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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基础科学理论中的阶段转换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绵阳日报社, 绵阳, 四川 621000, 中国, y-tx@163.com 

 

摘要： 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在《中国科学报》2021年 1 月 23 日发表的《基础研究的现状是停滞了还是

仍在路上》一文中说：“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与改革路径问题----客观地说近代科学（尤其是基础研究）是西

方的舶来品，我们与西方在起点处就存在很大差距，从 19 世纪末开始的这个追赶过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

全结束,。我们还需要花时间把西方近 300年间关于物理的意识与认知真正学来，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超越。现

在仍然处于学习阶段，毕竟从知道到理解还有很长的认知鸿沟需要跨越，这种跨越既需要知识的积累，也需

要天才的涌现。全世界概莫能外。换言之现有的物理学范式，仍处于生命的壮年期。梳理科学史的线索可以

清晰发现，从牛顿范式的建立（1687）到爱因斯坦范式的建立（1905）人类足足等了 218年；现代的物理学

范式从创立到现在也不过 100多年的时间，远没有到理论生命的枯萎期，到目前为止该范式还没有遇到有分

量的反常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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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李侠到格雷厄姆西•法梅洛看弦论 

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在《中国科学报》2021

年 1月 23 日发表的《基础研究的现状是停滞了还是

仍在路上》一文中说：“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与改革

路径问题----客观地说近代科学（尤其是基础研究）

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与西方在起点处就存在很大

差距，从 19世纪末开始的这个追赶过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还需要花时间把西方近 300

年间关于物理的意识与认知真正学来，然后才有可

能实现超越。现在仍然处于学习阶段，毕竟从知道

到理解还有很长的认知鸿沟需要跨越，这种跨越既

需要知识的积累，也需要天才的涌现。全世界概莫

能外。换言之现有的物理学范式，仍处于生命的壮

年期。梳理科学史的线索可以清晰发现，从牛顿范

式的建立（1687）到爱因斯坦范式的建立（1905）

人类足足等了 218 年；现代的物理学范式从创立到

现在也不过 100 多年的时间，远没有到理论生命的

枯萎期，到目前为止该范式还没有遇到有分量的反

常与危机”。 

李侠教授的说法，既对又有不对。对----是“近代

科学（尤其是基础研究）是西方的舶来品”；不对----

是“到目前为止该范式还没有遇到有分量的反常与

危机”。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怪李侠教授，因为他的

专长是梳理自然科学史的，不是直接从事前沿基础

科学理论专业研究的。例如，2021 年《环球科学》

杂志 1 月号，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美国东北大学兼

职物理教授格雷厄姆西•法梅洛发表的《弦论：物理

学中的数学奇迹？》一文，就说到众所周知的统一

场论圣杯的弦论，在 21 世纪遇到有分量的危机----

一是弦论“与对称性破缺似乎并不相容”；其次是“弦

论似乎并不能被实验验证”等危机。但这个问题说来

话长，首先什么是弦理论？ 

作为是一门理论物理学上的学说，弦理论里的

物理模型以及它的升级版超弦理论认为，所有的亚

原子粒子都并非是小点，而是类似于橡皮筋的弦----

组成所有物质的最基本单位是一小段“能量弦线”，

大至星际银河，小至电子，质子，夸克一类的基本

粒子，都是由这占有二维时空的“能量线”所组成。

在弦理论中，基本对象不是占据空间单独一点的基

本粒子，而是一维的弦。这些弦可以有端点，或者

他们可以自己连接成一个闭合圈环。正如小提琴上

的弦，弦理论中支持一定的振荡模式，或者共振频

率，其波长准确地配合。即弦理论模型与粒子类型

的唯一区别在于弦振动的频率差异，但为啥弦有振

动？它的能量守恒从哪里来？没有人说明白？ 

其实这与“0”在数学上属于算术及代数等的运

算原理有关 ----“1→1”、“0→1”、“1→0”；1=1；

1=1=…=1；都因是有 1+（-1）=0；0+0=0；0+0+…+0=0

等自然数、实数、虚数、复数的加法计算原理。由

此涉及到量子起伏、真空起伏等类似卡西米尔效应

收缩效应的检测和霍金黑洞辐射、暗能量包含类似

虚数能量效应等现象的观察。这里如果把类似正负

数对简单加法计算的算术、代数等于“0”的原理，看

作弦理论的振动、能量守恒起源等的纯数学“数论”，

那么弦理论即有无穷多的对称：即有无穷多的无穷

大对称，也有无穷多的无穷小对称；还有无穷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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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大与无穷小对称，而包括所有的时空。 

那么弦论又是怎么进入现代物理学中的呢？这

日本人争得很厉害，他们说是 1968 年“当时在日内

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实验室工作的两名青年物理

学家加布里埃尔·韦内齐亚诺和铃木真彦，独立地翻

査自己的一本数学书，偶然发现了欧拉的贝塔函数

（β函数）----这是由欧拉在 18世纪发现的一个晦涩

的数学表达式，它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这个

函数几乎可以全部满足描述基本粒子强相互作用所

要求的所有属性：他俩惊讶地发现，这个抽象的数

学公式似乎是在描述亚原子世界两个介子在巨大的

能量下碰撞的情形。这个‘韦内齐亚诺模型’很快在物

理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足足出现了几百篇论文

试图对它进行归纳概括，用以描述各种核作用力。

到了 1970年，芝加哥大学的南部一郎和日本大学的

铁雄宫彤发现，韦内齐亚诺-铃木模型的奇妙性质的

背后是振动的‘弦’，而弦的振动可以解释量子力学中

所有的基本粒子。到这里，弦理论的雏形基本就出

现了”。 

但格雷厄姆西•法梅洛的《物理世界的数学奇迹》

书中只提到：“以色列魏兹曼研究所一个专门从事散

射振幅研究的小组，1968年 6月前后第一个对偶模

型提出者，是 26岁的刚博士毕业的韦内齐亚诺。后

来他回忆说，当时正在研究所内的咖啡吧小憩，深

入思考描述 

π介子间碰撞的散射振幅是个什么样子时，突然想到

一种正式发表于 100 多年前的数学物理系学生就已

经熟悉的数学函数。散射振幅公式价值连城。几周

后，韦内齐亚诺在造访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时，同那

里的几位同行讨论了这个公式。受到鼓励后，决定

发表这个公式；相关论文正式发表于 1968年 9月 1

日”。 

有人说：“纵观历史上除了弦理论以外，所有能

够写进教科书的物理学理论无不经历了这样一个过

程：归纳总结客观现象（自然现象和实验观测）、逻

辑推理、理论预言及实验验证。然而，弦理论的最

大问题是无法获得实验验证，而实验才是物理学以

及所有科学扬名立腕的关键所在。一个不能实验验

证的理论，永远只能沦为一个假说。作为一个数学

游戏，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为此就真的以为，

弦理论所描述的那些空间真的就存在了，无异于皇

帝的新装”。 

又有人说：“弦理论真的比其它模型更能描绘现

实吗？人们总是说弦理论没有预言任何东西，但这

种说法是错误的。弦理论预测了整个宇宙是多维的，

而迄今为止这只能从弦理论中推导得到。并且它很

好演绎了量子相对论最深层次的问题：在基态下许

多无质量的粒子都会违反等效原理，但弦理论成功

预言了基态下自由夸克的存在，量子色动力学也证

明了这点”。其实这种不真不假的状态持续到了 1980

年，两位物理学家施瓦茨和格林将弦论与超对称理

论结合，进而提出超弦理论。他们发现，在使用超

弦理论解释强力时，结果会相等。 

但是在解释万有引力时，会出现一个质量为零，

自旋为二的粒子，也就是引力子。即这是第一个能

从微观角度描述引力的理论，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

科学家，加入了超弦理论的热潮，并在两次超弦革

命后将弦论产物推向最接近“万有理论”的王座。韦

内齐亚诺总结：“人们怀疑弦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它

需要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来证明自己，但长距离的

实验可以扭曲新的弦理论模型。如果想要在短距离

内测试弦理论，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宇宙学入手。在

大爆炸时，弦理论很可能就在早期的宇宙里留下足

迹，随后在膨胀中渐渐地变得宏观”。 

 

B、新时代任正非到张天蓉论凝聚态换新天 

正统的方法，理论物理学家显然是应该让实验

发现，指引他们前行的道路----因为这在发展亚原子

层面的现代理论时，已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后来

成为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标准模型以寥寥数条

简单的原理为基础，很快就取代了此前所有想要描

述亚原子粒子行为的尝试，漂亮地解释了每个原子

的内在运作机制。 

但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关于亚原子粒子之

间作用力的实验所带来的新信息逐渐减少，更多的

理论物理学家转向了以数学为辅助工具的纯推理式

研究。这给基础物理学带来了一个新方法----弦论。

这个理论假设宇宙的基本要素并非粒子，而是极小

的弦，企图以此在最精细的层面上对大自然进行统

一的描述。 

理论物理学家在这个理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仍没能给出实验物理学家能够检验的预测。然而，

不仅物理学离不开数学，数学也离不开物理学。早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狄拉克就认为，基础物理学是通

过越来越能体现数学之美的理论取得进展的。这不

难看出这对于弦论学家来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弦论的盛行，给现代基础物理学添上了浓厚的数学

色彩。这正确吗？正确的道理在哪里？谁能说了算。 

说出这个道理的第一个能人就是华为总裁任正

非。他说的道理就是自己及其团队的实践证明；不

相信的中国人，你去和他比试吧，这里还有“等文化”，

允许你“等着瞧”；还有“进攻性马”----华为任正非总

裁把“进攻性马”，总结为“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

别人先要争强，就让其实践”的战略。2021 年 1 月

22 日“观察者”网发表的《任正非：敢于将鸿蒙推入

竞争，鲲鹏和昇腾软件开发决不停步》一文中，任

正非总裁说的先人指路物理学和科技应用的道理有

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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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去几百年来，西方科技像灯塔一样照亮了

人类追赶的道路，不仅仅是飞机、火车、汽车、轮

船、收音机、卡拉 OK……；也不仅仅是欧拉公式、

拉格朗日方程、傅里叶变换、门捷列夫元素周期

表……他们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我们敬仰的。

在美欧日俄……等国的灯塔照耀下，整个世界都加

快了追赶步伐。今天的人类繁荣与英欧美日的“灯塔”

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尊重这些文明国家、尊重先作

出贡献的先辈。孔子都二千多年，我们还不是在尊

孔吗？今天我们已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也想要学习

在无人区点亮 5G的灯塔，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回

报世界给我们的引导，让我们的光辉也照亮大家共

同前行。 

2）我不赞成片面地提自主创新，“只有在那些

非引领性、非前沿领域中，自力更生才是可能的；

在前沿领域的引领性尖端技术上，是没有被人验证

的领域，根本不知道努力的方向，没有全球共同的

努力是不行的”。”我们不仅要搞好“1-10”的工程设计，

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挺进“0-1”的科学研究，不全球化

是不行的。 

3）当前科技的进步已超过人类的迫切需求，一

项科技发明并不能创造一个大产业、创造超额利润

----像蒸汽机、电动机的出现那样，就改变了一个世

界。现在需要全世界的合力，才能完成一个产品、

一个产业。科技发展正处在一个饱和曲线的平顶端，

付出巨大的努力，并不能有对等的收益，反而给追

赶者减少了追赶的困难。例如，我们每年投入研发

经费是 200 亿美元，但收益只有研发投入的 40%，

60%的蜡烛在黑暗的探索之路燃尽了。我们仍无怨无

悔的努力攀登，也像欧、美、日、俄等国领先公司

一样，像蜡烛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 

4）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同时又遭遇百

年闻所未闻的风暴打击。什么叫战略？就是能力要

与目标匹配。现在必须全面靠自己打造产品，这是

我们的能力与战略极大的不匹配，是我们最薄弱的

环节，逼着我们从小学生做起，而且要快速跳级再

跳级到博士，我们哪有这么大的弹跳能力。我们既

不是巧媳妇，也没有米。我们是从九十年代搭上了

数字化的列车，主要是依靠数学在电子技术上构建

了优势，获得了产品与服务的成功，这只是信息领

域的很小一部分。二十多年来我们聚集了全世界大

量的数学家、天才、电子工程师……，加强与全世

界顶尖的大学合作，仅仅在电子通信联接技术领域

刚刚有点突破，就像一块大石板下面的小草，石板

刚扳开一小会还没有喘过气来，又压上了，现实给

了我们的压强是很大的。我们不要因美国一时打压

我们而沮丧，放弃全球化的战略。 

5）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善败者不亡。

青春泣血，生命绽放光芒。AI的数据是本地化的，

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冯诺依曼架构、反冯诺依曼架

构，都是冯诺依曼思想的胜利。对未来科学的探索

不停步，研发不停步，继续勇往直前。不能以后生

存下来了，却看不见未来了。没有明天了，这样的

生存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任正非总裁以上说的先人指路，五点道理

只能作参考。因为任正非总裁说的是从飞机、火车、

汽车、轮船、收音机、卡拉 OK 等实践、实用看的

理论，仅是众所周知的牛顿力学、热力学、电动力

学、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物质层次的基础理论。说

弦理论无法获得实验验证，实际是不知道它对称破

缺发生的地方在哪儿去看？因为这要具体到凝聚态

弦物理学，才是弦理论换新天的道理。这只能像张

天蓉教授这样学贯中西的专业物理学家，说的才是

内行。2021年 1月 12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张

天蓉教授发表的《量子英雄传-26-凝聚态中的对称破

缺》一文，她对实验能看到理论预测的样子，讲了

三条原则很精辟、有深度，联系弦理论就知道未来

凝聚态及科学发展的方向。 

即凝聚态物理和粒子物理，初看似乎是两个风

马牛不相干的两个领域，在研究时所涉及的能量级

别上也相差几百亿倍，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有一个共

同之处：研究的都是维数巨大的系统，粒子物理基

于量子场论，凝聚态物理研究的是连续多粒子体系。

对此张天蓉教授说的三条原则，是联系对称、对称

破缺和自发对称破缺的。即弦论在深度空间对称的，

现在能进行的实验都属于它的凝聚态。要能看见，

只能是对称破缺和自发对称破缺的情况。就是说它

的方程的某一个解，也就是物理系统实际上所处的

某个状态，却不具有这种对称性。因此我们看到的

世界中的一切现实情况，都是“自发对称破缺”后的

某种特别情形。这样它只能反映物理规律的一小部

分侧面，因此理论上是： 

第一条原则是坐标方向不对称原则。张天蓉教

授说，例如一个在山坡上的石头，山坡造成重力势

能的不对称性，使得石头往右边滚动，这是一种明

显对称性破缺。我们认为这条原则涉及场的拉格朗

日形式。坐标与作用方向的矢量、张量以及线度的

标量等有关。实际弦论技巧如中学数学课上讲的抽

象技巧最深的是：部分包含未知量 x 和 y的数学公

式，能用来描述对真实世界的观测。这时 x 和 y代

表的则是实验人员可以测量出来的量。一些刚学的

数学技巧，可化为基础的简单原理，用来准确预测

各种大小的物体的轨迹。再到大学，包含基础数学

的物理学理论能够描述从载流导线附近磁场的形状，

到原子内部粒子的运动。物理学绝对离不开数学，

这似乎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科学事实。不过数学也离

不开物理学。爱因斯坦场方程，可以从弦论一圈阶

的共形对称性导出。自洽的量子理论能够解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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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观测到的广义相对论效应。说弦论没有实验支

持那是错的。因为没有其他任何理论，能更好地同

时解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两个方面的实验并且

自洽。 

当然坐标原则也有现时理论上的困难。2021 年

1月 26日“科学网”肖建华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20

世纪基础科学理论的尴尬》一文中，肖建华教授说：

目前的科技研究现状普遍性的工程上使用的坐标系

是：把传统的直角坐标系的 3 个空间坐标轴的直线

变为任意曲线，在这个全局的曲线坐标系下，任意

点的位置依旧可以用 3 个全局坐标来表示。即在数

学上 3 个微元直线正交轴的交点形成一个局部的坐

标原点，这样就形成局部的直角坐标系；但是在全

局看，这个局部系的坐标原点是沿曲线运动的，从

而全局坐标系是曲线系。全局的曲线系，局部的直

角系，这对于一般的任意曲线坐标系却是未知的，

从而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在没有开发一般的测量

技术之前是无法实现工程应用的。后果就是由于这

个脱节，工程界对于的张量理论和群理论描述也就

根本上谈不上应用。这是各国科技界面对的现实性

的尴尬。所以这个问题要不尴尬，就是要学会凝聚

态弦物理数学。 

第二条原则是自旋自发对称破缺原则。张天蓉

教授说，如一支铅笔竖立在桌子上，它所受的力是

四面八方都对称的，它朝任何一个方向倒下的几率

都相等。但是，铅笔最终只会倒向一个方向，这就

破坏了它原有的旋转对称性。这种破坏不是由于物

理规律或周围环境的不对称造成的，而是铅笔自身

不稳定因素诱发的，所以叫自发对称破缺。 

我们认为这条原则涉及哈密顿形式和正则量

子化，比如说，设想一个无质量的盒子，其中充满

了不停地从四壁来回反射的光子。光子及盒子都没

有静止质量，但是由于光子带有总能量 E，因而整

个盒子可以有与能量相对应的m=E/ c^2的质量。实

际上，质子质量的绝大部分就是来源于与上述光子

盒类似的机制。质子的静止质量为 938MeV，组成质

子的三个夸克的总质量仅为 11MeV，剩余的 927 

MeV的质量从何而来呢？是来源于强相互作用的传

递粒子“胶子”。胶子 g和光子一样，没有静止质量，

但质子中的许多胶子在一起运动和相互作用，因此

而具有的束缚能，便是质子中绝大部分质量的来源。 

即如果空间中存在某种场，场与在其中运动

的粒子相互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便有可能改变运

动粒子的能量，从而赋予粒子以相应的“质量”，这

是希格斯机制能够赋予粒子质量的基本道理。即如

果场的势能曲线比较特别，比如通常经常使用的所

谓“墨西哥帽子”的形状。这时，能量最低的状态如

图墨西哥帽向下凹的一圈。这一圈的能量最低，但

场强却不为 0。希格斯场的真空态，便可以由这种势

能曲线描述的系统，产生“自发对称破缺”而得到，

就像小球无法停在中间能量较高的不稳定位置，最

后朝一边滚下到谷底某一点的情形。 

因为先前与相变相关的“对称破缺”应用于粒

子物理，解决了标准模型中的质量问题。但标准模

型虽然是试图将“万物”归纳统一为最少数目的“基本

元素”较成功理论，却有一个缺陷：美妙的理论导致

了一个不符合实际的结果----与其相关的粒子（规范

粒子）的质量只能为 0，这会导致标准模型中所有基

本粒子质量都为 0。幸亏有希格斯机制来解围才使规

范场的理论趋于完美。这就是 1964年希格斯能猜想

到方程 E=M2h2+Ah4,的情况。这是从相对论性狄拉克

方程方程 E2=p2c2+m2c4 引出的对称和超对称图像，

因为该方程早在提示其中质量 m为平方，会引出的

负质量和虚数质量；光速 c 分别为平方和四次方，

也会引出的负实数和虚数。 

如果分别用倒置抛物线平面坐标图（C）来表

达方程 E2=p2c2+m2c4 和“墨西哥帽子”的形状平面坐

标图（D）来表达方程 E=M2h2+Ah4的对称及超对称

的意思，这是把图（C）的坐标中的 X 和 Y 轴定为

实数轴，坐标中类似的倒置抛物线对称，表达的是

正实数和负实数的对称；这如果看作是“对称图像”，

代表的是标准模型尺度内的质量情况。那么，把图

（D）的坐标中的 X定为实数轴，Y轴定为虚数轴，

坐标中大的倒置抛物线底部有一隆起抛物线的类似

“山”字形的光滑曲线的对称，表达的就不仅是正实

数和负实数的对称，还有正虚数和负虚数的对称。

如果看作是“超对称图像”，其代表的就不仅是标准

模型尺度，而且还包括了普朗克尺度内的质量情况。 

所以“超对称图像”引人重视，是研究图（D）坐

标中的图像产生的数学原由是，方程 E=M2h2+Ah4,

和 E2=p2c2+m2c4 中的对称及超对称的意思，希格斯

已超越过狄拉克。这不是说希格斯比狄拉克聪明，

而是时代已经给希格斯提供了大量的高能实验，希

格斯有身立其境的文献条件。希格斯才能把狄拉克

方程 E2=p2c2+m2c4左边的 E2用 E代替，右边第一项

中的 p2用 M2代替，c2用 h2代替；右边第二项中的

m2用 A代替，c4用 h4代替，变为 E=M2h2+Ah4。其

中 A 是一未知的正值常数，h 为希格斯场。比较爱

因斯坦的质能转化公式 E=MC2，这是在我们的时空

或真空中能测试的公式。而希格斯场方程

E=M2h2+Ah4式中，只要 M2和 A皆为正值，E亦为

正值，因此 E 随着 h 的增加而增加，表现的正是图

（C）的坐标中倒置抛物线的对称图像。h的四次方

h4不为零，h也不为零时，如果质量平方M2为负值，

A比M2大许多，则 E在 h更小时为负；但随着 h渐

渐变大，等式右边的第二项变得愈来愈重要，最后

使 E大于零，表现的正是如图（D）的坐标中，大的

倒置抛物线底部有一个小小隆起的抛物线类似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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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曲线的超对称图像。这是与图（C）的坐标中倒置

抛物线的对称图像不同，是包含了有虚数参与的过

程。希格斯的科学进步，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各种

统一方案最终通向类似弦线、圈线等乱麻”吗？ 

时间跨过 22 年，是 1986 年我们在《华东工学

院学报》第 2 期发表的《前夸克类圈体模型能改变

前夸克粒子模型的手征性和对称破缺》论文，解决

了哈热瑞引出的质量难题----以色列科学院院长哈热

瑞把质量与手征性联系起来，解决了零质量问题，

却遇到了超对称使质量的手征性发生对称性破缺的

难题。而我们的论文说明导致量子力学的各种解释

有重重困难的原因是，质量变能量、能量变质量只

能发生在标准模型尺度到普朗克尺度物质内的微观

领域。而科学家们花了很长时间的实验探索，和考

察希格斯场公式 E=M2h2+Ah4才知道，那是一高能领

域，是以质量平方M2的变化引领质能及时空的。具

体说来可作平面坐标图（E），该图中所示的图像，

纵轴为质量平方M2，横轴为能量，普朗克尺度对应

于高能量，因此在标准模型尺度的右边。 

希格斯场与标准模型粒子进行交互作用，也类

似在超对称势阱中，球量子通过隧道效应穿过势垒

一样，有阻力作用。这种充满宇宙真空态的希格斯

场就类似在水中行走一样，会受到比在空气中行走

更大的阻力，就像是自己变重了一般，粒子就藉由

这个过程获益质量。 

第三条原则是几率自发对称破缺原则。张天蓉

教授说，如水滴结晶成某个雪花图案前，每种图案

的几率对称，最后自发对称性破缺呈现成一种图案。

我们认为这条原则涉及的问题面很广，可以说所有

的可见物质，都是凝聚态弦物理数学可以描述的。 

如法拉第说的“磁力线”、安倍说的“微小环形电

流”、化学反应说的“化学键”，到中医藏象、藏数思

想的脉象、经络等，都指向弦图的“呈展”，可联系

作“回采”。而磁性物质、导电物体、化学物质到人

体结构，也可以看作弦“迭代”的凝聚态。正是中医

体现的“藏超弦于民”，是中华文明科学特有的博大

精深。如此这般存在的几率自发对称破缺，不但涉

及高维、多维，而且是非线性的。所以在社会人群

中出现极端思维的几率，也会远远多余后来专家能

研制出的只属于空间高维类似芯片知识的超弦理论

----而藏专家的极端于民，不如凝聚态藏超弦于民。

因为像大栗博司教授在《超弦理论》一书中，虽然

很强调“呈展”，但他并没有说透“呈展”本质是什么？

其实超弦普及类似互联网、迭代网、物联网等，正

是网弦凝聚态的全息特征。 

张天蓉教授说：“凝聚态以量子理论为基础，

在量子场论建立之后，理论物理朝两个不同的方向

发展：粒子物理和凝聚态物理。公众的眼光大多数

投向传统的、以还原论思想为指导的高能粒子物理，

以为那才是物理的正统方向。然而实际上当今的物

理学家中，70%以上是在做凝聚态物理的相关研究，

包括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凝聚态物理与粒子物理

有许多理论相通之处。凝聚态物理在理论上独树一

帜的有关对称和对称破缺的研究是前苏联知名物理

学家朗道（1908-1968）的费米液体及相变等理论，

奠定了整个凝聚态物理的基础。费米液体理论可以

在处理多粒子的凝聚态物理中继续使用单粒子图像，

因为基态的低能激发可以看做是近自由的准粒子，

通过准粒子的相互作用对基态进行微扰，可以获得

金属、绝缘体，以及超流性、超导性等诸多不同的

物态。此外朗道提出的相变理论与对称性破缺理论

相关，能够用序参量来描述凝聚态系统的宏观态，

给不同物相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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