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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读四大校长李言荣院士 2019年 4月 8日在《中国科学报》第一版，发表的《“从 0到 1”，

高校的机遇何在》要闻，甚为感动。新中国在“量子色动力学”和“量子引力研究”上是有“大师”的，但

整个人群中“量子色动力学”和“量子引力研究”作为常识能清楚的并不多，抑制了“大师”的影响。例如，

《环球科学》杂志 2012年第 7期发表陈超先生整理的《量子引力研究简史》一文中说：“1904年，法国科学

家庞加莱提出庞加莱猜想，奠定了当代前沿科学的数学基础。即正猜想的收缩或扩散，涉及点、线、平面和

球面；逆猜想的收缩或扩散，涉及圈线、管子和环面；外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及翻转，涉及正、反膜面，

和点内、外时空。这标志着传统科学的结束，革命科学的开始”----这里“庞加莱外猜想”就是 1953-1963 年

间川大数学物理学家柯召院士和魏时珍教授提出来的，但直到 2007年才有一本约 90万字的介绍他们思想在

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上应用的书《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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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弦理论”的二象论是“开弦”和

“闭弦”两分，加之“弦”振动。但这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抽象网络、电路，血管、神经、河流、道

路为“开弦”，这样不仅开弦外在可振动，内在开

弦也可流动，这是开弦和闭弦结合统一在一起，开

弦可以像大江、大河有大坝、闸门，流体也可以象

征人工智能从“人”和“机器”在于智能的“翻转”

及数据信息流。由此类似的数学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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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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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学派”产生的主要成果是“柯召-魏时珍

猜想” 或称“庞加莱猜想外定理”，我们曾称为“赵

正旭（赵本旭）难题”。简单地讲是：“不撕破和

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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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质推广到整体。这些小区域，称

之为数学对象的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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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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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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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知道这个情况是很偶然的。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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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赵正旭（赵本旭）先生从川大数学系毕业，分配

到四川盐亭中学初中部教书。笔者在高中读书，开

学不久一次到盐中图书馆去借一本 30 年代出版的

爱因斯坦传记，赵正旭先生正在图书馆替暂时出外

办事的老管理员照看，而与他偶然认识，才得知此

道难题，而把“柯召-魏时珍猜想”称为“赵正旭（赵

本旭）难题”的。 

赵正旭（赵本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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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自然灾害该班停办，赵正旭（赵本旭）从重庆转入

川大，也许与柯召经历类似，加入研究。1963年那

次与赵正旭老师（赵本旭）交往后，我们再无交往。

“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真实，还只能求助赵正旭（赵

本旭）老师给我们作证明----好在川大校长李言荣院

士也是射洪老乡，如果真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的“施工图”，如果赵正旭（赵本旭）老师后

来调回射洪县人还在，倒不妨把赵正旭（赵本旭）

老师寻找到后问个明白。由此可以集中成都的杨海

棠、刘晓、孙铮等研究超弦理论的教授们，把“柯

召-魏时珍猜想”开创的超弦理论再弘扬起来。 

科研出版《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漫长的

40年到现在使我们明白：“理论”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代数的“四则运算”和几何拓扑的“环面与球

面不同伦”----“四则运算”涉及自然数、实数、虚

数、复数、群伦的加、减、乘、除等运算方法和规

则，可联系对应自然界的物质，时间，空间、真空，

能量守恒、宇称守恒、对称守恒与破缺，量子起伏，

不确定性原理，霍金辐射，退相干，波粒二象性，

宇宙大爆炸，暗物质、暗能量，卡西米尔效应，有

生于无、阴阳五行、三生万物，平行宇宙、多世界、

宇宙轮回等概念语言。“环面与球面不同伦”可联

系对应直线运动，圆周运动，韦尔张量效应，里奇

张量效应，规范场、量子纤维丛，电磁场传播，引

力传输，广义相对论，量子隐形传输，量子纠缠，

不相容原理，自旋避错码、自旋冗余码，比特、量

子比特，物质族基本粒子质量谱计算公式，哈热瑞

为夸克和轻子内质量的“奇迹般”相消机制疑难等

概念语言----等等的学习、钻研，为我们理解“量子

计算机与量子通信”打开窗口。 

特别是英国科学家彭罗斯的书《通向实在之

路》、《皇帝新脑》，以及他和霍金合著的《时空

本质》、美国科学家布鲁斯•罗森布鲁姆和弗雷德•

库特纳合著的《量子之谜》等书，为我们梳理“量

子计算机与量子通信”分清出进步中的两个层次，

既是不同又有联系的统一，如复数是实数+虚数一

样。即经典物理学的“电磁波通信和电子计算机”，

与球量子原理的“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是结合

在一起的----这不但实数的光速、亚光速与类似虚数

的超光速，在量子引力传输中是联系合作统一在一

起，而且万物之间的量子引力传输，各自之间的不

同也类似云计算的大数据小规律-小规律大数据，也

需要类似量子计算机和电子计算机是联系合作统一

在一起的。 

但我们的“量子计算机与量子通信”研究，并

没有停留在球量子原理的“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

的目前各国的实际情况上----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到

21世纪今天，由于受几何拓扑的“环面与球面不同

伦”和拓扑物理学、量子卡西米尔效应、量子色动

力学-量子色动化学的引导，我们工作主要集中在环

量子原理的“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的探讨上。

李言荣院士的《科学“从 0→1→无穷大”》，联系

数学物理原理和科技史妙不可言在：“0→1”，类

似国学的“有生于无”和量子力学实验的“量子起

伏”----原理在于：1+（-1）=0；这样运算在无穷多

的自然数、实数、虚数和复数等包容的数对中都存

在。其次，“0”可映射在“点内空间”和“空外空

间”----即负实数和虚数可以看作“0”，而负实数

开平方是正和负的虚数，但负虚数的平方又是正实

数。由此有“霍金辐射”原理、“柯召-魏时珍猜想”

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的翻转、量子卡西米尔平板效

应、彭罗斯的宇宙轮回“奇点”等理论，就更能解

读李言荣校长的科学大义了。 

基础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要敢于

假设、提出猜想。科学“从 0→1→无穷大”，但“从

0到 1”无疑最重要、最基本，因为它意味着无中生

有、前无古人，也意味着原始创新。 

科研工作是持续接力过程，目前高校尚存在一

些问题----首先是大胆假设、勇于猜想不足。大胆猜

想、小心求证、得出结论，是“从 0 到 1”的三部

曲----想都不敢想、猜都不敢猜，“从 0到 1”就无

从谈起。从我国目前的总体情况来看，我们开展验

证性研究多，跟踪模仿得多，善于用毕生精力去验

证别人的假设和猜想，而不是自己提出问题、开创

理论。这是“从 0到 1”面临的最大问题。 

其次是深入研究不够----做基础研究一定要从

兴趣出发，在研究过程中要有破案的兴奋和执着，

才能层层逼近真相，才能无限接近本质。如果是以

课题热不热门、发文章容不容易、评职称快不快、

能不能出名为目的，就很难往深里走，就容易忘了

科研的初心，容易动作变形、学术走样，从而很难

做出“从 0到 1”的成果。 

最后是学科交叉融合，依然流于表面----我们在

科研中并联多、串联少，貌似交叉多、真正融合少，

“物理现象”多、“化学反应”少。大家知道，上

世纪初建立的相对论、量子力学、DNA双螺旋结构、

信息论等四大基础科学理论，支撑了世界经济社会

几十年的发展，但之后一直没有什么重大理论上的

发现和突破，主要还是像摩尔定律一样，靠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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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进步来支撑。现在来看，重要科学理论的突

破、新的科学理论的产生，越来越离不开不同学科

的交叉融合----像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互联网+、

医学生命+等就蕴含了“从 0到 1”的巨大机遇，特

别是“电子信息+”就是金山银山，是未来科技的突

破点和增长点。最近，科技部、教育部共同起草了

《推进高校加强“从 0到 1”基础研究行动方案》，

提出优化高校原始创新环境、组织实施原始创新长

期项目、强化国家科技计划原创导向等举措，为解

决我国基础研究缺少“从 0 到 1”原创性成果的问

题提供了现实路径。 

基础研究既要前沿更要深入----关键在于瞄准

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能发散、不能多靶点，需

要十年磨一剑甚至是更长时间。科学大家黄昆曾说，

大多数开创性的工作，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关键是有少而精的目标。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在高校设立聚焦一个方向（不是一个领域）的前沿

科学中心，瞄准一个方向持续开展基础研究，鼓励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一些大学就设

有类似的研究机构，做出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基础研

究成果。我曾经在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访问过，

这个学校算不上美国的一流高校，但 NSF在该校设

有一个原子分子物理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玻色—爱

因斯坦凝聚方面的研究，早年就得过一次诺贝尔奖，

后来又出过不少诺奖级的成果。这个中心的老师和

学生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原则上不

需要再申请政府资助的其他科技项目，并且这种状

态会持续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高校还要多引

导学科交叉融合，高校多学科的优势要真正得到释

放，就要不断打破学科边界，让不同学科间在更大

程度上相互渗透、交叉活动。这就需要有组织的行

为和协同机制，需要集成攻关，需要组建跨学科的

大团队。 

大学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在这方面潜力很大，

现在教育部的“集成攻关大平台”就是一个比较好

的推进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从 0 到 1”，关

键在人，最根本的是要让人安静下来、沉下心来。

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不可预见性等特点，迫切需

要我们净化学术生态，营造一个让科学家尤其是青

年科学家能够安下心来进行深度思考和冥想的环

境，开展真科研、做真学问、作真贡献，而不是在

浅思维和浮躁中做些似是而非、浪费青春的研究。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资助体

系，和建立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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