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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宇宙学家已经开发了许多理论来探索宇宙的起源。这些理论主要有三个分支，即： 科学宇宙学，哲

学宇宙学和神学。虽然所有的这些现存的理论已经非常接近答案了，但是每一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不足之

处。科学宇宙学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宇宙的奇点，物理学中所有的已知定律都会失效。哲学宇宙学困惑于-

---宇宙的创造者不可能是宇宙本身。神学面临同样的困境----上帝如果存在于宇宙中的话，那么他（或她）

会成为宇宙的一部分甚至是整个宇宙，就会出现了自己成为自己的制造者的矛盾。综合考虑所有这些现存

的理论中的优缺点，我在此略去物理学中所有的已知定律，利用纯数学函数计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计

算结果表明：存在一个宇宙的奇点。有趣的是，该奇点是“负宇宙”！！！这一结果可能就是“宇宙的第

一推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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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人类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努力地探索着我们宇

宙的起源。上个世纪，宇宙学家已经迅速建立起

来了无数的理论体系。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宇宙

学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分支，即：科学宇宙学，哲

学宇宙学和神学。 

早 在 1917 年 ，亚历山 大·弗 里德 曼

（Alexander Friedman）已经提出了宇宙是起源于

一个奇点，并在不断地膨胀[注 1]中。1915 年，爱

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建立了他的广义相对论

[注 2]。他感兴趣的是重力[注 3-8] 。 重力会使宇

宙坍塌成一个奇点[注 9-12]。然而，物理学中所有

的已知定律都会在奇点失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爱因斯坦发明了一个“宇宙常数”：假设了存在

一个大尺度的排斥力，从而阻止了宇宙的坍塌。

根据这个假设，他没有能够找到宇宙的起源的答

案。 

1983 年，詹姆斯·哈特尔（James Hartle）和

霍金（ Stephen Hawking）建立起了量子宇宙学[注

13]。他们建议：可以用宇宙波函数来解释整个宇

宙，如同在量子力学中波函数应用到基本粒子一

样。根据这种方法，在宇宙的早期，过去和未来

之间的区分也就失效了。为了发展相对论，霍金

开发黑洞理论[注 14-27]。然而，在经过运用各种

不同的黑洞的定律之后，他仍然没能突破“奇点”

这一屏障。 1988 年，他在他的著作《时间简史》

中猜测：黑洞并不是那么黑[注 28]。彭罗斯-霍金

定理（Penrose-Hawking）指出：任何物体经过重

力坍缩后必将最终形成一个奇点。由此可见，

“奇点”问题依然是探索宇宙起源的障碍。 

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在 20世纪 20

年代发现星系的光会红移。星系的光的红移是和

距离成正比的（如：从亮度来推断）。对于观察

者来说，除了星系远离观察者的速度之外，没有

其它原因会引起星系光的红移。所以哈勃得出结

论：星系在远离我们，并且离我们越远速度越快。

因此，总的来说宇宙是在不断膨胀扩大。如果把

时间往回倒退的话，宇宙最终应该是起源于一个

奇点。这方面的证据支持了大爆炸理论。大爆炸

理论认为，整个宇宙起源于大约 150-200亿年前的

一次宇宙爆炸。正是由于这个事实，所以物理学

家们希望可以回到大爆炸之前。那么，就有可能

解释我们宇宙的起源了。例如，什么是“宇宙的

第一推动力”？遗憾的是：不可能通过做实验来

测试宇宙是如何被创造的。 

爱德华·特赖恩（Edward Tryon）首次提出：

宇宙可能是一个真空的扰动[注 29]，“本质上是什

么都没有”。亚历山大·维兰金（Alexander 

Vilenkin）也谈到：宇宙的起源“几乎一无所有”；

就是说：没有物质，没有空间和没有时间；然后

从非空状态量子通道过渡而来的宇宙 [注 30]。有

“宇宙可能是一个真空的扰动而来” 的想法的另

一个鼻祖阿兰古斯（Alan Guth）指出，宇宙的开

端是什么都没有，一个没有空间或物质的纯真空，

然后受量子的不确定性，引起而成；这样的话，

宇宙就从纯真空出来，并消失回纯真空中去[注 31]。

以上诸论，他们都正越来越接近找到宇宙的最初

起源的答案了，除了“奇点”这个问题之外。 

宇宙学家詹姆斯·E·皮布尔斯（P. James E. 

Peebles）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大部分的质

量在宇宙中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必然会有

某种未知的“暗物质” [注 32]的存在。尽管如此，

我们知道：暗物质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如果存在

的话）也不可能是宇宙的创造者。 

最近，维兰金 (Vilenkin)和乌梅（ Jaume 

Garriga）建立了“多世界一体”的理论，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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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宇宙包含有其他无限多个宇宙，或称“O型区

域”，其中历史是交替播放自己[注 33]。 1957 年，

休·埃弗雷特（Hugh Everett）[注 34-35]解释说：

宇宙可能的状态不会坍塌，但宇宙不知何故会分

开成可容纳各种可能性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布莱

斯·德威特（Bryce DeWitt）[注 36]和大卫·德彻

[注 37]甚至声称：每次我们做一些事情，或每个时

间的东西，不管多么小，在变化的宇宙中，都生

成一个新的宇宙。因此，每一时每一刻都有百万

千万个新宇宙正在被创建。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们要分辨千万个宇宙的差异，那么，如何

去区分这些不同宇宙的边缘呢？于是我们又回到

了“奇点”这一问题。 

哲学宇宙学家们一直在掂量着两个事实：首

先，我们的宇宙是存在着的；其次，它是以一种

独特的方式存在。摆在哲学家面前的挑战是：什

么是可以无中生有的？例如，蒂莫西·费里斯

（Timothy Ferris）[注 38]就指出：量子宇宙学家们

要面对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宇宙的第一推动

力”？什么是可以无中生有的？什么是可以无穷

回溯的？哲学宇宙学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就是：

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只是宇宙的一部分，都不可

能成为“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从而，这又引出

了宗教问题。 

《圣经》开篇第一章就是“创世纪”。上帝

创造宇宙用了六天，第七天休息。物理学家弗兰

克（Frank Tipler）在他的著作《不朽的物理》中

指出： “所有的神学要么是纯粹的胡说八道，要

么最终的神学必须成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原因

很简单，宇宙被定义为所有的存在，所有的实体。

因此，根据定义，如果上帝是存在的话，那么，

他（或她）就必然是这个宇宙或者是这个宇宙的

一部分。物理学的目标就是弄明白这个宇宙现实

的终极的本质。如果上帝是真实的，那么物理学

家就会最终找到他（或她）。” [注 39] 从这一点

来看，上帝似乎是“非宇宙”的。佛教认为：大

千世界，四大皆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

埃”，宇宙本来是没有的！现在的一切事物都是

过眼云烟，最终宇宙回归“空无”。 

物理学家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es）认

为：如果我们仅从科学的观点 [注 38]来探索的话，

宇宙起源的问题似乎永远没有答案。对于科学，

哲学和神学来说，宇宙起源问题是这三种宇宙观

共同要面对的难题。 我们能否结合这三种宇宙观

来找到答案呢？目前已经有的共识是：宇宙是不

完全各向同性的或均匀的。所有的宇宙观都一致

认为，宇宙的形成不应该是宇宙本身或它的一部

分。现在是时候去探索“非宇宙”了。 
 

二﹑分析 

根据哈勃（Hubble）的发现，到目前为止最

能被广泛接受的宇宙观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了。

大爆炸宇宙学假设，在一个时刻，宇宙所有的物

质都是位于空间中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宇宙会有

一个奇点。在宇宙开始的时刻，时间为零（t = 0）

时，可能会有什么事件发生呢？或者什么是“宇

宙的第一推动力”呢？让我们来假设这个未知事

件为“x”。 

宇宙开始时刻的边界条件是： 

1. 大爆炸之前是没有宇宙的； 

2. 大爆炸之后宇宙就存在了； 

3. 未知事件 X在大爆炸那一刻发生了。 

该模型可以描述如下： 

空无（t<0）大爆炸（t=0）宇宙和“X”

（t> 0）。 

用一个纯数学方程式来表示 t = 0时的该模型

就是： 

xU 0                          （1） 

其中 U是宇宙，和 x是未知事件。 

解方程（1），人们可以很容易获得如下结果： 

Ux                               （2） 

由此可知，未知事件是“负宇宙”。 

根据大爆炸宇宙学理论的假设，负宇宙应该

就是所谓的“奇点”了。有一个简单的数学 

函数来描述奇点。 

x
p

1


                              （3） 

这个函数有一个奇点在 x = 0。 

上面的第一个边界条件告诉我们 

0
0

lim 


x
t                          （4） 

其中，t是时间。 

因此， 





 xt

p
t

1

0
lim

0
lim

     （5） 

宇宙的起源开始于约 150-200亿年前。从那时

起，宇宙一直在不断膨胀。因此，奇点应该离我

们很远。我们的参照框架是地球。因此，有理由

相信，奇点位置是离地球无限远。因此，等式（3）

中，p 应该可以看作是负宇宙的位置函数（相对于

地球来说）。 

有了负宇宙的位置函数后，人们可以计算它

的面积了。 

Cxdx
x

dxpS   ln
1

          （6） 

其中 S为负宇宙的面积，和 C是常数。 

进一步，也可以得出负宇宙的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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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lnln CCxxxxdxCxSdxV
                                  （7） 

 

其中 V是负宇宙的体积，和 C1是常数。 

根据边界条件，我们可以得到负宇宙的面积 S

的值和负宇宙的体积 V的值了。 

将等式（4）代入方程（6），可得 

  





Cx
t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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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lim
0

lim

                  
（8） 

负的符号代表负宇宙。 

再将等式（4）代入方程（7），可得 

 
11ln

0
lim

0
lim CCCxxxx

t
V

t





    （9） 

再用边界条件来解决该常数 C1。在大爆炸那

一刻，宇宙的体积是零。通过平衡宇宙和负宇宙

之间的值，在大爆炸（t = 0）时，负宇宙的体积应

该也是零。这样一来，方程（9）变为 

0
10

lim 


CV
t                                        （10） 

 
三﹑讨论 

等式（2）是本文的一个显著的突破。有一个

“非宇宙”或叫“负宇宙”的存在。等式（10）

揭示了负宇宙是一个奇点。这就从理论上证明了

大爆炸宇宙学的假设是正确的。反过来，在 20 世

纪 20 年代埃德温·哈勃发现的星系的光线红移，

是从观测的角度证明了宇宙在膨胀。理论和实验

结果两者都能够证明：负宇宙奇点理论是解决宇

宙起源问题的关键。 

等式（5）告诉我们，负宇宙奇点的位置，距

离地球无限远。虽然人类无法观察到负宇宙奇点，

但理论计算结果已经证明了有一个宇宙的边缘。

这是一个常识：宇宙的边缘和宇宙的外面一定不

是宇宙本身。也就是说负宇宙是“非宇宙”的，

是宇宙的边缘和外面。 

等式（8）说明了负宇宙的面积是负无穷大。

就是说无论宇宙有多么的广阔，其边缘都可以覆

盖整个宇宙。而负的符号表示是负宇宙。 

等式（10）表示负宇宙的体积是零。这与传

统观念是相反的。传统观念以为：宇宙非常广阔，

它的外面就应该是要远远大于宇宙本身的。事实

却恰恰相反：负宇宙只是一个点，而我们的宇宙

是没有边缘的外部的。从方程（10）可以得出结

论：我们的宇宙是独一无二的。 

综上所述，负宇宙模型克服了所有现存的三

种宇宙理论的障碍。科学宇宙观能够接受一个所

有物理定律都失效的奇点存在。哲学宇宙论也满

意宇宙起源来自于外因，而不是来自于宇宙自己

本身。神学也可以自豪地宣布上帝并不是宇宙的

一部分。佛教理论也与科学理论相通。 

当爱因斯坦在 1916 年写他的广义相对论时他

感觉到：宇宙的静态是如此强烈，而他的公式却

显示宇宙应该是在膨胀，或者在收缩。重要的问

题是：重力是否能够减少膨胀率？为了平衡这个

膨胀率，他引入了一个宇宙常数来使宇宙达到静

态。然而，他无法解释的问题是：不明原因正在

使宇宙加速膨胀。负宇宙模型提供了解释的机会，

从而可以完善广义相对论的理论。该加速度来自

负宇宙。 

P.詹姆斯·E·皮布尔斯（P. James E. Peebles）

认为：宇宙必定会有某种未知的暗物质[注 32]存在。

暗物质如果存在的话就会增加宇宙的引力从而降

低了膨胀率。这样一来就与宇宙是在加速膨胀的

情况相反了。负宇宙模型提供理论武器，对未知

的暗物质作进一步研究。暗物质可能就是负宇宙

奇点。 

爱德华·特赖恩（Edward Tryon）等人意识到，

宇宙可能会从空无[注 29-31]中来。他们曾试图探

索空无创世的原因，但失败了。该负宇宙模型给

出了理论来支持他们的假定。负宇宙奇点创造了

宇宙。 

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等人运用

一系列物理[注 13-28]的定律，来描述一个黑洞图

像。所有物理已知的定律，只能够解释宇宙的演

化，而不能够解释如何创世。任何黑洞（如果存

在的话）也只是宇宙的一部分，不可能成为创世

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物理已知的定律在奇

点失效的原因。另一方面，早期宇宙的重力应大

于一个黑洞的引力。哈勃望远镜能观察到从早期

的宇宙发来的光。早期宇宙尚且不能阻止光的传

播，为什么黑洞可以阻止光的传播呢？很显然，

重力不是阻止光的传播的原因。负宇宙模型提供

了理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负宇宙奇点可以消

灭任何物体，甚至宇宙，当然也就包括光了。 

维兰金（Vilenkin）等人想像的是：有众多世

界或多重宇宙的情形[注 33-37]。但是，他们不能

区分众多宇宙之间的边缘划分。该负宇宙模型能

够给他们提示。在宇宙的边缘应该是“非宇宙”

的了，或者称之为负宇宙。 

负宇宙模型甚至也是相信上帝存在的一个理

由。虽然人类无法看到负的宇宙，但它是存在的。

人们应该想象一下，上帝是“非宇宙”的，是具

有超凡能力的，上帝可以创世，也可以毁灭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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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理论其实与科学是相通的，只不过是释迦莫

尼在菩提树下冥想七天七夜“悟”出来了。因为

没有推导过程，所以佛教理论被人们神化了。爱

因斯坦也说过，佛教最接近科学。很多科学家信

仰宗教，也是这个道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上面的理论。所有现存的

宇宙论都有自己本身的优势。人类的发展从不同

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了许多理论观点来描述宇宙

的开端。事实的正确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如果一

个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获得这个唯一

的正确答案。负宇宙奇点理论与所有现存的宇宙

论达成了完美的共识。负宇宙奇点理论可以从理

论上证明哈勃的发现是有理论根据的。反之亦然，

哈勃的观测是从实验证据方面验证了负宇宙模型

是可信的。负宇宙奇点是解决宇宙起源问题的最

终答案。 
 

四﹑结论 

有一个宇宙的奇点存在。所有物理学的定律

在宇宙奇点处失效。宇宙的奇点是非宇宙的；它

是宇宙的边缘；它的位置离地球无限远；它的面

积是负无穷大；它的体积为零。同时它也是宇宙

的第一推动力。我们的宇宙没有边缘的外部，因

此我们的宇宙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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