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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物理学、相对论、量子力学至今还统一不起来，问题的症结何在？主要就是找不

到一个统一的基础，经典物理学适用宏观物体运动的领域，它的基础是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

三个力学定律，但是作用力的本质是什么？没有解决。爱因斯坦相对论发现物体运动速度变

化时，物体的质量、时空是可变的，具有相对性效应。但是造成这种相对性效应的原因是什

么？他不知道。量子论是建立在普朗克量子的基础上，但直到现在，人们尽管在量子学上已

经作出了许多成果，可是对量子本身是什么？还是没有搞清楚。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在微观

物理学中起作用的能量符号，或者把它看作比例常数。 

在经典力学里,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物体为什么会运动?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在牛顿

看来,力就是关系式 F=ma ，这仅仅是对力作用的表面现象的一种描述。从这个关系中，我

们看不到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看不到力的作用过程是否是一个物质作用过程，作用的粒子

是什么？有没有发生过物质的转移？所以在牛顿力学里，运动物体的质量是不会发生变化

的，更不会产生时空的变化。只有搞清楚力的作用过程是一种物质粒子作用过程，运动的物

体才会表现出质量、时空的相对性效应来。 

运动物体的质量随运动速度变化的相对性效应，在相对论提出之前已经被发现了。1902

年考夫曼在对电子的荷质比研究时候，发现电子的荷质比是随著电子运动速度的增加而减少

的,因此，他认为：电子的质量是随着电子运动速度的增大而不断增大的。电子质量随速度

变化的相对性效应,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它可以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来给于解释。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不过是解释这种现象的其中一种的理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经典力学的角度,

来解释电子的相对性效应。物理学沿着这条思路前进，最终将会用粒子的物质作用，建立起

一个唯物主义的相对论。但是由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相对论推出的质速关系式似乎已

经解释了电子质量随速度变化的问题。这一下，把物理学引上了一条脱离物质作用的，并且

用能量取代质量的道路。 

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前提：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两者都是讲时空关系的,由此得到

的洛伦兹变换也完全是脱离具体物质作用的时空关系。相对论推出质速公式的方法,用的是

从时空变化推导物体质量变化的方法。是一个由事物之间的关系求事物本身的反演过程问题,

而从事物本身去求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正演问题。正演问题的解是确定无疑的，反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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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具有多解性，不确定性，要依靠补充边界条件才能确定。所以，狭义相对论的质速公

式,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无穷大的麻烦。我们知道，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能量无穷大的高

能粒子,但使用此公式计算出来的高能粒子，能量总是会出现“发散”的困难，需要我们通

过“重整化”重新定义粒子的静止质量才能解决。这不过是一种数学上的补救措施，但是，

存在问题的本质并没有解决。而是被掩盖起来了。也许我们今天在“重整化”道路上的各种

努力竟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那么量子论是不是就是建立在物质作用的基础上的呢？也不是。量子论从一开始就没有

把量子看作是一种实物粒子,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的时候，发现辐射的能量不是连续，而

是一份一份的辐射出来的，其每一份能量是E=hυ，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常数“h”（普朗克常

数），它的量纲为“尔格秒”，所以普朗克常数“h”需要与υ连在一起使用（hυ），才能

成为能量。所以直到现在，量子物理学一直没有把普朗克普朗克常数“h”看作是一个单独

的能量子，更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具有能量的实物粒子。 

因此，量子论虽然找到了一个最小的单位能量，但是“h”它不是能量子，也不是物质，

更不是具有质量的实物粒子。所以，量子论实际上也否定了能量子实物性特点。量子物理中

的“测不准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最小作用粒子作用时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由于它没有把

普朗克量子看作是一种实物粒子，所以就很难解释清楚“测不准关系”的真正物理意义是什

么？ 

爱因斯坦在反对量子论的测不准关系解释时，它是从光电效应现象的角度来理解能量子

的，他认为能量子是具有能量的能量团，就象一个一个子弹打在金属板上，每一个子弹打出

一个电子，从这一点出发，爱因斯坦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量子论的。有趣的是，

爱因斯坦在建立自己的相对论时，他是从时间空间关系推出物体质量变化的，他的出发点并

不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而且他坚决反对认为能量一定需要荷载粒子的观点是反唯物主

义的。 

由此看来，相对性效应的推出需要有一个发生相互作用的物质基础，即实物性的作用粒

子。量子论的发展也需要有一个最小的实物性粒子。经典物理学也需要有一个能够描述作用

力机制的最小的实物作用的作用粒子,所以整个物理学需要寻找一种最小的实物性作用粒

子，作为物理学统一的物质基础。而现在的物理学恰恰缺少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使得物理学

理论走上了脱离唯物主义的道路。有了最小的实物作用粒子，量子论就有了一个可靠的物质

基础、相对论也有了一个可以造成相对性效应的物质原因，经典物理学也能够解释力的作用

本质了。这样，相对论和量子论乃至整个物理学从微观到宏观,就可以统一起来了。那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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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粒子呢？我们无需另外引入，这种实物作用粒子本来就存在的，那就是普朗克能量子。

我们只要把普朗克量子看作实物粒子就行，因为我们对运动物体速度的改变看作是能量的改

变已经很习惯了，现在我们只要把物体吸收能量使速度改变理解为物体吸收了能量粒子使速

度改变就行了。 

这么一来，整个物理学就会不一样了。把普朗克量子看成实物粒子，实物粒子当然有质

量，即使再小也一定有自己的质量。目前物理学中最小的作用粒子是什么呢？是包括各种介

子在内的基本粒子,他们显然不是最小的，无法解释“测不准关系”。如果这个最小的普朗

克作用粒子是具有质量的，那么物体在运动中吸收的就是有质量的能量粒子。运动速度增加

必然会使物体的质量也增加，形成了运动物体质量的相对性效应。 

但是把普朗克量子看成最小的作用粒子时，这种实物粒子还具有另一种特性，就是对抗

引力的特性。为什么呢？有一个人们至今尚未重视的现象，就是地球上的物体，在外力推动

下一旦运动起来，不管物体的运动方向如何，物体都会具有一种脱离地球引力的趋势，也就

是运动物体吸收的能量粒子实际具有对抗地球引力的能力。因此我们还必须把普朗克能量子

看作是一种具有对抗地球引力能力的实物粒子，因此我们把它叫做斥力子,它是目前物理学

中最小的作用粒子。 

   “斥力子假说”理论的提出，为经典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找到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

——斥力子。斥力子理论坚信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有其物质原因，力图用物质相互作用的过

程来解释各种物理现象，无论它是属于宏观的还是微观范围的。该理论在创立过程中，把古

希腊原子论的实物性特点和中国古代阴阳两极对立及元气论弥散性的特点结合，在恩格斯关

于排斥和吸引必须在物体运动中同时存在的思想指导下，结合当代物理学的一切成果和出现

的困难，最后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寻找到一种能够在物体之间转移并具有排斥特性的实物

粒子。这种粒子应该广泛出现在一切物理现象中。起初，最直接的反应是首先想到“热”，

热是什么？物理学历史上，关于“热”有过很多争论，是像原子论中所说的实物，还是一种

基本粒子的运动？那又怎么看待能量的辐射？为什么一个运动物体只有受到碰撞时才会有

热产生并散发出来？为什么在近似于真空的宇宙空间也照样存在热。这说明热是一种比基本

粒子还要小许多的微粒子在空间作弥散运动的结果。有点像中国古代所说的“元气”，又有

点象“以太”，它充满在整个空间，物体吸收了这种微粒便会运动起来，植物吸收了它便会

蓬勃向上生长，植物和物体都因为有了它而具有了对抗地球引力的能力。现代的物理学把这

些都说成是有了“能量”。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凭空去臆造一种粒子，只要对现在物理学中已经广泛应用的普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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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子作一个重新假定就可以了。如果把普朗克量子作为一种具有排斥特性的实物粒子重新

引入物理学，把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看成是吸收或释放这种粒子造成的。就可以使经典物理

学、量子论、相对论有了统一起来的物质基础，我们把这种实物粒子叫做“斥力子”，它是

一种在物体作用过程中可以传来传去的客观粒子，这种转移不管进行多次，它不应该被消灭。

它所具有的各种属性也不应该被消灭。不仅仅它的排斥能不会消失，就是它的动量、质量也

都不应该消失，这构成了现在物理学中守恒定律的基础。我们从斥力子理论的两个前提可以

推出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前提：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 

见《斥力子物理论》(http://ylzcn.pc37.com) 

    所以，斥力子理论建立的物质基础是“普朗克能量子作为一种实物粒子存在”，推出

来的结论具有相对性效应的特点，而推导过程却是用的经典力学方法，它所能够解释的又

是宏观、微观范围内发生的各种物理现象。就是说，通过“斥力子”把经典物理学、量子

力学、相对论统一在一起了。那么，为什么把普朗克能量子要看成具有排斥性呢？这是由于

发现物体有了动能就具有了脱离地球引力的倾向，同时也坚信，吸引和排斥是自然界的对立

统一本身所具有的。 

    既然把斥力子看成是实物粒子，它必定具有物质质量，可是这个基元质量有多大，不能

预先假定，而是靠推导出来的。物体运动加速要吸收斥力子，那么物体的质量必然会增加，

这就会造成运动物体的质量变化，表现出运动物体质量的相对性效应。但是由于斥力子具有

的是排斥能，物体吸收斥力子后，总质量虽然增加了，但它内部原来所具有的引力能却被抵

消了一部分，所以物体对外的万有引力会随着物体运动速度增加而减少。因此可以推测：高

速运动的物体都具有微重力的特点。这同目前发现的暗物质具有微重力的特点是一致的，说

明宇宙中的暗物质主要是由一些高速运动粒子组成的。那么，物体运动时到底吸收了多少斥

力子呢？这就是运动物体增加的质量，或者把这种增加的质量称为能量质量。另外，物体运

动总有个参照系吧？即速度总有个起算点，物体在这起算点上，它的质量就是惯性质量，也

就是相对静止时的质量。 

    这么一来运动物体就表现出了四种质量：总物质量、引力质量、能量质量、惯性质量，

而这四种质量正好对应了物理学中的四条定律。总质量对应的相对性效应中的质速公式，引

力质量对应着万有引力定律，能量质量对应着质能公式，惯性质量对应着牛顿第二定律。这

么看来物理学中过去概念不清的质量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就应该有所区别，否则就会影响物

理学的发展。这正是把排斥观念引入了物理学所带来的理论好处。 

    那么为什么运动速度极限是光速呢？这正是来源于对排斥和吸引对抗作用的分析。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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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物体速度增加是吸收斥力子，速度越大吸收的排斥粒子越多。会不会无限制地增加下

去呢？这就是斥力子理论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观点不相同了。爱因斯坦实际是把运动物体增

加的能量质量，仍然看成与原来物体的引力质量性质相同的，因此只要不断增加能量，物体

的质量可以无限增加。但是在斥力子理论中，运动物体吸收的是一种同原来物体引力质量相

反性质的质量，从外界吸收的斥力子排斥力要抵抗物体内部的引力，所以物体总质量不可能

无限增加。当物体内部的吸引和排斥达到了平衡的时候，物体对外就不再具有万有引力。这

时物体的运动速度就达到了一个极限速度——光速。 

    所以，当物体在运动速度增加时，它的万有引力会减少，必然会推出一个新结论：高速

运动的物体都应该是微重力物体。而且一切以光速运动的物体具有内部吸引和排斥平衡的特

点，物体的引力质量都将为零。由于这一个特点，不管光从什么方向、什么运动状态的光源

上射来的，它们的速度在我们看来都相同的。当然从地球上射出的光也具有这一特点，所以

它也同其他星球上射来的光速度相等。因此我们得到一切光速都相等的结论。那么,对应的

光速数值是多大呢？其实我们在地球上做的光速实验，是以地球的运动状态作为参照系的，

测到的是地表的光速数值 ３×10
10
厘米/秒，并且把它作为标尺，认为一切光速也都是这个

速度数值。但是，如果观测者本身就在运动，或者地球本身的引力状态变化了，也就是观察

的参照系改变了，那么我们测量的所有光速的数值也要改变，就不是３×10
10
厘米/秒了。事

实上每个星体的运动状态、引力场的大小都不一样，所以发射出去的光速数值各不相同。对

于一些引力场很强的超高密度星体，射出的光速相对本地光源来讲，光速值可以比地球上的

光速数值大得多。这就是所说的超光速现象，但是对于地球上的观察者来看，一切光速仍然

是３×10
10
厘米/秒。这又说明了光速值相对观察者所在的参照系来说是一个参变常数的道

理。 

当代物理学所出现的根本性困难，就是没有看到物理作用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具有排斥特

性的最小实物作用粒子，它是能量的负载粒子，能量的转移过程是一种实物粒子的转移过程。 

2003/1/10 

（选自  《统一物理学的物质基础》《格物》2004年 第三期6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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