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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摘5要!狭义相对论面临*孪生子佯谬+以及*惯性系+的定义存在逻辑循环等问题& 在详细分析狭

义相对论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之后$根据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中国古代*阴阳学说+认为

狭义相对论的哲学基础是不完备的& 最后$提出*绝对相对统一论+时空观才是解决狭义相对论面临问

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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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等人以-相对性原则.和-光

速不变原则.为基础"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它对近代物理

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引起了众多的质疑和争

论( 直到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对它的质疑和争

论依然不休
&$'

( 因此"厘清狭义相对论所面临的困难及

相关问题的本质"寻求解决之道对推动物理学的发展将

有重要意义(

$ 狭义相对论内面临的问题

![! 孪生子佯谬的理解问题

首先对狭义相对论孪生子佯谬的产生做简单的回

顾( 设甲乙两个惯性参考系"假定乙相对甲以速度 < 做

匀速直线运动"乙中发生一事件"时间间隔为"

7"当从甲

参考系来-量度.乙中发生的该事件时"依据洛仑兹坐标

变换公式"事件所经历的时间间隔为 _甲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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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1"后同%( 反之"在甲中发生了同样一个事件"所

经历时间间隔也是 "

7( 从参考系乙来-量度.时"这一

事件所经历的时间间隔_乙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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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产生了

一个问题"即将具有相同走时率的两只时钟放在两个相

对运动的惯性参考系中"在这两个惯性参考系中的观察

者都会观察到自己的钟走得更快"而对方的钟走得慢"

换言之就是-挛生子佯谬."即孪生子甲$乙"甲始终留在

地球上"乙则乘飞船作宇宙航行"他们都会认为对方比

自己年轻"那么"当乙返回地球时"谁更年轻0

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

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孪生佯谬.可以在狭义相对论范

围内解决( 认为动钟的走时率并不真正变慢"而是坚持

标准钟的走时率"钟慢效应是因为不同惯性参考系对钟

和测量造成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孪生佯谬.可以在狭义相对论范

围内解决( 但与第一种观点不同"认为动钟的走时率变



慢"并通过比较复杂的运算得出外出旅行的双生子比地

球双生子年轻
&#'

(

第三种观点认为"-孪生子佯谬.需要求助于广义相

对论( 但发现这类研究并没有给出精确解"大多是进行

了各种简化处理"而且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如文献

&!'+当以地球为参考系计算时"认为加速和减速阶段远

短于匀速运动阶段"忽略加速和减速阶段"得出地球时

!_%与火箭时!

$

%的关系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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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出外旅行的

时钟比静止钟要落后一些时间( 当出外旅行的孪生子

回家时"比留在家里的孪生子兄弟要年轻一些( 同样"

按狭义相对论"火箭系以为地球钟走得慢了"即 $

a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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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指出"在回转部分"地球系的引力势

场高于火箭系"故地球钟较火箭钟快"因此地球钟在回

转阶段的减速和加速过程中要-越前.一些时间"这-越

前.的时间比在匀速阶段中所落后的时间呢0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问题"设想在回转部分

火箭的减速度和加速度以及所经过的距离是一定的"那

么在减速和加速阶段地球钟-越前.的时间就是一定的"

但可以把匀速阶段-设计.为任意长"即在匀速阶段地球

钟落后的时间就可以是一个很大的数"那么在回转部分

-越前.的时间怎么一定会超过落后的时间(

第四种观点认为用狭义相对论解决-孪生子佯谬.

是不可能的"用广义相对论完满解决这个问题也难以实

现
&BAM'

(

![) 惯性系成了无法定义的概念问题

惯性系是惯性定律在其中成立的参考系( 惯性定

律的实质是一个不受外力的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

运动的状态"而不受外力是指一个物体能在惯性系中静

止或匀速直线运动( 这样"惯性系的定义就陷入了逻辑

循环(

# 狭义相对论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讨论可知"由于缺乏对狭义相对论-本质.的研

究"这也是近代理论物理研究方法所欠缺的"即过分注

重利用数学方法( 因此"出现了多种对狭义相对论的理

解"无论是哪一种理解"对解决-孪生子佯谬.之争都不

能令人满意"也就是要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内解决这一

问题是不可能的"而超出该范围也未见很好的解决方

案(

狭义相对论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基于两个

基本假设之一的-相对性原则.以及对时间本质的理解(

因为根据相对性原则"两个做相对运动的惯性参考系"

不依靠其它参照系就无法区分哪一个在做相对运动哪

一个相对静止"这就表明各惯性参考系是-平权的."即

这两个惯性参考系的-时空.特性就是一样的"换言之"

分别处在这两个参考系中的-标准钟.的走时率是一样

的"就是前述的第一种观点!按照逻辑推理+_甲 a_乙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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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甲"所以"_甲 a

_乙(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是相对性原则产生的孪生

子佯谬%( 而现代物理实验"如+

%介子实验
&&'

"表明相

对地球运动的%介子比静止的%介子的寿命确实要长"

这恰恰否定了狭义相对论的-相对性.原则(

那为什么在狭义相对论体系里两个参考系的观察

者都认为对方的钟比自己的钟走得更慢"这是因为狭义

相对论没有给出-时间.的本质的定义"只把它理解为

-事件.发生之间的间隔"然后把这种间隔通过不同参考

系测量联系起来( 因此"在同一参考系"无论你处于什

么位置!只要是同一地点%"测量事件发生的间隔是不变

的( 但由于相对运动产生了空间距离的变化"这样使得

在不同参考系测量同一地点事件发生的时间时"信号传

输需要时间"从而产生延时"所以都认为对方的钟走得

更慢!且因为相隔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慢的量都是一

样的%"这是一种表观的变化"而不是本质的周期性节律

的变化( 假想实验+设孪生子甲$乙"分别以相对地球速

度 )沿相反方向运动"由于他们处于完全对称的运动状

况"不难得出"他们在任何时刻都一样年轻"但是"去掉

地球参照系后"根据狭义相对论则得出"他们都会认为

对方比自己年轻"因此"双方所看到的只是-虚假.的现

象( 此外"根据图 $ 实验可以发现"光速不变与相对性

原理是互不支持的( 甲乙两个观测者处于对称运动状

态"即是平权的"但他们两者各自测量的光速肯定是不

一样的(

相对论中惯性系成了无法定义的概念"是由于抛弃

了时空的绝对属性"这样"惯性系的定义就必然陷入逻

辑循环(

综上所述"相对论的效应是存在的"但抛弃了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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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光速与测量参考系运动的关系

性的狭义相对论在自己体系内的逻辑是不自洽的(

! 狭义相对论面临问题的解决办法

根据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观点认为"-相对.与-绝

对.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既互

相对立又互相统一"失去一方"对方也将失去存在的条

件( 而不是目前人们认为的相对论包含绝对论( 另外"

根据我国先哲的-阴阳学说.可知"世间一切事物或现象

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万物阴阳相对"阴

中有阳"阳中有阴#孤阴不长"独阳不生( 这也说明在谈

-相对性.时"其实它是针对的是绝对性"或已经隐含了

-绝对性.#在谈-绝对性.时"也是针对相对性"或已经

隐含了-相对性."二者是不能割裂的( 即"无论是绝对

论还是相对论"它们依据的哲学基础是不完备的( 因

此"要解决狭义相对论面临的问题就必须抛弃不完备的

时空观"遵循绝对与相对性统一的完备的时空观"它会

为解决时空及相关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B 结 论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都

只看到了时空本质的一个方面"都是局部或相对真理(

真正的时空本质应该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

!#%根据本文提出的绝对相对统一论"必然存在绝

对静止参考系!以下简称-静止参考系."现代物理研究

表明-真空不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 可能有学者会

提出-迈克逊 P莫雷.实验否定了-以太.的存在"但笔

者通过分析认为"虽然该实验出现-零.结果"但并不表

示对真空存在物质的否定( 因为该实验是根据绝对时

空观理论和传统-以太.概念进行设计的"实验没有出现

预期的结果"只能证明绝对论时空观是不完备的"但不

能反证相对论时空观是完备的"因为还有第三种情况(

同时"真空中有物质的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据笔者

的研究"它是组成物质粒子的基础"也是万物相互作用

的基础%(

!!%根据绝对相对统一论"相对于绝对参考系运动

的参考系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效应"它们之间的变换关系

应该是速度的函数(

!B%光速不变的本质( 狭义相对论认为的光速不变

是指所有惯性参考系测量光速是不变的( 但根据真空

存在物质和光的波动性"把光理解为在其中传播的一种

波"那么光速不变应该是指所有惯性参考系发出的光"

相对于绝对静止参考系的速度是不变的"且恒等于T#即

光速与光源是否运动无关"与测量的参考系有关( 因

此"相对于绝对静止参考系运动的物体存在最高速度限

制"即不能超过光速 !极端情况除外"如 -黑洞.附近

等%"而相对运动则可以超过光速(

!M%把时间定义为周期性事件节律的快慢"以及前

述几点即可推出与狭义相对论基本一致的结果!推导过

程及可能的相关实验验证另文叙述%( 但其本质意义与

狭义相对论完全不同"也不存在任何悖论( 如+处于绝

对静止参照系中的钟按照-标准.走时率运动"处于相对

于绝对静止参考系运动的惯性参考系的钟的走时率变

慢( 它们的关系可以通过实验说明"设三生子甲$乙$

丙"丙留在地球上"甲$乙分别以相对地球以速度 ) 沿相

反方向运动( 根据-绝对相对性原则."并把地球作为近

似静止参考系"由于甲$乙相对静止参考系的运动速度

是一样的"则甲$乙的年龄一样"并都比丙年轻( 运动参

考系的-时钟.变慢的原因是因为绝对运动使能量的传

输速度相对变慢"因而使周期运动的节律变慢"这种变

慢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而不是因为测量信号传输需要时

间引起的( 同时"处于-运动.状态下的物体长度会缩

短"这是由于物体从绝对静止下被加速到恒速过程中"

物质粒子之间的距离被-压缩."这个缩短也是实实在在

发生的"不是由于测量引起的(

M 结束语

综上所述"狭义相对论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究其

根本原因"还是该理论本身存在不完备性"当然"这是时

代的局限!对于狭义相对论的划时代意义是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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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此在狭义相对论产生已过去 $"" 多年的今天"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变思路"通过对时空的本质进

行深入探索研究"从哲学的高度出发"认为建立新的绝

对相对统一时空观"抛弃不完备的时空观"这才是解决

该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一方法也将对理论物理前沿研究

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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