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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物理与宇宙

宇宙
,

爱 因

斯坦称时空
∃

二

千多年前
,

中国

《淮南子》称 % 四

方上下 日宇
,

古

往今来 日宙
∃

在

全球人类面前的问题很多
,

生存问题
,

衣食问题
,

电话
、

计算机
、

汽车家庭普及的问题
,

用高科技提

高产品的数量
、

质量问题等
,

其中最大的问题莫

过于我们所在的宇宙本身的间题
,

古今中外
,

多

少科学家
、

有志之士
,

终其一生
,

未尽其解
,

伽利

略
、

牛顿
、

爱因斯坦等等
∃

还有中国人
,

战国时期
,

屈原
,

面对浩瀚无际的苍弯
,

发出《天问》%
“

邃古

之初谁传道之&
” , “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 ∃

人类的知识
、

智慧经过近万年的历程
,

到今

天分成很多学科
,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学
、

哲

学
、

文学
、

医学
、

自动化技术
、

计算机技术等
∃

其

中应列首位的是物理学
,

很多学科以物理为基

础
∃

高等数学的基础主体微积分
,

就是牛顿 �英

国#
、

莱布尼兹 �德国#在研究空间天体的运动时

各自创立
,

和研究宇宙关系密切的有
,

引力物

理学
,

热学
,

光学
,

粒子物理学
,

核物理学
,

相对

论
,

宇宙线物理学等
∃

二
、

宇宙的演化

对遥远处宇宙的研究目前只能通过观测
,

借助于星系发出的光线或射电
,

在地面
,

在地球

空间轨道上 �哈勃天文望远镜#进行
∃

宇宙不是

静态的
,

是演变着的
∃

明天的太阳不同于今天
,

亦如今天的太阳不同于昨天
,

能量减少
∃

宇宙

本身及其演化方向
、

过程与人的愿望无关
,

人择

原理如同上帝不科学
、

不唯物一亿多年前
,

地

球尚无人类
,

只有恐龙
,

然而宇宙演化至今
,

经

历过那个时刻
∃

那时能说
,

今天看到的宇宙之

所以是这样的
,

是因为如果它不这样
,

我们就看

不到它 �人择原理#&

西方人讲上帝创生宇宙
,

东方古人则信仰

佛道
,

可是宇宙就是宇宙
,

与神佛无关
∃

热力学

第二定律在以太阳为中心
,

一光年 �近 � 万亿

公里 #的范围内不会不正确
,

其他恒星也同样
,

乃至星系亦然
,

宇宙趋于均匀
、

稳定
∃

四百多年

前
,

日心学说的创立者哥白尼
,

被当时认为离经

叛道
,

其《天体运行论》列为禁书
∃

布鲁诺
,

曾在

许多著名大学从教
,

因捍卫哥白尼的 日心说
,

实际年龄要比我们观测到的老得多
,

从而在标

准模型的框架内阐释了宇宙年龄小于最古老天

体年龄的矛盾
∃

诚然
,

至今我们还远未弄清楚宇宙起源的细

节
,

但已获得的所有观测资料都指向一个
“

热
”

的

开端
∃

�∋ (∋ 年 �� 月 �( 日美国宇航局发射上天

的
“

宇宙背景探测器
”

搜集到的数据无可辩驳地

表明宇宙曾经是较热和较小的
,

结合氢同位素的

相对丰度和河外星系光谱线的红移
,

要找到比宇

宙创生热大爆炸模型更好地说明这些现象的学

说是较难的
∃

就拿前面所介绍的三种非标准宇

宙模型来说
,

伯托拉米的万有引力常数变化论和

哈里森模型是很难用目前通用的观测方法来验

证的
,

)∗ ∗+ 模型虽与 �∋,( 年霍伊尔等人提出

的稳恒态宇宙模型不同
,

是一个有演化的宇宙模

型
,

且能说明观测到的氢
、

氖
、

氦
、

锉等轻元素的

丰度以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

但由于该学说是用

遍布于整个宇宙的针状微粒来说明此背景辐射

的
,

而针状微粒对射电波来说将使宇宙不透明
,

这与观测事实不符
∃

与任何理论一样
,

大爆炸宇宙学也要经受

新观测事实的考验并不断改进和充实其内涵
,

但目前还不能因为年龄矛盾一个问题就全盘否

定标准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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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八年
,

始终坚持立场
,

最后由罗马宗教裁

判所活活烧死在繁花广场
,

时年 −! 岁 �悲哉 .#∃

是呀
,

太阳绕着我们东升西沉
,

日复一 日
,

在今

天看来
,

大地是宇宙的中心
,

也似乎正确
∃

千年后的人类科学肯定要比今天更上一层

楼
,

除了具体技术高度发达外
,

更重要的是观念

思维上的本质突破
∃

宇宙是演化着的
,

不依人

类的意志
,

且不独为人
∃

三
、

退行的星系

� ∋! ∋ 年
,

哈勃发现河外星系的视向退行速

度与至我们的距离成正比
,

即 %

/ 0 1
·

2

式中 不尤一弓尽行速度
,

开一哈勃常数
,

公一恨巨离
∃

上述速度一距离的关系称作哈勃定律
∃

哈

勃及其后的科学家观测表明
,

来自遥远处的星

系的光谱的吸收线均向红色边位移
,

即红移
∃

根据开普勒效应
,

这些星系正在远离我们向后

退行
,

退行的速度可 由钙的 1 线及 3 线在光

谱中的红移量的大小算出
∃

部分实际计算数据是 %

星系�座# 距离�光年# 退行速度�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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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出曲线图表示
%

距离 2 �亿光年 #

星系退行速度与距离的关系图

星系离我们愈远
,

其退行速度就愈大
∃

当速度

在 � 万 45 6 7 以上时
,

虽然哈勃定律的线性关系

不完全适用
,

要代之以相对论胜的公式
,

但是更远距

离的星系
,

退行速度更大是正确的
∃

根据爱因斯坦相

又妇仑
,

光速是甲切物质运动的极限速度
,

以接近于光

速退行的星系
,

距离我们有 �功 亿光年或 么刃亿光

年
∃

真是 % 孤星远影碧空尽唯见银河天际流
∃

四
、

有限的光速与无限的总体宇宙

光或 电磁波在 太空 中穿行的 速度是 %

“0 !∋∃ ∋ Η ∋ ! 万 45 6 7
,

在大气中要慢一些
∃

用光学

�或射电#望远镜摄取星系发出的光线�或电波#
,

了

解遥远处宇宙的景象
∃

由狭义相对论
,

得出光速的

不变性和极限性
,

空间‘时间的关系式是 %

Ι 二 ϑ
·

Ε

式中
,

亡一一光速
,

了

—光线运行的时间
,

Ι

—
光线通过的空间

∃

通常我们目视夜空
,

认为看到的星光就是星

体现在发出的光 �暗含着
‘
为无穷大 #

,

其实不

然
,

若观测到 �  亿光年处的星系
,

则是 �  亿

年前的它发出的光
,

这束光在宇宙空间中
,

以光

速穿行了百亿年的时间
,

经过了百亿光年的空

间
,

即时空连续一体
∃

看到的星系是过去的星系
,

看到的宇宙是过去的宇宙
,

看得越远也就看得越

久远
、

越早
,

而现在遥远星系的情况
,

则要过上百

亿年的时间
,

其光线到达后
,

才能被观察到
∃

光速虽是最大
,

却是有限
∃

在上述时一空关

系式中
, ϑ
值一定

,

Ε有限 �不能是无限 #
,

Ι 也有

限
,

即能够观测的宇宙有限
,

而整个总体宇宙可

能是无限的
∃

观测宇宙边缘的星系以接近于光

速远离退行
,

出了我们的视界线
∃

宇宙的元素构成与地球不 同
,

1
、

1 Χ 占

∋∋ Κ
,

其中 1 近 Η Κ
∃

如太阳一样的恒星
,

每

时每刻都进行着 , 1 核Λ Μ1 Χ 核的热核聚变反

应
,

产生巨大的能量
,

光线传出
,

而传出光线的

速度有限
,

观测宇宙也有限
∃

宇宙本体的物质

构成
,

限制了宇宙观测
∃

宇宙
,

不管朝着哪个方向 �大
、

小#演化
,

都

处在动态
∃

地球上 的人类在总体上供给 自身
,

又探求外面宇宙空间的精神
,

如同时间箭头一

样
,

将永远向前向前 . 不会有什么终极真理
,

今

天苦思不解的问题
,

明天
、

数百年后将不再是问

题
∃

宇宙的演化虽 不依人的意愿
,

但它是我们

生存的空阔的大家院
∃

大漠风尘 日色昏
,

骆驼队伍正前奔
∃

对宇

宙了解的新的飞跃
,

已为期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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