力场，然后由引力场影响时空曲率？第一种机制实际上是未知

的机制。如果是第二种机制，就承认了引力场的存在。只要引力场存在，就可以通过交换引力

子而发生引力相互作用。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认为“时空弯曲的效果就是以引力的方式表现出

来”。这样一来，在第二种时空弯曲机制下，一个天体物质对其他天体物质的引力相互作用就

是双重的 （一种是引力场导致的，另一种是时空弯曲导致的）。如果不想承认这种双重引力相

互作用，必须找到一种能屏蔽引力子交换产生的引力相互作用的机制。第一种机制是数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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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物理机制 （或者说，在物理上是未知的机制），它没有优势。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将引

力几何化或时空弯曲作为一种描述引力的数学方式，而不管时空是否真的在质量的作用下发生

了弯曲。就是说，引力几何化并不需要空间真的可以弯曲。换言之，不管时空是否真的能发生

弯曲，引力几何化方法都可以使用。 
现有的教科学书和网络信息对引力波是这样的解释的。质量的分布的变化导致时空弯曲曲

率的变化。这种时空曲率变化的时空涟漪也叫做时空振荡或引力波。当某片空间中的质量消失

或质量离开了这片空间之后，这片空间必须能恢复平直状态。这需要没有物质的空间具有完全

的弹性。时空振荡向外推进，需要“时空的振荡符合动能-势能守恒规律”和“时空具有完全

的弹性”来维持（水波向前推进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问题来了！没有实体物质的空间能承载

动能和势能吗？如果说能承载，承载的方式是什么？没有物质中空间可以具有弹性吗?如果不

能清楚地解决这些问题，时空曲率涟漪（或时空弯曲）都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利用 LIGO 对

引力波的测量结果中，噪声的强度远大于报告的测量结果的强度。按照实验理论和方法的一般

规定，这种测量结果是极为不可靠的。如果坚持认为噪声可以从理论上排除，测量结果可靠，

其中的主观因素的作用不可忽略，且测量结果成了理论结果。 
上面两个自然段讨论的是时空曲率振荡的形成机制和传播机制的困惑。消除这种困惑的办

法之一是摒弃时空可以弯曲的观念。只要时空弯曲不是真实的，时空收缩就不是真实的。 

6. 结束语 

如上所述，2.0 版相对论必须能解决 1.0 版相对论能解决的所有问题。它再没有 1.0 版狭义

相对论的那些逻辑矛盾，且能克服“1.0 版相对论未将相对论效应（场源的运动效应）应用到

电动力学和广义相对论之中”的不足。我们是通过下面的方法完任务的。杨弃了狭义相对性原

理，改造了光速不变原理。与此同时，指出了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的近似适用范围。

删除了同时的相对性的推论。将“运动电荷的有效场与电场源的运动速度有关”的新的相对论

效应应用于电动力学之中。将“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的推论改造为“物体因运动而全方位收

缩”。我们还场源运动产生的相对论效应到广义相对论之中去了，得到了一种运动场源的引力

场方程。这些研究结果及引力几何化是否一定需要时空因质量而弯曲都值得深入讨论。 
希望读者从实用性强弱和逻辑矛盾的多少两个方面比较 1.0 版相对论和 2.0 版相对论的优

劣，判断本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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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A 

 
我们首先揭露空间运动、四维时空真实性、光速不变、狭义相对性原理的问题。 
1. 狭义相对论说空间因运动而收缩。试问：空间能运动吗？在狭义相对论诞生的时候，量子力学和量

子场论都没有诞生。不存在“空间不空”的说法。那时，空间就是空无一物的真空。空间的运动就是无物

质的运动。没有运动对象怎么运动？没有动作执行者？就算空间是量子场论所说的空间，有谁能带动这样

的空间运动，或让这样的运动空间停止下来？实际上，在许多物体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作不同速度的惯性运

动时，它们只是共用同一个空间。狭义相对论认可“谁观察就是谁的空间”。这种空间归属的认定方法也是

否认客观实在性的做法（街上出现了一个美女，难道说谁瞄她，她就是谁的？）。在这种情况下，空间及空

间的运动完全是虚构的，不可能是物理实在的空间。就像希尔伯特的数学空间一样。希尔伯特空间是将每

个自变量看作是一维空间，是虚构的数学空间而不是物理学空间。一辆火车加速行驶直到很高的速度。与

火车相联系的空间也是无穷大的空间（你可以说车厢中空间被车厢带着运动。但是，与运动火车相联系的

空间可从火车延伸到没有车皮的无穷远处。没有车皮带动的空间是怎么与火车一起运动的呢）。我们如何让

静止的无穷大的空间由静止变为运动？我们如何让运动的无穷大空间减速而逐渐静止？相对论维护者都办

不到这些事。运动的我们要在运动方向上收缩，被相对论者认为是空间因运动而收缩导致镶嵌在空间中的

物体收缩。这种收缩不需要力作用而压缩了物体。问题是，当物体停止运动后，先前被压缩的物体理应膨

胀，且这种膨胀可以对抗外界的压力。同一块物质，压缩不需要力，膨胀有力的作用。有这样的情况吗？

可见，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的推论充满矛盾，不可能是真实的。 
引力波是时空曲率的变化的时空涟漪或场浪。这场浪的无衰减地传播需要时空具有完全的弹性。否则

会因弹性的衰减而不能传播得很远。学界认可了 13 亿光年远的引力波能传播到地球表面上来。这就是认为

引力波像光子一样在真空中传播无几何衰减以外的衰减。什么是几何衰减呢？往平静的水塘的中央垂直丢

一个小弹子，水波会向以产波点为中心的圆形向四周扩散。由于越向外波阵越长。水波在传播过程中必然

会发生振幅下降的现象。这种因波阵因几何原因拉长引起的振幅下降的现象就是波的几何衰减。太空中的

引力波既有这种几何衰减又有与牛顿引力场对应的距离衰减。我们现在忽略这种几何衰减而只考虑引引波

的距离衰减。一旦时空具有完全的弹性，质量引起的时空弯曲就能无距离而只有几何衰减。这样一来，远

处的时空曲率一定不满足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远处的时空曲率可以比爱因斯坦引力场方法预言的曲率大

很多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质量导致的时空弯曲是真实的。一旦时空不能弯曲，时空也就不能被压缩

（不能因运动而缩短）。 
2. 将一维时间与三维实空间揉合在一起而构成四维空间连续统，也只能是虚构的空间。因为，一根时

间轴同时与“三根相互垂直的空间轴”垂直的图象是谁也摆不出来的（物理实在都是可以摆出来 。不能摆出

为的就不是物理实在）。因此，四维空间几何学中的四维空间也只能虚构的，而没有对应的物理实在。 
3. 速度是个矢量，同时具有大小和方向。相对论说“光速不变”包括光速的方向不变吗？回答是不知

道（爱因斯坦没有说明）。如果“光速不变”包括光速的方向不变，那么，光子的运动路径就是绝对静止的。

这显然破坏了相对性原理（相对性原理否认一切静止的东西存在）。我们也立即可以制造出用于测量绝对速

度的“几何光学速度计”。如果说“光速不变”不包括光速的方向不变（即光速的大小不变，而方向变），

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观察光行差时，可以用一个直角三角形来分析光速与观察者的速度及它们的合速

度。如果光速与一个垂直速度的合速度的大小不变，相当于这个三角形的邻边与斜边一样长（对边也不为

零）。有这样的数学运动法则吗？现在，资深物理学学者不都是迷信数学的魅力吗？怎么对于这个问题，数

学为什么要靠边站（即，让数学迁就物理学，丢弃了矢量合成法则）？如果光速不变不包括光速的方向不

变，那么，严格地说这不能叫做“光速不变”，更不能叫做光速不变原理。 
 4. 现在，正统学者都迷信洛伦兹变换，凡事都以“是否满足洛伦兹变换”为判断依据（满足洛伦兹变

换的被认为是好的和可靠的物理，否则就被认为是不好和不可靠的物理）。在上面的第 3 个问题中，那个三

角形边角关系恰恰满足洛伦兹变换下的速度变换（证明方法很简单：根据洛伦兹变换下的速度变换公式中 x



和 y 两个方向的速度合成公式计算出 x、y 两方向上的速度的矢量合成—— ，再将其中的粒子速度

用 c 代替，看这个根号的计算值是否是仍然是 c）。很可惜，在这个例子中，速度合成满足洛伦兹变换也不

能保证结果是合理的。其实，这个不需要详细证明。因为，洛伦兹变换满足光速不变原理，利用洛伦兹变

换下的速度变换计算光行差事件中的同一个光子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速度，结果一定都是 c. 这种结果违反

了数学法则（不允许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中有两条边一样长）。 
     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以严谨自居的学者原谅了狭义相对论的上述问题。请大家自问一下。也许有

人认为，原因是狭义相对论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除正文陈述的 2.0 版相对论之外，我还要说的是，不需

要将时间与空间揉合在一起，也能解决狭义相对论能解决的任何问题。方法是，在合适的时间使用伽利略

变换，在正确的地方使用洛伦兹变换。不要认为洛伦兹变换出自相对性原理。因为，洛伦兹变换完全可以

脱离相对性原理。这种“不迷信相对性原理的理论”显然不是简单地回到牛顿力学，而是在“牛顿只是相

信绝对静止系存在及时间、空间和质量不变的基础上”使用了洛伦兹变换而相信（考虑）了一些运动效应。

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既避免了牛顿的过右又避免了爱因斯坦的过左，推崇的是相对-绝对论（既考虑相对论

效应又相信绝对运动存在）。 
5. 相互观察都是对方的钟变慢推论的逻辑矛盾 
批判狭义相对论的言论是非常多的，且大多数都像上面提到的对钟方法一样是揭露狭义相对性原理的

（不管维护相对论的学者怎么辩解，双生子佯谬都是存在的）。不过，放弃狭义相对性原理之后，狭义相对

论的核心——相对论效应——仍然是事实，且具有重大意义。 
孪生子佯谬不能在狭义相对论的范围内解决。预示着狭义相对原理很危险。将孪生兄弟俩之间两次对

钟设置成相同的环境（都做相同形式的渐开线运动），该逻辑分析过程和结果就十分清楚了。这种方法就是

双螺旋对钟法。从孪生兄弟俩的任何一方观察，都是被观察方多出一个平移自由度。然而，因两次对钟都

是双方在同一点处核对的。对钟结果同时被双方承认。广义相对论的效应因双方的条件完全相同而抵消了。

剩下的只是平移运动导致的结果。故双螺旋对钟结果不能被广义相对论否认。狭义相对性原理存在严重的

逻辑矛盾。 

 
补充材料 B. 有关物理学成果鉴别原则杂谈 

当令科技界误入了两条岐途：第一条，以数学替物理学（几是高深的数学导出的东西都存在相应的物

理实在）；第二条，在物质结构方面认为越是往下分割，得到的更小的粒子越复杂、离奇（最先是认为原子

分割出来的中子和质子比原子还复杂——认为质子和中子由夸克组成，而夸克具有分数电荷，不能处于自由

状态。从原子中分割出来的电子也比原子复杂，竟然可以处于量子纠缠状态，且违反定域实在论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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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果现代物理学研究探索真的是步入了歧途，那么，从歧途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就一定有重大发

现（突破）。量子场论对空间的描述也有问题。一间房子被粮食占满，能说这间房子的空间包括粮食本身吗？

可是，量子场论却是这么认为的。它认为被虚粒子对占据的空间中，虚粒子也是空间本身。因此，量子场

论认为空间不空（只空间包括虚粒子本身才能这么说）。正确的思路是，空间被什么物质占据之后，空间是

空间，物质是物质。空间与物质不会融合在一起构成新的空间。即使空间中的物质是从空间点上极化出来

的，情况也是如此。超弦理论也是走入歧途的结果——认为最基本的物质砖块比原子、分子复杂千百倍，

呈 11 维空间。以航空母舰为例，它是越分割越复杂，分割到最后得到的基本单元比整艘舰还复杂吗？有识

之士相信大道至简。但是，被猪油蒙了心的人和中了骗术而长期被被误导的人却相信大道至繁。他们沾沾

自喜的底气哪里来的呢？绝对是来自现有的正统理论的共鸣腔大，支持的人多，特别是有官方支持。 
李∙斯莫林（Lee Smolin）在《物理学的困惑》的书中对现有的的基础理论有长篇大论的评论。评论

中有许多不客气的批判。虽然不够具体，且侧重于哲学层面。但是，绝对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和理念的

流露。据此，希望读者不耻笑批判现有正统理论的人及它们的行为。布赖恩∙格林 (Brian Greene) 也在

《物理学陷入困惑，接下来该怎么办》一文中表达的类似的观点。由此可见，否认物质结构理论、相对论

和量子力学存在问题而坚持以“现有理论正确无瑕”为由否认批判现有理论的观点也是片面的。 
别人的预言我不清楚，但 James Chen 教授预言“相对论必然要升级发展到 2.0 版”我是知道的。有好

长一段一时间我不知道 2.0 版的相对论的具体内容。陈教授也没有透露。前不久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知道了

2.0 版相对论（特别是 2.0 版狭义相对论）的具体内容。那就是在牛顿理论与爱因斯坦的理论之间求一个折

衷：在牛顿理论承认绝对空间存在（包括绝对运动存在和绝对静止系存在，但不包括绝对时间存在）的基

础上承认部分相对论效应（即，承认绝对运动的钟变慢，绝对运动的质量增大、绝对运动的物体全方位收

缩）。扬弃狭义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同时的相对性”推论和“空间因运动而仅在仅在运动方向上收缩”
的推论。这里所说的扬弃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不是全盘否认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原理。而是

限定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近似适用的范围，且将相对性原理绝对适用改为在一定条件下近似适用。

牛顿理论与爱因斯坦的理论的折衷的理论就是《相对绝对论》（英文为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absolutism 或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and absolutism 或简称 Relativity and absolutism，Relativity-absolutism theory）。2.0 版

相对论当然还要将相对论效应应用到电动力学之中去。就是在麦克斯韦方程组中，将静电场和静止永久磁

场换成运动场源的有效场。在坐标变换方面，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决定是应用伽利略变换还是应用洛伦兹

变换。总之，2.0 版狭义相对论不再是时空间理论。 
2.0 版狭义义相对论必然会影响到广义相对论。利用时空曲率来描述引力相互作用，是一种类比，是一

种数学方法和工具，并不是时空真的因物质分布而能发生弯曲。如果有人有兴趣，完全可以将场方程中的

物质分布换成荷质比而将电磁力几何化。但是，如果谁真的将电磁相互作用几何化了，谁就是时空理论的

掘墓人。因为，只要同一块时空的曲率对于质量和电荷是不相同的的，就逻辑上否认了时空间是可以真的

可以弯曲的。本段就是说，引力与电磁力是不能统一于几何化方法的。只要引力和电磁力能统一于几何化

方法，就自然地否定了引力几何化的真实性（剩下的就只能是类比和引力描述方式）。 
时下，物理学界有一套隐秘的科学法条款 (即，物理学评价的潜规则，或物理学评价的误区)。该条款

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即使千变万化，引力理论只能保持时空理论模式；第二，只有利用高深的数学（例

如：群论、微分几何、张量分析（或黎曼几何），等）的物理理论才有可能是正确的物理学理论；第三，符

合微观粒子越分割越复杂（认为分割得越基本，基本单元越复杂。现在甚至认为最为基本的粒子违反定域

实在论、决定论和因果律。也就是坚守越分割越越复杂，越分割得到的基础单元越离奇。 即认为大道至

繁）；第四，逻辑性和实用性已经被排除在理论判别标准之外（承认这个判据，但在实践中忘记了以它为主

而不知不觉地以上面的三条为主）；第五，注重情感和观念的共鸣（观点或观念共鸣腔大，共鸣的人多，就

认可。否则不认可）。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理智、科学的理论判别标准一贯是：（1）理论前提可靠，逻辑自

洽；（2）比相应的旧理论矛盾少（可克服相应旧理论的逻辑矛盾）；（3）实用性强（即，比相应的旧理论实

用）；（4）能预言相应旧理论不能预言的东西。 
如果碰到了利用“物理学理论判别”的潜规则的审稿人，感到委曲是必然的。前天，我收到《物理学



通讯 B》的双盲审查报告。我在文章摘要和前言中说明我的目的是解决《量子场论》物质结构理论的不足。

但是，审稿人根据“潜规则” 第四条判断，根本不承认我说的量子场论和物质结构理论的不足，也就不承认

我在文中解决的量子场论的问题。他（或她）使用的评判标准就是我在上面说的“潜规则”。而对文章介绍

的工作是否达到“理智而科学的评价标准”只字不提。量子场论真没有缺陷吗？首先，量子场论认为粒子

就是场，而且基本粒子是什么成分都有的场（例如，光子衰变成电子，被认为光子中具有电子所具有的一

切，光子衰变成电子是光子中原来就有的组成和结构特性的表现）。其次，量子力学在人们了解到原子的结

构之后就建立了。现在，人类对物质结构的探索已经量子力学建立 时候深入了好几个层次，但是，这些微

观粒子的结构对量子力学的没有贡献。量子场论认可的粒子的质量的形成机制就非常令人不满意。举例来

说，量子场论认可的粒子质量形成的希格斯机制就好像人的质量是人在希格斯粒子的黏性海洋中运动受到

阻力的体现一样。另外，量子场论认识物质结构的基本框架就是“物质组成的基本夸块越基本越复杂”。从

理论和科学的角度看，光子衰变成电子一定是组成光子的东西改变了运动方式的结果。但是，量子场论否

认这种正确的认识。收到这种审查意见，我委曲得呕血（因为，我只服“理智而科学的判别法”）。我也是

很犟的，想要我服，必须证明我的研究成果没有实用意义，或不能解决”现有理论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一些

问题。简单与正确及实用是两回事，因此，不能单凭简单而否认别人的物理学成果。 对称美或欧弟配合的

美与正确也不是强相关。我写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不少，但我从来没有找到从理论和方法的实用性的角度

否认我的成果的人和事。 
已经有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物体越往下分割，越能得到更基本的单元越简单（即大道至简）。理论中

的规律也是越基本越简单。基本的规律可以用深奥的数学方法描述，不过，这是充分的要求而不是必要的

要求。简单化是人类研究自然和社会的目标。这种目标绝对不是复杂化。麦克斯韦方程组也不见得很复杂，

但它是电动电学的基础，很实用，能解决电动力学的基本问题。社会的经济活动纷繁复杂。但是，人类研

究了很时间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符合简单的其三规律——等价交换。不管是社会规律还是自

然规律，都是越简单越美，越实用；越基本。哪能因所用的规律或描述规律的数学方法简单而否认或排斥

呢？再说是遍，简单不能作为否认自然规律和社会的原则。 
时下，时空理论方法是时髦的方法的。我知道的就有谭署生、吴岳良和赵国求三位在搞时空理论。超

弦理论也属于时空理论的范畴。他们搞的时空理论是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说自己搞的时空理论有代表

性。甚至说能包含相对论的有用部分。但是，时空理论如果有效，那也只能是一种是正确的。年牛顿说绝

对空间与别的东西无关。一个四壁由刚体围成的房间放入了一个枣核大小的密度如中子星的颗粒，房子的

四壁是否弯曲？按照狭义相对论“空间因运动而收缩，导致镶嵌在空间中物体同步收缩”的观念，尺子的四壁

应该变形。如果按照广义相对论的观念（物质的质量影响空间），就不会发生空间主宰物质的逆向过程——
房子的四壁不会变形。从刚体不能变形的角度看，回答也是否定的。物质分布导致空间弯曲，其中的机制

是通过引力场影响空间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影响空间（或作为影响的传递物）？总不能说物质分布凭空影响

空间的曲率吧！如果说是引力场影响了空间，那引力还需要几何化吗？引力场存在的话，它发出引力子就

可与别的质量发生引力相互作用，何需经过时空弯曲这一过程？读者可以认为我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幼稚

的问题。但是，现有的教科书并没有阐述这些问题。利用数学方法直接给出结果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

数学方法并不代表物理机制。刚体未受力能变形貌吗？空间能给予刚体以力的作用吗？空间与物质是不可

分割的吗？在地球表面以刚体长杆与地球表面相切，这个根刚体长杆是自然地弯曲还是仍然是与地球表面

相切？物质的分布是空间弯曲的物理机制是什么（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机制只能是数学而不是物理学机

制）？“当上面提到的刚体长杆与太阳表面的一点相切时，沿着这根刚杆传播的光子走曲线，而刚体长杆

仍然呈直线状”这样的情况仍然有可能出现。时空理论以数学为先，完全迷信数学（只要数学上能弄出来

的东西就相信它具有相应的物理实在）。真不知道坚信无物理机制的数学结论的人的底气在哪里。自从使用

了洛伦兹变换，物理学运动变化就不要物理机制而是相信凡是数学方法能推导出来的东西都具有相应的物

理实在。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是用数学代替物理学，抹煞物理学与数学的区别。令人遗憾的

是，现在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成了时髦和传统。没有高深的数学的物理理论也不都是没有先进性和可

靠性。例如，当年法拉弟的学历很低，数学知识贫乏。但不等于它发现和提出的理论无用。在场的概念形



成之前，他就提出了“电紧张状态”概念，建立了场概念的雏形。我们能说法弟当的想法是错误的吗？ 
从科技史上看，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的问世之初都使原创者受到过委曲。例如，哥白尼创立日心说，伽

利略的一些反对亚理士多德的理论的系列观点。哥白尼的书首先是强迫改名为《天体运行论》才允许出版。

出版后不久又被列为禁书。伽利略受到了严重摧残（曾 50 个小内不允许睡觉，强迫他发表不承认反亚理士

多德的言论和观点），后来又被迫接受终身监禁。虽然监管不严，但他致死都是犯人的身份。三百年之后才

平反。这两位也一定是委曲得呕血的。布鲁诺还被作为异教徒而处死。其中的原罪就有他相信和宣传日心

说的内容。黎曼几何的发现者当初受到了权威数学家的严重威胁（甚至连发表他介绍黎曼几何知识和研究

成果的克列尔期刊都受到了权威的严厉斥责和威胁）。后来的牛顿和开普勒勋爵不能肯定他们没有因新理论

被拒绝而受到过委曲。学习科学发展史使我逐渐看开了。觉得那是必然的过程，难以避免。但是，希望大

家理智一些，科学一些，的愿望总是有的。科技革命与政治革命类似，在政治革命的诸侯混战的初期，保

守泒总能获得最大的共鸣和各种好处，革新泒人物多半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宋朝的王安石就没有保守的苏

东坡获得的共鸣强烈。政治上的革命者一般都是在死后受到后辈的推崇和称赞。对于科学革命者也大体是

这样。就说哥白尼吧，也是后辈的称颂远多于当朝的支持。 
是面提到的陈教授的知识丰富、高端，值得尊敬。特别是，他与一般的正统理论维护者不大一样的是，

他承认现有的理论存在问题，有的地方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也表明自己为改造现有理论努力过。这是这

样一个人，他似乎也相信只有利用了高深的数学方法才算得上是具有理论物理研究的架式。我不理解的是，

他十分推崇张越之这个当时是读大二的学生。对于张越之，我的感觉就是，他不得不依赖正统观念、教科

书和标准答案。他必须为获得学分而保证几年后能顺利毕业。他是一个典型的脑中只有标准答案的学生，

还没有开始搞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在创新方面没有值得歌颂的地方。他搞的东西最多也是往羊背上抹

水，时间稍长，水就自然流下来了，最后羊背上什么也没有留下。可以这么说，张越之就是一个创新的低

能儿。原因是，他已经表现出了“嫉新如仇”的特点。对于新的东西，他看也不看就极为排斥和否定。对

于正直而理智的人，遇到新的东西，至少要看一看，鉴定一下，再下结论吧!大家对何祚庥比较熟悉。他公

开说“批判相对论的东西我是不看的”。他是“嫉新如仇”群体的领袖。张越之也是那个群体之中的一员。

这辈子我与张越之是悄不到一壸里的。陈教授推崇他，也许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我也遇到过听其言论

就反感或者有共鸣快感的人（不一定全对，但确实是客观的真情实感）。例如，有人说“我读过相对论，但

发现它没有任何问题”；同样的反对相对论的梅晓春的一些言论，李子丰的一些言论。这些我是有反感情绪

的。我特别反感齐新和齐绩的言论和行为。陈教授、赵教授、黄教授、沈教授、朱教授、伯乐客、肖军、

第崇安、陈志鹏、久广、等人有部分共鸣。北大曾推崇一个数学表表才俊，各种头衔和奖励获得了一大堆。

但是，邱成桐看到此人却皱眉：这不是我前些年鉴定为庸才的学生吗？怎么就成了大家推崇的青年才俊呢？

后来真的发现此子鲜有自主创新，在国际上籍籍无名。为什么对于鉴定人才的结果有这么大的差别呢？问

题出在使用的评价标准。大概率的事件是此青年说的话和做的事，比较容易引起北大教授的共鸣。 
思想观念和情感支配的共鸣是很厉害的东西。它是产生和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感觉，且是一种愉悦、

快乐、舒服的感觉。相反，如果不能自然地形成共鸣，就会自然地产生厌恶、排斥的感觉。在这些情况下，

理智的作用有多大？评价的准确有多高？可想而知。 
人的最高级别的追求是悟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就是说，如果处于最高的追求层次，早晨悟

出了道，就算晚上就死了，也满足了、释然了，无遗憾了。陈教授说已经解决了现在最著名的物理学理论

的问题。但是，他又说不想发表出来让大家知道。真的不理解他这种想法。既然解决了重大的物理学问题，

公之于众，让大家也乐呵乐呵不好吗？如果陈教授将他的重大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了，哪他的人生就更完美

了。否则，他值得大家尊敬的就只有知识丰富而高深且不迷信正统理论了。当然，即使只有后而的部分，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人生。 
关于 2.0 版狭义相对论。中文的写作完成了，英文的写作也能在这几天完成。工作完成之后，立即在预

印本上发布。到时候希望大家提出不同的看法。即使说得非常差，我也不会骂人，大概率地不会与人争得

面耳赤。 
我现在也要迁就上面提到的物理学理论评价的五条潜规则，而在下一篇有关量子力学的文章中用上高



大上睥群论和微分几何数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