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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很神奇，在相对论首文中强调“L ，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

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L ，空间本不该对称”。他之所以对照起来强调这句话，依我看是因

为他已经意识到地球自转中的惯性就是绝对空间的象征。所以他要人们忽视这个象征着绝对

空间的物体惯性，而要让人们注意到麦克斯韦非对称方程造成的非对称空间。本书前五章已

经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个论据--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方程组，第八章推翻了相对论的第二个

论据--光速不变假设，第七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第六章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论点，

第九章否定了侠义相对论对历史重大实验的辩解，并用光速叠加原理和牛顿定律重新解释了

历史重大物理实验，包括Michelson-Morley实验。本章进一步根据牛顿力学原理把时空观恢复

到本来面目的自然属性上来。之所以选择力学来讨论而不选择电磁学和光学，这是因为电场

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惯性，关键是场不占据绝对空间，因此电磁学和光学难以用

纸上谈兵的方法鉴别绝对空间的存在性。 

本章内容有： 

正确的质量观。质量不变性：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一切物体都有阻止其速度改变的

特性，任何物体都具有惯性，惯性表明了物质运动的不灭性是物体固有的属性。“质量是惯性

的度量”是从惯性大小上来定义的，质量越大，惯性越大，质量与加速度成反比，与速度大

小无关。惯性质量表明，惯性质量与速度大小无关，更不能说速度大小决定了惯性质量。质

量的可加性表明，质量是标量，它是由物质组成的，质量的大小取决于物质的组成结构。伽

利略相对性原理早已证明质量是一个与运动无关的常量。现在有种说法，引力质量等于惯性

质量，在我看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恰恰是航天工程师在设计卫星轨道时所用的卫星引

力质量等于牛顿的惯性质量，许多力学工程师包括航天工程师都没有看过爱因斯坦相对论，

无论是现实工作生活中或者是航天领域里，都是按照牛顿定律而设计的。无论引力质量或是

惯性质量都是牛顿质量 0m ，这就是质量，尽管人们在书写过程中没有书写下标“ 0”，这是因

为人们在工作中从来就不使用爱因斯坦的变质量。换句话说，大量工程实践包括微观领域的

康普顿实验也都证明了质量不变性。 

正确的时间观。时间的绝对性：如果从参考系 S测得某一些事件所经过的时间为 t∆ ，而

从参考系 'S 测得在同一事件所经过的时间为 t ′∆ ，则存在关系： t t ′∆ = ∆ 。即任一事件所经过

的时间的长短是一个与所选择的参考系无关的绝对量。这个结论称为时间的绝对性。根据时

间的绝对性，如果我们以某一事件开始发生的那一时刻作为参考系 S和 'S 的计时原点，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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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系 S的时刻 t和参考系 'S 的时刻 t ′就应当是一样的，即 t t′= 。这是物理学的基础，被日常

经验和物理实验所证实。至于赤道时钟变慢问题，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期

是 2
l

T
g

π= ，再根据牛顿惯性定律，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是 2
l

T
g a

π=
− 离

。钟摆置于

电梯内，在电梯加速地上升过程中，钟摆变快；在电梯加速地下降过程中，钟摆变慢。一切

由物体运动(包括粒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加加速度的影响。时钟的快慢不是匀速

直线运动所致，而是加速度所致。时钟是人为的度量属性，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但是时

间不等于时钟，时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已证

明了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 

正确的空间观。长度的绝对性：对于同一个物体，如果从参考系 S测得的长度为 l，从参

考系 'S 测得的长度为 l ′，则存在的关系： l l′= 。即同一个物体的长度是一个与所选择的参考

系无关的绝对量。这个结论称为长度的绝对性。根据时间和长度的绝对性，就可以解决任意

两个参考系 S、 'S 之间的变换关系，亦即可以解决一切相对运动问题。建立在时间和长度的

绝对性这两个基本假设上的时空观称为绝对时空观。它是物理学的基础。此外，让绳索上的

小球作圆周运动后，当绳索断开时，小球沿着惯性作切线运动并不仍作圆周运动，原本是圆

周运动，当失去控制之后，无论小球质量大小，都作切线运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惯性是

通过欧几里德空间的“直线型”反映出来，说明通过空间表现出来的惯性不因运动状态而变，

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也说明空间本身就不因运动状态而变，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即，

物体在绝对空间中运动，不会改变空间的性质，只会表现出绝对空间的某些属性来。同时我

们不难发现，惯性在各个方向上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左手边的惯性大而右手边的惯性小之情

形。这正说明，物体在空间里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惯性是各向同性的，从而说明空间本身也是

各向同性的。这正如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所证明的那样，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也如

James恒星光偏差观测所证明的那样，空间是绝对静止的。 

绝对空间带来物体惯性。物体为何具有“直线型”惯性，这是绝对空间的性质决定的。

我们说“直线型”惯性，因为惯性总是带来直线运动，而且我们证明了柯氏加速度是许多直

线惯性在转动的运动中叠加而成的曲线，但其本性是直线形惯性。牵连力和柯氏力都是惯性

力，惯性力带来了许多地球物理现象，傅科摆的曲线轨迹，自由落体东偏，列车西轨磨损厉

害，河流西岸冲刷厉害，大气中气旋流，下水道口漩涡等等地球物理现象，都是地球在绝对

空间中自转带来的惯性力所致，惯性力是真实的，可测的，惯性力通过绝对空间反映出来，

是绝对空间的表征。正因为惯性力通过绝对空间表现出来，而不是直接来源于物体间的相互

作用，所以它没有反作用力。正因惯性力仅仅是表征，所以物体在绝对空间中运动，不会改

变空间的性质，只会表现出绝对空间的某些属性来。空间就是空间，相对论炮制出来的“物

理空间”是从数学游戏中变出来的，它不是自然界的空间。自然界的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

同性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证明了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James恒星光偏差观测实验

也证明了绝对空间。 

本章结论是：根据牛顿定律、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和惯性力的表征以及James恒星光偏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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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实验，本章进一步。论证了牛顿-伽利略时空观的正确性，质量是恒定的，时间是绝对的且

是一维流逝的，空间是绝对的且是各向同性的。 

 

 

10.1  牛顿定律的伟大贡献 
 

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状态千差万别，并且不断地变化。为什么在物体运动中是一个物体

作用于另一个物体呢？亦即物体的运动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物体为什么静止，而又为

什么运动呢？这个问题在16世纪以前一直被权威人士统治为“自然而然的哲学观”。直到哥白

尼冒着绞刑台的危险推翻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伽利略否定了大名鼎鼎的亚里

士多德的权威说法开始，牛顿全面总结了自然科学原理，才有当今的力学原理。  

10.1.1 物体的惯性 

最初人们只是看到一些物体运动的表面现象。根据古代权威的感性经验，人们曾以认为

静止与运动是“自然状态”，譬如古人发现许多星体都保持着一定的运动状态，既不加快、也

不减慢，找不到维持它们运动的明显的外来作用。于是权威人士认为“是静止或是运动都是

上帝规定的”，没有物体惯性的概念。虽然近代科学家爱因斯坦定义了“惯性系”，但他的“惯

性”之含义是“相对静止的坐标系”和“相对运动的坐标系”，他似乎不承认物体的惯性，正

如他在1905年的首文中叙述的那样“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从来不讨论物

体的惯性，暗指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方程组带来的非对称空间是明显的。他还用数学抽象的

Riemannian几何替代欧几里德几何，把人们居住的三维空间改造成弯曲的四维空间，他从概

念上抛弃了物体的惯性。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即使对于物体最简单的

机械运动，人们也是通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才逐步认识的。回顾科学史，约四百年

前，从伽利略等人开始才摒弃了古代权威观念。伽利略抓住了水平地面上抛出的物体能够在

水平面上滑行一段距离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索。伽利略发现木块在水平面上滑行的距离与

木块及水平面的光滑程度大有关系。实验发现，如果木块在水平地面上抛出的初速度相同，

则较光滑的木块在较光滑的水平面上滑行距离比粗糙木块在粗糙水平地面上滑行距离大。如

果再继续用更光滑的木块、水平地面来作多次实验，发现愈光滑则滑行的距离就愈大，木块

速度的减少就愈慢。这样伽利略就得出结论：如果木块与水平面非常光滑，在极限的情况下，

木块就在水平地面上沿直线以恒定的速度运动，直到受其它物体对它的作用才能改变速度。 

这个结论对一切运动的物体都是成立的。一辆行驶的汽车在关闭发动机后还能向前滑行

一段距离，路面愈光滑向前冲的距离就愈大。在冰地上行驶的汽车就很不容易刹住车。大量

事实的分析中，人们认识到，外界对物体的作用不是维护物体运动速度不变的原因，而是使

物体运动速度发生变化的原因。若是物体不受到其他物体的作用的话，静止的物体将永远保

持其静止状态，运动着的物体将永远保持它的运动速度不变。亦就是说，物体具有保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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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状态(指运动速度)不变的特性，这个特性叫做物体的惯性。 

惯性正表明了物质运动的不灭性是物体固有的属性。与此同时，当我们观察转盘运动时

将会发现，从转盘掉下来的物体，它作切线运动而不是仍作圆周运动。让绳索上的小球作圆

周运动，当绳索断开时，小球作切线运动而不是仍作圆周运动，这说明什么呢？正说明惯性

不仅是物体固有的属性，而且也反映空间的固有属性。欧几里得空间表明这种空间不是圆形，

而是各向同性的直线型。不难发现，惯性在各个方向上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左边惯性不等于

右边惯性之情形。也就是说，惯性的各向同性反映了我们这个宇宙里的空间是各向同性的。 

10.1.2  力的概念 

孤立的物体是不存在的，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和相互影响着。

周围其他物体将怎样影响物体的运动呢？要使停着的小车运动起来，必须要有人去推动，大

家知道是人用了力才使小车运动起来。力使小车由静止状态变为运动状态。汽车也可以把停

着的小车拉动，可见汽车对小车的作用也是力。抛过来的球我们把它接住使它停下来，我们

就要用力，力使球由运动状态变为静止状态。石块在地面上滑行，速度不断减小以至停止，

那么，地面对石块的作用必定也是一种力——摩擦力，它使石块的运动速度不断变小，最后

成为静止状态。可见，不仅是人对物体有力作用，而物体与物体之间的作用也是力。力是使

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物体之所以下落，并且在空中下落时速度不断增大，也正是

由于地球对物体有引力(重力)作用的结果。 

人们通过对大量事物的观察和体验，逐步地对力形成了一个更完整的概念：力是物体间

的相互作用。由于这种作用使物体机械运动状态了生变化，亦即使物体获得加速度。 

我们常常把物体受到周围其他物体的作用力称为外力，而把物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

作用力称这内力。 

10.1.3  牛顿第一定律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力是使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而不是维

持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维护运动状态的原因是物体的内部——惯性，至此，我们可以把物

体惯性这一性质说得更完整一些：“任何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度直线运动状态，直到外力迫使

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也称惯性定律。 

由于从不同参考系看来，同一物体的运动轨道、速度、加速度是不同的，亦即参考系 S作

均速运动的物体从参考系 'S 看不可能是作非匀速的。因此，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在某些

参考系看来也会作非匀速运动，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牛顿第一定律是相对于什么参考系而

言的呢？我们把牛顿第一定律成立的参考系称为惯性参考系或惯性系。牛顿第一定律的意义

就在于断言，对于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一定存在一个参考系 S，从参考系 S 看来，它

是作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的，而且其他所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从参考系 S看来，也都是

作匀速直线运动的或静止的，换言之，一定存在着这样的参考系，在其中所有不受外力作用

的物体都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不变。这样的参考系就是惯性系。所以牛顿第一定律的意义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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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断言存在着惯性系。 

10.1.4  质量的量度和质量的可加性 

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任何物体都具有惯性，即从惯性系看来，任何物体具有保持自

己运动速度不变的固有属性。大量的事实都就明：不同物体的惯性是有大小之分的。为了表

征物体惯性的大小，人们引入一个物理量——惯性质量。物体的惯性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

量度。惯性大的物体惯性质量大，惯性小的物体惯性质量小。惯性质量简称质量。 

“质量是惯性的度量”这是从惯性大小上来定义的。比如说，电场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

于零，它们就没有惯性。为了精确研究力、质量、加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必须解决如

何用实验方法来量度物体的质量。 

用标定好的弹簧秤分别以相同大小的力 F去拉放在光滑水平面上的物体甲和物体乙，测

定物体甲物体乙所获得的相对于惯性系的加速度 1a 和 2a ，然后改变力的大小即以大小为 'F 的

的力去拉物体甲和物体乙，再测定物体甲和物体乙所获得的相对于惯性系的加速度 '
1a 和 '

2a 。

实验发现，在相同拉力作用下，物体甲和物体乙所获得加速度之比和拉力的大小无关。也就

是说这个比值仅反映这两个物体惯性的大小。所以我们可以定义物体甲和物体乙的惯性质量

比等于它们在相同的大小的拉力作用下所获得的相对于惯性系的加速度的反比，即 

2 1

1 2

m a

m a
=                                      (10-1) 

为什么定义成反比呢？这是因为质量大的物体惯性也大。如果我们约定物体甲是标准物

体，取它的质量作为质量的单位，即令 1 1m = 个质量单位，则如果在相同大小的外力作用下，

标准物体和欲测物体所获得的相对于惯性系的加速度为 1a 和 2a ，则欲测物体的质量等于 2

1

a

a
个

质量单位。 

惯性质量表明，质量越大，惯性越大，同样作用力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加速度越小。惯

性质量与速度大小无关，反过来更不能说速度大小决定了惯性质量。 

这样定义的惯性质量具有下列重要性质：如果用上述实验方法测定物体1和物体2的质量

分别为 1m 和 2m 。当把两个物体结合在一起，再用上述实验方法测定这个结合体的质量 0m 。

结果发现这个结合体的质量 0m 就等于原来各块物体的质量之和，即 

0 1 2m m m= +                                  (10-2) 

即实验证明惯性质量是可加的。这个重要结论叫做质量的可加性。它说明质量是一个标

量，遵守着普通实数的运算法测。 

质量的可加性表明，质量是标量，它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是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

组成。质量的大小取决于物质的组成结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业已证明质量是一个于运动无

关的常量。现在有种说法，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航天工程师在设计

卫星轨道时所用的引力质量就是牛顿的惯性质量 0m ，许多力学工程师包括航天工程师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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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爱因斯坦相对论，无论是现实生活工作或者是航天领域，都是按照牛顿定律而设计的。

所使用的质量是牛顿质量 0m ，尽管在书写过程中没有书写下标“0”，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承认

爱因斯坦的变质量。光子 0m 以 0c 的速度撞击光电管，他的 0

21

m
m

β
= = ∞

−
。显然错。 

10.1.5  牛顿第二定律 

解决了力和质量的量度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力、质量、加速度之间

的定量关系。 

首先来看物体的质量 0m 和加速度 a之间的关系。在前面关于物体质量的讨论中，我们已

经用实验方法得知，在惯性系中不同的物体在相同外力作用下，质量大的物体获得的加速度

小，而质量小的物体获得的加速度大。亦即实验证明了，在惯性系中，在同样大小的外力作

用下，物体所获得的加速度和它的质量成反比，即 

0

1
a

m
∝                                        (10-3) 

这里提醒读者注意，加速度大小与质量有关，却不是速度大小与质量有关，更不是质量

与速度大小有关。这是被几千年来的人类实践证明它是真理。其次，我们再看外力 F和加速

度 a之间的关系。实验证明：在惯性系中，物体所获得的加速度 a的大小是与作用在此物体上

的合外力 F的大小成正比，方向与合外力 F的方向一致，即 

F a∝                                         (10-4) 

把上述两个由大量实验得出的结果归纳在一起，就得出结论：“在惯性系中，当物体受到

一个或许多个外力作用不时，它所获得的加速度 a的大小与合外力 F的大小成正比，与物体

的惯性质量 0m 成反比，方向是沿着合外力 F的方向”。这个结论就称作为牛顿第二定律。它

是一个实验定律。用数学式来表示，就可表述成 

0F km a=                                        (10-5) 

其中 k是一个决定于力、质量、加速度的单位的比例常数。如选用适当的单位，可令 1k = ，

于是牛顿第二定律就可简化为 

0F m a=                                         (10-6) 

应该指出，牛顿第二定律中所说的物体必须是质点。在这种情况下，物体的运动，用位

移矢量、速度、加速度就可以描述清楚的。但是当两个天体之间的距离较近时，我认为不能

简单地用两个理想质点来计算，而应该用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来详细计算。 

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在惯性参考系中，质点运动状态的变化是由于受到其它物体的

作用力(即外力)的结果。那么这个物体对于其他物体(作用于它的物体)有没有力作用呢？实验

发现，当我们推车时，人对车的作用力使车前进，同时也感到车对人也有力作用。当我们接

住投掷过来的篮球时，我们需要用力，使篮球由运动状态变为静止，同时也感到我们的手被

篮球撞了一下，亦即篮球对手有力的作用。如果两个篮球相碰，那么它们的运动状态都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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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也就是说，两个篮球都要受到力的作用，篮球甲受到篮球乙的用作力，同时篮球乙也受

到篮球甲的作用力。 

通过对大量实验事实上的观察，发现物体间的力作用总是相互的。即一个物体对另一个

物体有力作用，则另一个物体亦必有力用于该物体，总是成对存在的。我们通常把一个物体

对另一个物体用用的力叫做作用力，而把另一个物体对这个物体作用的力叫做反作用力。牛

顿把这个普遍现象归纳成牛顿第三定律：“任何两物体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并且在一条直线上”。设以 F表示作用力， F ′表示反作作力，则牛顿第三定律可

表示成： 

F F ′= −                                       (10-7) 

为了使我们正确理解牛顿第三定律，强调三点： 

1、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相互作用的界面上是同时存在的，其大小永远相等。也就是说，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出现，同时消失的。所以决不能理解成作用力引起了反作用力。把

这一对相互作用力中那个叫做作用力都可以。 

2、作用力 F和反作用力 F ′是分别作用在不同物体上的，因此它们不可抵消。譬如篮球

甲作用于篮球乙的作用力 F是作用在篮球乙上，而它的反作用力 F ′则作用在篮球甲上。所以

篮球乙的运动状态的变化决定于 F，而与 F ′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F ′是作用在篮球甲上的，它

只能对篮球甲的运动状态的变化起作用。 

3、作用力 F和反作用力 F ′是性质相同的力。如果 F是弹性力，则 F ′亦必须是弹性力。

如果 F是摩擦力，则 F ′亦必须是摩擦力。决不会出现作用力 F是弹性力而反作用 F ′是摩擦

力的情形。 

总之，作用力 F和反作用力 F ′是对称的，也可以把 F ′叫做作用力而把 F叫做反作用力。 

牛顿第三定律有许多重要的应用。许多动力学问题只有应用了牛顿第三定律才能求解。 

除了作用力之外还有一种力，这就是惯性力或惯性离心力，这种力是客观存在的，可测

的，也是真实的，由于这种力不是来自物体间的相互作用，而是通过绝对空间表现出来的，

所以它没有反作用力。地球在绝对空间中转动带来了惯性力，惯性力引起了大量地球物理现

象，如傅科摆的曲线轨迹，自由落体东偏，列车西轨磨损厉害，河流西岸冲刷厉害，大气中

气旋流，下水道口漩涡，等等地球物理现象，都是地球在绝对空间中自转带来的惯性力所致，

因此我们说，惯性力是真实的，可测的，是因为惯性力最初来自非惯性系的原始动力(详见10.2

节)，它通过绝对空间表现出来的，是绝对空间的表征。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绝对空间的表征，

原因在于：让绳索上的小球作圆周运动，当绳索断开时，小球作切线运动而不是仍作圆周运

动，这说明什么呢？正说明惯性不仅是物体固有的属性，而且也是空间的固有属性。欧几里

得空间表明这种空间不是圆形，而是各向同性的直线型。不难发现，惯性在各个方向上是相

同的，不会出现左边惯性不等于右边惯性之情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里的空间是各向

同性的。 

10.1.6  惯性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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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在动力学中，惯性参考系占有特殊的地位。只有当我们选用惯性参考系，动力

学基本规律才取牛顿第二定律 0F m a= 这样简单的形式。 

下面我们来证明：凡是对上述惯性系匀速直线运动的平移参考系都是惯性系，而对上述

惯性系作变速运动或转动的参考系则不是惯性系。设有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质点 P，则根据

牛顿第一定律得知，质点 P相对于太阳参考系 S是作匀速直线运动的，亦即从太阳参考系(惯

性系)看来，这个不受外力作用的质点 P的加速度等于零 0 0pa =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参考系 'S

来观察质点 P的运动。设参考系K ′相对于参考系K是平移参考系，则质点 P相对于参考系 'S

的加速度 '
0 'pa 由公式 '

0 0 'p p oa a a ′= + 得出为 0' 0 0 '0 0 '0p pa a a a′ = = − = − 。这个结果说明，只要平移参

考系 'S 的加速度 S是作匀速直线运动，即 0 '0 0a = ，则从平移参考系 'S 看来，一个不受外力作

用的质点 P亦必是作匀速直线运动的 0 ' 0pa′ = ，即牛顿第一定律在参考系 'S 中是成立的。所以

相对于参考系作匀速直线运动的平移参考系列亦必是一个惯性系。所之，如果平移参考系 'S 相

对于参考系亦必是一个惯性系。反之，如果平移参考系 'S 相对于参考系 S 不是作匀速直线运

动，即 0 '0 0a ≠ ，则从平称参考系 'S 看来，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质点 P亦必具有不为零的加速

度 0'pa 。所以这个平移参考系 'S 必定是非惯性系。如果参考系 'S 相对于参考系 S 是一个定轴

转动参考系，则有 
' ' 2 '2p p p p p pω′ ′= + × + ⋅ − + ×a a v r r rω ω ω β                          (10-8) 

得知，从定轴转动参考系 'S 看来，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质点 ( )0pa = 必具有不恒为零的加速度

pa′ 。所以相对于于参考系 S作定轴转动的参考系 'S 必定是非惯性系。 

这样我们就得出结论，只要我们用观察或实验方法找到了一个惯性系，然后选择任何相

对这个惯性系 S作匀速直线运动的平移刚体作为新的参考系，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惯性系。

所以惯性系不是唯一的，而有许许多多。这些不同惯性系之间的相对运动都是作匀速直线平

移运动。这样我们不难得出这些不同的惯性系之间的变换关系为： 

x x ut y y z z t t′ ′ ′ ′= − = = =， ， ，                           (10-9) 

这里选取了两个惯性系 S与 'S 的 y与 y′、 z与 z′平行，而 x与 x′相重和，而且选 o′点与o重

合为计时原点。这个变换关系称为伽利略变换。 

10.1.7  相对性原理 

应该着重指出，说所有的惯性系都是等价的，只是指“所有的惯性系中物体运动的动力

规律都是一样的”，而绝不能理解成：从不同的惯性系观察同一个物体运动会得到一样的结论。

譬如，在相对地面匀速直线行驶的列车上的自由落体运动，从地面上看是作抛物运动，显然

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是否与“所有的惯性系都是等价的”这一结论相矛盾吗？不矛

盾。因为地面人观测地面上的落体是垂线轨迹，同样的，列车人看见列车上的垂体也是垂线

轨迹；列车人看见地面上的垂体轨迹是抛物线，同样的，地面人看见列车上的垂体轨迹也是

抛物线。所以他们的观测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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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惯性系都是等价的，这个结论就叫做力学相对性原理，或称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力学相对原理告诉我们，牛顿第二定律对所有的惯性系都成立，如果在惯性系 S中，牛顿第

二定律写成 0F m a= ，则在另一个惯性系 'S 中，则有 ' '
0F m a′ = 。所有的量都加撇号，表示这些

量都是相对于 'S 测量的。由于 S和 'S 都是惯性系，它们之间相对作匀速直线平移运动，所以

质点对这两个惯性系 S、 'S 的加速度 a、a′是相同的，即 a a′= 。物体相互作用力的大小与方

向，就力学中常遇到的万有引力、重力、弹性力、摩擦力等而言，是取决于物体间的相对位

置、物体的形变、接触面之间的相对运动，而这些我们知道都是与所选择的参考系无关的。

所以一个物体所受的合外力，其在大小和方向不论从哪个惯性系中测量都是一样的。即同一

个作用力，在不同的惯性系 S、 'S 中都是一样的： F F ′= 。代入 0F m a= 和 ' '
0F m a′ = 就得到，

同一个物体的质量，在不同的惯性系 S、 'S 中都是一样的，即 

0m m′=                                        (10-10) 

由于从不同惯性系 S、 'S 观察同一个质点的速度 v和 'v 是不等的，所以上式就说明：一个

质点的质量 0m 是与质点运动速度 v无关的常量。这是自然观的重要结论。 

10.1.8  惯性力、平移参考系 

在上一节中我们指出了：相对于惯性系作变速运动或转动的参考系一定不是惯性系。这

种参考系我们称之为非惯性参考系或简称非惯性系。在非惯性系中，表面上看起来，牛顿第

一定律不再成立了，正因为这种计算上的“不成立”，恰恰证明了惯性定律的真实性，也说明

了绝对空间的存在。例如坐在公共汽车中的乘客虽然没有人推他，但在汽车开动时、突然刹

车、转弯时会不由自主的向后、向前、向一旁倾倒。即在汽车相对于地作加速度。这个加速

度是怎样来的呢？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既然乘客没有受到外力作用，那么相对于他必须保持

静止或作匀速直线运动，即他相对于地加速度 0a =人地 。但是汽车相对于地是以加速度 ache地 运

动的。这样乘客相对汽车必具有加速度 

a a a a= − = −人che 人地 che地 che地                            (10-11) 

我们有时说，惯性力来自绝对空间，并不是说绝对空间可以产生力。从本节的讨论中可

以清楚的认识到，惯性力最初或最终来自非惯性系提供的原始动力。也就是说，原始动力通

过绝对空间反映出惯性力来。本章在10.2节的柯氏力讨论中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采用非惯性系作为参考系时，会出现不与物体间相互作用力相联系的加速度。亦

即动力学规律不再采取牛顿第二定律这样简单的形式了。这似乎说明，在讨论动力学问题时，

采用非惯性系是不合适的。但是在许多实际问题中，经常要选用非惯性系。譬如地球严格说

来是一个非惯性系。因此，研究一下在非惯性系中如何处理动力学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 

设有一质点 P，所受的合外力为 F，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这个质点 P相对于惯性系S 的

加速度 a应满足关系 

0F m a=                                     (10-12) 

非惯性系 'S 中的观察者看来，质点 P的加速度为 a′，一般 a a′ ≠ 。写成等式即 ia a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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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ia a a′= − 是与所选用的非惯性系 'S 有关的。代入 0F m a= 即得 0 0 iF m a m a′= − ，移项即得 

0 0iF m a m a′+ =                                 (10-13) 

这外加项清楚地说明：在非惯性系 'S 中，牛顿第二定律需要补进惯性力，这是牛顿未来

得及补进的内容。即在非惯性系 'S 中，质点的加速度 a′与质量 0m 的乘积 0m a′不再等于作用在

质点上合外力 F了。差额 0 im a 反映了所选用的这个非惯性系的惯性力。即 

0i iF m a=                                      (10-14) 

于是我们得到，在非惯性系 'S 中 

0iF F m a′+ =                                  (10-15) 

这就是说，在非惯性系 'S 中，如果认为作用在质点上的合外力除了真实的物体间的相互

作用力的矢量和 F之外，还要加上一项由于所用的参考系 'S 的非惯性性质而引入的来自绝对

空间的惯性力 iF，则“合”外力 iF F+ 仍等于质点的质量 0m 与加速度 a′和乘积 0m a′。(10-15)

式就是非惯性系中质点动力学的基本方程，它在形式上与惯性系中的牛顿第二定律是一样的。

至于这个方程(10-14)中的惯性力 0i iF m a= 的具体表达式是与你所选用的具体的非惯性系的

性质有关的。 

总之，在非惯性系中，引入由于参考系的非惯性性质而引起的惯性力，那么质点动力学

的基本方程仍然采用牛顿第二定律的惯性力。应该着重指出，惯性力 0i iF m a= 它起源于参考

系的非惯性性质，并不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没有反作用力。惯性力 0i iF m a= 的大小方

向取决于参考系的非惯性性质。例如转动中的柯氏力 02c m= ×F rω 是来自绝对空间的惯性力。

下一节将证明这一结论。 

 

 

10.2  惯性力是通过绝对空间反映出来的真实力 
 

一些动力学书籍把惯性力说成是虚构的、不真实的，本章节就来论述惯性力是真实的，

可测量的，是绝对空间的表征。 

10.2.1 Coriolis力来源推导 

运用欧勒-达郎泊定理可推出匀速转动刚体内一定点的加速度 0 ( )ba a rω ω= + × × ， r是某

点到定点的距离，ω是角速度。科里奥利Coriolis在一个狭窄的转动直槽中推出了刚体直槽中

一动点的加速度 0 2b r ra a u aω= + × + 。由于 ba 常称为牵连加速度， ra 是相对加速度(刚体的径

向加速度)，2 ruω × 称为科氏加速度。本节指出科氏加速度是惯性在转动运动中的表现，科氏

力是来自惯性，是惯性力。 

    让我们首先从正碰开始，假设连心线在 y轴上，有公式 

1 1 2 2 2 1 2

1

1 2 1 2

( )y y y y

y

m u m u m u u
V k

m m m m

+ −
= −

+ +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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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 2m m、 是两刚体球的质量， 1 2y yu u、 是碰撞前的速度， 1yV 是碰撞后 1m 的速度， k是恢复

系数。 

对于两刚体以θ夹角作斜碰撞，如图10-1所示。 1m 的绝对速度是 1u ， 2m 的绝对速度是 2u ，

于是将动量转化为对心碰撞时，其对心速度为 

1 1

2 2

siny

y

u u

u u

θ=


=
                               (10-17) 

将此两式代入(10-16)式，有 

1 1 2 2 2 1 2
1

1 2 1 2

sin ( sin )
y

m u m u m u u
V k

m m m m

θ θ+ −
= −

+ +
                (10-18) 

再来看一看科氏力的来历。 

 

 

 

 

 

 

 

 

 

 

 

现设转动刚体盘 2m 上开有一光滑直槽，并匀角速ω作逆时针转动，见图10-2。考虑动点

1m 再转轴中心以绝对速度是 1u 向外作匀速运动，经过时间 t与光滑直槽壁发生碰撞，则在 t时

刻 1m 所走过的绝对距离为 

1R u t=                                  (10-19) 

那么在碰撞 t时刻对应的槽壁长度是 

1con conr R u tθ θ= =（ ）                          (10-20) 

相应地，在碰撞点处的槽壁切向速度是 

2 0 conu r u tω ω θ= = （ ）                            (10-21) 

比较图10-1可知图10-2也是斜碰撞。于是将式(10-21)代入(10-18)式，得 

1 1 2 1 2 1 2 1
1

1 2 1 2

sin con sin con )
y

m u m u t m u m u t
V k

m m m m

θ ω θ θ ω θ+ −
= −

+ +

（ ） （ ）
          (10-22) 

这就是 1m 在碰撞时刻获得的横向速度 1yV 。 

    考虑到刚体球与光滑直槽属于弹性碰撞，则 1k = ，于是上式成为 

1 1 2 1 2 1
1

1 2

sin sin 2 con
y

m u m u m u t
V

m m

θ θ ω θ+ +
=

+

（ ）
                   (10-23) 

θ  

2m  

1u  

x 

2u  

1m  

y  

图10-1  斜碰撞 

r  

1m  

t  

ω  

图10-2转动中的碰撞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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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当直槽很狭窄时，有 0θ → ，将 0θ＝ 代入(10-23)式，得到 

2 1
1

1 2

2
y

m u t
V

m m

ω
=

+

（ ）
                             (10-24) 

再进一步考虑到转盘 2m 远远大于动点 1m ，即 2 1m m? ，于是上式成为 

1 12yV u tω= （ ）                               (10-25) 

于是有加速度 

1

1 1

d
2

d

y

y

V
a u

t
ω= =                             (10-26) 

考虑到径向速度 1conru u θ= ，而在狭窄直槽中 0θ → ，则 1ru u= ，这个 1u 正是转盘上观察者看

见的径向速度 ru ，所以把(10-26)式写成矢量形式就是 

1 2y r= ×a ω u                                (10-27) 

这就是科氏加速度的来历。其科氏力就是大家熟悉的 02c rm= ×F ω u 。从以上的计算过程中，

不难看出：科氏力来自牛顿第一定律中的惯性力，科氏力的计算遵循牛顿第二定律。 

10.2.2  Coriolis力的物理内涵 

为了读者看清运动过程，我们在宽直槽中分解运动过程。其运动轨迹如图10-3所示。当

斜碰角 0θ → 时，它就是一个连续碰撞，其运动轨迹就是一个连续的曲线。 

那么，沿着直槽径向运动的动点 1m 为什么会与槽壁发生碰撞呢？究其原因是惯性所致。

直槽中的动点(比如站在转轴中心沿着直槽方向发射以弹丸)，由于惯性，动点将沿着直线运

动，然而槽壁在转动过程中给动点施加了 12 rm ×ω u 的作用力，这个力的大小方向之所以与 1m

和 ru 的大小方向有关，是因为 1m 沿着 ru 方向的惯性所致。 

    在运动方程 rcba FFFF ++= 中，牵连力 bF 是平动中的惯性力，科氏力 cF 是转动中的惯

性力，他们来自惯性；相对力 rF 是外加的，来自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惯性力是贯穿在运动方

程中，可以感受到，也可测量到，它来自于绝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表征。我们说惯性力来

自绝对空间，并不是说绝对空间可以产生力，而是说，惯性力最初或最终来自非惯性系提供

的原始动力，原始动力(平动或转动)通过绝对空间反映出惯性力来。牵连力和柯氏力都是如此。

落体东偏也是如此，因为落体的初始切向速度是 ( )R hω + ∆ ，而地表面的切向速度是 Rω ，惯

性力是由动量 0m hω∆ 提供的。所以我们说它是真实的。 

    在10.1节我们曾指出，当绳索断开时，小球沿着惯性作切线运动并不仍作圆周运动，原

本是圆周运动，当失去控制之后，无论小球质量大小，都作切线运动，这说明惯性是通过欧

几里得空间的“直线型”反映出来。在上述系列图中清楚的发现，惯性确实是通过欧几里得

空间的“直线型”反映出来，出现的曲线轨迹是许多个微小直线叠加而成。这就进一步表明

了，通过空间表现出来的惯性不因运动状态而变，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也说明空间本身

不因运动状态而变，而是有自己的固有属性，即，物体在绝对空间中运动，不会改变空间的

性质，只会表现出绝对空间的某些属性来。同时我们不难发现，惯性在各个方向上是相同的，

不会出现左手边的惯性大而右手边的惯性小之情形。这正说明，物体在空间里运动所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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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惯性是各向同性的，从而说明空间本身也是各向同性的。 

 

 

 

 

 

 

 

 

 

 

 

 

 

 

 

 

 

 

 

 

10.3  赤道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 

 

可以说上个世纪初的时钟都是机械钟，而且主要以摆钟为著名。现在我们来讨论摆钟的

周期问题。 

如图10-4所示，质点受重力作用并保持在铅直圆周上运动时，便称为单摆。作用于摆球 P

的力有重力 0m g和约束力 N。因自由度为1，故去偏角θ为参数。在OC右侧为正，并命悬线

长为 l，便得自然坐标系的运动方程 

0 0

2

0 0

d
sin

d

sin

v
m m g

t

v
m m g N

l

θ

θ


= −


 = − +


                           (10-28) 

因弧长 s lθ= ，故 v s lθ= =
g g

，代入上，则得 

sin
g

l
θ θ= −
gg

                                   (10-29) 

解上式即得运动规律 ( )tθ ，再由(10-28)式决定约束力 N。 

图10-3   斜碰撞运动过程分解图 

1m  

2m  

多次碰撞的运动轨迹 

第一次碰撞 
第三次碰撞 第二次碰撞 

1m  

静系人描绘的轨迹 

2m  

ω  

转盘上的人观察的运动 

1m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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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N不做功(N v⊥ )应有能量积分。的确，用 dt dθ θ=
g

乘上式两边后，积分之，便得 

21
cos

2

g
h

l
θ θ= +

g

                               (10-30) 

现在假设初始条件为 0θ θ= 时， 0θ =
g

(即初速度为零)，由此求得能量常数 0 /h gcon lθ= − 。于

是，上式应为 

2
0

1
(cos cos )

2

g

l
θ θ θ= −

g

                            (10-31) 

积分此式即得运动规律。 

 

 

 

 

 

 

 

 

 

 

 

    利用能量积分可得约束力 N。为此，自上式先求出 2 2 2v l θ=
g

，再代入(10-28)式，便得 

0 0(3cos 2cos )N m g θ θ= −                            (10-32) 

上式表明：当 1
0cos (2cos / 3) Mθ θ θ−= ≡ 时， 0N = ，当 Mθ θ> 时， N 将变为负。由此可见：若

单摆系用轻杆悬挂或系套入铅直圆圈的质点，则 Mθ θ> 时，张力已变为压力；若单摆系用柔

绳悬挂，由于柔绳不能产生压力，则 Mθ θ> 时，已成为自由运动。为了积分能量方程，先按

2cos 1 2sin
2

θ
θ = − 将(10-31)右边变换后，再开方并分离变数，便得 

2 20

d( / 2)
d

sin sin
2 2

g
t

l

θ

θ θ
=

−

                             (10-33) 

    为了积分上式，我们先按下列关系引入新变量ϕ： 

0sin sin sin sin
2 2

k
θθ

ϕ ϕ= =                            (10-34) 

式中 0sin
2

k
θ

≡ ，再由 1/ 2 sin ( sin )kθ ϕ−= ，便有 

2 2

cos

2 1 sin

k d
d

k

θ ϕ ϕ

ϕ

⋅
=

−
                                 (10-35) 

o 

θ  0θ  

s 
τ  

P 

0m g  

θ  

图10-4  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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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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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变数变换后，(10-34)式变为 

2 2

d
d

1 sin

g
t

lk

ϕ

ϕ
=

−
                                (10-36) 

积分之，便得到 

0 2 2

d

1 sin

l
t

g k

ϕ ϕ

ϕ
=

−
∫                                (10-37) 

由于此积分很复杂，我们只求近似解。于是有 

2 1
( sin 2 )

4 2

l k
t

g
ϕ ϕ ϕ

 
= + − + 

 
L                        (10-38) 

从变换式(10-34)看出：θ由 0θ θ→ ，相当于ϕ由 0 / 2π→ 。但是，θ由 00 θ→ 所需时间为 / 4T ，

故在上式中，若命 / 2ϕ π= ， 0 / 2k θ= ，即得 / 4T 。于是我们得到下列两种近似解： 

一级近似： 

2
l

T
g

π=                                   (10-39) 

二级近似： 

2
02 1

16

l
T

g

θ
π

 
= + 

 
                              (10-40)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上式的计算没有考虑其它外力作用，或者说没有考虑其它加速度造

成的影响。但是，如果某种原因改变重力加速度 g时，周期将发生改变。 

    如图10-5所示，钟摆在赤道线上，钟摆摆球跟随地球转动，具有惯性离心力

2
03.39 10 (f m−= × 牛顿)，因此具有惯性离心加速度 23.39 10a −×离＝ ，这个惯性离心加速度的方

向正好与重力加速度方向相反，因此将 a离 代入(10-39)式，即得 

2
l

T
g a

π=
− 离

                              (10-41) 

 

 

 

 

 

 

 

 

所以赤道线上的时钟周期增长，从而时钟变慢。而(10-39)式是地极上的时钟。所以相比之下，

地极上的时钟要快一些。 

归纳起来说，就是，当钟摆置于赤道线上，摆球跟随地球一起在绝对空间中自转，由于

地极 ω  

摆球 

图10-5 赤道线上的钟摆 

赤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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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带来的离心力之作用，使得摆球周期增加，从而时钟变慢。也就是说，根据牛顿力学定

律，地球两极的钟摆周期第一级近似解是 2
l

T
g

π= ，地球赤道线上的钟摆周期第一级近似解

是 2
l

T
g a

π=
− 离

。钟摆置于电梯内，在电梯加速的上升过程中，时钟变快；在电梯加速的下

降过程中，钟摆变慢。一切由物体运动(包括粒子运动)产生的时钟，都会受到附加加速度的

影响。钟摆置于月球，其周期也会明显变慢。时钟的快慢与匀速直线运动无关，而是加速度

所致。时钟是度量属性，度量是人为的，取决于度量工具和环境。但是时间不等于时钟，时

间则是自然属性，时间是绝对的且是一维流逝的，伽利略变换原理早已证明了时间是绝对的

且是一维流逝的。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在加速飞行过程中的加速度造成时钟变慢而误认为是运

动使时间变慢。如果那样，将是特错而大错。 

也就是说，两个同样的钟摆，或者两个同样的金表，或者两个同样的电子表，在地球上

与在月球上，其快慢程度是不同的，这是牛顿三大定律的必然结论。我在这里呼吁，千万不

要迷信错误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否则，将阻碍我们探索真理的信心。 

 

 

10.4  惯性是绝对空间的表征 
 

    爱因斯坦为了抹杀惯性力的存在，试图否定绝对空间，于是他在相对论首文中就忽悠读

者，说什么“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本节就来证明地球自转带来力学上的

差别是显著的。按照牛顿定律，惯性与绝对空间联系在一起，惯性是绝对空间的表征，那么

物体的惯性力就应该可测，这就是惯性力实验。其中最早的就是傅科摆的惯性力实验。 

10.4.1 傅科摆现象 

    既然空间是绝对的、各向同性的，那么地球在绝对空间中转动，就应该是非惯性系统，

就应该有可能通过力学实验来测量地球本身的转动。1851年，傅科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1)运动方程。如图10-6所示，假设悬点坐标为 ),0,0( lA ，则摆球 0m 受到张力 N 和重力

0m g，其运动方程就是 

2

2
0

2

2
0

2

2
0

d d
2 sin

d d

d d d
2 sin 2 cos

d d d

d d
2 cos

d d

x N x y

t m l t

y N y x z

t m l t t

z l z y
N g

t m l t

ω θ

ω λ ω θ

ω θ

= − +

= − − −

−
= − − +

                      (10-42) 

式中ω是地球的角速度，θ是地球的纬度。解此方程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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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sin(cos

)sincos(cos

0

0

θω

θω

tptxy

tptxx

⋅−=

⋅=
                            (10-43) 

式中 0x 是摆球的初始位置，
l

g
p = ，其周期

p
T

π2
0 = 。式(10-43)的轨迹如图10-7所示。 

上述结论是在理论力学由于惯性系与非惯性系处于“不平等”地位时得到的。也就是说，

是在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前提下得到的。如果我们放弃惯性系的“优越性”，那么就该得出错

误的结论。话句话说，傅科摆证明了惯性系的优越性，证明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也就证明

了这个用惯性表现出来的绝对空间。根据物体的惯性和牛顿的惯性定律，本章认为惯性系就

是象征绝对空间的系，却不是爱因斯坦定义的匀速直线运动坐标系。 

 

 

 

 

 

 

 

 

 

 

10.4.2 自由落体东偏现象 

    根据牛顿定律不难得出自由落体的运动方程是 

3 21 1
0, cos ,

3 2
x y gt z gtω λ= = = −                      (10-44) 

其中最后一项与通常的自由落体公式一致，第二项表明，除在两极( / 2λ π= ± )外，恒有 0y > 。

换言之，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自由落体恒离铅直线而向东偏。 

    请读者参见有关经典力学书籍，解得的轨迹如图10-8所示。这里要阐述的是从物理概念

上讲清落体东偏的原因。设自由落体初始位置距离地面的高度为 h∆ ，当我们站在地极上面来

测量时，显然落体的初始切向速度是 ( )tv R hω= + ∆ ，而地面的切向速度是 tv Rω=地 ，动量差 

 

 

 

 

 

 

 

 

南半球偏转路径 

0v  

北半球偏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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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落体在水平运动方向上的偏转 

o x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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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傅科摆受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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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北半球傅科摆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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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P m hω∆ = ∆ 使得落体东偏，从这个意义上将，惯性力造成落体东偏，那么这个惯性力是动

量差值 0P m hω∆ = ∆ 提供的，通过绝对空间表现出来的，所以说惯性力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 

    除此之外，还有伯尔河岸冲刷原理及列车西轨磨损，贸易风的定常方向以及旋风的形成，

均可根据这个结论来解释。 

10.4.3  气漩流现象 

    当气体微粒团在压力梯度 0p∇ ≠ 而沿水平方向运动时，柯氏力对它有显著的影响，我们

用 ρ 表示流体密度， p表示立体静压强，则气体微粒的运动方程是 

d 1
2

d
p

t ρ
= × − ∇

v
v ω                                 (10-45) 

解算此方程得到的气漩流轨迹如图10-9所示。 

 

 

 

 

 

 

 

 

 

 

 

    粗略计算，对于下水道道口的漩涡，其形成原理也是(10-45)式。本章节的目的不是详细

讨论力学计算问题，因为在有关力学书籍中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这里主要是讨论惯性力带

来的地球物理现象与绝对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说惯性是绝对空间的表征，其实，在我看来，爱因斯坦是最清楚的。爱因斯坦在相

对论首文中首先强调“讨论绝对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的差别是微小的，

按照麦克斯韦电动力学，L 可见，空间本不该对称”。他为什么这样对照起来说这句话，因为

爱因斯坦很聪明，他已经意识到地球自转中的惯性就是绝对空间的象征。所以他要让人们忽

略这个象征着绝对空间的惯性，而要让人们注意到麦克斯韦非对称方程引起的非对称空间。

单就爱因斯坦的这些“联想”事件，我不得不佩服爱因斯坦的聪敏才智。看来爱因斯坦因波

粒二相性获奖之后，在人的吹捧下，他最终是要改造空间，另造宇宙，让我们稀里糊涂地钻

进他那个梦幻世界里，从事他那种稀奇古怪的游戏变换——广义相对论。 

本章讨论绝对空间是依据牛顿力学原理来讨论的，之所以选择力学来讨论而不选择电磁

学和光学，这是因为电场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于零，没有惯性，而且不占据绝对空间，因此

电磁学和光学不能鉴别绝对空间的存在性(除非观测遥远恒星光的偏差)，这也是爱因斯坦在

时空问题上纸上谈兵而使用方法不当的原因之一。他讨论空间是依据麦克斯韦的非对称旋度

图10-9 气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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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光速不变假设。我们说他的这种选择是不对的，因为电场磁场和光场的质量等于零，没

有惯性，而且不占据绝对空间，因此电磁学和光学无法鉴别绝对空间的存在性，更何况非对

称旋度方程组带来的是数学空间，并非物理空间。 

说来也奇怪，物体质量大于零而且占据空间，所以物体具有惯性，电磁场质量等于零而

且不占据空间，所以电磁场没有惯性，这是物质与场的重大区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属性

差别呢？是速度吗？可能。既然物质占据空间而且有惯性，那么物质的最大速度就该小于光

速才合乎自然属性的逻辑。这里我们说的光子极限速度 0c 是相当于源而言的，不是两个运动

者之间的相对速度。比方说光速是相当于辐射源的相对速度，其极限是 0c ，高速电子的速度u

是相当于对撞机的相对速度，不可能超过 0c ，但两个高速粒子的相对速度 2u已经超过了 0c 。 

本章定义的极限速度 0c 是相对于发射源的相对速度，不是绝对速度，不可以戴上“宇宙

速度”这个帽子，我们只能说任何场的运动，它相对于源的相对速度不会超过 0c 。既然这种

不占据绝对空间的场辐射速度是常数 0c ，那么占据绝对空间的物体运动显然不可能超过这个

数字。 

在真空中存在 0 0( )ε µ， ，而在物质中存在 0 0( )rε ε µ µ，r ，能否定义定义 0 0( )ε µ， 为以太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的大脑，左右着我的思想。因为，如果定义为以太，但是它却不拖曳

光速；如果不定义以太，但是真空中的光速又是 0

0 0

1
c

ε µ
= ，而且，辐射的电场速度又与 0µ 有

关、辐射的磁场速度又与 0ε 有关。但是，关键问题还是：非均匀的地磁场和磁铁之磁力线跟

随地球以
43 10 m

s
× 的速度相对于 0 0( )ε µ， 运动，所有的磁力线不被 0 0( )ε µ， 拖曳，也不被

0 0( )ε µ， 压缩，所有的光速和电波速度也不被 0 0( )ε µ， 拖曳及压缩。而且，如果变化的磁场产

生变化的电场、新生的电场又产生新的时变磁场，犹如电容板之间的时变场，整个地球被时

变电场和时变磁场笼罩着，那么根本就无法测量与发现地磁场(因为地球是被 0 0ε µ， 笼罩着

的)。就目前的实验与工程实践来看， 0 0( )ε µ， 的作用只有三个：一是限制辐射运动的极限速

度，二是导致物体具有惯性，三是代表了绝对静止空间的存在。无论怎么定义 0 0( )ε µ， ，但是

有些关键内容还得定性：其一，分布在整个自由空间的静电场与静磁场随地球一起在自由空

间里作刚性运动、不会被 0 0( )ε µ， 拖曳而改变电磁场的分布状态；其二，电磁波和光波的辐射

具有刚性，不会因辐射源的运动而被 0 0( )ε µ， 拖曳，舞台上的激光束和雷达波束都是刚性的随

源而转动。并不因 0 0( )ε µ， 的存在而拖曳场。激光束和平行反射镜随地球一起运动将准确的反

射在激光源上， 0 0( )ε µ， 不会拖曳光场。否则，如果两边都有反射镜，那么其光束(轨迹)将是

一个锯齿状路径，从而迈克逊-莫雷的干涉实验就不是零性结果了。；其三，时变电场与时变

磁场是独立辐射的。电容板上通过良导体(或超导体)施加高频电压源，则电容板间的电场辐

射速度是 0c ，如果该时变电场与传导电流一样的产生时变磁场的话，那么由于麦克斯韦定义

的 0D c

E
I s I

t
ε

∂
≡ =

∂
，这意味着电容短路、电荷无积累，即，电压源提供了近似无穷大的电流。

这显然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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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曾经提到过，或许有的人士把 0 0( )ε µ， 定义为绝对空间。单就定义而言，我没什么

可指责的，反而认为值得研究，因为光速为什么受 0 0( )ε µ， 的限制？物体为什么具有惯性？或

许就是它们在起作用。但是，提醒注意的是 0 0( )ε µ， 不是物质也不是媒质，这样的空间或真空

并不影响光辐射的刚性，即，它不拖曳光速，也不占据物体的位置。它仅仅决定光辐射的极

限速度 0c 和施加物体的惯性罢了。前面还提到过，电场、磁场和光场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们

不是物质也不占据绝对空间。所以 0 0( )ε µ， 与场一样，不是物质也不是媒质，它不拖曳光速的

刚性运动，比如雷达波束在光场中运动一样，不受光场的拖曳。同样的，激光束在电场和磁

场中运动，也不被电磁场的拖曳。其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在第8章和第9章中论证而指出以太

不存在。即使您把 0 0( )ε µ， 定义成以太空间，但是光速实验证明 0 0( )ε µ， 没有拖曳光速。所以

光辐射仍然具有刚性。无论静态场随地球运动或是时变场随辐射源运动，至今无法测量到场

的运动被 0 0( )ε µ， 拖曳的现象；无论读者怎样定义空间，只要不拖曳电磁场和光场的空间都是

绝对的静止空间。在我们这个宇宙里至今还没有发现拖曳电磁场和光场的空间，所以我认为

目前我们这个宇宙里的空间是绝对的静止的空间，除非您飞到其他宇宙里改造空间或另造宇

宙。假如按照麦克斯韦理论，当磁铁运动时在自由空间产生了漩涡电场，即产生了漩涡位移

电流，那么这漩涡位移电流又产生了感生磁场，则由于感生磁场与原磁场方向相反、大小相

等，那么根本测量不到运动磁铁的磁场--这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实呀，如果按照麦克斯韦的

互生场理论，那么在充满 0 0( )ε µ， 的空间里是无法形成雷达波束的，更无法形成激光束。实际

上是，微波专家在实践中总结出独立矢量场的几何光学法、斯耐尔定理、惠更斯原理、菲涅

耳原理、洛仑兹磁力、契比雪夫多项式等等实现方法。另外，有一位同步辐射源专家问我：

光子是否是电磁波？我的回答是：NO！因为单就速度相同就认为物理本质相同，似乎太草率

了。光子的尺寸不可能比电子大，而形成电磁波需要电荷的震荡才能完成物理过程，因此从

尺寸上来看，两者不是一回事。火柴被点燃的火焰不可能是电磁波。萤火虫辐射的荧光，它

不能形成电磁波的物理过程，显然它不是电磁波。X 射线或γ 射线应该是粒子流才对，辐射

过程中的疏密程度(几率)表现为波长λ。电磁波的波长满足 0c fλ= ，而粒子的辐射速度不

一定满足这个关系，我在这里仅仅是预料，需要高能物理研究所给出精确测量。无论 0 0( )ε µ，

是什么，但绝对静止空间是存在的。 

    本章主要是支持牛顿的自然时空观，并用牛顿定律解释了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之原因。

可以说牛顿是我们这个宇宙里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十分严谨的揭示了宇宙奥秘，为我们人类

奉献了毕生精力。遗憾的是，他的生命有限，他的时间无法膨胀，更无法倒流，所以未能揭

示第一推动力，也没想到光速将受到限制。可贵的是伟大牛顿面对未解之谜，没有假想、猜

想和狂想，更没有玩耍数学游戏。否则，将把我们这些后人对科学的研究引入歧途。 

   目前世界两大难题仍然是牛顿遗留下来的。宇宙第一推动的物理原因是什么？光辐射的速

度受到限制的物理原因是什么？虽然我可以用佛教语言来回答：万物自有定数，但这种回答

不是物理学语言。宇宙奥秘很深，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人们去揭示，但不是去创造奇迹。 

    物理学是反映客观的定律集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士也要学习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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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错误的东西拨乱反正。我们不可想当然，不可以用数学游戏去“创新”，更不可以像爱

因斯坦那样去创造奇迹、改造时空、另造宇宙。我们应该学习牛顿、伽利略和洛仑兹的实事

求是的科学精神，通过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归纳总结，揭示客观规律。因此我把本书起名为

“总结”，副标题起名为“解读”。希望有志人士进一步对广义相对论这个数学游戏进行拨乱

反正，祝愿天体物理学研究少走弯路，沿着正确的时空观去揭示更深层次的宇宙奥秘。迎接

科学的春天。 

本章结论是：本章证明了赤道线上的时钟变慢是牛顿定律的必然，证明了惯性力是绝对

空间的表征，也证明了科氏加速度是惯性力的作用结果，同时论述了地球自转带来的力学上

的差别是显著的。换言之，本章进一步论证了牛顿-伽利略时空观是绝对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