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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正如人们看不见、摸不着时间，但用钟表时针走动的圆周循环，也能类似记录、显现时间一

样----这是时间与虚拟生成转换用活的科学最经典的一例。反过来看牛顿、爱因斯坦、薛定谔、惠勒、德威

特、巴伯、罗韦列和莫脱等对时间的认识，也不一定是错；但时间作为虚拟生成，有真实存在的一面。这表

现时间作为类似虚数，相对实数是客观存在的----即便虚拟生成中，作假干坏事行不通，但科学的认识，类

似由实数到虚数慢慢认知一样，虚拟生成是把所有实在的部分包含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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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子时间正面运用虚拟生成科学之难 

0）前沿 

A、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与虚拟世界 

2020年2月号《环球科学》杂志，发表弗兰克·维

尔切克的《我们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吗》一文，提出

一道我们人类前沿科学应用研究中心的物质材料说

不清楚的难题，甚至把它提到与“唯心主义哲学”

作斗争的高度来强调，事情真的像维尔切克说的那

么不能切换吗？ 

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各国和整

个人类的应急管理理念和能力，提出巨大挑战。但

人类同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

是科技。所以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夺命斗争”，

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技发展和创新，也开辟了科

学的新纪元----这正如华为任正非总裁说：“人类社

会的发展，都是走在基础科学进步的大道上的”。

这说明人类社会有统一性。而进一步，是前沿基础

科学发展出的量子信息、量子通信证明“虚拟生成”，

有真实的存在的一面。从而这说明，即使存在“地

外文明”，那么“地内文明”和“地外文明”在前

沿基础科学方面，也是统一的。如“0”量子时空，

真空量子起伏----万物归“0”。 

B、维尔切克难题意在避免虚拟生成 

由于弗兰克•维尔切克名气很大----他在攻读研

究生期间，因发现夸克粒子的渐近自由，在 2004

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

教授，拥有“赫尔曼•费什巴赫教授”的荣誉称号。

而且 2014年浙江工业大学，成立了以他命名的维尔

切克量子中心；2015年维尔切克教授又受聘为浙江

工业大学维尔切克量子中心首席科学家。其实他是

1951年才出生在纽约的人；大学时学的也并非物理

专业。1970 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

197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硕士期

间，他开始痴迷于理论物理研究，1974年获得物理

学博士学位。2004年他与戴维•格罗斯、戴维•波利

茨一起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除了诺贝尔奖外，他

还获得了很多奖，包括狄拉克奖，美国物理学会的

Sakurai奖，洛伦兹奖等。除了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外，

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我们读过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0年出版他的《存

在之轻》一书时，对他把世界建立在充满多层级空

间的“网格”，称为“以太”印象很深----他通过超

越旧的物质和空间观念，诠释物质是由几乎无重量

的单元构造的----纯能量是质量的最终之源，展示的

远不止空间绝不是单纯的容器，不是空无一物和被

动的它，是一种动态。网格要比任何“基本”粒子

更基本；其自发活动产生并消灭着粒子这种对物质

和“虚空”，解释了引力为什么那么微弱，并使自

然界所有力的大统一图像变得格外清晰。但维尔切

克似乎没有迈过 2020 年人类抗击全球蔓延的新冠

肺炎疫情，开辟了科学新纪元这道坎----他把我们生

活的“现实世界”，和计算机通过“0和 1”的各种

数据流创造出电子线路人工心灵我们能感知的“虚

拟世界”，绝对分开来，不明白微观世界存在的多

层级“虚拟世界”如何去分清，和找到它们与真实

之间的变换。 

维尔切克的《我们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吗》最后

总结这道难题的说法是：“想象一个虚拟的世界当

然是可能的，但如果我们的世界真的是虚拟的，那

创造它的心灵----天晓得它是由什么构成的”？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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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克教授自己解答自己的物质现实与虚拟世界是绝

对分开的难题，说是如果世界真的是虚拟的“工作

方式，实在是太神秘了”----“神秘了”吗？2020

年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来源----无论是被

隔绝的监狱里，还是在深海封闭的舰艇里，新冠肺

炎疫情也会自然发生----微小生命体的病毒与细菌

作为一种“虚拟世界”存在是可行的。 

因为“人传人”的病毒或细胞风暴是肉眼看不

见的类似虚拟世界。虚拟生成有真实的存在，是看

到世界先进的科学实验室测量公布出来的一些基本

粒子的质量数据，能找到类似材料力学中断裂应力

公式一样，有规律的数学公式来统一，而可以拟设

人眼看不不见的微观领域，有虚拟生成真实存在的

事情----人伴随着思维入睡，醒来时会发现之前思考

的问题已经有答案----而不怀疑有虚拟的“思维”，

也是有真实存在的。其次，类似“时间”是看不着，

摸不著的，“时间”的虚拟存在也是有真实存在的

一面，是人所共识的，但并不能说清。为啥？ 

2）时间中为啥难认可虚拟存在有真实一面 

A、维护安全反虚拟与全球的新阶级斗争 

2020年 7月 16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比

尔·陈：中国人没失去什么，外面到处是对中国的

污蔑》一文----“比尔·陈”是新加坡知名华裔，他

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本土禁用了西

方科技公司，却对于华为和 TikTok在其他国家被禁

耿耿于怀？”比尔·陈帮助解答的是：“针对华为

和其他中国企业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属于以国家安

全为理由做出的武断且超出法律权限的行动……美

国如此不遗余力的目的，是扼杀中国的科技野心，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拿出过得以将华为列为‘国家安

全风险’的确凿证据。不仅是美国，北约、日本或

韩国也拿不出。（美国的逻辑是）我说你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别人也别想和你做生意，因为我不让。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对于大数据公司来说，在中国开展业务并适用

于整个行业的条件是：将国内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

的服务器上，并让这些数据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对

于任何大数据公司，这要求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国

外的还是国内的公司。谷歌和脸书表示拒绝。微软

和腾讯表示同意。这是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

而非针对美国企业”。 

阶级斗争指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

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相互冲突的表现，是解决

对立阶级之间矛盾的基本手段。在 20世纪 1917年

“十月革命”的阶级斗争成功以来，以唯物主义反

对唯心主义的宣传，也过左有把马克思、恩格斯对

虚数存在的承认，和列宁对玻尔兹曼统计原子论的

承认，涉及前沿科学中虚拟生成也有真实存在的一

面，笼统批判为“唯心主义”，给予严厉打击的实

例。 

苏联解体后，正值量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

掌握政权的人物对国家之间普及的互联网及电脑媒

体传播区块链的出现，类似阶级斗争变成了维护各

自安全，反虚假信息的防火墙----存储在各自国家境

内的服务器上包括言论文字数据置于各自政府控制

的防火墙之下的作法，如果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

展，都是走在基础科学进步的大道上的”这条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当然类似属于全球的新阶级斗

争。 

比尔·陈批判美国的政治敏感性作法，是看到

美国对中国荒谬的描述无处不在，而美国政府在言

论自由思想领域维护自身，则是“严防死守”程度

仅此而已。比尔·陈说中国防火墙：“它是为了把

中国人留在里面，而不是把世界其他国家挡在外面。

的确，防火墙背后是为中国公民而做的大量审查，

但审查是基于内容，而不是地缘。大多数商业性的

非媒体网站不在审查范围内。中国的防火墙是他们

争夺信息叙事控制权的奋力尝试”。这不免涉及对

“虚拟生成”的传统认识。 

B、“虚拟”前世今生的反面解读 

例如，互联网“百度百科”解释：虚拟指不符

合或不一定符合事实的虚拟的情况；凭想象编造的

事；由高科技术实现的仿实物或伪实物的技术----

这都是说的：“不是以传统物质形态”而存在的新

型信息互动方式，即把提供网络服务、电子服务、

数据交换功能产生的设想、虚构、虚拟环境等，看

成是新型信息互动，而不是传统的物质形态，这是

对的。因为操作系统中所谓的“虚拟”，是指通过

某种技术把一个物理实体变为若干逻辑上的对应物。 

而物理实体是实的，即实际存在的；而操作系

统产生的是虚的----是用户感觉上的东西。这种相应

用于实现虚拟的技术，也成为虚拟技术。网络服务、

电子服务、数据交换功能等在利用这类多种虚拟技

术，分别用来实现产生了虚拟处理机、虚拟内存、

虚拟外部设备和虚拟信道等网络世界，也正在向虚

拟化发展----在未来的不久时间里，也许有 60%的电

脑桌面会实现虚拟化；会越来越多的人，用到虚拟

操作系统。“虚拟”的近义词，是“虚构”、“假

设”，如作家写小说里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而属

性词“假设”，指不符合或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假设

的，或假设语气。“虚拟”的反义词，是“真实”。 

“虚拟”近义词从“虚构”、“假设”，逐渐

升级为“假造”、“编造”、“捏造”……去干坏

事、搞破坏，如搞诈骗、造谣生事，会造成恐惧、

动乱。这当然是需要制止和打击。这也涉及虚拟生

成的问题。 

C、“虚拟生成”前世今生的反面解读 

虚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虚拟以其固有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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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渗透于人类生命活动之中。特别是在今天的信

息时代，虚拟不是记录真实的素材,而是分享一些虚

拟文字、图片、头像生成工具，比如平时一些网页

设计,通常会用一些虚假的图片、文本段落、头像等

代替。从虚拟的实践性、认识性、创造性，揭示虚

拟改变着人的世界，人的关系，以至于人的本身----

如有人聚会时非常尴尬想要离开，却没有理由，就

需要生成一些虚拟信息。问题更严重的是，虚拟生

成有被用来干坏事。 

如虚拟生成涉及的虚拟信用卡生成器----为了

网上支付的方便和安全，除了传统的支付方式，还

有虚拟信用卡的方式。但干坏事教虚拟信用卡怎么

套现----虚拟信用卡被叫停，如特别强的反侦查意识

在线虚拟信用卡生成器，它的虚拟模型生成打开软

件，打开它就会生成一张人脸照片,但这个人是虚拟

人物并不存在；由计算器随机生成，每次刷新页面

都能获得一个新的面孔----已被判处是伪造信用卡。 

总之，通过应用或服务逻辑发起的虚拟机克隆

的创建，例如，虚拟通话记录生成器、虚拟 IP生成

工具、虚拟人物生成器、虚拟快递单号生成器等。

简单来说，举手机短信在线生成软件,用户可以自己

定义短信内容、接收。又如银行转账虚拟生成器，

是电脑装该软件，可以自由生成来自不同银行的在

线转账或手机转账的截图；虚拟用户生成器是一款

模拟微博的软件,能够模拟生成虚拟的微博内容,可

以自定义数量以及时间；号码随机生成器是款可以

快速批量生成手机号码的虚拟手机号生成器，支持

全国各城市手机靓号、各城市手机号生成、真实手

机号、手机号段、号段数据库等。 

以上提到的信息社会虚拟生成的负面现象，是

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在基础科学进步的大道上产生

的前沿科学技术应用中，不可避免也不可忽视的问

题。但伴随网络服务、电子服务、数据交换功能等

利用的多种虚拟技术的原理、机制、方法，也揭示

出在人类社会前，宇宙、自然等演化，在量子时空

及微观物质变迁组合阶段，有部分类似的原理、机

制、方法，这主要指“0”量子起伏，其中类似虚数

“正负数对”，就有时间与虚拟生成转换存在真实

的一面。 

2）物理学无法证明时间存在而作的幻觉论 

A、时间与虚拟生成转换用活科学之难 

其实人类社会自从产生起，也就与类似虚拟生

成的神话传说相伴----这种不符合或不一定符合事

实的虚拟的凭想象编造的故事，有人把它看成人类

原始社会时期类似今天的“突出政治”宣传----人类

原始社会时期为了抵抗各种自然灾害，救灾需要团

结人心；忍耐饥寒交迫，克服生活的简单、枯燥，

鼓励群体的斗志，既有可歌可泣真实的历史，也有

便于流传，而编造凭想象夸大、奇异添加的故事----

神话。 

所以今天人们认真审视远古流传的一些历史

神话传说，结合考古发现，仍可发现其中有人类原

始社会一部分真实生活的影子。再后来的人类社会，

开始有文艺创作的阶段，伴随而来类似“科幻”小

说、故事的凭想象的虚拟，如未来人能上天入海，

今天也有飞机、潜艇的真实可类似的印证。所以“虚

拟生成”，不全部是负面的东西。但这里要说的是，

时间与虚拟生成转换用活的科学，路仍很漫长。 

2015年7月号《环球科学》杂志，发表克雷格·卡

伦德的《时间是幻觉吗？》一文，这位美国加州大

学的卡伦德教授就认为：我们感觉到的时间在流淌，

是时间把万事万物串连起来，构成了世间的万千变

化----这种时间观念，不仅在物理学上找不到任何依

据，而且在爱因斯坦等人的物理学中也是支离破碎，

以至许多物理学家现在相信时间，本质上并不存在。

卡伦德教授说时间是幻觉的推论如下： 

a、“现在”是一刻不停地“刷新”；“未来”

尚未确定，而“过去”不可更改。这列由不可更改

的“过去”、转瞬即逝的“现在”和尚未确定的“未

来”构成的“列车”，不断前行。这一时间观念植

根于语言、思维和行为当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全都

有赖于此。但物理学方程并没有告诉人们，哪些事

件是“现在”正在发生的----那些方程就像一张地图，

却没有“你在此处”的标签。“现在”并不存在于

物理学方程之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一个特

殊的“现在”根本就不存在，所有时刻都是平等的，

都同等“现实”。 

但主张时间不存在的理论，也有问题。解决的

办法是说：尽管时间在基本层面上或许并不存在，

但它可以在更高层面上产生出来----即那些高层次

具有而还原到低层次就不复存在的演生属性，时间

也有可能是一个演生属性----放大“演生时间”概念，

可能带来一场革命，就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样。

时间成为问题的关键，如有大统一理论描绘的将是

一个不存在时间的世界；另则不愿意除掉时间的，

也认同不对时间进行更深刻思考，大统一道路要取

得进展是不可能的。 

b、时间的起起落落，牛顿运动定律要求时间

拥有许多特殊性质，经典物理学时间，为世界上的

所有事件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先后次序。不仅如此，

时间还必须是连贯的，这样才能定义速度和加速度。

衡量时间持续长短的概念称之为度规，这样才能说

清不同的事件彼此在时间上相差多远。时间在流淌

提供了一个箭头，但牛顿的力学定律并不要求时间，

非得具有这些额外特征不可。不过它的许多特征----

次序、连贯、持续、同时、流淌，还有箭头，在逻

辑上都可以彼此拆分，然而它们又都有机结合在一

起，构成了牛顿称之为“时间”的母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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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

维希·玻尔兹曼说：不论时间是正向还是反向流淌，

牛顿定律本身并没有内置一个箭头。玻尔兹曼提出：

“过去”和“未来”的差别并不是时间所固有的，

而是由宇宙中物质组织过程的不对称引起的----玻

尔兹曼从牛顿时间中剔除了一个特征。第二轮是爱

因斯坦废除绝对同时的概念，根据他的狭义相对论，

事件是否发生在同一时刻，取决于你的速度有多快。

发生事件的真正“舞台”既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

而是它们的结合----时空。以不同速度运动的两个观

测者对同一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地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对于事件所处的时空位置能够达成共识。 

再到 1915 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将狭

义相对论扩展到存在引力的环境中，引力可以扭曲

时间，因此同步时钟并让它们保持同步，只有在极

少数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在极端情况下，这个世

界或许完全不可能分割成时间的一个个瞬间；想要

说某一事件发生在另一事件之前或之后也变得不可

能了。时钟也只对宇宙中的一小块区域有效，或者

只对某些特定的观测者有用。克雷格·卡伦德教授

说：尽管今天才为要消灭“时间”而犯愁，但“时

间”早在 1915年就已丢失，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充分

正视这一点罢了。 

c、卡伦德教授说时间=说书人----时间有什么好

处呢？或相信时间和空间几乎没有区别；相对论似

乎把时间给空间化了：把它变成了四维立方体中平

凡无奇的又一个方向。时空就像一大块面包，可以

沿任意方向把它切片，至于这个方向是叫“空间”

还是“时间”，几乎是随意的。然而是在广义相对

论中，时间在局域中也仍然要区分“类时”和“类

空”方向。所谓类时相关的事件，是指相互之间可

以存在因果关联的事件。一个物体或信号可以从一

个事件传递到另一个事件，对发生的事情施加影响。

相反，类空相关的事件则不存在因果关联。没有任

何物体或信号能够从一个事件传递到另一个事件。 

从数学上讲，区区一个负号就把这两种方向区

分开来了，但这个负号有着巨大的影响。这里卡伦

德教授只把“类时”和“类空”方向，看成类似一

种实数。实数可分“正负数对”，即使是虚拟生成

“类时”和“类空”，也仅仅类似一种负实数的存

在，如水中或镜子里的映像；或放电影的倒放。时

间的有何意义？从放电影设想，沿着从过去到未来

的方向将时空切成“薄”片；每块切片都是某一瞬

间的整个三维空间。同一切片上的所有事件彼此间

都是类空相关的，把所有这些切片加在一起，就构

成了四维时空----电影中的一帧帧画面就相当于时

空的一块块切片，显示了空间的一连串瞬间。就像

电影里能够立即指出情节并预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样，物理学家也可以运用物理学定律，任取一块

完整的空间切片，据此重建出其他空间切片上发生

的事情。 

另一种方法是设想，从“侧面”观察这个世界，

再沿相应的方向将时空切片。从这个角度来看，每

块三维切片都是由类空相关事件（只在二维平面上）

和类时相关事件构成的奇怪组合----这第二种切片，

没有什么简单的例子可以打比方。它不是沿着从过

去到未来的方向来切分时空，而是沿着比方说从东

到西的方向来切，就好比家里的西墙以及墙上发生

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根据这个切片，运用物理学

定律去重现实际上是墙内外的整个宇宙。这奇怪吗？

奇怪----物理学定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并不一目了

然。但有人证明在简单的情况可做到。 

这两种切片方法在理论上尽管可行，但实际却

大相径庭----在普通的按时间切片的方法中，同一块

切片上需要收集的数据很容易获取。但在第二种切

分方法中，粒子们必定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被组

织起来的，否则单凭一块切片就不足以重建出其他

所有切片。为了收集所需的数据，还必须对成群的

粒子展开极其困难的测量。更糟的是，哪怕完成了

这些测量，也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才能重建出完整

的时空。因为宇宙讲述的故事并不是在空间中展开，

而是在时间中展开的。 

d、量子时间是现代物理学要创造出一种能够

同时处理物质的引力和量子特性的单一理论----量

子引力论。但统一之路上量子力学称，物体可以拥

有的状态数量之丰富，远远超出了位置和速度之类

的经典物理量所能描述的范畴。如果一个装置会让

电子不是向上就是向下偏转，量子力学或许无法确

切地告诉我们，把某个电子输入这一装置之后，它

到底会如何偏转？相反，量子态或许只能提供各个

结果出现的几率：比方说，这个电子有 25%的可能

会向上偏转，75%的可能向下偏转。由相同量子态

描述的两个系统可能给出不同的结果。 

其次，量子测量的次序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假设把一个电子输入一个装置，使电子先沿竖直方

向偏转，再沿水平方面偏转。当电子输出时，测量

它的角动量。接下来，重复这一实验，这次是让电

子先水平偏转再竖直偏转，然后再次测量它的角动

量。两次测得的数值会有天壤之别。第三，量子态

提供的是某一瞬间所有空间上的几率。如果这个量

子态包含一对粒子，那么测量一个粒子就会立即影

响到另外一个，不论它身在何处----由此产生的现象

称之为“量子纠缠”。 

卡伦德教授说，量子力学中的时间，是牛顿力

学时间观念的“复辟”。这才是大统一之路，走得

如此艰难的深层次原因。 

e、时间何去何从？调和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的矛盾，包括超弦理论、因果三角剖分理论、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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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几何学等。这些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如

超弦理论认为，量子力学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另外一派相信广义相对论，为新理论提供了更好的

起点。 

两派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超弦理论也研究无时

间理论。后一派主流是圈量子引力，由之前的正则

量子引力发展而来的----正则量子引力出现于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改写爱因斯坦的引力方程，使

它在形式上与电磁方程相同。20 世纪 60 年代末约

翰·惠勒和布莱斯·德威特尝试这种方法，推导出

来现在称为的惠勒--德威特方程，代表时间的 t消失

了。卡伦德教授说，这正如他此前提到的。法国地

中海大学的卡洛·罗韦列教授，是圈量子引力的提

出者之一，他和英国物理学家朱利安·巴伯尝试，

也把量子力学改写成了不含时间的形式。 

时间成了多余的东西。不用时间，照样可以描

述改变吗？ 

卡伦德教授比喻说：钱，会使生活变得方便许

多，让你不用在每次想买咖啡的时候，还要去跟人

以物易物。但钱只是我们发明出来的、用于表示物

品价值的符号，它本身并不是价值，也不包含任何

价值。与此类似，相互关联整齐地交织成一张巨网，

才能定义一个叫做“时间”的东西，然后把所有一

切都与它关联，从而把我们自己从时刻留意各个物

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直接关联的重担中解脱出来。物

理学家能够简洁地把宇宙的运行规律，总结成含有

时间项的物理学定律。但我们不应该因为时间会带

来方便，就错把它当成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组成部

件之一。时间也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而虚构出来的一

样东西，它在自然界里的存在，并不比钱基础多少。 

以著名的薛定谔猫为例。这只猫悬于生死之间，

命运维系在一个量子粒子状态的一次测量被确定

----不是生，就是死。不过罗韦列教授主张，猫的状

态从来就没有被确定过。让猫的死亡时间取决于观

测者，就像狭义相对论所做的那样。但把相对论发

扬到底，像罗韦列教说的那样，连猫死亡这件事有

没有发生都变成相对的，因为时间是如此基本，除

掉时间可能会颠覆物理学家的世界观。 

f、时间的复生----虚拟生成的特征是，即便你

不承认这个世界不存在时间，但它看上去仍然像是

的确拥有时间一样。为什么这个世界看起来有时间？

就因为虚拟生成有真实存在的一面----虚数相对实

数是客观存在的，即便作假干坏事行不通。 

所以卡伦德教授也认识到：广义相对论也没有

牛顿时间，但至少它还有几个可以部分顶替时间的

代用品，在引力较弱和速度较低时，它们共同起到

了牛顿时间的作用。从惠勒--德威特方程时间或时

间是幻觉，到巴伯、罗韦列和内维尔·F·莫脱，研

究时间如何从虚无中出现，有一个模型----描述一个

氦原子核与一个更大的原子之间的碰撞，莫脱套用

不含时间项、通常仅适用于静态系统的方程。他把

这个系统拆分成两个子系统，把氦原子核当成是另

一个原子的“时钟”来用。惊奇的是另一个原子相

对于氦原子核，居然遵循着含有时间项的量子力学

标准方程----空间的一个函数，扮演起了时间的角色。

即尽管这个系统整体上不存在时间，但其中的各个

局部却并非如此。子系统中的时间，就隐藏在系统

整体不含时间项的方程之中。 

这正如人们看不见、摸不着时间，但用钟表时

针走动的圆周循环，也能类似记录、显现时间一样

----这是时间与虚拟生成转换用活的科学最经典的

一例。反过来看牛顿、爱因斯坦、薛定谔、惠勒、

德威特、巴伯、罗韦列和莫脱等对时间的认识，也

不一定是错；但时间作为虚拟生成，有真实存在的

一面。这表现时间作为类似虚数，相对实数是客观

存在的----即便虚拟生成中，作假干坏事行不通。 

但科学的认识，类似从实数到虚数慢慢认知一

样，虚拟生成是把所有实在的部分包含在其中的。

由此，量子引力领域托马斯·班克斯和克劳斯·基

弗等人也承认：宇宙或许不存在时间，但是你可以

想象把它拆分成许多零碎，一些零碎可以给其他零

碎起到时钟的作用----时间可以从虚拟生成中演生

出来。我们能感受到时间，因我们也只是这些零碎

中的一员。或者宇宙并不总是能够拆分出零碎当成

时钟来用，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理论就做不出盖

然性预测。想要处理这种情况，卡伦德教授说，这

是需要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 

其实，这是要认真对“虚拟生成”和“虚数”

的唯物主义，作重新的思考：的回顾历史，人们采

用钟表用活时间，主要来源于生活体验。不管对时

间有多大的分歧，时间的重建图景中，时间正由我

们以为自己游离于万物之外，而演生出万物归“0”。 
 

二、时间物理学与哲学的双重悖论终结讨论 

1）从“蝴蝶效应”说虚拟生成科学用活 

A、乔治·穆瑟双重悖论 

2015年 6月号《环球科学》杂志，发表乔治·穆

瑟的《时间会“死亡”吗》一文。乔治·穆瑟(George 

Musser)教授说：时间会终结，也不会终结。这一矛

盾的解决是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会真正终

结----我们死后，尸体会腐败，体内物质会回归泥土

和空气，让新的生命能够从中诞生。所以不论变成

什么，“我们”都将继续存在下去。但这种存在，

会持续到永远吗？会不会到了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就再也没有“之后”可言了呢？ 

穆瑟教授又说：现代物理学暗示的是，前一个

答案是不会，后一个答案是会。时间本身有可能终

结。所有的活动都将停滞，再也不会更新，再也不

会恢复。时间的终结将是所有终结的终结。所以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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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穆瑟教授和前面的克雷格·卡伦德教授一样，谈

双重悖论----穆瑟教授说时间会终结，也不会终结；

卡伦德教授说时间是幻觉，也不是幻觉。但他们又

都结论没有悖论，卡伦德教授是整体拆零中，碎片

可当成时钟用----不是幻觉。穆瑟教授说所有终结的

终结----将是时间的终结。那么科学如何用活时间，

这里从“蝴蝶效应”类似的虚拟生成说起。 

1968 年出生的苏珊·怀斯·鲍尔（Susan Wise 

Bauer），是美国传奇超级畅销书女作家；有美国弗

吉尼亚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美国研究博

士学位；现在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教授文学

与写作。2016年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她的《极简科

学史----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 2500 年》一书，书

中第五部分《懂宇宙（现实）》，把前三章：“相

对论”、“讨厌的量子跃迁”、“宇宙大爆炸的胜

利”等三个议题，和最后一章“蝴蝶效应”的议题

放在一起。苏珊·鲍尔教授的这样处理，极具统一微

观和宏观数理如何用活时间的启发性。 

这就是无论大尺度的大量子现象，还是数目大

的量子现象类似的“蝴蝶效应”，不可预测原理也

能解读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徐彬和王小琛翻

译的《极简科学史》一书，虽然涉及从希波克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薛定谔和道金

斯等前人，创新的从人类早期的科学探索到 20 世

纪宇宙大爆炸理论；从古希腊时代的科学起源到 16、

17 世纪现代科学的诞生；从地球科学的崛起、生命

科学的兴盛到对宇宙太空的探索等内容，但都没有

书中最后一章能启发时间与虚拟生成转换，如何用

活的科学？ 

例如，说虚拟生成，《极简科学史》提到的“拉

普拉斯妖”，可以是电脑是吗？在今天的信息互联

网络和全球“支付宝”到来的时代，这极具现实性。

而虚拟生成，联系虚拟信用卡生成器----被人用来干

坏事教虚拟信用卡怎么套现----虚拟信用卡被叫停。

从牛顿力学到拉普拉斯都主张“决定论”，这在我

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但人工智能、机器人能给人

看病开刀做手术等，被没有叫停。 

虚拟生成联系苏珊·鲍尔教授在她书中最后一

章提到的“蝴蝶效应”，她说：“日益高深精妙的

宇宙研究，如今绝大多部分情况下是在最高层次----

方程式----上进行。即便是对于那些熟练掌握微积分

的读者而言，前沿的理论也是很难的；对于那些没

有微积分基础的读者来说，就更是高深莫测了”。

虚拟生成联系数学对应的是虚数，微积分中联系到

虚数的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泛函分析、拓扑

学和抽象代数等，就更复杂。但并不能阻止它们的

“蝴蝶效应”。 

我们工作一生在基层，谈不上是最高层次的前

沿理论科研，但从小感悟环圈态虚拟生成的自旋，

按理想的对称定义，可分“面旋、体旋和线旋”，

即面旋：指类圈体绕垂直于圈面中心的轴线作旋转。

如车轮绕轴的旋转。体旋：指类圈体绕圈面内的轴

线作旋转。如拨浪鼓绕手柄的旋转。线旋：指类圈

体绕圈体内中心圈线作旋转。如地球磁场北极出南

极进的磁力线转动。线旋一般不常见，如固体的表

面肉眼不能看见分子、原子、电子等微轻粒子的运

动。其次，线旋还要分平凡线旋和不平凡线旋。不

平凡线旋是指绕线旋轴圈至少存在一个环绕数的涡

线旋转，如墨比乌斯体或墨比乌斯带形状。同时不

平凡线旋还要分左斜、右斜。因此不平凡线旋和平

凡线旋又统称不分明自旋。反之，面旋和体旋称为

分明自旋。这样看来，涡旋仅是自旋中的线旋或线

旋与面旋的组合；而一般说的旋转运动，如果是自

旋，主要也指的是面旋或体旋。就这么一个简单虚

拟生成的的数理知识现象，一些在高校教理工科的

教授朋友，也没有弄清“三旋”可以是同一个环圈

态，能同时作的自旋，而仍认为只是三个环圈各自

作的三种不同自旋。 

B、维尔切克难题开辟科学新纪元 

弗兰克·维尔切克的《我们生活在虚拟世界中

吗》一文，提到的是难题----他把反对虚拟世界提到

与“唯心主义哲学”作斗争的高度来强调，确遇到

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在年初开始

的几个月时间内，抗灾救治的医生、科学家，大家

注意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有症状感染者----这避开

了“虚拟生成”，类似无症状感染者。 

即使 2020年 2月 19 日前后“科学网”、上海

“观察者”网、《长江日报》等媒体，都曾报道过

武昌医院张爱春主任医生，反映的核酸检测“假阴

性”问题，她是第一个公开质疑核酸检测不完全可

靠性。事情过去快一个月，科学在新冠肺炎治疗医

药、仪器使用的复杂性与分区分级上，已感觉出来。

张笑春主任医生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改变说法：

“直言并非否定核酸检测结果，而是认为其作为检

测最终手段，在当初受到产量、采样方式的限制，

在武汉无法达到切断传染源的防控效果”。这些表

现继承传统，与“唯心主义哲学”作斗争，反对“虚

拟生成”新冠肺炎疫情有类似无症状感染者有关。 

由此有不少专家认为：张笑春主任医生“这个

建议只适合灾区，不适合普通、散发病例筛查”----

也许是 2019nCoV 肺炎核酸检测试剂盒，质量参差

不齐，检测结果可能出现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情况。

此外当时等待核酸检测人数大大超过检测能力，仓

促上阵才得出的检测结果可靠性不高。《中国科学

报》采访南京鼓楼医院检验科主任沈瀚教授、徐州

医科大学顾兵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检验

师里进教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

韩东升教授、南京诺唯赞创始人唐波教授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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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表示试剂盒质量的确参差不齐，但不能绝对将核

酸检测 “一棒子打死”。可见对新冠肺炎病毒疫情

避开“虚拟生成”类似无症状感染者，还是一种共

识；但如今也不是这样。 

“虚拟生成”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虚拟生

成中有真实存在的一面，是实践和事实逐步认识，

也符合用活科学的规律----新冠病毒肆虐，我国在抗

击胜利之时狡猾、凶险的“新冠”病毒，又冒出“无

症状感染”，这不是“虚拟生成”。2020年 4月 9

日《晚霞报》刊登的《“伤寒玛丽”的故事》，报

道本名叫玛丽·梅伦（1869--1938），一个被歧视、

女佣地位，悍妇性格的无症状感染者，她始终不肯

相信自己可以传播伤寒。但历史上恶毒的“伤寒”，

也唯有她被终身隔离。 

而即使像弗兰克•维尔切克这样的科学权威，

面对前沿科学“量子、人工智能、并行计算”等结

合有深层揭示，也不相信虚拟生成中有真实存在的

一面，不奇怪。看乔治·穆瑟的《时间会“死亡”

吗》一文，乔治·穆瑟教授说时间的“死亡”，是

“所有终结的终结”，连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

诠释引力时，也不曾预料到他的理论会预言出这么

一个可怕的前景----与这种“虚拟生成”不同，穆瑟

教授说：“在广义相对论之前，大多数物理学家和

哲学家都认为，时间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鼓声，

是宇宙要与之同步的一种稳定节律，不会变化，不

会摇摆，也不会停止”。其实这也是一种“虚拟生

成”。 

如果说“虚拟生成”有点难懂，不光是“虚拟

生成”和前沿基础科学相关，其实就是我国古老的

中医药学，也是类似在“虚拟生成”的基础科学上

发展起来。例如，中医药讲寒湿，实为说虚拟生成。

和西医药讲人体解剖，病因与细菌、病毒，以及与

物质损伤或缺乏等有关比较，这是比较实在的。但

西方进入量子科学，则实中多用虚拟生成思维，例

如量子信息、量子通信。所以，中医药有点类似量

子信息、量子通信。中国在 5G、人工智能、超级计

算机、无人驾驶、量子通信等技术领域的竞争，看

来都是实的，但它们的前沿基础科学都是虚拟的，

如写数字编程。所以看类似时间与虚拟生成转换用

活的科学，中医药发挥类似讲寒湿虚拟生成，实为

与量子信息、量子通信的长处是相同也是相通的。 

乔治·穆瑟教授没有读懂广义相对论，没有读

懂爱因斯坦，是时间与虚拟生成转换用活的科学新

纪元，这离不开从引力看虚拟生成与真实存在的统

一----如彭罗斯把牛顿力学万有引力，归属到量子引

力韦尔张量效应的类似直线运动图像；把爱因斯坦

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数学，归属到量子引力里奇张量

效应的类似圆周运动图像，而使量子引力通信在超

出光速的大距离范围外，让量子引力韦尔张量效应

和量子引力里奇张量效应统一起来。出现这种情况，

正是穆瑟教授说的被称为“奇点”的时刻。 

2）穆瑟的时间与虚拟生成转换用活科学之难 

A、穆瑟的时间边界悖论 

乔治·穆瑟教授的《时间会“死亡”吗》说的

“奇点”，他说与 137亿年前宇宙（以及其中的时

间）无中生有，开始膨胀的宇宙大爆炸那一瞬间所

指的时间的边界，即可能是开端，也可能是终点的

最著名的奇点是一致的。时间不一定非得在所有地

方同步终结。相对论说，时间会在黑洞内部走到尽

头，而在黑洞之外，宇宙绝大多数其他地方，时间

仍将继续。黑洞撕成的碎片，最终还会撞上黑洞中

心的一个奇点，它的时间线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奇点是物理学家追寻物理学大统一理论的主

要原因----是将爱因斯坦独创的广义相对论与量子

力学结合，试图创造出一种量子引力理论。但无论

是在哲学还是在现代物理学中，时间有终点也好，

没有终点也罢，都会带来一大堆难题：如果时间无

法终结，宇宙必然要无限存在下去。哲学家早就认

定，“无限”只是一个数学上的理想化概念，除此

之外的所有“无限”都是荒谬的。大爆炸理论胜出，

宇宙中充斥着奇点。不过追问奇点（不论大小）到

底是什么？恰恰是招惹出奇点这些“怪物”的那个

理论，暗示它们无法真正存在。 

例如，每一个星系的前身都曾经被压缩到一点

----不只是一个细微如针尖般大小的点，而是一个数

学意义上大小为零的点。与此类似，不幸落入黑洞

之中的宇航员身上的每一个粒子，也都会被压缩到

一个无限小的点中。在这两种情况下，计算密度都

意味着要用质量除以一个数值为零的体积，得到的

结果是无穷大。其他类型的奇点不会遇到无穷大的

密度，但总会遇到无穷大的其他物理量。 

乔治·穆瑟教授说：基于类似的思路，几乎所

有物理学家都推测，宇宙中的奇点实际上拥有一个

就算很高但也有限的密度。相对论的错误之处在于，

它漏掉了引力或物质的某个重要属性----正是这个

属性在奇点附近发挥作用，把密度保持在了可以控

制的范围之内。这个理论也会包容量子力学的一个

重要见解----物质跟光一样，拥有类似于波的性质。

这些波动性应该会把假想的奇点“模糊”成小小的

一团，而不再是一点，因而也就排除了“除以零”

这样的错误。果真如此的话，时间实际上或许就不

会终结。 

如此，可见物理学家在时间终结这个问题上，

对二律悖反的纠结丝毫不亚于哲学家。时间的边界，

同样也是推理和经验观察适用范围的边界。时间之

死，不过是一个复杂体系的崩溃，就像人类生命的

消逝一样，没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正如生命是在

无生命的分子组织成机体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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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也可能是在无时间的原料自行产生秩序的过程

中涌现出现的。存在时间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

的世界。时间告诉我们诸多事件何时发生，持续多

久，以及它们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许这种结构不是

外部强加的，而是内部产生的。按照这种思路，时

间之死只不过是一个复杂体系的崩溃，并不比其他

任何体系的崩溃更难理解，没有任何自相矛盾、左

右为难之处。一项接着一项，时间会丧失它的特性，

穿越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模糊地带。 

时间箭头并不是时间本身的属性，而是物质的

属性。时间本身是双向的；我们感受到的时间箭头，

只是物质从有序过渡到凌乱的一种自然退化。如果

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宇宙最终将达到一种平衡态，

又被称为“热寂”，这是凌乱到不可能比它本身更

乱的一种状态。少数物理学家已经推测，时间箭头

可能会反转，以便宇宙自行恢复到整齐简洁的状态。

但穆瑟教授说：连我们自身的存在，都取决于指向

未来的时间箭头，这样的反转无疑像热寂一样，标

志着时间的终结。  
 
三、解读彭罗斯和霍金时间终结轮回虚拟生成 

1）推测时间箭头可能会反转的艰难探索 

A、《宇宙的轮回》探索消失的时间踪迹 

2014年 1月《宇宙的轮回》一书由李泳教授翻

译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它是广义相对论的延伸，

概 括了共 形轮回宇 宙学（ Conformal Cyclic 

Cosmology，CCC）模型。作者是英国牛津大学数

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他获得过许多奖项，包

括 1988年与斯蒂芬•霍金一道因对宇宙学做出的重

大贡献而获得的沃尔夫物理奖。2008年湖南科技出

版社曾出版过彭罗斯的畅销杰作《通向实在之路》

一书，为我们理解公认的宇宙法则提供了一个赏心

悦目的综合指南。在《宇宙的轮回》里，他又进了

一步，提出崭新的宇宙学图景。 

彭罗斯提出，能够用这一场景来描述的，不只

有久远的过去，还包括久远的未来。当所有恒星都

熄灭了很久之后，宇宙将变成一锅由黑洞和自由粒

子构成的大杂烩；接下来，就连黑洞也将消散，只

留下粒子。这些粒子中的绝大多数将是光子之类的

无质量粒子，构建时钟再次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如果彭罗斯猜中了什么，那便是尽管致密拥挤

的早期宇宙和越来越空旷的久远未来，看上去像是

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但它们同样都被剥夺了时钟

及其他度量尺度的“器具”。彭罗斯说：“大爆炸

和久远的未来非常相似”----久远的过去和久远的未

来实际上是一个宏大宇宙循环中的同一个阶段。时

间终结之时，时针会拨回到起点，开始新一轮的大

爆炸。 

彭罗斯整个学术生涯都在主张奇点标志着时

间终点，他或许发现了一种让时间得以延续的方式

----时钟可能会越来越慢，最终停止，时间不复存在，

而是转化为另外一维空间，时间也还没有完全死透。

它仍然可以标明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和因果

关联。就这一点而言，时间和空间有很大的不同----

时间类似虚数和复数，而空间类似自然数和实数。

时间到了尽头，时间会在比奇点更大的范围内融化，

连仅存的最后一项特征都消失掉。 

到了弥留阶段，时间看起来或许已经消散于无

形，但还有一个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哪怕已经无法

定义时间的持续，也弄不清楚因果关联，仍然可以

给各个事件标上发生的时间，把它们摆到一条时间

线上。对于如何才能剥夺时间硕果仅存的这最后一

项特征----类似全息原理，对黑洞奇点处时间进行的

研究。全息原理认为，我们的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

全息投影。由相互作用量子粒子构成的一个复杂系

统也能让人感觉到深度----空间维度在最初的这个

系统中并不存在。 

不过倒过来，并非所有的图像都是全息图，图

案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行。同样的道理，并非所

有的粒子系统都会产生一个与我们类似的宇宙；这

个系统的“图案”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行。如

果这个系统原本缺少必要的条件，后来创造出了这

些条件，空间维度就会突然出现。如果空间的第三

维可以说是融化掉了，那么。随着第三维空间的融

化，时间也会融化。如果空间和时间在奇点附近都

不存在，事件视界也就不再轮廓分明。发展一种完

全不需要时间作为前提假设的动力学观念，时间仍

将顽强地活着，以至现在还无法设想时间最终的彻

底消失。为了理解不可理解的东西，科学一贯采用

的方法就是把它分解，然后去证明，对付时间的终

结，也是如此。 

B、理解时间是虚数与经络人体功能量子通信 

著名科学家彭罗斯在研究了牛顿引力公式和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公式后，发现只有大尺度

的天体在作圆周运动中，它的里奇张量引力整体收

缩效应才能更显示，和观测到量子信息隐形传输类

似虚数的超光速现象。即量子信息隐形传输的意义，

在于整合和预警。 

因为量子纠缠，无论是在定域中发生，还是在

非定域中保持，发生纠缠的量子之间的信息隐形传

输，还是必须通过一种东西来联系。这种在量子之

间起联系作用的引力信息纠缠隐形传输，是将原物

信息分成经典速度传输信息和量子隐形传输信息两

部分的----这分别是经由经典通道和量子隐形通道，

传送给接收者的。经典通道信息，是发送者对原物

进行某种测量而获得的。量子隐形信息是发送者在

测量中未提取的其余信息，通过纠缠来传送的；接

收者只有在获得经典传输的信息之后，才可以制造

出原物量子态的完全复制品。这种两者统一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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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别由量子引力涉及经典通道、经典光速的引

力子，以及隐形传输的量子通道、量子虚数超光速

的引力子组成，但又是以前者经典通道、经典光速

的信息传送给接收者时为准，才开始行动的。 

这是彭罗斯在得知已做贝尔实验，证明量子纠

缠在宏观尺度上的正确性后，立即运用于量子引力

模型----只要联系彭罗斯说的里奇张量引力收缩效

应，就清楚这幅虚数超光速快子图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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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里奇张量引力产生整个星球体积的同时理想

收缩，以“旧实在性”的光速引力子传到星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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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违反两个相对论。 

即彭罗斯的旋量场分析，类似作圆周运动的里

奇张量效应的引力量子信息传输，在距离超过光速

的 30万千米位移的绕天体圆周运动中，对引力整个

体积收缩的里奇张量效应的分析，必然涉及虚数超

光速运动的粒子。这中间的数学原理，可用分形分

维“凝胶、凝胶化、凝胶网络”示意图来说明自然

和社会中的类比：把凝胶及溶胶渗流占据分形分维

示意图中的可视部分，对应物质实体，或国家军队

与官方的信息联络、经济领域股市及商业竞争对手

的通信办法，都看成类似正实数。而示意图中的空

白处或属背景时空，都看成类似负实数；那么空白

处或属背景时空就类似“真空”，完全没有“暗信

息”可言了吗？但数论 0、自然数、实数、虚数的

存在，给予了否定。 

例如，把空白处代表的负实数开平方，会得到

虚数。虚数还可以分正虚数和负虚数。真空“0”量

子起伏，就有无数的正负虚数对，瞬间同时产生和

同时坍塌。你真懂马克思主义吗？你自信是彻底唯

物主义者吗？因为苏珊·鲍尔的《极简科学史》书

中第一部分第 5章“真空”，开篇说德谟克利特提

出的原子论：“神灵也仅仅是由原子和‘真空’构

成的”。其次，伊壁鸠鲁也像德谟克利特一样，解

释我们周遭的物质实体，“并非是由神灵的介入而

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原子在真空中不停地旋转，

不时意外跳跃，它向旁边随意一跃，撞上另一个原

子，然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实体”的。 

古希腊先哲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

论”，类似今天科学主流说的“量子论”，是不可

分割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大学毕业写的研究论文，

就是关于伊壁鸠鲁的研究。信奉“神灵”，称为“唯

心主义”。如果唯心主义说的是具体对象，年青的

马克思也赞成像伊壁鸠鲁坚持德谟克利特的“神灵

也仅仅是由原子和‘真空’构成的”量子论----包括

0、自然数、实数、虚数存在的数论量子论，去彻底

解释。可见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初心，这还可以从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承认虚数是真实

存在的，推知和马克思的一致。 

再到 19 世纪末，列宁支持玻尔兹曼提出的类

似乌托子球原子论----这类似的量子论且是统计热

力学的量子论----也可见马列主义的初心。热力学的

量子论，姜放教授的《统一物理学》书中，用 2.725k

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推证这种“空间基本单元”的

量子论，比标准模型基本粒子的夸克、电子、中微

子、引力子和胶子等小得多。例如，构成一个电子

的空间基本单元数目，是 638327600。即至少是 6

亿 3832万个；可见凝胶分形图空白处“量子”也很

多。 

把一张狭长的白色纸条的一面涂黑，代表黑和

白两类相互对立的情形；因普通对接做成纸圈，翻

过边线也是不黑即白。但如果用另一张同样的纸条，

反面也涂黑，只是在对接两端粘合时，使其中一端

翻个面，如黑的一面反转与另一端的白色的一面粘

合，做成的纸圈就叫数学上著名的墨比乌斯圈或墨

比乌斯带。它只有一个“环绕数”，类似磁单极。

因是 1882年德国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墨比乌斯，发现

它在数学上的特殊性质而命名。把黑白不同的两个

面统一为一面，做纸圈，找粘接剂容易；但类比在

自然和社会中找不容易。然而量子信息隐形传输却

成自然存在的反转“粘接剂”，参与人类量子命运

共同体。 

生物大分子上已发现和实现类似墨比乌斯圈

式的基因蛋白质分子结构，但也只少量。可见黑白

两面不同的“分裂圈”，是平凡圈----也许分裂的意

义为最终好“统一”。反之，墨比乌斯圈是“统一

圈”、不平凡圈。这可类比书面信息、音像和电路、

光缆传播的有形，与无线电的不同。下面来联系“经

络辐射”的“霍金辐射”作解读。 

2）“经络辐射”的“霍金辐射”类比 

从“基因辐射”到“经络辐射”是否成立？类

比的“霍金辐射”理论称，黑洞并非真的全黑，相

反，一小撮粒子会从黑洞边缘流出。这种霍金辐射

非常微弱，无法在真正的黑洞中被观察到。但以色

列理工学院物理学家杰夫•施泰因豪尔等科学家，为

了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他们首次测量了实验室制

造出来的声波黑洞（捕捉声音而非光线）的温度，

结果与“霍金辐射”理论预测一致----“声波黑洞”

是将超冷的铷原子，冷却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

并使它们流动。类似于黑洞的引力会捕获光，流动

的原子也会防止声波逃逸。因为霍金辐射来自量子

粒子对。通常，这些粒子会立即相互湮灭。但在黑

洞边缘，如果一个粒子掉进去；另一个粒子就会逃

逸，产生霍金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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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波黑洞中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成对声子一

个落入黑洞，而另一个逃逸。他们对逃逸声子和落

入黑洞声子进行测量，估算出黑洞的温度为 0.35亿

分之一开氏度。当然在霍金辐射理论提出之后，“黑

洞信息悖论”也随之而来。量子力学认为信息永远

不会消失；但霍金辐射理论认为，逃离黑洞的粒子

会慢慢摧毁黑洞的质量，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黑

洞会消失，其内的信息也会随之烟消云散。施泰因

豪尔的新研究，能否帮助解决信息悖论还是个未知

数，这一难题的最终解决可能需要一种将引力和量

子力学结合起来的名为“量子引力理论”。但这一

理论也适用于从“基因辐射”到“经络辐射”的成

立作类比。  

因为费伦教授灸疗八法实践发现经络附近的

特异现象，可以说明人体的经络不是一个古代中国

人想象中的系统。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将逐渐出

现更多经络存在的证据。例如在"天"和 "人"两层必

定也有其它经络存在的证据，还待科学家们继续研

究发现。生物进化的过程，最早是从单细胞生物开

始逐渐发展的，在早期简单的生物中，许多生物并

没有大脑，却具有结缔组织----类似最早发现的经络

组织----大脑是很高级的生物才具备的器官，从这点

看，主宰人体脏器运行的并不一定是大脑，更有可

能是由经络系统直接调节和控制的。 

再说黑洞信息丢失可知的全息超弦解，是“主

角”从弦换成了“膜”，1 维的膜=弦=基本粒子，

超弦理论又引进了“膜”和“立体”。开弦的两端

“吸附”在满足特定条件的膜上，这种膜称为D膜。

端点吸附在 D膜上的弦，只能在 D膜上运动。我们

生活的时空原本就是 3维的D膜，但引力子是闭弦，

无法吸附在 D膜上。把 D膜的“外部”看成高维或

多维，在类似 3维的正方体里面的闭弦（引力子等），

也能“漏”到“外部空间”----这类似从黑洞烧毁物

质的“烟和灰烬”中的原子、亚原子层次，探求它

们以前的“信息”。 

霍金与合作者完成的论文《黑洞与软毛发》----

这是由剑桥大学物理学家马尔科姆•佩里和哈佛大

学教授安德鲁•斯特罗明格完成的与霍金合作的研

究，最后修改时间距离霍金逝世已过去近 7个月。

黑洞的“软毛发”，指黑洞视界边缘的零能量光子，

它们可能储存了黑洞的熵值。黑洞的“软毛发”解

决的是：物质掉进黑洞后的信息丢失之谜----霍金身

前纠结黑洞信息悖论，已 40多年。就在霍金逝世前

几天，佩里还在哈佛与斯特罗明格一起工作，并致

电霍金告知最新进展。当时霍金交流很困难，只是

给个微笑表示知道最终结果。 

黑洞信息丢失之谜，来自根据爱因斯坦引力场

方程的计算----如果大量物质集中于空间一点，奇点

周围会形成时空扭曲的“视界”。之所以称为“黑

洞”，就是物质一旦进入这个界面，连光子也无法

逃逸----196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基于爱

因斯坦模型提出----黑洞是“无毛”的----黑洞只会

有三个性质：质量、电荷和自旋。除此之外，所有

的黑洞都一模一样，特质被剥夺殆尽。 

1975年霍金提出黑洞蒸发理论，即“霍金辐射”

----如果将量子理论也计算进去，霍金发现黑洞并不

是完全“黑”----它会向视界外辐射光子和少量带质

量粒子，黑洞的质量随之逐渐变小，蒸发速度越来

越快，最终消亡。但霍金辐射也带来量子力学违背

了一个基本规则----信息是不消失的----如果一个物

体被黑洞吞噬，当黑洞本身最后都消失了，物体包

含的信息去了哪里呢？要解决黑洞信息悖论，这次

《黑洞与软毛发》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假说：黑洞的

“软毛发”类似黑洞烧毁物质的“烟和灰烬”；那

么这也起码保存了部分信息。 

从 2015 年开始，霍金就和佩里、斯特罗明格

怀疑惠勒的黑洞“无毛”的基本性质，是错的，并

在 2016年发表了关于黑洞“软毛发”的第一篇论文。

所谓“软毛发”，是黑洞视界上的“0”能量光子

----1998年我国出版霍金的《时间简史》彩图本一书

公开发行，霍金原文在彩图本的《时间简史》第七

章《黑洞不是这么黑的》，说得很明白。例如，书

中 134页说：“场的值必须有一定的最小的不确定

性量或量子起伏。人们可以将这些起伏理解为光或

引力的粒子对，它们在某一时刻同时出现，互相离

开，然后又互相靠近，而且互相湮灭（图 7•7）”。

136 页说：“如果存在黑洞，带有负能量的虚粒子

落到黑洞里变成实粒子或实反粒子是可能的。这种

情况下，它不再需要和它的伴侣相互湮灭了，它被

抛弃的伴侣也可以落到黑洞中去。或者由于它具有

正能量，也可以作为实粒子或实反粒子从黑洞的临

近逃走（图 7•8）”----霍金生前的墓志铭，霍金辐

射，表述为黑洞熵公式----熵是一种描述混乱度的物

理量，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加。当物体被黑洞吞噬，

会引起黑洞温度的变化，从而改变黑洞熵值。 

黑洞“软毛发”的论文中指出，“0”能量光

子记录了黑洞熵，并给出了计算的方法。但黑洞熵

是不是包含了进入黑洞的物体的所有信息？还有很

多研究要进行。因为即使“软毛发”记录了 99%的

信息，只要不到百分百，那就不足以解决黑洞信息

悖论----除此之外，还要需要解释这些被保存的信息，

如何在黑洞蒸发时逃逸出来的？即黑洞熵背后的微

观量子态尚不得而知。论文里做的一些假设，接下

去必须要证明这些假设是站得住的。其次，霍金指

出黑洞是有温度的，但一般物体的温度，与微观成

分的运动有关，比如气体分子运动得越快，气温就

越高。由此，要知道黑洞中的这些微观成分是什么？

它们是如何存在于黑洞视界的？但黑洞信息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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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引来了《超弦理论：最有希望成为统一解释中

各种物质与力的终极理论》的研究热潮。 

[日]福田伊佐央在《科学世界》杂志 2017年第

8 期发表的《超弦理论：最有希望成为统一解释中

各种物质与力的终极理论》文章说：现在的超弦理

论也引进了“膜”和“立体”。我们生活在 3维的

D 膜（立体）中，构成整个世界的各种物质是由吸

附在 3维 D膜上的开弦（基本粒子）组成的。引力

子是闭弦，无法吸附在 D膜上，所以引力子能自由

穿梭于我们生活的 3维之外的空间（高维空间）。

而超弦理论的高维空间是“紧致”空间，实际类似

“点内空间”。由于等于宇宙空间的 3维 D膜的“外

部”，是指超过 4维的高维空间，无法用图片描绘。

就用立体图片描绘 3维膜的一部分来区分“内部”

与“外部”。调和黑洞蒸发与量子力学黑洞信息丢

失的彭罗斯与霍金的争论，也就是有的弦圈，能从

膜内部穿到外部一部分，黑洞信息丢失之谜可获得

有关解的答案。 

霍金的黑洞辐射原理启发想到“时间辐射”问

题：设点内空间也是在一对平行线之间重演前一世

代从大爆炸奇点开始到膨胀快结束质量坍塌奇点的

翻转，但点内空间是类似虚数时间的地方。时间流

逝带着类似黑洞的点内空间部分前行，正虚数时间

粒子多。对留下的时间消失部分类似完全“0”的点

内空间的时间量子真空，也设想会有量子起伏类似

的虚数正、负对的分离。那么在这种时间前行部分

膨胀翻转坍缩时，类似黑洞时间宇宙的表面外附近，

时间真空的这类量子起伏，因黑洞外界面是显正虚

数时间粒子多的零位膜，所以它也吸引量子起伏负

虚数时间粒子落入此黑洞，而正虚数时间粒子则向

偏离此黑洞方向的远处逃逸，而完成前一世代时间

不能倒流的使命。我们把这种时间辐射原理，称为

共形循环宇宙时间辐射原理。 

“基因辐射”就来自霍金的黑洞辐射原理的扩

展----黑洞辐射指黑洞外部附近的量子真空起伏，造

成的一个粒子及其反粒子构成的成对粒子，在彼此

湮灭并最终双双消失前，如果其中的一个粒子可能

掉入黑洞，那么这个粒子的反粒子，则被搁浅在事

件视界之外而从黑洞临近向无穷逃逸----这是在连

续性“点外空间”处于“0”的一种实数或者虚数的

相对论一次或二次量子化。反观“基因辐射”是对

生物生命基因结构，在 DNA 分形分维凝胶及凝胶

化、体型缩聚反应与渗流的界面附近，或相互间的

空隙地方，因存在类似的量子真空，设想也会有量

子起伏类似的虚数正、负对的分离。这类量子起伏

因遇上在 DNA 负责神经细胞间传递信号显实正量

子虚数粒子多的零位膜。因为潜藏在形态表象下的、

潜在的、深层次的类似经典通道、经典光速，与量

子通道、量子虚数超光速的类似墨比乌斯带组合的

专业基因，有没有的问题？这可用类似“自闭症”

的生物现象继续证明。 

3）彭罗斯宇宙的轮回的霍金辐射类比 

彭罗斯“宇宙的轮回”，联系时间为虚拟生成

的类似虚数，作与霍金的黑洞辐射原理的扩展。我

们来看 2014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宇宙的轮回》

一书，这已不同于彭罗斯之前出版的《皇帝新脑》、

《时空本性》、《通向实在之路》等三本书。因为

在《宇宙的轮回》书里，彭罗斯绝口不再提他对量

子里奇张量引力效应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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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因为终极科学理论最大难题，是遇到的熵增

不能轮回。 

彭罗斯用尽平生的学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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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蝉鸣知了的“翻转”，只能从分“点内空间”与点

外空间的平行宇宙轮回才可解。但彭罗斯只是把共

形映射应用于宇宙的爆炸开端和宇宙膨胀结束，以

两者在两端的拓扑结构的不同，才得出再变回原来

的空间，熵也有减一样----彭罗斯教授的《宇宙的轮

回》一书，为解决时间熵流不可倒转，他把宇宙生

死演化的轮回设想设计为类似一条条平行线，分割

成的严格的一个个平行的共形循环宇宙。 

彭罗斯在一对平行线之间，是标志为从宇宙大

爆炸奇点开始，到宇宙膨胀结束的质量坍塌奇点的

时间流箭头的不可倒转。这里两端的奇点的拓扑结

构因有差异，前一世代和我们世代的奇点，在共形

图中那条间隔线上并不相遇，由此来解决前世代及

下一世代的一对平行线之间从宇宙大爆炸奇点开始，

到宇宙膨胀结束的质量坍塌奇点的时间流箭头不可

倒转。即每一条平行线类似点内空间，时间流箭头

倒转都是在点内空间操作的，由此回避，就不要再

去过问它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认为这是彭罗斯成功一辈子，到头来却收

获一个最大的“不完美”。而“柯召-魏时珍猜想”，

却能弥补彭罗斯设计的严格的一个个平行的共形循

环宇宙：这类似把点内空间也看成类似的一条条的

平行线。因为“柯召-魏时珍猜想”属于庞加莱猜想

延伸的外猜想定理----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

将内表面翻转到外表面。即空心圆球内外表面所包

围的时空映射点内和点外，共形循环翻转，本身就

内禀自然构成严格的一个个平行的共形循环宇宙

----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在奇点作反向包围翻转。但

“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突破，也只能解决彭罗斯的

平行共形循环宇宙，在那一条条分割的平行线内的

具体图像这个重大问题，还没有解决它的翻转原理

的动力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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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原理正是霍金的黑洞辐射原理启发的

----“时间辐射”问题：设点内空间也是在一对平行

线之间重演前一世代从大爆炸奇点开始到膨胀快结

束质量坍塌奇点的翻转，但点内空间是类似虚数时

间的地方。时间流逝带着类似黑洞的点内空间部分

前行，正虚数时间粒子多。对留下的时间消失部分

类似完全“0”的点内空间的时间量子真空，也设想

会有量子起伏类似的虚数正、负对的分离。那么在

这种时间前行部分膨胀翻转坍缩时，类似黑洞时间

宇宙的表面外附近，时间真空的这类量子起伏，因

黑洞外界面是显正虚数时间粒子多的零位膜，所以

它也吸引量子起伏负虚数时间粒子落入此黑洞，而

正虚数时间粒子则向偏离此黑洞方向的远处逃逸，

而完成前一世代时间不能倒流的使命。我们把这种

时间辐射原理，称为共形循环宇宙时间辐射原理。 

可见联系“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

表面能不撕裂翻转，可以看出霍金辐射，还只类似

点外空间黑洞的辐射，而只属于“空间辐射”。如

果承认时间类似虚数，是在点内空间，类比“空间

辐射”就还有“时间辐射”，这能解决彭罗斯的共

形循环宇宙轮回中，时间能在“点内空间”调头机

制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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