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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洞理论是子虚乌有的，是以暗物质和暗能量为基础，也有错误的牛顿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所误

导的结果。还有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能量公式、史瓦西公式、霍金辐射公式的推波助澜，并结合量子力

学、热力学公式计算出有暗物质、暗能量，证明黑洞、白洞和奇点的存在。因为暗物质、暗能量、黑洞理论

违背了物质、能量的循环和物质不灭定律，都是不成立的，那些推导出的所谓计算公式成了鬼画符图的符号，

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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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质、能量是真实存在的，物理学基础理论，坚持唯物论，黑洞理论不成立。 
 
什么是黑洞？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未给黑洞定

义，大概黑洞是恒星蜕变物，并经过了有关专家学

者的“神奇”化，成了神秘莫测的异物，只可猜测

之。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离开了物

质则什么也不存在。即使不发光的物质，也可借助

光源和精密仪器看到，物质不可能像鬼神一样隐藏

得无影无踪。暗物质、暗能量是天体物理学家用牛

顿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宇宙总物质总能

量的产物，得出的暗物质、暗能量却看不见、摸不

着，是一种虚无的东西。天体物理学家却不敢怀疑

牛顿力学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的正确性，自然不敢

纠正其错误，反而用谬论掩盖伪理论伪定律，这就

是迷信、崇拜权威，不敢坚持实事求是和追求真理

的悲剧，以致又产生黑洞、白洞、奇点等谬论。 

微观论是一种战术，能正确解决局部的实际问

题，得到的结果可信，并能经受实践和事实的检验；

宏观论是战略方针，是简化矛盾解决方向性问题的

思维方法，用宏观论解决局部问题，会得到错误的

结果。但可用微观论的系列计算结果完善宏观理

论，即微观论和宏观论可以相互验证，宏观论需要

微观论证明。如加减法、乘除法、积分和微分都可

相互验证，不能相互验证的理论和公式，总有一方

存在错误。如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能量公式

E=MC2,式中：E—能量，C—光速，M—质量。M

可以代表物体、星球、星系、星系团、甚至整个宇

宙空间的总物质，代表物质越少，其误差越大，反

之则误差小。我们把能量公式微分化，如花岗岩和

铀都是放射性物质，分别计算 1kg花风岩和 1kg铀

的能量，两者的能量是相差很大的，完全可以否定

能量公式。 

我们不用微观论否定宏观论，但用微观论解决

问题的结果是真实的、可信的，符合唯物主义；而

宏观论具有包罗性而有唯心因素，如不用辩证法看

待微观论和宏观论的相互关系，宏观论会走向唯心

主义，使科学走向异端邪说，造成无穷的危害。牛

顿没有发现吸引阻力，混淆了质量和重量的概念，

三条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又介于微观论和宏

观论中间，其计算公式存在原则性的错误，不可能

完全正确，且第二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自相矛盾。

天体物理学家未认识牛顿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

律存在的问题，凭看到宇宙中极少的物质，就用牛

顿的力学、万有引力公式计算宇宙的总物质和总能

量，因计算值与实际观测值不符，不找内在原因，

却提出暗物质和暗能量，不但违背了世界是物质

的、物质是可见的原则，而且滋生了黑洞、白洞、

奇点等怪论。 

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具有相似性，太阳（恒星）

与银河系或宇宙中的恒星也应有相似性。鉴于黑洞

的形成与恒星的蜕变有关，其它恒星是什么物质发

生核聚变，我们不得而知，但对太阳有一些初步了

解，只要恒星有相似性，分析太阳蜕变不会犯原则

性错误。物理学家认为太阳全部由氢原子组成（下

此结论为时尚早），球核中心温度高达 1.5 万摄氏

度，表面温度有 6千摄氏度，太阳的高温并不发生

核裂变。氢原子的原子核在高温高压下一旦靠拢，

就转化为重原子核，这种反应叫核聚变。核聚变比

铀的核裂变产生多得多的能量——热和光。 

物理学家估计太阳里面四个氢原子在一起变

成了一个氦原子，这是太阳物质最自然的反应。此

时氦原子的重量为四个氢原子的百分之九十九点

三，也就是约百分之零点七的重量跑掉了，跑掉的

重量变成了热和光（含有光微子、射线、波、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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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和中子）。由此可知太阳完成了核聚变不会发

光，只会发热，蜕变成一颗行星，其重量为太阳重

量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三，体积却成倍缩小。由于自

身的引力作用，仍保持着自转和位移（公转），其

赤道线速度和位移速度要小于原太阳的线速度和

位移速度。球壳的降温要较长时间，因无风化层的

覆盖呈现暗红色，被称为褐矮星。太阳蜕变为褐矮

星（行星）可以令人理解，再蜕变为中子星和黑洞，

却缺乏理论证明。 

顾名思义，中子星是由中子构成，褐矮星中的

氦原子，必须释放出电子和质子 ，电子和质子是

如何释放的，纯中子如何结团，物理学家没有做出

合理的解释。按物理学的基础理论，氦原子释放了

电子和质子，剩下的中子不能形成原子、分子和物

质、褐矮星只能解体化为宇宙灰尘扩散，再与宇宙

中的电子、质子结合形成新的原子、分子和物质，

新的分子、物质被行星、卫星吸纳，或者重新结团，

这符合郭选年提出的天体、物质的循环理论。其循

环理论为，行星吸纳宇宙尘埃成巨星，当巨星的质

量是恒星质量三倍以上，巨星球核发生核聚变爆

炸，球核蜕变为恒星，炸裂起飞的球幔，球壳成为

行星、卫星和宇宙尘埃，合理解释了宇宙星系的循

环性，这种循环需要百亿年左右的时间。物理学家

解释了恒星蜕变成褐矮星、褐矮星蜕变为中子星缺

乏解释，中子星如何蜕变为黑洞、白洞和奇点还是

一片空白，令人难以相信。 

由此可知恒星的消失蜕变为黑洞，完全是物理

学家的猜测，由于谁也未见识黑洞，证明猜测只是

科学的起点，并不等于科学的结论。天体物理学家

认为黑洞可以吞噬一切物质和能量，为做到进出平

衡，又提出存在白洞，任何东西不能落进白洞，还

可以把内部的东西全抛出来，即黑洞和白洞可以中

和。因黑洞和白洞还不能自圆其说，又诞生了“奇

点”理论，认为奇点的密度可以无穷大，体积可以

无穷小。 

吴承恩没有学自然科学，却有丰富的文学知

识、社会经验和想象力，他描写孙悟空可以变成高

山和蚊子，山的密度不是无穷大，蚊子的体积也不

是无穷小，他描述的乾坤袋可以装天地，实际是装

头顶的天和脚下地，其空间也极其有限。几百年来

无人相信这样的神鬼妖魔故事，只是把西游记当作

消遣的文学作品。天体物理学家具有高深的专业知

识，又信仰唯物主义，提出密度无穷大，体积无穷

小的奇点，其想象力远远超过了吴承恩，没有奇点

的事实依据和实验示范，令人如何相信！ 

世界是物质的，任何自然现象都可以模拟。密

度无穷大，体积无穷小的“奇点”没有有限极限，

估计任何科学家也不能人工造出这样的奇点来。物

理学家界定黑洞的平均密度可达到 1014g/cm3，就应

该经过实验造出如此密度的物质来，否则，就是谎

言。 

暗物质、暗能量、黑洞、白洞、奇点均诞生于

牛顿、爱因斯坦、史瓦西、霍金、普朗克等人的理

论和计算公式，如果不能列举事实和做实验证明，

就应怀疑他们的理论和公式的正确性，重新对他们

的理论和计算公式进论证甄别。否则，天体物理学

会陷入迷信中不可自拔，不但浪费了人力和财力，

而且误导了科研工作者和广大的学子，其危害性是

不可忽视的。郭选年未学过高等天体物理学，凭所

学的初等理论和思维灵感，认为高等理论和初等理

论不能相矛盾，世界是物质的，物质都是可见和捕

捉到的。故不相信有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暗

能量、黑洞和奇点等怪异理论。并把个人观点写出

来，投入百家争鸣，希望能得到有关专家教授的甄

别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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