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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联系到柯召-魏时珍猜想发展出的平行宇宙与宇宙轮回结合的模型，可以一下子明白，其实

霍金之前的“宇宙会像半球一样闭合”，和之后的“回溯到节点，是到达永恒膨胀的门槛”，能够整合在一

起的。在复数空间看，保形变化 1/Z 将其点外开放半球变换到点内闭合半球，阴阳平衡，合二为一，从此，

宇宙成为有限的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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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霍金生前的平行宇宙论 

据《科学网》2018年 5月 3日报道，“平行宇

宙没有那么多”，是已故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在生前

最后发表的一篇论文，给出的一项关于宇宙起源理

论的主要观点。2018年 3月 4日是这篇论文霍金的

最后修改时间，10天后霍金逝世，目前该论文已在

国际《高能物理杂志》上发表。要说该理论，其实

在 2017年 7月在剑桥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曾以纪念

霍金的 75岁生日首次公开过。 

霍金论文的合著者、比利时鲁汶大学理论物理

学教授赫托格说，这是基于弦理论进行的大量复杂

的数学计算，才得出多元宇宙是有限结论的。霍金

在 2017年秋天曾说：“常规的永恒膨胀理论预测，

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分形，在膨胀的海洋中，镶嵌着

不同的口袋宇宙。”这是指宇宙暴胀理论，认为在

大爆炸后的极短时间内，时空进行了指数级膨胀的

继而推论：在整体上宇宙会永恒地膨胀，只在一小

部分区域停下来，不断形成无限多气泡般的宇宙。

人类的可见宇宙就是不断膨胀的时空中的其中一个

“泡泡”。但人类所处的这个“泡泡”中的物理法

则，如光速是 300000km/s无法适用到其它“泡泡”；

因此这些迥异的小宇宙就共同构成一个多元宇宙。

然而霍金说他“不喜欢多元宇宙这个概念。如果多

元宇宙中的不同宇宙是无限的，那这个理论就无法

得到验证。” 

霍金在去世前 10 天最后修改论文时中，他和

赫托格提出：多元宇宙论的这种叙事，是错误的。

霍金用论文标题的比喻说，要“给永恒膨胀找到一

个平滑的出口”。他们这个平滑的出口，是如何找

到的呢？赫托格的解释是：传统的永恒膨胀理论假

定宇宙整体背景，依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演化，

量子效应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些涨落；永恒膨胀的

内在动力，消除了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分割，相

对论由此崩溃，于是他们就利用弦理论，去统一相

对论和量子力学，重新讨论计算永恒膨胀。因为弦

理论是一种试图将四种相互作用力统一起来的理论，

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单元是微小的“弦”，弦在振动

和运动过程中产生基本粒子。具体来说，是借用弦

理论中的“全息”概念：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张巨

大而复杂的全息图，由此三维空间中的物理现实，

在数学上可以简化投影到二维平面上。 

即霍金和赫托格推出的“全息”概念，是一种

分支，它将永恒膨胀理论中的时间维度，分离投射

出来，摆脱对爱因斯坦理论的依赖，把永恒膨胀，

被简化为时空起点上的一张空间曲面的这种模型中。

而联系之前霍金关于宇宙“无边界条件”的预测：

如果回溯到宇宙开始时，宇宙会像半球一样闭合。

但霍金最后修改的这篇论文中，他却给出不同的结

果：“当回溯到某个节点，就会到达永恒膨胀的门

槛。过了那个门槛，人类熟知的时间概念会失去意

义”。 

正是这个“关节”点上，联系到柯召-魏时珍猜

想发展出的平行宇宙与宇宙轮回结合的模型，可以

一下子明白，其实霍金之前的“宇宙会像半球一样

闭合”，和之后的“回溯到节点，是到达永恒膨胀

的门槛”，是能够整合在一起的。所以，也能够理

解赫托格说“现在我们要发现，在过去还是有边界

的”的话。 

即可以说，目前关于柯召-魏时珍猜想发展出的

平行宇宙与宇宙轮回结合的模型，霍金和赫托格也

类似用中国本土弦理论这种新方法，计算出了永恒

膨胀理论的一个平滑出口，导向的“有限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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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也比西方此前的永恒膨胀理论，建构的无限分

形结构简洁得多。但后者也增加了前者理论的可验

证性。 

因为赫托格分析，新理论缩小后的尺度，可能

在人类太空望远镜的观测范围之内----尤其是原初

引力波----这种在永恒膨胀的“出口”处，产生的时

间涟漪，可能是验证新模型的最佳证据。即随着宇

宙的膨胀，原初引力波的波长，已超出了 LIGO 的

探测范围，但未来欧空局的空间引力波探测卫星

LISA，有望听到这些律动。但相比柯召-魏时珍猜想

发展出的平行宇宙与宇宙轮回结合的模型，赫托格

也承认，他们还“没有减少到一个唯一的宇宙，结

果只是大大简化了多元宇宙，使可能存在的宇宙的

范围要小得多。” 

目前赫托格表示，他还会在该论文基础上继续

探索。其次，如同霍金生前的一些成果，霍金提出

“平行宇宙没有那么多”的最后这项宇宙学理论，

也有人困惑。例如，加拿大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的

一位教授问：“为什么霍金会觉得这个设想有趣?”

但更多的是认为，无论如何霍金和赫托格利用“全

息投影”，给解决“泡泡”间不相通的问题，提供

了一种思路。 哈佛大学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就说：

“新论文用数学来克服这个数学和哲学瓶颈，对允

许在多元宇宙中存在的宇宙类型，进行了预测。”

联系柯召-魏时珍猜想，分析宇宙暴胀理论发展至今

日，虽然被无数天文观测结果所验证，但统一的宇

宙理论，留待的一些终极问题的解答，如膨胀如何

开始？膨胀的预设启动条件是什么？膨胀如何形成

了如今的宇宙？无论过去未来，膨胀都是永恒的吗？

等等，霍金给世界留下的最后一篇论文，虽说是纯

理论，纯计算，纯假说；没有观测结果，没有验证

对象，没有指明通向平行宇宙的道路，但在统一宇

宙的终极问题上，它和中国本土的柯召-魏时珍猜想

一起，埋下的都类似一颗不知是否能发芽生根的种

子。 
 

二、霍金平行宇宙与彭罗斯宇宙的轮回 

霍金和彭罗斯在英国长期合作研究量子宇宙

学，还出版过《时空本性》一书。霍金生于 1942

年，彭罗斯生于 1931年。彭罗斯可以说既是霍金的

老师，也是霍金的师兄。要了解霍金的平行宇宙观，

以及宇宙膨胀如何开始？膨胀的预设启动条件是什

么？膨胀如何形成了如今的宇宙？无论过去未来，

膨胀都是永恒的吗？等等问题，彭罗斯都是国际权

威的数学物理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对于说明霍金，

以及比较霍金和他与柯召-魏时珍猜想在现代宇宙

学上的应用的差异，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翻

译彭罗斯最近出版的此类研究，是 2015年湖南科技

出版社出版的彭罗斯的《宇宙的轮回》一书，解答

类似宇宙的“熵轮回”疑难，有没有更为合理的方

法？彭罗斯说引力子能穿越四维时空，进入高维和

多维，类似涉及说明它能“翻转”。然而众所周知，

热力学里的“熵”概念是代表无序或混乱。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与外界没有物质和能量交

换的封闭系统，熵值只增不减；类似时间箭头。那

么“宇宙的轮回”，彭罗斯如何能解决霍金的平行

宇宙即使很少，也有熵不可轮回循环的问题的呢？

我国改革开放后，1985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科学的未知世界》一书中，就有选编进彭罗斯的

文章《自然是复的吗？》，说明彭罗斯的思维，不

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主流坚持的“以苏解马”哲学，

不认可恩格斯赞成复数、虚数也是物质客观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比国内主流进步。 

彭罗斯的自然是复的讲，从黎曼球面到复数坐

标平面的球极平面投影，可描述从代数到自然界的

自然数和复数，当然也可以联系“宇宙的轮回”----

“自然是复的”类似“旧实在性”和“新实在性”，

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两个不同的地方，因发现和证

实的时间不同，“旧实在性”和“新实在性”也许

都正确。“旧实在性”类似的自然数和实数的物质

及时空，像在“点外空间”。“新实在性”类似的

虚数和复数的物质及时空，像在“点内空间”。由

此再看我国 1989年出版彭罗斯的《皇帝新脑》一书，

他讲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引力机制，揭开了国

内和国际对牛顿万有引力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

力，为何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没有分清韦尔张

量引力效应和里奇张量引力效应。 

彭罗斯说的里奇张量效应，是指“当一个物体

有被绕着的物体作圆周运动时，被绕物体整个体积

有同时协变向内产生类似向心力的收缩作用”。由

此弘扬马克思主义赞成复数、虚数也是物质客观存

在的现代宇宙学研究，才搞清楚引力场和引力子，

是分韦尔张量和里奇张量两大类：牛顿万有引力属

于直线运动作用力。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属于

圆周运动作用力。因此次彭罗斯用里奇张量引力效

应，证明了虚数超光速的“新实在性”，是回归恩

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早就承认存在虚数的合理

性。彭罗斯让科学，从旧实在性回到真正的马列主

义立场。 

这是彭罗斯得知贝尔实验证明量子纠缠在宏

观尺度上的正确性后，立即把他的“自然是复的”

结合“旧实在性”和“新实在性”，运用于量子引

力模型得出的。因为彭罗斯的这个转折点，只要联

系彭罗斯的里奇张量引力收缩效应就更清楚，他提

供的这幅虚数超光速快子图像，能清楚地假设：绕

着星球作圆周运动物体的半径为 1米，它到星球表

面的最近距离为 30万千米，星球的半径大于 30万

千米时，如果要里奇张量引力产生整个星球体积的

同时理想收缩，是以“旧实在性”的光速引力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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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星球表面的信息开始，就不能使星球直径另一端

的表面也同时开始收缩。因此必然有产生一半对一

半的实数光速引力子，和“新实在性”的虚数超光

速引力子，并以实数引力子到达时为准，这才不违

反两个相对论。 

然而到了 2015 年，为什么彭罗斯的《宇宙的

轮回》一书，已不同于他第二个阶段的《皇帝新脑》、

《时空本性》、《通向实在之路》等三本书的明晰

呢？因为在 2015年的这第三个阶段，彭罗斯书中没

有再提里奇张量引力讲的当一个物体有被绕着的物

体作圆周运动时，被绕物体整个体积有同时协变向

内产生类似向心力的收缩作用，而转向宇宙轮回。

这为啥？ 

因为要创新回答类似霍金的平行宇宙的终极

宇宙理论，最大的难题是遇到的熵增不能轮回的问

题。现在彭罗斯已用尽他平生的学问，得出他认为

最好的结果。但我们认为，彭罗斯还是没有解决熵

增为何能轮回的问题。因为解决熵增联系宇宙的轮

回，类似柯召-魏时珍猜想发展出的平行宇宙与宇宙

轮回结合的模型，就要掌握 2006年已经得到国际数

学界公认证明庞加莱猜想的方法，如球面、环面和

空心圆球等三类“翻转”。由此终极宇宙理论最大

的难题，只能从分“点内空间”与点外的平行宇宙

轮回才可解。但彭罗斯只是把“共形映射”数学，

应用到宇宙的爆炸开端和宇宙膨胀的结束上去分析；

从两者拓扑结构的不同，才得出再变回原来的空间，

“熵”也可减少至开头一样。 

但比较柯召-魏时珍猜想探索平行宇宙与宇宙

轮回结合的模型的“川大学派”，在坐实引力子实

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的数学操作方法，是

类似“膜面”加“奇点”式的线旋翻转，采取反包

围的轮回循环。这比彭罗斯的棱锥式的两端不同拓

扑结构类型的说明，更具有创新。彭罗斯的宇宙轮

回，是一个“点外空间”接着一个“点外空间”循

环的平行宇宙，所谓的“熵”增和“熵”减，以“平

行宇宙”的分隔线来勾销的。但柯召-魏时珍猜想探

索平行宇宙与宇宙轮回结合的模型，坚持马列主义

承认存在虚数的合理性，把彭罗斯宇宙轮回一个“点

外空间”接着一个“点外空间”循环的平行宇宙的

“分隔线”，扩展放大开，以一个“点外空间”接

着一个“点内空间”，再接着一个“点外空间”式

的循环，不断完善、推导和预见“点外空间”宇宙

演化图像，与“点内空间”宇宙演化图像的正反对

称，如正弦或余弦曲线式的变化，“熵”增和“熵”

减的矛盾自然得以解决。 
 

三、中国本土的柯召-魏时珍猜想 

2012年第 7期《环球科学》杂志发表陈超先生

的文章说：“2006年，借助于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

曼证明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的----空心圆球内外表

面翻转熵流，人们把时间和热力学、量子论、相对

论、超弦论等联系了起来，点燃了第三次超弦革命。”

这中间说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就是上面文章

提到的“柯召-魏时珍猜想” ；以前还曾称为过“赵

正旭难题”。 

为什么新中国解放后这样重要的工作，却无声

无息？这使人想到赛义甫教授在“科学网”的博文

《华沙学派----一个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哲学、数学、

逻辑学派》称：“1918年波兰重新独立，波兰学者

开始重建其国民教育，最受重视的当属数学。重点

是数学基础问题，包括集合论、拓扑学以及这些学

科在整个数学教育中的应用。华沙学派的 20年，大

致分为两个时期：1918年至 1929年、1929年至 1939

年。前十年培养了大批华沙学派的中坚力量，是积

蓄力量的时期，并未产生令世界关注的成果。华沙

学派学术成就的爆发集中在了后十年 1929 年至

1939年，将数学的学习和哲学思维的训练合为一体，

开创了对各种形式系统的理论研究，这在当时是一

个创举，使得华沙学派在后世的历史评价中占有独

特的一席之地。二战的爆发使得华沙学派彻底毁灭，

二战后，波兰成为苏联阵营的一份子，受限于严格

的意识形态，后期的成就已经很难再和战前的华沙

学派相比”。 

苏联阵营坚持的“以苏解马”哲学，过度强调

“斗争性”和“阶级性”，不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平衡作用。受其影响，这也是我国解放后

近 70年来，除在中医药研究院工作的屠呦呦研究员

外，全国所有著名大学无一例本土求学的教授获得

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科学创新在于青年，许多科

学爱好者从青年努力学习奋斗到暮年，仍然还是“民

科”。其实，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

苏解马”哲学搞科学创新，在国际科学界主流看来，

即使著名的院士也是“民科”。以改革开放前为例，

当时宣传与国际科学界主流坚持的“夸克模型”划

清界限的我国“层子模型”，直到改革开放后改口

说成“层子模型”就是“夸克模型”，才融入国际

科学界主流的。 

所以，我国本土的科学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与“以苏解马”哲学的冲突化解与未来发

展，取决于科学创新人才青年世代的成长成熟，从

而应以“青年优先”，来化解类似民科“青年失败”

或“青年造反”的问题。这具体体现在 2018 年 5

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国势之强由于人，人

材之成出于学。”国家发展同大学发展相辅相成。

我们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办好高等教育，办出世界

一流大学，首先要在体现中国特色上下功夫。要培

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

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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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

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今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

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

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推动了中国共产

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 

这使我们想到“柯召-魏时珍猜想”涉及的张圣

奘教授。因为鲜为人知的是，张圣奘 1918年考入北

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结识李大钊先生，并成为

马克思学术研究会 7名发起人之一，还认识在北大

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且交往密切。除开这些经历，

张圣奘作为重庆大学的创办人，与柯召教授的关系

不一般。张圣奘原籍湖北赤壁，生于湖南新化。叔

父张国淦是北洋政府高官，张圣奘自幼随叔父张国

淦长大。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有同

窗交谊。1922年张圣奘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留

学，在德国期间又与周恩来重逢，友谊加深。1922

年张圣奘到法国巴黎参加社会活动，经周恩来介绍

与邓小平结为朋友。 

1920年 3月 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

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

就有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等相约组

织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组织的湖南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的一些成员的支持和参与。由此

“重庆组织”给列宁共产国际写的《重庆报告》中

文稿，帮助作俄文翻译稿的就是张圣奘。2017年 11

月 12日由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

室、中共江油市委共同主办的纪念王右木诞辰 13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油举行。中央党史研究室第

一研究部原副主任、研究员李蓉同志出席，并在绵

阳日报发表《不忘初心高举旗帜不懈奋斗》的发言

摘要文章中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

告》显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 1920 年 3

月 12日在重庆成立，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共产

主义组织。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国早期共产

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张维为教

授说针对穆加贝，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究

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

楚”。接着又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

个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在上世纪 20年代采取的

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

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世界和 21世纪的

马列主义。 

张圣奘 1921 年北大毕业，1922年到英国牛津

大学攻读欧洲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又进入德国

莱比锡大学研习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到美

国哈佛大学攻读历史，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

圣奘回国，曾任上海复旦、交大等 5所大学的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四川总督刘湘邀请张圣

奘入川创办重庆大学，张圣奘接受邀请第一次到四

川。1937年张圣奘二次入川后一直在重大任教，还

在中央大学等 12所大学兼职。先后教过应用数学、

内科学、妇科学，德语、法语、英语、俄语、阿拉

伯语、日语，法学、哲学、经济学、古代文学、现

代文学，明史、清史等 28门课程，被人称为“万能

教授”。 

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时，张

圣奘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办公室重晤过毛泽东。

1950 年 11 月 2 日修建成渝铁路的军工第四总队，

在资阳莲花山发现一批古文物，移交川西博物馆。

川西行署向西南局报告了此事，邓小平经研究派重

大教授张圣奘去考察。1951年 2月 1日张圣奘率团

到资阳就开始工作，农历春节有人要求过年，张圣

奘请示邓小平批准后也没放假，2月 16日终于发现

一件较为完整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但他的命运是

在 1952年邓小平调离重庆，四川各行署合并成四川

省后，重庆大学院系调整，他调西师，后又调成都

四川省图书馆任研究员，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

“文革”中被多次抄家。 

张圣奘教授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医学博士。非

数学专业人员从医学看“柯召-魏时珍猜想”，似乎

结论简单直观：往往只想到它对应的空心圆球庞加

莱猜想外定理，联系弦线的不同振动的中医摸脉，

从血脉振动的弦象翻转，类似可以对应各种病症一

样。但张圣奘和柯召与魏时珍一样，明白更为关键

的应用是，“柯召-魏时珍猜想”发展的离散里奇流

理论和算法追求的严密性，会迫使“川大学派”共

同努力完成的证明，将三维流形的拓扑理论和计算

理论，深刻地纠缠在一起----这类似今天计算共形几

何创始人、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的顾险峰

教授，认为单值的所有封闭曲面，有三种几何中的

一种：球面几何，欧氏几何和双曲几何可配；但“柯

召-魏时珍猜想”更多----这 似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然而它诱发的离散曲率流方法，应用于精准医疗领

域如人造心脏瓣膜、人造骨骼、肝脏手术计划等，

需要对各种人体器官进行影像获取、几何重建、特

征分析等，都绕不过微分几何逼近操作应用。如用

简单的离散三角网格，逼近复杂光滑曲面技术关键，

是可以分解成在光滑曲面上离散采样，和将采样点

进行三角剖分。 

柯召和魏时珍等川大数学家在 1963 年前，并

没有对外公开说研究西方数学的庞加莱猜想和苏联

数学的灵魂猜想，为“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

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的证明。把“柯召-

魏时珍猜想”称为“赵正旭难题”，是因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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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况很偶然。1963年赵正旭先生从川大数学系

毕业，分配到四川盐亭中学初中部教书。赵正旭老

师出生射洪县，1958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培养大学

数学教师师资班。1960年因自然灾害该班停办，赵

正旭从重庆转入川大，也许与柯召经历类似，加入

研究。由此也才流入民间的，在 1963年后的继续的

研究中，人们发现“赵正旭难题”非常有前沿科学

价值。 

因为川大数学家们创建的“柯召-魏时珍猜想”

表述：“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

面翻转成外表面”的证明，引申发现的类似空心圆

球膜面加奇点式的翻转反包围----柯召-魏时珍猜想

的“内外翻转”联系，也能囊括龚学理论中的一系

列抽象计算的高等数学方程联系的物理、生命对象，

是属于彭罗斯讲的“零锥”问题，能翻新彭罗斯的

宇宙轮回猜想。 

因为类似空心圆球膜面加奇点式的翻转反包

围----柯召-魏时珍猜想的“内外翻转”，与一般循

环周期不同，且含有类似新陈代谢、阳泄阴收的内

外翻转整体观，含有非线性和熵流等性质。所以我

们说柯召-魏时珍猜想是属于现代高等数学的进步，

而不是中学水平的推导方法。其次它背后重大的是

----中苏两国研究亚历山德罗夫空间拓扑数学及其

延伸的灵魂猜想、灵魂定理，在今天还涉及引力子

通信和中微子通信的应用探索。对比三旋理论，对

量子信息结构与量子编码，量子信息传输、存储、

复制、运算机制等所用的量子全息原理，三旋理论

是通过对韦尔张量和里奇张量等的发现，以及对有

特殊意义的点内空间和点外空间等的认识，来阐述

引力等自然现象。当然这也是来自对彭罗斯和庞加

莱猜想，有独到研究的结果；对柯召-魏时珍猜想内

外翻转，有确切的分析、分类，因此，宇宙的“轮

回”循环可以理解，苏俄的“灵魂定律”也可以研

究。 

而联系超弦、超膜理论模型研究的维度，进入

到的“基本粒子”范畴，人类无法赋予物理中的粒

子一个特定的“形象”。“川大学派”透露出的“赵

本旭翻转”，是 60多年前作为引力行为的并行处理

要进入主流，就需要追求创立“引力学”。从类似

时间箭头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力熵”存在于引

力没有斥力。而联系量子力学的概率论结构，和相

对论的光速物理极限，速度增加包括微型化增加；

这两者的相互支持和论证，能提出改变宇宙芯片“引

力熵”的拓扑学翻转，以及采用原子的自旋加偏振

性质，模拟反映量子引力塑造的实体引力宏观世界

等两大问题。但这更需坐实引力子和量子引力计算

所涉的联络机制。今天量子引力通信类似能在相互

纠缠的光子之间，保持量子微妙联系能力的量子通

信网络，是用相互纠缠的光子安全地传送至关重要

的量子密钥，通过量子隐形传态，远距离地将从一

个位于地球或太空的物体的量子态信息，传送给另

一个在地球或太空的物体，而物体本身却不需要移

动。 

所以坐实引力子实，量子引力通信是分韦尔张

量引力效应类似量子纠缠分发（包含量子密钥分发）

通信，和里奇张量引力效应类似量子隐形传态为两

大前提。没有韦尔张量引力效应的量子纠缠分发，

里奇张量引力效应圆周运动的整个体积收缩反映就

不会开始。而里奇张量引力效应的量子引力隐形传

态，是指利用引力子实量子纠缠的原理，将作圆周

运动相隔遥远地点的两个物体之间的未知量子态，

精确传送到相互作用的双方。对于两大引力路径积

分的深度机制是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链及其复数

的量子起伏的收缩作用；引力子类似通信兵在引力

路径上的速度是复数光速运动。由此里奇张量引力

效应具有量子计算的属性，而有观控引力子分群分

工的超快并行计算和模拟能力。 

但“川大学派”意在创立量子信息的“引力学”，

到 1963年研究被停止而流向社会，除开“川大学派”

核心的“翻新”科学思辩外，他们基于数学证明完

善引力子传输模型所做表达的公式、方程，都遗失

了。“川大学派”揭示改变宇宙芯片“引力熵”的

拓扑学“翻转”，奇妙在球面与环面的不同伦，正

如费米子与玻色子一样，是有严格的数学和定量要

求的。例如，虚拟空心圆球不撕破与不跳跃粘贴的

内外表面翻转，类似“8”字一个“0”凹陷装入另

一个“0”内面像口袋内再装口袋这种顶对顶的交点，

变成“壳层”类似的翻转。这里“零锥”的点移动，

从拓扑结构和庞加莱猜想来说，只在空心圆球壳层

一处，有一条连通内外表面的一维的弦或虫洞，空

心圆球才与球面同伦。如果两处有两条或更多连通

内外表面的一维的弦或虫洞，这时空心圆球如圈体，

就属于与环面同伦，不在是与球面同伦了。但类似

“膜面”加“奇点”式的线旋反包围轮回循环，是

对球面和环面的超越，也是一种包容。这种区别很

重要。 

例如，把庞加莱外猜想空心圆球外表面向内表

面翻转，比喻龙卷风，磁单极可以说就像龙卷风。

但龙卷风与池塘水底有漏洞，产生的水面漩涡外表

虽一样，但拓扑结构类型却不同伦。有漏洞的池塘

水面漩涡场，和平凡的普通带圈及不平凡的墨比乌

斯带圈，都等价于环面拓扑类型；只有一个曲面的

克莱因瓶也如此。综述以上点内空间类似空心圆球

内外表面翻转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空心圆球内外

表面也类似一对平行宇宙，就如阴与阳、有与无、

大与小共生的宇宙。而从“零锥”翻转须有一维的

弦或虫洞来说，又能推演膜弦共生类似费米子和玻

色子的统一。如内外表面翻转成两个圆锥体顶对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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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维曲面，自旋类似费米子，内外表面翻转后像

口袋内再装口袋的 2维曲面，自旋类似波色子。 

由此“川大学派”推论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

跃粘贴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联系的“点内空间”

就是一个大类，不但能联系显物质的量子或粒子，

也能联系超弦线条，这种弦线还可以类似虫洞。“点

内空间”因能联系额外维和暗物质等宇宙略影，所

以加来道雄的《平行宇宙》一书说的超对称伴子，

有类似兰德尔的额外维或膜的平行宇宙还不够。因

为加来道雄说的各种平行宇宙，就类似虫洞弦管，

吹出的各种泡泡。而从威腾到彭罗斯等，也有这类

把欧几里德几何空间无限平移推理的逻辑痕迹。但

只要把“点内空间”引进到彭罗斯的“零锥”，把

古斯的宇宙暴涨论划入“点内空间”，彭罗斯的宇

宙轮回遇到的熵增不能轮回的难题就可解决。因为

熵增的掉头是在“点内空间”里发生的；平行宇宙

的轮回，是包含有平行的“点内空间”宇宙的。如

此分析来看彭罗斯的《宇宙的轮回》一书，与“川

大学派”的差别，可以说前者是平凡轮回，后者才

是不平凡轮回。 

因为彭罗斯是将宇宙“大爆炸+膨胀”的双曲

面类似的时空结构，映射成貌似柱面的形状。彭罗

斯的共形轮回宇宙模型采用数学基础的共形映射，

也叫保角变换。保角变换在数学物理中联系物理定

律在变换下保持不变，比如电磁场方程，就可以利

用保角变换将复杂的边界条件，变换成简单形状的

边界条件，以方便求解。但如果不是平面几何，而

是曲面的拓扑几何，类似球面上的直角，从“赤道”

大圆到两极点，这里的“直角”相对平面几何的“直

角”是不同的。它的“保角”反映变换的几何意思，

是保持两条光滑曲线之间的角度，以及无穷小结构

的形状不变，但不保持它们的尺寸。例如，两个共

形映射保持曲线间的夹角为直角所示的小矩形图中，

在变换后仍然映射成“矩形”。 彭罗斯就是将宇宙

熵减变换，设想成像“柱面”的时空结构；无限扩

张只是可以一个一个地首尾相连，接成一长串平滑

过渡的时空流形，并一直延续下去。 

由此把现在的宇宙从大爆炸到未来看成一个

“世代”的话，“柱面”保角变换可以不变“直角”，

便有无穷多个这样类似的“世代”接在一起。 上一

个世代的结束，将会诱发下一个大爆炸，并进入一

个新的世代。但彭罗斯在这里漏掉韦尔规范场说的

“世代”链接中的“间隙”，我们称为“点内空间”

或虚数时空。彭罗斯的推导太漂亮，可惜只在“点

外空间”，利用的共形映射来连接差距极大的标准

宇宙模型的“起点”和“终点”，即广义相对论解

中的两类不同奇点：大爆炸和黑洞。在这里起始奇

点是整体的，只有一个。而黑洞奇点却是局部的，

有很多个。宇宙的轮回理论应用共形映射的尺度变

换，认为一方面可将物质密度和温度极高趋于无限

的体积极小的宇宙初始状态，变换成密度、温度、

体积都有限的时空。另一方面，也能将未来无限膨

胀的宇宙时空变换成尺寸有限的范围。 

如此一来，一个世代的起点就可以由上一个世

代的终点平滑过渡而来，世代的未来又再平滑过渡

到下一个世代的起点。无限大或无限小都可以映射

成有限，这类似于庞加莱的共形圆盘模型。但庞加

莱张量的双曲共形变换，可以在正负实数范围内，

也可以在正负虚数数范围内，还可以在正负复数数

范围内。也许彭罗斯人老了，忘记他年青时候研究

的《自然是复的吗？》的情形，即在“点外空间”

有庞加莱张量的双曲共形变换，同时在“点内空间”

也有庞加莱张量的双曲共形变换，这是解决“熵增

与熵减”轮回，和宇宙的时空轮回相反相成的关键。 

其次柯召-魏时珍猜想提供的这种物理世界底

层的描述模式，强调了复数以及虚数的意义和作用，

说明宇宙的一切动力来自永恒的旋转，自旋与一环

套一环的旋转。因此，三旋理论对物理世界的描述

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该理论牵涉广泛，不但完

全能够表达底层物质结构与能量质量，而且，考察

底层空间的量子信息结构和表达，有可能揭示一个

全面、完整的量子信息理论。这些探索有可能获得

一个统一的宇宙，统一的理论，从而说明众多的学

说将在一个新的框架下，得到统一。这些工作富有

对当今主流基础物理科学严重挑战和科学革命的味

道。这些工作既有意义，也很有意思，更深入的探

讨需要艰苦努力，其结果将有助于人类获得对宇宙

自然有更正确的认识。 

所以类似的数学基础，包括集合论、拓扑学等

研究的“学派”，就不在清华、北京大学，复旦、

浙江大学，南京、武汉大学，中山、南开大学，而

在巴蜀的“川大学派”。与华沙学派相似，它也涉

及有两部分----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但以四川大学

为主，形成时期主要在 1953年至 1963年十年间。

“川大学派”的核心人物是数学家柯召(1910-2002)

教授，解放后他从重庆大学调到四川大学。主要人

物有数学家魏时珍（1895-1992）教授，他是部分川

大的创办人。而另外涉及的有重庆大学的创办人张

圣奘（1903-1992）教授，也是一位应用数学家；他

最著名的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在主持成渝铁

路修建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

他们三人都在国外留过学，特别是魏时珍在欧洲留

学时，直接向爱因斯坦请教过相对论，对庞加莱的

有限而无界宇宙双曲空间二维模型，离圆心越远，

该空间中点的距离收缩得就越多有研究。柯召重视

苏联数学家们推出的新成果，又特别是亚历山德罗

夫的空间研究，数学定义“灵魂”为：“针对某类

特定的数学对象，可从这类数学对象的一些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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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质推广到整体。这些小区域，称之为数学对象

的灵魂”。人工用漏瓢装粉子和的稀面团做传统粉

条，像弦线下雨的粉丝，随着拍打振动，从漏瓢底

部多个孔眼钻出，在沸水锅中弯曲变幻成形。这是

一种“翻转”。而张圣奘还联系过传统格物“数往

者顺，知来者逆”的太极生两仪特别有感受。 

“柯召-魏时珍猜想”，是中国科学家们早于韦

内齐亚诺独立，研讨现代超弦理论的先声；我国应

该要争部分优先权。“柯召-魏时珍猜想”能精准去

一网打尽庞加莱猜想、灵魂猜想、圆锥曲线、中国

格物，直到今天的超弦理论、圈量子引力理论、多

维时空、虫洞、黑洞、白洞、暗物质、暗能量、反

物质、反宇宙、宇宙轮回等模型空间。而它产生的

背景，也与 1953年毛主席开始选定的“物质无限可

分”的命题，希望交给全党内外的干部、学者、科

学家和群众去研究有关。而张圣奘及魏时珍很早与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同

志等相交相识，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学者，在周恩来、

朱德和邓小平同志等的关注下，柯召、魏时珍、张

圣奘等三人，解放后都先后集中在成都工作。 

“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研究，是在中苏交恶、

“四清运动”开始，“文革”前夜意识形态加紧的

1963年停止的，但这并不说明，解决它的条件和时

机，在国际、国内就不成熟。川大著名数学教授柯

召院士，浙江温岭县人。1935年考取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公费留学生。柯召师从英国著名数学家莫德尔

(Mordell)，颇具传奇的是见面就要他研究“闵可夫

斯基猜想”。而莫德尔对这个猜想已钻研了三年，

而不得其解。但短短两个月之后，柯召完成的《关

于表二次型为线型之平方和》的论文，令莫德尔赞

赏有加，说已经达到了毕业水平。1937年柯召提前

获得博士学位，被莫德尔推荐到在伦敦数学学会报

告论文。 

许多年之后，一位美国数学家读到柯召在英国

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不由惊异中国人那么早就

已作出了巨大的成就。早在 20世纪 40年代，柯召

解决了不定方程中的一个著名问题“安道什猜想”。

英国数学家毛达尔在专著《不定方程》中，把柯召

的成果称为“柯氏定理”、“柯氏方法”。1938年

柯召回国，1946年到重庆大学数理系任教授，并担

任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担任重大副教

务长，加入九三学社。1953年重庆大学理学院撤消，

并入四川大学，柯召调入四川大学，历任四川大学

教授、数学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

柯召从事教学、科研，开设过微积分、方程式论、

高等代数、群论、复变函数、高等几何、微分方程、

数论、三角和、矩阵论、组合论等课程，培养了数

以万计的学生。曾任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四

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教委

教材编审组成员、《数学年刊》副主编。1955年被

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新中国成立初期，柯

召翻译出版了库洛什的《高等代数教程》 、马尔采

夫的《线性代数学》以及甘特马赫尔的《矩阵论》

等专著。“柯召-魏时珍猜想”能包容和消化苏联数

学家的“灵魂猜想、灵魂定理”，正是得力于柯召

此时期对苏联数学著作的翻译研究。 

今天华人中数第一的超弦理论权威和顶峰，要

数丘成桐院士。他在《大宇之形》书中介绍了威滕

等国际超弦理论权威，高度评价他完成的“卡拉比

猜想”证明，创立“卡-丘空间”，对推进超弦理论

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2002年丘成桐院士在国内杨

乐院士等专家的支持下，帮助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

霍金等超弦理论权威到北京、杭州等大城市讲学，

宣传普及超弦理论。但到现在的效果显现不是很大，

为啥？接地气不够----“卡-丘空间”不如“柯召-魏

时珍猜想”大道至简、明快。加之 2006年丘成桐院

士支持的中国年青数学家朱熹平和曹怀东两教授，

与俄国年青数学家佩雷尔曼争夺“庞加莱猜想”证

明，发生纰漏，国内部分科学家及其追随者跟国外

一齐喝倒彩，使庞加莱猜想联系超弦理论之魂的“柯

召-魏时珍猜想”，命运依然如旧，更无高层专业科

学家看好。 

2018 年初随总统访华的法国数学家维拉尼，

2010年获得菲尔茨奖。领奖前菲尔茨奖评委会曾怕

他像俄国数学家佩雷尔曼，会拒绝领奖。但他说自

己的“境界不高”，会痛快接受。其实佩雷尔曼的

“境界”之高，也是他深知“与弦共舞”的“庞加

莱猜想外定理”，才是完成“庞加莱猜想”三定理

证明的终结。佩雷尔曼是著名数学家亚历山德罗夫

最后的关门弟子，1896年出生的亚历山德罗夫为前

苏联培养了好几代大数学家，1982 年卒于莫斯科。

引导和培训佩雷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的灵魂猜想和

灵魂定理，就来自亚历山德罗夫空间的研究。 

在 20世纪 50年代初，亚历山德罗夫已放弃了

对亚历山德罗夫空间的研究。但此间中苏两国的革

命结盟，使对政治端正的柯召教授，转向注意苏联

数学的成就。1953年张圣奘因“资阳人”到毛主席

家吃饭，得知主席关注战国的“分杵定律”，到 1958

年大跃进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政治是灵魂，

是统帅” 的指示，“川大学派”领会这里的“灵魂”

自然不是迷信，而能等价延伸及苏联数学家定义的

灵魂猜想、灵魂定理。作为封闭空间内外翻转，也

有“灵魂出窍”说法。那么战国先贤的“分杵定律”，

分“端”到顶会不会也像真空量子起伏，是“点内

空间”零点能的内外的翻转？这影响到略高一筹的

“川大学派”，看到毛主席选定的“物质无限可分”

命题，是在集中古今中外的科学大智慧。 

知难而上的魏时珍教授，四川蓬安县人。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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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4 岁的魏时珍前往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

1922年报考有“数理王国”之誉的哥廷根大学成功，

并任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会长。魏时珍师从希尔伯

特、柯朗等国际知名的数学、物理教授，使他大开

眼界。1923年初朱德来到德国，寄居在魏时珍宿舍

附近。魏时珍帮助朱德补习德文，由此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在哥廷根大学经过四年攻读，魏时珍完成

高水平的毕业论文，1925年被授予数学、物理学博

士学位。此外魏时珍还关注国际最新物理学动态，

当他听说爱因斯坦正在柏林大学讲学，便给爱因斯

坦写信希望得到指导。不久魏时珍就收到爱因斯坦

热情洋溢的亲笔复信。魏时珍遂夜以继日精心研讨

相对论学说，他把自己写的科学论文连同爱因斯坦

的复信，寄回祖国发表在 1923年的《少年中国》月

刊上。魏时珍成为最早向国内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

的学者之一。1925年魏时珍回国，先后在上海同济

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理学院、川康农工学院、

国立成都理学院任教，给学生带来最新的数学理念。

在上世纪 30年代，他就在国内讲授偏微分方程、变

分法、相对论等新兴学科。1927年他撰写的《偏微

分方程》规范的数学讲义，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是中国第一本关于偏微分方程的大学教材。1935

年中国数学会成立，魏时珍当选为第一届理事，并

担任杂志编委会成员，成为中国数学界的元老。 

魏时珍还亲手创办川康农工学院和国立成都

理学院，并曾任川康农工学院院长、国立成都理学

院院长。1949年国立成都理学院结束，学生合并入

四川大学。1951 年在周恩来及张澜的亲自关心下，

魏时珍受聘四川大学数学系教授。1958年他在川大

时还主编过《相对论》。魏时珍由于解放前参加过

“青年党”，解放后受到几次冲击，特别是文革中。

但他始终保持一个学人的风范，文革后魏时珍回到

川大继续任教。退休后在少城奎星楼街一间小公寓

中，度过晚年到病逝。 
 

四、统一的宇宙物理理论 

中国的三旋理论已经代表中国的超弦理论，对

宇宙世界的基本结构作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表述。川

大学派的数学理论，开创了国际领先的数学创造。

例如“柯召-魏时珍猜想”比“卡-丘空间”更加简

单、明快；比佩雷尔曼完成的“庞加莱猜想”更加

大道至简。 

中国本土学者提出与发展起来的三旋理论，属

于基础物理学理论，最早可追踪到毛泽东时代，与

物质粒子无限可分有关。中国独创性的三旋概念时，

把无限可分引向环量子粒子有“三旋”：体旋、面

旋、线旋，且视为物理空间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拓

扑面包圈结构。这样三旋理论甚至能深入到夸克层

底下的符号信息表述，构成底层结构。往上层发展，

基本粒子物质可由一个个环量子的线旋自然耦合，

形成链，再看成是一条线、面、体。这与西方圈量

子引力理论及其圈量子旋转网络概念，有融合一致

的发展。可参考国内 LQG 最具代表性的工作----邵

常贵教授的《空间时间的量子理论》一书----它在理

论上较全面地树立了一种空间、时间离散和量子化

的新图景。因此，三旋理论的环量子三旋自旋，与

LQG旋转网络极为相似，值得大家对比研究。 

我们认为三旋理论还可以往底层发展，甚至还

可以远溯到 n重三旋底层结构。我们可以采用多重

复数，可以运用博特周期性定理描述酉群的同伦群

和正交群同伦群的周期性。多重复数的展开形式为

标准的辛结构，所以多重复数的同伦周期为 8，在

物理意义上同伦的概念可以和性质相似等同；多重

复数是现代数学和物理学体系的演绎和发展。通过

对多重复数的深入 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客观世界

的更深层的规律，直到普朗克尺度，甚至超越普朗

克尺度。 

根据龚学理论确定性方程：(delta E * delta 

T)=h-bar，能量空间与时间具有反对称性。可取：

minon== min delta E ==h-bar/(max delta T), 而 max 

delta T=137亿年，是宇宙的年龄。在此我们称minon

为宇宙最小基本能量单元，与此能量对应的最小物

质单元质量m0=h-bar/(max delta T*C^2)。我们可以

确定现行宇宙的最小能量单元，远比普朗克常数还

小很多个数量级。 

我们还提出了在复数空间，引入保形变换

1/Z^n，将其点外开放半球变换到点内闭合半球，阴

阳平衡，合二为一，从此，宇宙成为有限的统一的

整体。类似于将“柯召-魏时珍猜想”应用于物质的

底层，直到宇宙最小能量、最小空间单位。另外，

我们国家独立自主产生的一个物理学理论----姜放

的《统一物理学》，姜放以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作为

物理世界的基本空间单元，构成基本粒子，原子，

分子，以至于完全精准构造整个太阳系的物质能量

结构。值得期待。 
 

五、结束语 

今天在中国更加重视基础理论创新的时代，我

们应该推出我们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我们可以推

出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基础理论，我们必将让世界为

之动容、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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