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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物 质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充满宇宙。物质是什么？本章揭晓。 

 

11 物质的由来 

 

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是理想化概念，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物质是怎么回事？从哪

里来的？ 

在抽真空获取绝对物质的过程中，应该能够意识到物质、能量、绝对物质、绝对真

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最终只剩下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宇宙真相图。反过来想想，

物质和能量必然是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产生的，尽管它们只是个概念。我们感知的物质

形形色色，完全可以联想到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为了清晰明确地表

述后面的内容，仍然借用前面提到的全自然数来辅助求解，这不仅使问题精准直观、容

易理解，而且可避免产生无谓的疑问。 

全自然数：0，1，2，3，4，5 „„ ∞ 

把宇宙中的全部绝对物质和全部绝对真空分别按全自然数划分，由于绝对物质和绝

对真空的份量相等，划分后是一对一的，可以比作质量相等、体积相等，性质相反的两

个球体。这两个球体可以表征总量，也可以表征仅一个单元。如图 11.1 所示，相当于

杠杆平衡。 

 

图 11.1 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的等量平衡 

份量相同的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相接于直角坐标的原点，这个原点视作杠杆平衡支

点，两个球心距离支点长度相等，所以是平衡的。 

当粉色球（绝对真空）逐渐变小时，球心到原点的距离逐渐变短，由于蓝色球（绝



对物质）不变，相当于单摆运动的摆长变短了。图 11.2(a)绝对真空变小了； 图 11.2(b)

等效的单摆运动，L为摆长。注意这两个球体始终分不开，前面章节已有说明。 

从图 11.2中可看出，当绝对真空和绝对物质的比例发生变化时，静态平衡被打破，

相当于单摆运动的摆长 L在变化。从而周期 T发生变化，也就是频率 f在变化。绝对真

空变得越小，相当于摆长 L越短，周期 T越短，频率 f越高。反之亦然。 

 

(a) 绝对真空变小 (b)等效的单摆 

图 11.2 等效的单摆运动 

把单摆运动&圆周运动，再把圆周运动&椭圆运动，我们的世界由不存在变成了存在。

这一过程我们感知到了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的比例变化，实际上就是千姿百态的物质世

界。结合圆周运动方程知，物质、能量（动能）、时间都找到了。现实中看到的物体，

相当于物理学已经告知了微观世界的运动情况，运动的快慢就用这个单摆帮助理解即

可。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微观运动状态，当你能想象到绝对静止状态时，物质已经退回

到绝对真空和绝对物质等量时的不存在状态，那也是一种平衡关系。当你看到不同的物

质形态时，也要能联想到绝对真空与绝对物质的比例变化。 

 

12 绝对真空如何变化 

 

12.1 真相图中绝对物质与绝对真空的比例关系 

在宇宙真相图中，绝对物质与绝对真空占据的空间体积是不一样的，为了计算方便

转换成如下的几何算法。图 12.1所示。 



 

图 12.1 每个宇宙单元的几何情况 

每个绝对物质外切一个正六棱柱的体积，减去两个球缺的体积，再减去绝对物质的

体积，就是绝对真空占有的体积。这个几何体的总体积可以叫做宇宙单元，仅用一个宇

宙单元就能算出整个宇宙的比例关系。 

设绝对物质的半径为 1，则： 

绝对物质的体积≈4.1888 

绝对真空和绝对物质的份量相等，可等价为体积相等，故绝对真空的体积也为

4.1888 

正六棱柱的体积≈6.9282 

球缺的体积≈0.3962 

两个球缺的体积≈0.7924 

真相图中绝对真空所占的体积=正六棱柱的体积-绝对物质的体积-两个球缺的体积

≈1.9471，代表着这个空间里全是绝对真空，我们把这个空间叫做静空间。 

宇宙的原始材料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在份量上是相等的，可以把绝对物质比作钢

球，绝对真空比作气球，由于真相图的结构造成静空间小于绝对真空的体积： 

绝对真空的体积-静空间的体积=4.1888-1.9471=2.2417 

这个空间差 2.2417 是组成物质的基本材料，就叫做物真空。 

同样地，绝对真空的体积-物真空的体积=4.1888-2.2417=1.9471，这个体积差

1.9471就叫做静真空。由此可见静真空的体积=静空间的体积=1.9471 

真相图的结构造成绝对真空的体积变化，等效为图 12.2 所示。 



 

(a)绝对真空 (b)物真空 (c)静真空 

图 12.2 绝对真空、物真空、静真空对比 

 (a)为绝对真空，与绝对物质份量相等。(b)为物真空，组成物质的材料。(c)为静

真空，填充宇宙空间的材料。从体积上看，(a)=(b)+(c) 

图 11.2可理解为物真空被挤出了真相图，真相图中只剩下了绝对物质和静真空。

事实上物真空是不可能被挤出去的，但可以想象又被挤压进了真相图，这个挤压自然会

联想到力，根据 F=ma，m＆F，这个质量 m就是现实中的物质。 

一个宇宙单元的体积为正六棱柱的体积-两个球缺的体积=6.1358 

由此可见： 

宇宙单元的体积为 6.1358 

绝对物质的体积为 4.1888 

物真空的体积为 2.2417 

静真空的体积为 1.9471 

绝对真空的体积=绝对物质的体积=4.1888=物真空体积 2.2417+静真空体积 1.9471 

宇宙中物质所占的比例为 2.2417÷6.1358≈36.5% 

宇宙空间所占的比例为(6.1358-2.2417)÷6.1358≈63.5%（除物真空外，包含绝对

物质在内的整个空间，相当于物真空被挤走了）。 

静真空所占的比例为 1.9471÷6.1358≈31.7% 

绝对物质所占的比例为 4.1888÷6.1358≈68.3% 

物真空与绝对物质的比例为 2.2417÷4.1888≈53.5% 

静真空的体积=静空间，与绝对物质的比例为 1.9471÷4.1888≈46.5% 

以上计算比较粗略，仅说明一个比例关系，有兴趣的人士可精准计算一下。也可用

小钢球和水进行混合估算一下比例。 

12.2 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的组合 

图 12.3(a)是等量的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相接在一起。图 12.3(b)是绝对真空均匀

地包裹在绝对物质的外面。这两种情况都是自由状态，不呈现任何挤压——力。 



 

(a)紧贴着的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 (b)合在一起的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 

图 12.3 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的组合 

把无限多个图 12.3(b)挤在一起组成真相图，如图 12.4 所示，绝对真空被挤压，产

生压力，这个压力使物真空又还原成了球形“物质”。在真相图的证明过程中我们知道，

抽真空的过程是让物质解体的过程，压缩的过程是让物质重聚的过程，因此物真空在压

力的作用下还原成球形“物质”也是必然的。宇宙无论有多大，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球

形“物质”平均每个宇宙单元一个，并命名为炁元。 

炁元的解释。 

“炁”是一种形而上的神秘能量，不同于“气”，是道教专用哲学概念。形而上者

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炁的释义重“能”——能量。在后来的应用中，炁通气，气

有包含炁的意思，但要注意区别。元指的是单元，基本的。炁元就是最基本的单元。炁

元非常之小，是因为它的性质决定的，若把绝对真空看作能量，炁元是宇宙里绝对最小

的能量点，也是组成物质的基本点。炁元与物理上的质点相似，但本质是不同的；炁元

与能量子也不同。随着证明的深入，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图 12.4 真相图中被挤压的绝对真空 

有了对炁元的认知，真相图又恢复了没有“压力”的平静原貌，只是出现了不停在

运动的炁元。图 12.5 所示。图中小黑点代表炁元，平均每个绝对物质环绕一个。 

 

图 12.5 真相图中的炁元 

绝对物质与绝对真空是相互作用的，犹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一个宇宙单元里，

静真空与绝对物质的比例是 46.5%，这就要求绝对物质拿出 46.5%的作用量与之平衡，

这种平衡状态就是悄无声息的宇宙空间，静谧而茫茫。需要说明的是，静真空与绝对物

质的比例发生变化，按照图 11.2(b)的等效单摆，应该存在一种运动，但因为没有任何

力的存在，即使想象到了某种运动也只是理想化的，跟不存在一样。宇宙空间只承载、

传递、反映物质体的行为，不参与其分合、重组和转换，相当于“不干涉内政”的理想

介质。宇宙空间的存在，是通过物质体的行为而“感知”的。至此，宇宙空间已经搞清

楚了。可以比喻成平静的水或其他介质。后面还有关于宇宙空间的描述，变成运动的空

间。 

物真空与绝对物质的比例是 53.5%，这个意义代表着炁元与绝对物质之间的作用量。

因为炁元是由物真空压缩而来的，所以炁元必须能够表征这种压缩能量以及物真空的体

积。显然只有靠运动来解决。由于本内容比较多，这里先用物理平衡说明一下。 

 

13 物理平衡 

 

13.1 静止平衡和运动平衡 

为了直观说明物体的状态，在这里把物理平衡表述为静止平衡和运动平衡。 

1. 静止平衡：相对于给定参考，物体静止不动的状态。如空间一个静止的点，相

对于坐标原点不作任何移动。举例：平衡的杠杆，没起振的单摆等。如图 13.1 所示。 

 

(a)平衡杠杆 (b)静止单摆 



图 13.1 静止平衡 

图 13.1(a)中的平衡支点 0和图 13.1(b)中的悬挂点 0，一般叫做系统平衡点、系统

质心或系统中心等，这里再起个名字，叫做系统原点。静止平衡的物理系统相对于给定

参考，系统中心位置不变，系统中心与系统原点一直重合在一起。静止平衡属于理想状

态，图 13.1 中的 m1、m2和 m是没有质量的假想质点，现实中不存在。 

2. 运动平衡：相对于给定参考，物体周而复始的运动状态。如圆周运动、椭圆运

动、简谐运动、单摆等。当运动质点为没有质量的假想点时，为理想运动平衡，系统中

心与系统原点重合，现实中不存在。当运动质点有质量时，系统中心偏离系统原点，并

围绕系统原点循环往复地运动。示例如图 13.2 所示。 

 

(a) 单摆运动 (b)圆周运动 

图 13.2 运动平衡 

物理平衡就是物理系统相对于系统中心或系统原点的平衡，表明一个独立、稳定的

存在。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对物理平衡的研究，都是以系统中心为参考点的。从本质上

讲，静止平衡和运动平衡是一致的，运动平衡通过运动达到静止平衡的效果。在自然界

的实际中，静止平衡是相对的，运动平衡是绝对的。 

13.2 常见平衡 

常见静止平衡如图 13.1所示，这里不再赘述。我们重点谈谈常见的运动平衡。 

1. 理想圆周运动 

在理想静态平衡的基础上，使图 13.1 中的两个小球沿水平面旋转，成为理想圆周

运动。当两个球体相等时，如图 13.3 所示。两个球体在圆周上始终保持对称，力臂均

为半径。 



 

图 13.3 理想圆周运动 

我们只考虑两个球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时，理想圆周运动符合圆周运动的各种定律，

如向心力 F= mV²/r和角动量守恒定律等。当引入离心力的概念后，理想圆周运动可视

为向心力和离心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运动平衡，犹如静态平衡模式下的作用力和反

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2. 理想摆动 

常见的摆动有单摆、复摆和圆锥摆。图 13.4 中的球体 m1 和 m2 质量保持不变时，

逐渐减小 L1，则 m1 向上运动，逐渐增大 L1，则 m1向下运动，遂形成摆动，如图 13.4

所示。若只改变 m1或 m2的质量，也会形成摆动。关于摆动可参考单摆、复摆、圆锥摆

的相关理论。其中，在偏角较小时，单摆运动的近似周期公式为：T=2π√(L/g)，L为

摆长，g为当地的重力加速度。如图 13.5所示。 

 

图 13.4 摆动与力臂和质量的关系 



 

图 13.5 单摆运动 

3. 理想简谐运动 

简谐运动的图像为正弦函数图像，位移公式为：x=Αsin(ωt+φ)。A为振幅，ω为

角速度。当初相φ为 0时，x=Αsin(ωt)。 

 

图 13.6 简谐运动 

图 13.6是简谐运动的实现过程。 

注意，在物理学中，无论是简谐运动或摆动，都能关联到圆周运动上。 

4. 现实中的平衡 

现实中的平衡就是椭圆运动。 

椭圆运动可以把理想平衡系统变为现实，也是实现圆周运动状态的必然。椭圆运动

可以看作集所有运动之大成。涉及到天体的平稳运行，椭圆运动是必要条件。椭圆运动

的成因、稳定及原理，在揭密物质的微观本源时有详细证明，这里给出由椭圆运动实现

理想圆周运动状态的简要说明。 

由于圆周运动体现的是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平衡，当图 13.3 的两个小球完全相同时，

只能以图 13.7(a)的椭圆方式对称运行。图示只能画出理想状态，在实际天体中就真实

了，注意后面的表述。 

 



(a)两个小球完全相同 (b)两个小球质量不同 

图 13.7 椭圆运动 

两只小球不同时的运动状态如图 13.7(b)所示。从惯性角度看，质量大的球惰性大，

无法与小球同步对称旋转，小球只能绕大球旋转。由于小球绕大球运动的动量守恒，因

此只能呈椭圆状态。 

这两种情况都可结合向心力公式进行分析：F= mV²/r。当两球靠近时，角速度和线

速度加快；当两球远离时，角速度和线速度变慢。由于任何球体都是全方位旋转的，因

此从现实情况看，无法存在一模一样的两个球体。 

 

14 炁元的比重及运动 

 

14.1 炁元的比重和意义 

把绝对物质、绝对真空、物真空、炁元及轨道放在一块进行比较，如图 14.1 所示，

可以看出在一个宇宙单元里，炁元及其轨道的比重和意义。 

 

(a) 绝对真空总量 (b) 炁元公转轨道 (c) 炁元 (d) 物真空 (e) 绝对物质 

图 14.1 宇宙单元里各要素的比重 

(a) 绝对真空总量，与绝对物质份量相同，均匀地包裹在绝对物质外面。 

(b) 炁元绕绝对物质的公转轨道，图示为理想化的圆周运动。 

(c) 炁元，由物真空压缩而来。炁元与其轨道，表征物真空的体积等。 

(d) 物真空。 

(e) 绝对物质，被绝对真空包裹着。 

14.2 炁元的运动原理 

真相图中绝对物质挤压绝对真空产生物真空，物真空只占绝对物质的 53.5%，相当

于图 14.2中的粉色小球。由于绝对物质的位置和体积不能改变，绝对物质和物真空又

不能分开，这就造成二者相对于原点力矩不相等，平衡被打破，以坐标原点为悬挂点作

复摆运动。图中只为说明问题，令绝对物质和物真空联动。 



 

图 14.2 绝对物质和物真空作复摆运动 

单摆和复摆，运动过程是不连续的（过零），结合力等物理量等效为圆周运动，炁

元按图 14.1 中的轨道作理想圆周运动。根据 F= mV²/r知，炁元的运动&速度 V，V&时间

t，至此时间被证明出来了，即运动的必然要素，不可或缺。为了明确时间的存在机制，

复述一下这一过程：真相图中绝对物质挤压绝对真空产生物真空，物真空以炁元作轨道

运动为存在形式，运动与时间并存，不可分割，这就是时间的由来。显然用一句话比喻

时间的由来：时间是挤出来的。说来也巧，全世界这么多人，只有文学家鲁迅说对了：

时间是挤出来的。 

14.3 炁元的轨道 

图 14.1中的炁元轨道是理想状态，只为说明原理。实际中的炁元轨道可以证明出

来。图 14.3(a)中有一大一小两个轨道，半径大的轨道是绝对真空未被压缩时的位置，

半径小的是物真空压缩成炁元的轨道。很明显，单层真相图上每个绝对物质可以环绕 3

个理想轨道，轨道面平分 360°。如图 14.3(b)所示。 

 

(a)理想炁元轨道 (b)3个理想轨道 

图 14.3 单层真相图炁元轨道层面 

在实际真相图中，由于上下层的作用使轨道变形，出现类似图 14.4的不同侧视情

况。不太好画，只画了个大概意思，搞一些钢球模拟一下就能看清楚。每个轨道都是这

个样子，共 3个，轨道平面都经过绝对物质中心。左图那两个半圆，是要绕过上下层绝

对物质之间的接触点。 



 

图 14.4 轨道的不同侧视 

这种轨道要变换成圆形轨道或椭圆轨道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图 14.5是真相图上的炁元轨道。 

 

(a)真相图上的炁元轨道层面 (b)平面分析图 

图 14.5 炁元轨道层面 

图 14.5(a)中，三绿三红小球代表上下层绝对物质的接触位置，所有接触位置炁元

都不能直接走，要绕过去，红线就是可以走的轨道，黑线是不能走的位置——禁行线。

图 14.5(b)是平面分析图。图 14.5与图 14.3 相比多了 3个轨道，变成了 6个轨道，红

线所示。这 6个轨道顺理成章就能成为圆形轨道或椭圆轨道，轨道面平分 360°。根据

F= mV²/r，炁元放在每个轨道上都能做匀速圆周运动。 

从图 14.5(b)中可以看出，黑色禁行线处在两个红色轨道中间，实际上是两个红色

轨道的平均位置，红线、黑线之间的夹角为 15°，这个限制决定了天体运行轨道面之间

的夹角不小于 15°，小于 15°的视作同一轨道面或合并成一个轨道。红色轨道两两按

平均合成，又能变成 3个轨道像图 14.3(b)那样，但都为椭圆轨道。把它们等效到三维

坐标系里，就是三个圆周运动。如图 14.6所示。 



 

图 14.6 三维坐标中的圆形轨道 

一个炁元完成三个轨道的动作。 

图 14.6中的三个轨道，可以看作三个炁元的圆周运动，把它们投影到三个坐标轴

上，得到三个幅度一样、周期一样的简谐运动图形。要想用一个炁元在一个周期内同时

完成这三个动作，可以将任一轨道面沿坐标轴旋转 45°，但真相图的结构造成炁元距离

绝对物质有远有近，不允许做圆周运动，而且圆周运动只是理想化概念，现实中只能选

择椭圆轨道。请参考下面的公式帮助理解。 

椭圆 x²/a²+y²/b²+z²/c²=1的参数方程： 

x=asinφcosθ；y=bsinφsinθ；z=bcosφ 

φ和θ折合到三维圆轨上是相等的，都等于ωt 

动能定理（1/2）mv²；圆周运动 F= mV²/r 

由此可见，椭圆运动是能够实现的，而且合情合理。如图 14.7 所示。炁元沿椭圆

轨道运转一周，能够得到在三个轴上的简谐运动投影。 

 

图 14.7 椭圆轨道 

14.4 理想化的圆周运动 

通过下面的解释，认识圆周运动的理想化概念，现实中不存在。 

 

图 14.8 平衡的杠杆 



图 14.8是平衡的杠杆，由于杠杆不是绝对刚体，m1 和 m2只要有质量，杠杆总要像

虚线那样弯曲，造成质量中心脱离水平线，相当于系统中心 0 点发生了位移。在圆周运

动中就是轨道平面脱离水平面。除非没有质量的圆周运动，所以现实中不存在。同理单

摆运动、复摆运动、简谐运动等只要运动质点有质量，都会造成系统中心的位移，所以

也都是理想化的运动。这个我们联想到物理学中的质点，质点必须是没有质量的假想点，

但从绝对意义上讲，质点是质量和体积都为 1的实在球体。在真相图上理解为，大家都

包含有绝对物质，这个绝对物质要么都算进去，要么都不算——公约掉。公约掉之后质

点就没有质量了。 

除了图 14.8 的平衡杠杆外，任何物理平衡都存在这个问题，如陀螺问题等，下图

是单摆和圆周运动的偏心情况。 

 

(a)单摆静止不动 (b)单摆正常摆动 (c)圆周运动的偏心 

图 14.9 单摆和圆周运动的偏心现象 

图 14.9(a)静止不动，悬挂点在 0位置，这个 0位置叫做系统中心原点，简称系统

原点，与静止平衡的系统中心相同。图 14.9(b)是摆动时的情况，系统中心偏离系统原

点（从 0移到 0'），并且随着摆锤的位置左右移动。图 14.9(c)是等效到圆周运动的情

况，偏离系统原点 0的系统中心 0'，绕 0作圆周运动，这也是自转体产生进动的原因。

只有摆锤是没有质量的假想点，0'和 0才不会分离。所以物理平衡的各种形式都是理想

状态。 

14.5 炁元的质量和体积 

根据人类对物质的认知，绝对物质就是最小的质量和体积。把绝对物质按全自然数

分割，一个绝对物质分割为∞份，每一份就是自然数 1，炁元只占 1 的 53.5%，相当于

仅一半，可以想象有多小了。绝对物质静止不动，炁元运动不止。 

炁元虽小但体积不为 0，这就造成静真空存在一个很小的压力，这个压力一直作用

着炁元。就好像图 12.4中把绝对真空挤压成炁元，炁元的体积已经最小了，但静真空

仍然对它有作用力，只是平衡了。这个作用力是宇宙中最小的力。根据单摆和运动定律，

这个作用力能使宇宙空间相对于绝对物质不停地运动，这也是宇宙中速度最慢的运动。

由于静真空与绝对物质的比例是最大的空间占比，这个最慢的运动就相当于摆臂最长的

单摆，周期最长。反之炁元与绝对物质的比例是最小的空间占比，相当于摆臂最短的单



摆，周期最短，这也是宇宙中速度最快的运动。参考图 14.2中两个球的比例，粉色球

最大时表示静真空，变成最小时为炁元。 

静真空仅存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力，有兴趣还可以继续描述，但它能使炁元的运动产

生波纹或“磁”现象。 

14.6 炁元的自转与公转 

一个炁元完成三个轨道的动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基本运动公式外，还要用炁元的自

转来配合。宇宙单元不是一个像球体那样的均匀系统，炁元受静真空的作用也不会像放

在球心上一样均匀，炁元只有全方位旋转才能获得体面比最大的效果，相对于炁元与绝

对物质组成的系统，炁元的表面积在一个周期内要保证被系统中心扫描一遍，这就要求

炁元必须用自转来配合。自转速度也体现着周围空间（静真空）对炁元的作用程度，自

转方向和自转轴标志着炁元相对于系统中心的定位。宏观来看，只有全方位旋转才能使

系统中心知道炁元的中心。 

炁元的公转就是绕绝对物质旋转，因为无法实现圆周运动，要解决炁元距离绝对物

质有远有近问题，必须依据以下情况做椭圆运动。 

①炁元与绝对物质是对立的，存在绝对值质量（非假想点）。 

②绝对物质静止不动，不能与炁元联动，炁元相对于绝对物质的系统中心可以移动。 

③时间是均匀连续的。 

④炁元的自转轴、赤道、自转速度和公转速度不会突变，配合系统中心完成围绕系

统原点的各种动作。 

⑤炁元是由物真空压缩而来的，这种压缩能量体现在炁元的公转动能上，炁元相对

于绝对物质的动能是守恒的。 

⑥结合椭圆方程 x²/a²+y²/b²+z²/c²=1、动能定理（1/2）mv²、圆周运动 F= mV²/r

等，在真相图中绝对物质的缝隙里，总能画出一个标准椭圆。 

⑦认知上的简单、直观、易算和方便交流，使微观问题宏观化，让人有眼见为实的

直感。反之，宏观是由“看得见”的微观形成的。 

通过证明得到结果：椭圆运动才是现实中的运动形式，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如图

14.10(b)，图中小球代表炁元，大球代表绝对物质。 

 

(a)理想圆周运动 (b)实际椭圆运动 (c)直观椭圆成因 

图 14.10 炁元的理想轨道和实际轨道 



图 14.10(a)是便于分析的理想圆周运动，这种运动代表着物真空的压力，即物真空

与绝对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平衡状态。由于向心力和离心力是相等的，可以认为没

有任何力，只看作炁元的存在方式，是必然的。图 14.10(b)是椭圆运动。图 14.10(c)

是椭圆成因的直观解释，虽然蓝色绝对物质不能移动，但它相对于宇宙空间存在一个最

缓慢的运动，结合图 14.9(c)，相当于绝对物质以系统原点 0为中心画了一个圆。当炁

元在左边时，距离绝对物质最近，在右边时距离最远。把炁元比作地球，绝对物质比作

太阳，由于太阳质量太大不能与地球同步联动，所以只能由椭圆运动来解决。 

通过炁元的形成过程，应该能够体会到物质、天体的形成过程，本质是一样的，只

是在绝对真空的作用下，以炁元的方式进行累加、环绕、内部整合、互相依附、重组等，

这个可以参考原子等微观粒子。 

炁元绕绝对物质公转使周围空间变得像水波一样，可以用流体力学来描述，也可以

用电磁学来描述。炁元在向其他绝对物质运动时也是这个样子。炁元公转一周可等效为

一个正弦波周期，炁元不停地公转，就源源不断地产生正弦波，炁元向其他地方移动，

也是以正弦波的形式，这就是波粒二象性，就像拿支笔画圈一样，笔头是炁元，画的轨

迹就是波。参考图 14.11。 

 

图 14.11 圆周运动与正弦波 

图中质点就是炁元，把炁元与轨迹合在一起就叫做波粒子，波粒子是炁元的存在方

式。也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再也不能分割了！物质的运动就是波粒子的运动，正弦

波形式。波粒子可以比作最小的圆周运动。N个波粒子以一定的组合方式，形成微观世

界不同性质的基本粒子，也决定着基本周期和频率。如光子、量子、各类波等。另外温

度、颜色等与波粒子的数量有关。 

圆周率的无理数证明到现在仍无法定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弦波形式的波粒子运

动是物质世界的基本形式，炁元不可能穿过绝对物质作直线运动的，这就意味着不存在

数学上的直线。直线是由炁元做圆周运动在“直径”上的投影，根据位移公式 x=Αsin(ω

t)，圆的半径 r=x/sin(ωt)（ωt =90°时），因此直线是时间的函数，动态的。由此可

见圆的周长与直径是两码事，不可能驴头对住马嘴的，故圆周率就是无理数。π可以理

解为近似值。 

15 由宏观说明微观炁元运动 

 

从真相图的证明结果看，宏观和微观是一模一样的。只谈微观太过抽象，现在来结

合宏观进一步说明问题。 

15.1 天平坐标 

天平坐标是所有物质、天体都必须遵循的存在规则，一切存在都能等效到这个坐标



上。 

先看看真相图的层面结构，再从真相图的层面结构导出天平坐标。 

 

(a)真相图 (b)简化真相图 (c)侧视 (d)另一视角 

图 15.1 真相图 

图 15.1(a)是已经熟悉的宇宙真相图。(b)为简化的真相图。(c)是侧视图。(d)是另

外一个视角。综合到图(d)视角可以得到如图15.2所示的轨道面和标准三维直角坐标系。

注意，得到的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但很抽象，画图非常困难，最好找几个小球模拟一下，

而且要认真分析。图中轨道面可以称为主轨道面，颜色只是为了区分。图 15.2 中的黑

色面对应住图 15.1(d)的球 1、3、5、7、9，并与球心重合，其他面是运行于小球夹缝

中的轨道，红面与绿面对称，蓝面与青面对称，它们与黑面的夹角都是 60°。参看图

15.2(a)。 

 

(a)轨道面 (b)顶视图 (c)圆环轨道面 (d)圆环图顶视 

图 15.2 层的平面视图 

红绿蓝青在黑面上的交线相互垂直，就是图 15.2(c)和(d)中的 X、Z轴。这个黑面

叫天平面，与天平面垂直且经过 X、Z交点的 Y轴叫通天轴，X、Y、Z相交的坐标原点叫

天平原点或天平中心（可简称天心），天平中心经过球 5的中心，XYZ 坐标系叫天平坐标

系。天平坐标系恰好是标准的三维（笛卡尔）坐标系。经过通天轴的平面叫天轴面，天

轴面垂直于天平面。经过 X 轴的天轴面叫 X天轴面或冬夏轴面，简称冬夏面；经过 Z轴

的天轴面叫 Z天轴面或春秋轴面，简称春秋面。天平面、冬夏面、春秋面相互垂直。红

绿蓝青面我们就叫四主面，四主面要么交于 X轴，要么交于 Z轴，但都经过天平原点。

四主面就是实际的轨道面（均值，方便算法），呈椭圆，根据图 14.5知，同一坐标轴上

最多绕行 12轨。 

整个宇宙集中成一个假想点就是天平坐标的原点——天平原点，此时的天平坐标也

叫绝对天平坐标。由于真相图的结构所致，天平坐标可以小到最小系统，大到任意天体、

星系，乃至整个宇宙，据此天平坐标都是相互独立的。三维坐标的三个轴相互垂直，这



就允许出现三个方向的天平面，但任一轨道等效成圆周运动，都以理想状态处在天平面

上，参考图 14.6。 

从物理系统的相对性看，系统原点坐标可以叫做系统天平坐标，一般也会简称天平

坐标，但要注意区别。因此平常所说的天平坐标也泛指相对天平坐标。一个系统的天平

面都是平行的，通天轴也平行。 

对于理想化的静止平衡，系统坐标、原点坐标、天平坐标是重合的。对于理想化的

运动平衡，系统坐标、原点坐标、天平坐标也是重合的。凡是有质量的系统，不再重合，

无论质量大小。参考物理平衡部分。系统坐标、原点坐标、天平坐标之间的关系：系统

坐标趋向原点坐标，原点坐标趋向天平坐标；或系统中心（平衡支点）趋向系统原点，

系统原点趋向天平原点。在这个趋向中，相对天平面和通天轴，有与天平面和通天轴重

合的趋势。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归心趋向，即简单理解为系统中心趋向天平中心，无论

相对的或绝对的。旋转物体的进动就是归心趋向引起的。无质量的假想点不存在归心趋

向，因为它们本来就重合着。 

任何一个层面的轨道，都可等效到天平坐标上的三个圆周运动，圆周运动的质点是

没有质量的假想点。如图 14.6所示。 

把太阳系对应到天平坐标上，如图 15.3 所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可保持同

名或叫做天春、天夏、天秋、天冬。 

 

(a)地球的四个节气 (b)对应的天平坐标 

图 15.3 太阳系与天平坐标 

图 15.3(a)是黄道面，轨道为椭圆。(b)是对应的天平坐标，X0Z 是天平面，地球在

天平面上的轨道是正圆，日地之间的质量中心是天平原点 0。日地自转轴都垂直于天平

面，日心和地心同步匀速画圆，太阳画内圈，地球画外圈。地球和太阳都是无质量的假

想球。这种理想化的匀速圆周运动也可视作静止平衡。 

图 15.3(a)中夏至日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最远，冬至最近。图 15.3(b)中春夏秋

冬距离相等。(a)中的春分和秋分是等距的，与(b)中相同。X轴可以叫做冬夏轴，Z轴

就叫春秋轴。 

太阳系的运行基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①太阳系的全部质量集中在天心上，天心为质量中心，自转轴与通天轴重合，赤道

面与天平面重合。 

②全部行星质量视作一个球体，与太阳在 Z轴上拉开距离，保证平衡状态，相当于



天心两边力矩相等。此时的距离就是物质真空压力的体现，可以看作以天心作匀速圆周

运动的半径。 

③太阳自转使宇宙空间形成流体场或电磁场，地球自转也一样，而且相互作用。行

星产生的场作用量与宇宙空间的场作用量保持平衡。由于太阳和地球都垂直于天平面，

产生的作用都是最大值，因此需要调整自转轴与天平面的夹角来保证二者的作用量相

等，这也是实际天体运行中，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的夹角要保持不变。在太阳系中，

就是太阳和地球的自转轴与黄道面的倾角保持稳定。 

④各行星按照各自的质量、自转等情况，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并调整好与轨道面

的倾角。 

⑤由于太阳质量太大，不能与行星同步“画圆”，各行星只能通过椭圆运动来解决。

参考椭圆运动部分。 

15.2 日地运行说明 

单独分析日地运行情况，其他可按此原理类推。 

炁元（或波粒子）在真空作用下堆积成太阳和地球，可结合宇宙单元的绝对物质、

炁元进行分析。 

太阳自转使宇宙空间形成流体场或“电磁场”，地球自转也一样，而且相互作用。

从水平方向看，赤道面的作用量最大，两极最小。图 15.4 只用圆环作简单描述。 

 

图 15.4 天体自转在空间形成的场 

由于任何天体相对于宇宙系统都是全向旋转的，所以它们的自转形态在宇宙空间可

理解为螺旋的或簸动的。 

天体之间通过场的相互作用，可参考下面的作用原理，如图 15.5和图 15.6的提示，

结合力学或电磁学进行分析。 

 

图 15.5 相互作用叠加示意图 



 

图 15.6 电磁场的相互作用 

两根平行导体通电时，同向电流相互吸引，反向电流相互排斥。 

 

图 15.7 两根导线垂直时的相互作用 

图 15.7为两根直导线相互垂直，相隔一个小距离，其中一根导线 AB是固定的，另

一根导线 CD能自由转动。当直流电流按图示方向流入两根导线时，CD导线逆时针方向

转动且靠近导线。 

地球在天平面上可表述成三种极端情况，如图 15.8(a)所示。由于太阳远远大于地

球，暂且把太阳中心看作与天心重合，太阳自转轴与通天轴重合，这样画图就方便些。 

 

(a)天平面上的地球 (b)天平坐标上的地球 

图 15.8 天平面上地球的三种情况 

这三种情况可以理解为三个地球按图 14.6所作的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周运动，自转

轴垂直于各自所在的轨道面，地心都在天平面上，地球和太阳都看作质量为 0 的假想点。

如图 15.8(b)。 



图 15.8中，天平面就是 X0Z面，通天轴就是 Y轴。通过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宇宙

中的任何系统都能等效为天平坐标的三个理想圆周运动，而三个面又都可以成为天平

面，仅相当于把 XYZ轴互换一下位置或名称，继而可归纳为同一个天平面上的理想状态，

这样分析起来就方便多了。三个球的状态说明如下。 

A球在 X0Z 面（天平面）作匀速圆周运动，自转轴垂直于天平面。 

B球在 Y0Z 面（春秋面）作匀速圆周运动，自转轴垂直于春秋面。 

C球在 X0Y 面（冬夏面）作匀速圆周运动，自转轴垂直于冬夏面。 

这三种运动在三个坐标轴上能投影出一模一样的简谐运动图像，为正弦函数。根据

位移公式 x=Αsin(ωt+φ)，设初始角为 0，ωt就是图 25中的θ角。在天体的周期运

行中，θ角从 0至 360°。比如将图 15.8(b)简化成图 15.9(a)，再将图 15.9(a)顺时针

旋转得到典型的θ角，如图 15.9(b)所示：0°、90°、180°、270°，然后又回到 0°

位置。0°和 180°赤道面与天平面重合，90°和 270°赤道面与天平面垂直。球心始终

在天平面上。 

 

(a)地球在天平面上 (b)4 个典型θ角 

图 15.9 θ角与地轴的关系 

设 Y轴向上是北天极，从北天极看地球和太阳都是逆时针旋转的，图 15.9(a)为 0°，

即图 15.9(b)中的 0°。保持地球的自转方向不变，顺时针旋转到 90°——180°——

270°——360°(0°)。 

现在再回过头来结合炁元作进一步的说明。炁元绕绝对物质运行，与地球绕太阳运

行是一样的，只看作比例发生了变化。把地球比作炁元，太阳比作绝对物质，分析起来

相辅相成，达到容易理解的效果。 

我们想说炁元绕绝对物质的运行状态，直接看地球绕太阳运行就可以了。反之亦然。

由此炁元就像地球一样有两极、赤道、公转、自转、四季等。太阳也是炁元组成的，处

在系统中心附近，相当于宇宙单元系统的绝对物质。 

好了，图 15.8中，A球在天平面上绕太阳同步运行，离太阳的距离保持不变，可视

为沿 Z轴前后运动，以冬夏面为平分。B球看成沿 Y轴上下运动，以天平面为平分，自

转方向决定向上或向下。C球在天平面上表现为沿 X轴远离天心或靠近天心（左右运动），

以春秋面为平分，由自转方向决定左移或右移。注意太阳和地球都为无质量的假想点。

就目前的太阳系实际情况，从北天极看地球逆时针绕太阳公转，地球的前后、左右、上



下都可以确定了。由于太阳不能与地球相对于系统中心同步运动（参考图 14.10），故只

能靠椭圆运动来完成这些动作，变成了系统中心绕天心的运动，即进动，可用 F= mV²/r

及 F=BILsinθ 进行分析。 

在分析日地运行的同时，一定不要脱离炁元的运行，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体会宏观和

微观的一致性，本质是一样的。比如图 15.9可同时当成地球和炁元的状态。(a)中，地

球的θ角为 0°，对应(b)中的 0°，其他类推，地球与中心的距离不变，即春分位置。

保持地球自转方向不变，顺时针旋转 90°，相当于地球投影到天平面上，也可理解为投

影到了黄道面上，便于分析。如图 15.10(b)所示, 图 15.10(a)为日地在三维坐标上。

图中 A小岛为赤道上的某个小岛，作为标记。从日地中心看地球在一年中的变化情况：

春分位置，赤道上的 A 小岛由上而下移动；夏至位置，只能看到 N极，逆时针旋转；秋

分位置，赤道上的 A小岛由下而上移动，与春分时相反；冬至位置，只能看到 S极，顺

时针旋转。然后又回到春分位置。周而复始。由此可见，地球相对于系统中心是自动完

成正转和倒转的，从而实现左右运动和上下运动，前后运动参看炁元的形成原理。 

 

(a)日地在三维坐标上的理想状态 (b)地球顺时针旋转 90°后的不同位置 

图 15.10 地球或炁元公转一周的自转变化 

地球的这种周期性变化表现为沿赤道方向的 0～360°转动和沿地轴方向的 0～

360°转动，这也正是θ角的变化。当 θ=90°或 270°时，地球在坐标轴上的投影移

动速度最大。 

设地球左右移动的最大速度绝对值为 V，地球左右移动的瞬时速度为 v，则 v=Vsin

θ（初始角设为 0，一个周期）。如图 15.11 所示。 



 

图 15.11地轴夹角对左右移动速度的影响 

图中θ角虽然在 X0Y 面，但它的取得可等效到图 15.10(a)的 X0Z面（天平面）。 

设地球上下移动的最大速度绝对值为 V，地球上下移动的瞬时速度为 v，则 v=Vsin

Φ（初始角设为 0，一个周期）。如图 15.12 所示。 

 

图 15.12 地轴夹角对上下移动速度的影响 

图中Φ角虽然在 Y0Z 面，但它的取得也可等效到图 15.10(a)的 X0Z 面（天平面），

即Φ与θ是等效的。 

15.3 天体运行 

把地球和太阳合并到天平坐标的原点，赤道面与天平面重合，自转轴与通天轴重合，

中心与天心重合，如图 15.13 所示。此时会同步旋转，根据角动量守恒，自转会加快，

从北天极看逆时针旋转。 



 

图 15.13 太阳和地球合在一起 

把地球和太阳沿 X 轴分开，各自独立在天平面上，保持相对于天心的“力矩”平衡，

自转轴与天平面垂直。如图 15.14所示。这是理想圆周运动，地球、太阳同步旋转，没

有四季之分，春夏秋冬都一样，0为仅日地的质量中心。 

 

图 15.14 地球和太阳处在天平面上 

天体的形成和炁元的形成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的比例变化，只

是以炁元（波粒子）为最小单位。天体绕系统中心的运行也与炁元绕绝对物质的中心运

行一样，因此可以直接参考炁元及其运动部分。由此我们知道，地球和太阳绕系统中心

的旋转是必然存在，不是万有引力造成的。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地球比作炁元，太阳

比作绝对物质，理论上是符合的。把地球和太阳看成没有质量的假想点，系统中心就是

天心。 

物质的质量是能量（波粒子）包裹绝对物质的数量，所有天体或物质都以绝对物质

为参考，日地之间的质量差关联到地球相对于太阳的势能，此势能转换为地球公转的动

能。根据物理定律，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地球和太阳像锁死了一样按圆周同步旋转，地

心、日心和天平坐标的原点始终在一条直线上。这种解读按常规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但

真相图给出下面的实际分析。 

设图 15.14 中的地球处于夏至位置。在天平面上，日地作同步圆周运动。由于太阳

自转和地球自转通过宇宙空间相互作用，这个作用量相对于天心要保持平衡，可以用流

体力学和电磁学进行分析。根据天文资料，太阳与轨道平面的垂线有 7°左右的倾角，

它与天心的作用量就确定下来了；地球以约 23.5°的倾角与之保持平衡。如图 15.15(a)

所示，(b)为四季的全部情况。在(b)中，若不再考虑地球和太阳为假想点，日地系统中

心脱离天心“绕”太阳运行，日心、地心、系统中心始终在一条直线上，并保持“力矩”

相等的“静止平衡”。这里的力矩可用“质矩”来表述，即质量乘以“力臂”，力臂顺理



成了质臂。质矩=质量×质臂。根据天平坐标的相对性，日地系统中心在不考虑天心的

情况下，也可叫做天心，只是相对的。图中红线代表太阳自转轴。由于天文上对 0°起

始位的标注比较模糊，因此要参考图片上的标注或特别说明。 

 

(a)夏至情况 (b)四季情况 

图 15.15 天体自转轴倾斜成因 

用单摆来说明倾角，可以帮助理解。如图 15.16所示。α表示倾角。 

 

图 15.16 用单摆来理解倾角 

在图 15.15(a)中，当地球以 0为圆心画圆，原本平行于 Y轴的地轴转动到 23.5°，

同理太阳转动到 7°左右。可以等效到图 15.16 的单摆运动。摆线始终穿过赤道面和球

心，自转轴与水平线的夹角α就是倾角，这个倾角与轨道面保持不变。由于太阳质量太

大无法与地球同步运动，造成日地质心在天平面上下移动，以年为周期。夏半年偏下，

夏至最低；冬半年偏上，冬至最高。春分和秋分都在天平面上（摆锤的最低位置）。 

图 15.15中，沿地球自转轴做一平面，这个平面必然垂直于天平面，取名地轴面。

同理沿太阳自转轴也做一个平面，且垂直于天平面，取名日轴面。显而易见，地轴面与

日轴面要么平行，要么重合于 X 轴，也即重合于天平坐标系的 X 天轴面（冬夏面）。地

球从春分公转一周，地轴面由春分经冬夏轴到秋分位置，再由秋分经冬夏轴回到春分位

置，明显分割了 360°。地球自转轴和太阳自转轴虽然都在各自的轴面里，但相对于 Z

天轴面（春秋面），它们的指向在冬半年和夏半年里恰恰相反，地球公转一周也分割了

360°。由此我们体会到上面所说的 sinθ中这个θ角的意义。春夏秋冬的位置变化，体

现了θ角从 0°——90°——180°——270°——360°的变化。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作用

量，春分和秋分为 0，夏至和冬至为最大。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实际的日地运行中，春分、秋分时节，地球和太阳都



在天平面上，根据炁元原理地球的公转是必然的，过了春分和秋分，系统中心脱离天心。

结合图 15.17，地球刚过春分点，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地轴的倾斜，地球开始向天平面以

下及向左运动，远离天心 0，到夏至为最低点和最远点（远日点）。过了夏至，地球开始

向上和向右运动，经过天平面时为秋分，继续运动到冬至为最高点和最近点（近日点）。

过了冬至又开始向下和向左运动到春分，周而复始。 

 

图 15.17 天体运行简述图 

过程说明。地轴的倾斜产生上下运动和左右运动的分量，根据相关物理定律，分量

大小与θ角有关，参考图 15.9。地球的公转是必然的，是存在的必须，在公转的同时又

上下左右运动。太阳远远大于地球，“惯性”决定了它不会与地球做同步圆周运动。相

对于绝对物质，任何独立天体的基本状态不会突变，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能通过

“场”来完成。因此地球只能绕太阳作椭圆运动，与炁元的运动原理一模一样，这里不

再重复相关定律等。在春夏秋半年里，图 15.18(a)，日地之间貌似存在一种引力，实际

上是由“场”产生的拉力。这拉力相对于地球来说等同于离心力，有远离太阳的趋势。

相对于太阳就是牵着地球不让远离，本质上是物真空的总量造成的，或“份量守恒”所

致。在秋冬春半年里，图 15.18(b)，日地之间的距离缩短，由“场”产生斥力。这斥力

相对于太阳来说，感觉在阻止地球靠近，而地球则相当于在挤压太阳、进攻太阳。这一

现象的本质也是物真空造成的，同样也是“份量守恒”所致。不管是拉力还是斥力，都

与天平面上的轨道变形之因保持平衡（参考炁元的形成原理）。由此可见万有引力的预

言是不正确的。 

 



(a)春夏秋半年 (b)秋冬春半年 

图 15.18 “引力”分析图 

独立天体的基本状态主要有：质量、能量、体积、结构、自转、轴向、中心等。自

转速度体现着周围空间对天体的作用情况，自转方向和自转轴向标志着天体相对于系统

中心的定位。宏观来看，只有全方位旋转才能使系统中心“知道”天体的中心。从而实

现点对点的相互作用。在物理上人们用悬挂法寻找重心，天体的运行等效为三个方向的

旋转，如出一辙，实际上全方位的旋转使任何物体相对于绝对物质都等效为球体，球心

就一目了然了。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空间完成的，作用强度与自转速度、轴向、

赤道有关。时间是均匀连续的，公转代表着行星与恒星之间的物真空状况，天体的基本

状态和公转不能突变，因此只能配合系统中心来完成围绕系统原点的各种动作。由此可

见，恒星不能即时“遥控”行星的基本状态。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图 15.17可知，地心

在太阳赤道上下平分运动，地球赤道也被平分为春分和秋分，两个回归线等距。其实归

根到底任何天体的运行，都是实现行星赤道和恒星赤道之间的平分运动，或者说是中心

点之间的平分运动。 

用同样的道理可以分析太阳系与银河系“中心”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任何天体之

间都存在这样的理论关系。 

在讲述炁元时一直提及宏观与微观的一致性，由于炁元的特殊性若直接和盘托出必

然使读者一头雾水，因此话分两头讲完宏观再来体味微观，很容易理解宏观和微观的本

质是一样的。现在可以把地球直接看成炁元，地球具有的自转、赤道、轴向、公转等炁

元也有。通过宏观的特性让人对微观有“眼见为实”的直感，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避免盲目、无谓的猜测和劳动。 

 

16 简析几个物理问题 

16.1 理论分析 

用炁元从微观上解释物理问题虽然都可以，但有些物理问题就显得挺麻烦，不过可

以等效为宏观理论来说明。 

图 11.1为绝对物质和绝对真空的等量平衡，现在把它们理解为两个一模一样的球，

并变成图 16.1的样子。 

 

图 16.1 两个球体的平衡 

图 16.1 的 0 为无摩擦悬挂点，横杆不考虑质量。两个球想象为从 0 点用力 F 拉开

了距离 L 至图示位置。质量 m1=m2，距离 r1=r2=L/2。于是有，相对于两球之间做的功

W=F×L，相对于 0点做的功为 W1=F×r1=(F×L)/2，W2=F×r2=(F×L)/2，W1=W2=W/2=(F

×L)/2。结合单位算法，两个球的力矩也等于(F×L)/2。把 m1 拿走，m2变成单摆运动，



设最低处的速度为 V（最大），则动能 E2=(m2×V²)/2。由于 F=ma，a为加速度，通过单

位算法得到力矩与能量有相同的量纲，即焦耳。 

16.2 实际问题 

1. 物理学上强调力矩和能量不是一个概念，但事实上是一回事。根据 5.1 节对能

量的解释，能量是物理系统具备做功能力或做功事实的表征。释放能量做功是既成事实

做功，还没释放能量可理解为做功未遂。因此 m1未拿走时，m2已经具备能量为 E2的做

功能力，只是尚未释放，属于做功未遂，类似于犯罪未遂，但具备犯罪能力和动机。 

2. m1和 m2处于静止平衡状态，这也是哲学上的对立统一。m1 拿掉以后，m2变成

了单摆运动，动能 E2=(m2×V²)/2，结合炁元的运动原理，时间找到了，是运动的必须，

是存在的因素，静止平衡变成运动平衡，m2分时占有 m1和 m2 的位置，形成一种新的对

立统一。根据等效原理，W1=W2=(F×L)/2=E2=(m2×V²)/2，说明 m1球的力矩变成了 m2

球的动能，把单摆运动关联到圆周（椭圆）运动，m1 球的对立面就是 m2 球的运动，即

物质的对立面就是自身相对于平衡点的运动，根本不是什么反物质、暗能量之类的假说。

运动不再是物质的属性，时间也不要再臆想了。 

3. 当 m1 和 m2 以相同的速度 V 沿横杆靠近或远离时，横杆一直保持水平状态，即

平衡没有被打破。动能 E1=(m1×V²)/2，E2=(m2×V²)/2，系统总能量 E=E1+E2=(m1×V

²)/2+(m2×V²)/2，令 m1=m2=m，则 E=mV²。 

1）若 m1和 m2都是光子，V为光速 c，则 E=mc²，这就是质能方程，显然只对一个

m的 E=mc²是不对的，丢掉了另一个 m。 

2）若 m1和 m2都是量子，V为任意速度，这种平衡就是所谓的量子纠缠。当其中一

个球被控制时，平衡立马被打破，另一个球必然改变状态。这种现象与距离无关，即与

横杆的长度无关，只与平衡相关。比如 m1 和 m2相距 100 亿光年，只要其中一个球被控

制，另一个球瞬间改变状态，这不是什么鬼魅现象，是平衡被打破了，建立新的平衡。 

4. m1和 m2不一定是两个相等的球，只要保证相对于平衡点 0的力矩相等就可以了，

即 m1ar1=m2ar2，根据万象定理两边约掉加速度 a，则 m1r1=m2r2。把单摆运动关联到圆

周（椭圆）运动上就变成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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