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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真相图破解之(5) 

物理学的低级错误致盲人类 

李海深 

低级错误，致盲目人类，这貌似联系不上。物理学不相信空口白牙，只相信证明。 

12 概述 

在西方世界里，伽利略之前对自然界的认知，都是看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什么。研究物

理不是依靠试验，而是看亚里士多德对待这类事件是怎么说的。伽利略开启了以试验研究

物理的新模式。比萨斜塔上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就是以试验来验证具体的问题，而不再

局限于以“大师”说过的话为准则。 

从伽利略的贡献开始，物理学正式启航。牛顿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完成

了各大定律，建立了经典物理学的完整体系，《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几百年来颇受推崇，

牛顿成为最杰出的科学巨人。历经 200多年的艰难煎熬，挑战传统的爱因斯坦横空出世，

现代物理学以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为代表。 

从此以后，“物理学家沉迷于追求数学的优美，却正在丧失解决新问题的能力。”“顶

级的物理学家不再关心物理现实——当然他们也不用关心这些。”“科学完了。”这些引用

是摘录别人的，“言下之意是今天的物理学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 

在遥远的东方，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没有西方教会式的束缚，而是百花齐放。以《道

德经》为代表的道法自然方兴未艾，尤其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科

学算法，直接给出了宇宙万象的形成原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重文轻理的主流理念，使这一伟大思想的弘扬步履维艰，无奈之下的老子不得不

考虑教化“蛮夷”，让他们能够保留住人类的这一重大成果。于是骑上青牛准备强闯过函

谷关。说来也巧，把守函谷关的总兵尹喜远眺日出见紫气东来，果不其然是仰慕已久的老

子悠然而至，遂拜其为师，并智取《道德经》。想想真后怕，《道德经》差一点与我们擦肩

而过。之后二人便西出化胡，成就了佛教，佛教又传回中国得以发扬光大。佛道一家，共

同特点是理性，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个作法不仅保住了人类的宝典，而且体现着老子和尹

喜的爱国情怀。西晋时期出版的《老子化胡经》见证了这个事实。 

很快寺院遍地，僧人济济，就连至圣先师孔子也不得不发出敬佩的感慨。子在川上曰：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时至今日，科学确实停滞不前了，这是事实。注意科学与科技的区别。总结一下大家

的说法和专家们的担忧，得出以下结论。 

科学家们用辛勤和智慧创造了物理学，让人类脱离了黑暗，但何时看到真正的光明，

却成了遥遥无期。 

宇宙真相图直接说不！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与一个小小的失误有关。 

13 质点后遗症 

质点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物理上的质点是这样定义的：质点就是有质量但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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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或形状的点，是物理学的一个理想化模型。质点成就了物理学的众多理论，也是因为

它让物理学掉进了不能自拔的泥潭。 

13.1 质点引发的问题 

根据物理理论的实质，质点应该理解为：没有质量的假想点，质量单位是虚拟化概念。

既然是个点，可以理解为体积最小。假想点，可以理解为与现实中的物质没有实质性的相

互作用。我在《证明》中有需要的地方直接叫假想点，而没有叫质点，避免混淆。 

1. 理想静止平衡和现实静止平衡 

关于静止平衡请参考《证明》或《破解之(3)》，这里不再赘述。图 13.1是静止的单

摆，仅用此就能说明问题，其他都是一个道理。 

 

(a) 理想静止平衡 (b)现实静止平衡 

图 13.1 静止的单摆 

图中摆臂 L 设为刚体，且不计质量。(a)中摆悬挂于刚体上，悬挂点不会产生位移。

此时的悬挂点可以叫做系统中心或系统原点（因为重合）。(b)中摆悬挂于实际物体上，

无论物体有多么的坚硬，也无论摆锤的质量有多么的小，总要产生一个位移 S，无论位移

小到什么程度，但一定存在，可以用全自然数予以定量。悬挂点所在的原位置 0仍叫系统

原点 0，移动后的悬挂点就叫系统中心 0′。若摆锤为没有质量的假想点，则不产生位移，

系统原点 0和系统中心 0′重合。 

物理学就被困阻在这个位移 S上的，而且让人不知不觉或习焉不察。 

2. 理想运动平衡和现实运动平衡 

运动平衡请参考《证明》或《破解之(3)》中的内容。图 13.2 是典型的运动平衡。 

 

(a) 单摆运动 (b)圆周运动 

图 13.2 运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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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运动质点是没有质量的假想点，(a)和(b)中的 0′与 0 重合，成为理想运动平衡。

但在现实中，运动质点是有质量的，故 0′和 0分离，即系统中心与系统原点分离。运动

质点总是跟随系统中心 0′，远离系统原点 0。图(a)省去了向下的位移，图(b)的内圆是

系统中心 0′的轨迹。系统原点在“天平坐标”上就是天心，天平坐标有相对和绝对之分，

后面有说明，因此这种现象叫做离心效应。图 13.1 的(b)也是这种现象。 

无论是图 13.1还是图 13.2，离心效应同时带来了系统中心回归原点（天心）的趋向，

这种趋向就叫做归心趋向。归心趋向和离心效应是成对出现的。从理论上讲，一切运动平

衡都有回归静止平衡的趋向，即归心趋向。 

3. 与质量相关的物理理论 

通过静止平衡和运动平衡，我们知道了归心趋向，与质量相关的物理理论可以正本清

源了。 

与质量相关的物理理论都和质点有关，这就造成物理理论成为事实上的两套理论。 

1) 按照现行的质点定义，质点是有质量的，有质量就产生归心趋向。根据人类对科

学理论的认知，严格来讲与质量相关的物理理论只能算作经验公式，科学家们用“定律”

而不用定理也许是故意留有余地。但事实上又不完全是这样。 

2) 当质点为“没有质量的假想点”时，就不再产生归心趋向了，物理理论就变成了

纯理论，是定理，牛顿定律尤为突出。这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感觉物理像数学了。 

3) 归心趋向预示着你的理论没有触底，没有达到极限，存有无法预知的死角，不能

算作彻底的理论。这个貌似瑕不掩瑜的小疵恰恰是造成天文尺度混乱、微观世界茫然的根

源，永远找不到终极。 

4) 把质点当成没有质量的假想点后，直接进入极限状态的数学运算，质量单位徒有

虚名，成为互不影响的虚拟系统，相当于把绝对物质全部忽略掉。这样得到的理论再回到

实践中去，一切现实都无法逾越。 

物理理论称得上是纯理论，但质量造成的后果却没有考虑或讳莫如深。 

13.2 量子问题 

量子力学涉及的量子认知暂不考虑，这里只针对普朗克发现的量子本质，注意是本质。

在《破解之(3)》中已经清晰地知道了量子的本质。质点的本质与量子是不可分割的。 

1. 量子与质点的关系 

量子是由若干波粒子以不同的组织方式组合而来了的，具有波粒子的全部性质，可以

按纯能量看待。波粒子环行于绝对物质上是波粒子的存在方式，而且永远脱离不了绝对物

质。绝对物质提供质量使波粒子有了物质的性质，同理绝对物质提供质量也使量子成为物

质。把物质分开来看就是波粒子或量子+绝对物质及质量。质点是表征物质的，因此质点

的基本组成就是波粒子+绝对物质。量子与质点的关系至此明了了。 

2. 与量子相关的理论 

对比与质量相关的理论，量子理论不再考虑质量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存在归心趋向了。

如果你觉得量子理论更像数学，那你的感觉是对的，它确实是纯数学级的“物理”理论。

有人怀疑量子理论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那这也是对的，因为它失去了质量永远无法落

地，只能“神”一般的飘浮着，无法捉摸。既然量子理论达到了纯理论，相当于“没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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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假想点”诞生的物理理论，岂不是如愿以偿了吗？为何与现实大相径庭呢？这是因为

过犹不及，尚未找到回归物质世界的恰当方法。 

比较一下： 

1) 质点物理理论 

(1)以质点创建的物理理论总是被现实“拖拽”着，达不到最终的理论高度，致使很

多现象似是而非，无法终结。 

(2)实际情况是物理理论已经把质点当成“没有质量的假想点”，确实达到了极限，

但无法找到现实“拖拽”它的真正原因，致使很多现象牵强解释，搪塞过关，而且基础理

论也停滞不前了。 

2) 量子理论 

以量子创建的理论干脆直接脱离现实的“拖拽”，成为纯理论。当它陶醉在“完美”

的喜悦之中时却发现回归现实的路竟然成了遥遥无期。 

下面摘录一段有代表性行家网言： 

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已经 114 年了，很多科学界人士在担忧，如果科学再无重大突破，不

止科学，全世界经济也就受到严重制约，如今特别期盼有重大的能够突破性的理论。 

14 物理问题实例 

问题总得解决，找到原因了更要解决问题。 

14.1 旋转体的进动 

进动现象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尤以陀螺更为常见。 

1. 物理学中的进动 

1) 什么是进动 

按照物理学的定义，进动是指一个自转的物体受外力作用导致其自转轴绕某一中心旋

转，这种现象称为进动，也叫做旋进。 

2) 物理学解释的原理 

高速旋转的物体存在一个角动量，方向符合右手螺旋定则。重力的力矩 M=L×F（注

意，是叉乘），其方向也符合右手螺旋定则。在旋转体中，角动量方向与转轴方向平行。

根据叉乘的性质，力矩方向始终垂直于转轴方向，即始终垂直于角速度方向。而力矩直接

引起角动量的改变（可类比力引起速度的改变），所以角动量方向不断改变。又因为力矩

始终拉着角动量往垂直于角动量的方向走，所以角动量方向绕轴旋转。转轴划出一个圆形

的轨迹。 

2. 新的解释 

1) 《证明》中的天平坐标包括天心、天平面、通天轴等，有相对和绝对之分；归心

趋向是指系统中心趋向于天平中心，系统平面趋向于天平面，系统轴趋向于通天轴，都有

重合的趋向。天平坐标的证明在后续文章中仍然会给出。 

2) 进动产生的原因 

(1)一切旋转体都会进动，无论旋转体的大小。 

(2)进动产生的原因是归心趋向造成的。 

(3)有关归心趋向的解释可直接查看本篇文章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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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椭圆运动成因 

圆周运动只是理想化概念，椭圆运动才是现实中的具体形式。由于内容太多，这里只

讲主要部分，后续文章会穿插证明。 

1. 周期运动 

单摆运动、简谐运动、圆周运动等都是周期性运动，椭圆运动当然也是。这种运动的

显著特点是在一个周期内的对称性，就像正弦波上半周和下半周的对称性。图 13.2(a)中，

系统中心 0′的左右移动就很直观。 

2. 圆周运动 

图 14.1是从平衡杠杆到圆周运动的解释过程，是理想化的。m1 和 m2作为假想点。 

 

(a)平衡杠杆 (b)圆周运动 

图 14.1 从平衡杠杆到圆周运动 

当(a)中 m1和 m2沿水平面同步旋转时，就成为(b)的圆周运动，两个圆形轨道。 

 

(a)圆周运动 (b)椭圆运动 

图 14.2 从圆周运动到椭圆运动 

图 14.1只能人为操控。图 14.2可以放到不受任何影响的太空中，并认为两球之间存

在牛顿引力。即使图 14.2(a)中的两只球完全相等，因为圆周率π是无理数，理想圆周运

动注定不存在，只能改变两个半周的某些参数，形成椭圆运动。图 14.2(b)是两个球体不

相等的典型椭圆运动。结合上面的归心趋向，椭圆运动的神秘本质不攻自破。 

由于椭圆运动也是存在的必然，涉及内容太多太广，敬请关注下一讲：万有引力错误

与天体运行真相。包括天体为什么自转，自转轴为什么倾斜，第一推动力„„真相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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