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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种客观的自然原则，自然科学的理论解释往往是多元的，从数学的角

度看，可以很容易证明，这种理论性的解释有无穷多个。但是，人们为什么会选

择某一个，而不去选择另一个，这往往是根据简单性、合理性的原则来确定的。

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总要受到当时时代的思想和实验观察水平的限制，

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以往的物理理论迟早要被新的理论所代替。统治了一千五

百多年的亚里斯多德理论被牛顿理论所代替，二百五十年后牛顿理论又被爱因斯

坦理论所代替，这都是很正常的。作为一代伟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至今近一

个世纪了，这期间自然科学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近年来宇宙间暗物质和

反物质的探索，以及宇宙间反引力作用存在等现象，使迄今为止还建立在引力论

基础上的物理理论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狭义相对论的前提条件之一，光速不变原理至今还不能通过实验验证，只是

由于从该原理出发推断的一些结论，后来被观察所证实，因此，人们也就接受了

光速不变原理。当然，如果还有其他的理论同样也能达到解释这些现象，甚至更

进一步推出一些相对论也无法解释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最终也在实践观察中证实

时，那么一个比相对论还要优越的理论就有可能确立起来。 

事实上，相对论和相对性效应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相对性效应是自然

界里客观存在的现象，而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用来解释自然界相对性效应的一种物

理理论。正如前面所说，从数学的角度看，能够解释自然界相对性效应的理论往

往可能有许多，不一定仅仅是相对论一种，也许会有许多种，哪个能最终站稳脚

跟，要待长期的实践来回答。 

相对论虽然突破了牛顿理论的适用范围，但是并没有突破引力论的框架，相

对论里的物体质量仍然同引力有着相关对应的关系，即质量增加，物体的万有引

力相应也增加。因此，从狭义相对论的质速关系必然可推出，物体的引力也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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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运动速度而增加。如果速度趋近光速，那么物体的引力将变为无穷大。这

种结果是否能够成立？至少从哲学上值得怀疑。 

当前的宇宙观测和有关实验证据表明，宇宙内存在着某种奇特的对抗万有引

力的物质作用，这是否预示着有反引力物质的存在。还有，不久前对宇宙间的暗

物质的研究表明，占宇宙物质总量 90％以上的星际暗物质竟具有反引力的特性，

而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基本粒子都具有引力特性，如何来解释这些暗物质的物

质组成，看来在现有引力论的物理框架内寻找答案显然是困难的。物理学至今提

出的反物质仅仅是相对电荷、自旋的对称来说的，还没有谁能非常确切地提出过

反引力物质的存在。如果一旦确定宇宙内的反引力物质存在，那么，原来的一整

套物理理论将要面临危机。 

庄一龙教授提出的斥力子假设理论，在质量－－速度的相互关系中，一反相

对论从速度（时空）变化推出质量变化的次序，而是从质量变化推出速度（时空）

变化，其作为一种新的物理思维出发点确实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

宇宙大爆炸假说的起始点实际是一个时空为零，质量为无穷大的点，这样一个从

无中生有的宇宙起始点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如果从质量变化推出速度（时空）变

化的次序看，时空为零的起始点的困难就不存在了，但是，它却引出一个绝对参

照系。因为，既然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是由于吸收或释放斥力子所造成的，那么

当物体内斥力子全部释放或者物体全部由引力物质组成时定义为基本参照系，物

体就应该有一个相当的绝对静止状态，若以这个用质量来表示的绝对静止状态作

为参照系，这不就是宇宙的绝对参照系吗？这是个什么状态，是不是绝对零度状

态？另外，从斥力子假设理论推出的运动物体具有四种物理质量概念以及高速运

动物体具有微重力特点的结论（注意这些结论恰恰是同相对论推出的结论相反

的），却是能够用来解释当前星际暗物质的特性和存在于宇宙间的对抗引力的作

用来源。这正是该假设引入了具有对抗引力的物质质量所带来的理论优越性。 

按物质质量的大小来比较，斥力子的质量应在 10**(-48)的数量级上，远比

电子的质量要小，可以说在微观的尺度上又下了个层次。斥力子同电子的质量比

较就相当于基本粒子同宏观物体的质量比较。那么，斥力子又是如何参与构成基

本粒子的呢？还有，物体运动状态改变要吸收或释放斥力子，这个过程是怎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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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看来斥力子假说还仅仅是一种物理哲学思维，作为物理理论还太粗糙，还

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论证工作，是否能够站住脚跟，最终要依靠实验和观测来说

话。 

（本文摘自《华东科技》1999年第 11期，作者为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副主任、计算物理

学会理事、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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