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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忽略运动物体的内部组成和结构而将它们当作准刚体脱离实际。为改变这一现状而考虑真实物体运动的

相对论效应。将质量-速度关系当作初始机制而讨论运动速度对物体周围的空间及物体体积的影响。相对

论性质-速关系与原子半径与质量的关系一起构成了物体体积因运动而收缩的物理机制之一。得到了下列

结论：具有质量的体系因超高速惯性运动而发生空间扭曲，乃至生成中子星或黑洞；物体的体积可因运

动而立体收缩；由于空无一物的空间即不能爱力又不能施力，因此，在力学表现方面，空间与物体始终

是相互独立的，且空间无法运动最多只能主观地设定其运动；狭义相对性原理的适用范围有限。动摇了

“在洛伦兹变换下协变”的理论判据的地位。为将相对时空观改造成相对-绝对时空观并催生相对-绝对

论打下了紧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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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gnor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ving objects and treating them as rigid bodies is not only out 
of practice but also inconsistent with 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o change this status quo, 
consider the relativistic effects of real object motion. Consider the mass-velocity relationship as an 
initial mechanism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velocity on the space around an object and on the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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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object. The relativistic mass-velocity rela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omic ra-
dius and mass together constitute one of the physical mechanisms for the volume contraction of 
objects due to motion. A series of new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such as: the space distortion of a 
moving system with mass due to inertial motion at ultra-high speed, and even the generation of 
neutron like stars or black holes; the 3D contraction of objects due to motion; Because the empty 
space can neither bear nor exert force, in terms of mechanical performance, space and object are 
always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and space can not move. At most, its motion can only be set 
subjectively;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pecial relativity is limited. It shakes the 
posi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riterion of “covariance under Lorentz transformation”. It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ransforming the view of relative space-time into the view of relative absolute 
space-time and giving birth to the theory of relative abso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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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狭义相对论中的比较明显的问题是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引起的逻辑矛盾。本文作者和一些同

行已经做了大量的批判狭义相对论的工作(以批判狭义相对性原理为主)。 

有多种因素可导致运动物体的体积收缩偏离洛伦兹收缩。遗憾的是，人们也好像忘记讨论各种收缩

因素的作用。钟的超高速运动(甚至超过光速)的后果有不少人讨论过[1]。但是，在超高速惯性运动的情

况下，物体的体积及物体周围的空间怎么变化却几乎没有人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有不少人揭露过相对

论的疑难[2]-[15]教育出版社《相对论未解决的问题》。不过，在本文之前，批判者主要是揭露狭义相对

论中的逻辑矛盾(好像是陷入了这个泥潭不能自拔)。我曾论证过空间因运动而收缩不是相对的[16] [17] 

[18]和建立相对绝对论的必要性[18] [19]。现在，我似乎跳出了这个泥潭而以拾遗补缺的方式发现了新的

规律。再回过头来看狭义相对论的不足，效果特别好。文献[17]也提到了影响运动物体产生立体收缩的一

个因素且只涉及线性收缩没有讨论时空的非线性变化。在这里我们要扩展到多个影响因素且讨论质量因

运动而变从而导致质量周围的时空发生变化的问题。本文将介绍有质量体系因高速运动而发生三维收缩

和四维时空变化的机制和结果。对于批判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少学者形成了审美疲劳，从而不大理会

批判支柱性理论的言论[20]。希望评审者在看到本文后会咸到震惊从而消除审美疲劳。 

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和推广过程如下。首先是提出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作为理论的基本前提)。

其次是导出洛伦兹兹变换。然后是根据基本前提和洛伦兹变换得出一些结论和推论。接下来是应用和实

验验证。在应用、解释和用实验方法验证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不少默认的假定和观点。这些

默认的假定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相信不少也觉得越看越觉得这些默认不靠谱(依据不足)。但是，若没

有它们，狭义相对论的应用就超寸步难行。然而，这些默认都不是来源于实践，而是为解释和应用相对

论的需要而主观臆断出来的。尽管它们可以遮掩(或隐藏)狭义相对论的问题，但它们本身又有严重的问题，

只是非常隐蔽而已。这是一种问题接力现象，也是诡辩方法之一。狭义相对论的六个主要默认的观点如

下。 

默认观点 1  洛伦兹变换中的数学坐标就是真实的时空坐标。没有这一条，狭义相对论就不能应用

于实践，而只能停留在纯理论状态。 

默认观点 2  可以人工制造一个运动的空间。没有这一条，就不能任何实验方法验证狭义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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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观点 3 空间因运动而收缩，导致镶嵌在空间中的物体的长度(或体积)因运动而缩短。与此等效

的默认是，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等于物体的长度因运动而缩短。如果没有这一条，就得不到尺长因运动而

缩短的推论。 

默认观点 4.  运动体系内部的观察者感觉不到自身及身边物体的任何运动因的变化。这一条是“没有

绝对静止系(即相对性原理)”要求的。没朋它相对性原理不成立。 

默认观点 5  运动的物体没有内部组成和结构。如果不要这一条，默认观点 1、默认观点 3 和 4 就不

成立。因为，考虑了物体内部的组成和结构，运动物体的内部粒子的质量因运动而增大也会导致物体收

缩(甚至可成为黑洞而导致空间扭曲从而破坏狭义相对性原理)。这样，在运动方向上物体就应该有双重收

缩。 

默认观点 6  狭义相对论不谈相对论性收缩的物理机制(这是一种行为而不是观点)。在狭义相对论的

框架内，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物体因运动而收缩都没有完整的物理机制。“空间收缩导致镶嵌在空间中

的物体收缩”只是物体因运动而收缩的物理机制中的一块小残片，不是物体因运动而收缩的完整的物理

机制，还不一定符合事实。 

批判狭义相对论人学者绝大多数是在批判相对论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而极少批判这些默认的假定

和观点。批判狭义相对论默认的观点的任务就由本文来完成。 

2. 非刚体的体积因运动而收缩的物理机制 

相对论性质-速关系为 

0
m m                                           (1) 

式中，  
2

1 1 c   。(1)式有多种推导方法[18] [19] [20] [21]，不是唯一地出自相对论。狭义相

对论忽略运动物体的内部组成和结构而将其当作准刚体，且承认，速度非常接近光速的物体会收缩成很

薄的面板。这种变化的原因也被认为是“空间因运动而收缩”导致镶嵌在其中的物体收缩。可是，从(1)

式及广义相对论很容易看出，当物体的运动速度非常接近光速时，它可以变成球形的黑洞，物体周围的

空间也会严重弯曲(我们将在 2.3 节中计算这个速度的值，并称大于这个值而小于光速的速度为超高速)。

这意味着，质量载体周围的空间会因质量载体的运动而弯曲。在空间弯曲的同时，运动物体的体积缩小，

且不只是在运动方向上收缩，收缩的倍数也不是恒为  
2

1 c 倍(运动物体的体积缩小，但空间只是弯

曲而不是收缩)。这个考虑了狭义相对论质速关系和广义相对论的结论与狭义相对论的“空间因运动而在

单一伸展方向上收缩”有严重冲突。没有理由表明对于运动的实体尺的收缩(或运动的物体导致的空间的

变化)，广义相对论效应与狭义相对论效应分别发生作用，然后可以线性叠加(相反，如果不要理由而这么

认为，那就是主观地割裂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以前避免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忽略运动物体的内部

组成和结构(显然也忽略了质量速度关系)，或者忽略运动物体内部粒子的广义相对论效应(即忽略运动物

体内部的引力相互作用)。但是，对于讨论运动物体的变化，广义相对论的适用范围与狭义相对论的适用

范围有一片重叠区。在这个重叠区域内，广义相对论效应和狭义相对论效应都不能忽略。另外，设定的

条件是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内质量载体有超高速运动。在这个适用范围重叠区内，即使使用四维速度概

念，三维速度的相对论效应都仍然存在。 

如上所述，对于描述运动的物体的体积因运动而缩小，狭义相对论的结论与广义相对论使用(1)式所

得到的结论有矛盾。这种矛盾不是通过划分速度段而取近似能完全解决的。 

狭义相对论广泛使用洛伦兹变换。它的通俗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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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它得到的沿 X-轴方向运动的直尺因运动而收缩的表达式如下： 

 
2

d d 1

d d

d d

x x c

y y

z z

   

 


  

                                       (3) 

在垂直于运动方向的 Y-轴方向和 Z-轴方向上运动的尺没有收缩[1]。为了方便，我们称根据洛伦兹变

换导出的(3)式表示的收缩为洛伦兹收缩 (或一维相对论收缩，或洛伦兹长度收缩)。如果是一个长方体在

运动，洛伦兹收缩表示这个长方体的一个边长缩短。令 0
d d d dx y z V ， d d d dx y z V    ，由(3)式得到的洛

伦兹体系收缩公式为：  
2 1

0 0
d d 1 dV V c V 


   。在某些情况下，可求它的定积分(积分范围都是从

原点到有限值)。结果是： 

 
2 1

0 0
1V V c V 


                                       (4)

 

(3)式或(4)式显然是空间的一维收缩公式。它们完全是一种数学结果，表达的收缩没有具体的物理机

制(运动只是收缩的理论原因而不是具体的物理机制)。爱因斯坦似乎没有讨论这种物理机制的主观愿望

(也许是理论的特点决定了无法讨论)。在不探索空间收缩的物理机制的前提下，狭义相对论干脆将运动的

物体都当作没有内部组成和结构的不变形的刚体。也只有这样处理才能将运动物体在运动方向上的收缩

归因于空间因运动而收缩(即，物体体积的三维收缩与空间的一维收缩的差别被抹掉了)。然而，物体内部

粒子的相对论效应具有明晰的物理机制。能不能忽略它？看过下面运动物体体积的影响因素我们就可以

正确地判断。 

2.1. 轨道角动量守恒 

旧量子论中的玻尔氢原子模型与现代量子力学部分兼容。另外，使用玻尔行星模型可使我们更容易

理解物体因运动而收缩的物理机制。关键是，旧量子论是一种较好的过度理论。作为一种过渡，玻尔模

型可以被利用。 

基态氢原子运动，其中的 1s 电子的质量 m 按(1)式的规律增大。玻尔氢原子的轨道角动量的表达式

为 

m  L u r .                                      (5) 

对于基态氢原子，根据行星模型可知， 

2 2

2

0
4

Ze u
m

rr



.                                     (6) 

式中，Z 是有效核电荷数，u 是电子轨道运动速度。将(5)式的标量形式 mur = ћ 代入(6)式，可得 

u Z c .                                         (7) 

式中，α 是精细结构常数，其值约为 1/137。(7)式及其推导过程表明，当氢原子整体运动使电子的质量改

变时，电子的行星运动速度不变。只要 1s 电子的轨道角动量守恒，当电子质量 m 增大时，轨道半径 r 变

小。比较 mur = ћ、(1)、(7)三式，我们有(8)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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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υ 是氢原子的运动速度，L 是氢原子的轨道角动量，m0 是静止氢原子中的电子的质量。m 是在氢

原子中的电子动质量的基础上又有一个整体运动的电子质量。可通过添加下脚标而区分不同状态的电子

质量：me——静止电子质量，m0——静止氢原子中的电子质量，m——运动氢原子中的电子质量。如果

追求更准确，可以使用电子的折合质量。 

利用薛定谔方程的解，能得到“运动氢原子的半径减小”的更可靠的结论。在量子力学中，原子的

大小用原子半径恒量。原子半径缩小，原子的体积就缩小(注意！这种收缩是全方位的)。 

2.2. 质量速度关系和薛定谔方程的解共同决定氢原子半径因电子质量增大而缩小 

解基态氢原子的薛定谔方程可以得到氢原子的玻尔半径表达式。 

2

0

2Bohr

h
r

me




 .                                       (9) 

比较(1)式和(9)式可得 

2

0

2

00

Bohr

h
r

m cm e

 


 


.                                (10) 

从(10)式可以看出，当氢原子运动时，电子质量增大，玻尔半径减小，氢原子全方位收缩。这样，由

氢分子组成的氢标尺也会因运动而在各个方向收缩。氢原子和分子体积的相对论收缩表达式如下： 

   

   

   

2

0

2

0

2

0

1

1

1

x x

y y

z z

r r c

r r c

r r c








 




  

 


.                               (11) 

式中，ri 是运动氢原子的三个相互垂直方向上的半径，(ri)0 是静止物体的长或高或宽。氢原子的体积 V = 

(4/3)πr3。于是，我们有 

 
3

2
2

0
1V V c  
 

.                                 (12) 

式中，V0 是静止氢原子的体积，V 是运动氢原子的体积，  
2

1 1 c   。注：洛伦兹体积收缩公式中

的 γ 上的指数是−1 [详见(4)式]。(12)式表示，物体体积因运动而收缩不受运动方向限制。在导出(12)式的

过程中，使用了狭义相对论质-速关系和量子力学理论。在速度不是特别高的条件下，与量子力学效应比

较，广义相对论效应太弱，可以忽略不计。所利用的薛定谔方程是线性方程。因此，2.1 和 2.2 两节讨论

的收缩仍然是体积的线性收缩。(11)式和(12)式表示的是原子体积的三维收缩。它们是在一定范围内适用

的体积-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以前只有洛伦兹一维收缩的知识(一般叫做长度-速度关系)。 

有学者未仔细看就认为(12)式教科书中早已存在。如果仔细看，不难发现，(12)式是(11)式的另一种

表示 ，而(11)式教科书中是没有的。教书中有的式子，没有(12)中那个指数 3。在定性上，(12)式是描述

运动物体的体积的三维收缩规律的。在教科书中，一维洛伦兹收缩公式首先是描述纯空间收缩规律的。

然后利用“物体镶嵌在空间之中，空间收缩导致物体同步收缩”的主观臆断才能将一维洛伦兹收缩与物

体体积历运动而改变联系起来。总之，(11)式和(12)式刚诞生就对一维洛伦兹收缩公式处于竞争关系(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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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所述，两种描述方式只有一种与事实更接近。二者右要以形式上一致，但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

的)。 

(11)式和(12)式仅对充满物质的空间适用。没有物质的坐标框架(或纯空间)的运动没有运动效应，不

能用(11)式和(12)式描述，也不具备时间的运动效应。物质体系的运动还具有时间的运动效应。这样，物

质体系的运动将就是四维时空收缩。对于共价分子 H2，化学键的键长也与玻尔半径或氢原子的大小成正

比。这样，一个氢分子组成的氢尺，也会因运动而按(12)式的规律收缩 (速度限于接近光速而不是非常接

近光速)。 

2.3. 因惯性运动而产生的广义相对论效应 

运动粒子的惯性质量因运动而增大已经被实验证实了。再考虑到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等效，我们可

以肯定运动粒子的引力也会因运动而增大(粒子周围的空间可因运动而扭曲)。物体的速度升高，其内部粒

子的质量增大，粒子间的引力也随之增大。首先产生的不宜忽略的影响是，物体内粒子间的引力增大(如

果比这个速度低，原子内的粒子间引力可被忽略)。速度再增大，质量引起时空的扭曲更明显，乃至原子

和物体可以坍塌。 

我们以运动的氢原子为例讨论这两种效应的定量界限。原子核与核外电子之间的引力达到电磁力的

1/100 需要的氢原子的速度可以计算出来。高速运动的原子中的电子有两个层次的运动(自旋运动除外)：

电子的轨道运动(速度记为 u)；电子随氢原子的运动而运动(速度记为 υ)。由于 u = Zαc，因此  
2

1
e

m u c

与 me 只相差万分之 0.3，这个层次的电子运动的相对论效应可忽略。根据这个条件，我们有 

2

2 2

0

10

4

p
GM me

r r



, 

 

2

2

0

100

4 1

p e
Gm me

c 



.                           (13) 

式中，G 为引力常数，mp 为静止的原子中质子的质量，  
2

1
p p

M m c  为运动氢原子中质子的质量，

m 是运动氢原子中的电子的质量，me 是电子的静止质量，υ是氢原子的运动速度。将对应的常数代入(13)

式，可得 

30
1 0.66 10

c

 
   .                                      (14) 

这个值是 0.999…9 (连续 30 个“9”)。速度达到或超过这个值可称为超高速。当氢原子的速度达到

了这个值的时候，核与电子间的引力可以明显地影响到氢原子的大小，不宜忽略(核外时空曲率的变化也

就不宜忽略)。这种相对论效应导致的氢原子的大小因运动而收缩会明显偏离(12)式。(14) 式表达的速度

就是物体内部粒子间的引力作用不宜忽略的速度下限，也是时空扭曲效应不宜忽略的速度下限。 

史瓦西半径为 rg = 2Gm/c2。它表明，质量增大，黑洞视界增大，有限质量物体变成黑洞的可能性增

大。当物体以非常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时，物体内部的原子核的视界增大。当各个原子的质量继续增大

时，这个运动的物体会被引力压缩到很小的体积。当这个小体积内的物质质量决定的视界继续增大时，

以致可以达到包含整个物体的占据空间。此时，这个物体就成了一个标准的黑洞(物体在达到中子星的密

度之前就已经崩塌、变形了，生物早有死亡了)。 

下面的定量分析的结论也一样。将相对论质-速关系代入史瓦西半径公式得 

2 2 2

2

1
g

Gm
r

c c




.                                    (15) 

一个氢原子变成视界半径与中子或质子的康普顿波长同数量级的黑洞需要的运动速度与光速之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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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1 0.25 10

c

 
   .                               (16) 

这个值为

76

0.999 9

n

   ，即，这个速度 υ 非常接近光速。它是氢原子因运动而坍塌的速度下限。其他高 

速运动的物体的情况与此类似。狭义相对论只是不允许物体速度达到光速。故，上面的非常接近光速仍

然在狭义相对论允许的范围内。可见，运动的尺或杆或物体不能当作刚体而忽略它们内部的粒子的相对

论效应。当物体的运动速度非常高时，其体积因运动而收缩不能用空间因运动而收缩来解释。 

一公斤物质因运动而质量增大，达到 0.1 mm 的视界半径，需要的速度为 46
1 0.55 10

c

 
   。这个 

值约为 0.999…9 (连续 46 个 9)。这个速度值是物体因运动而坍塌的速度下限。 

本节讲的是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内，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增大，物体内部的引力效应(广义相对论效

应)不可忽略。此处说到的引力效应主要是指物体超高速运动引起的物体坍塌成中子星或黑洞，以及物体

周围的空间弯曲。物体低速运动导致的引力效应一般可以忽略。(12)式就是运动的非刚体的相对论效应的

标准表达式。(14)式表明，在氢原子速度小于(14)式表示的速度 (物体内部粒子间的引力远小于电磁力)

时，(12)式对于原子、分子及致密的金属物质适用。其他物质的体积因运动而收缩的情况偏离(12)式。本

节的讨论虽然没有给出物体因其内部粒子间的引力不可忽略而收缩的表达式，但是，已经通过定量和定

性分析明确指出了存在这种收缩。它属于以惯性运动为诱因的广义相对论效应。原因是，有引力参与的

或者有时空扭曲后果的相对论效应是广义相对论效应，且是非线性相对论效应。尽管第 2 节讨论的线性

相对论效应与非线性相对论效应的最初诱因都是惯性运动，但是，这两种收缩是相互独立的，且它们都

与洛伦兹收缩没有逻辑关系。从定性的角度看，物体的速度越接近光速，物体内部粒子周围的空间的曲

率会增大，物体甚至可发生极致地收缩——变成中子星结构或坍塌成黑洞。 

尽管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都是利用时空的变化描述力的作用效果，但是，对于描述具体的有内

部组成和结构的高速运动物体，广义相对论的物理机制产生的效果与狭义相对论机制产生的效果是矛盾

的：狭义相对论无具体机制的数学结论是运动的尺(或空间)仅在运动方向上收缩(空间或体积的一维收缩。

收缩前后空间都是线性的)，物体不会因运动而坍塌；而广义相对论机制产生的效果是运动的尺的内部及

外部空间弯曲(对应的物体因运动而收缩也与狭义相对论的结论不一致——是空间的三维收缩，且可以因

超高速运动而坍塌。同时，线性空间因高速运动而成了非线性空间)。本节揭示的收缩机制表明，对于质

量载体运动产生的后果，“狭义相对论‘机制’生效与广义相对论机制生效”的速度范围是完全重合的。

取近似可以将它的适用范围拉开一些，但不能完全剥离开。例如，对于氢原子和固态氢因运动而收缩， 

其狭义相对论效应与广义相对效应共同适用的速度区间为

30

0.999 9 ,

n

c

 
   
 
 

。原因是，只要不大于和等于光 

速，相对论就适用。两类相对论效应作用于同一客体，能不能线性叠加呢？引力收缩效应与洛伦兹收缩

效应及纯质量收缩效应是不能线性叠加的。在这个共同适用的范围内，有一个广义相对论效应和狭义相

对论效应都不能忽略的速度区间。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之间的另一个矛盾是对于一个加速系，广义

相对论框架内是一个体系，而狭义相对论框架内是多个体系。无论如何取近似，都不能消除这个矛盾。 

从本节的叙述可以看出，在相对论的框架内，考虑真实的非刚体的运动有如下结论。观察者 A 可以

观察到：当观察者 B 观察者加速到超高速度运动状态时，B 可以变成一个黑洞，且这种过程不可能是可

逆的(减速到静止状态，不能恢复原样)，此过程中的变化具有绝对性(不是相对的)。即，在这种超高速相

对运动情况下，A 和 B 最多只有一个变成了真实的黑洞。另一个最多只能是表观的黑洞(即非真实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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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运动导致的相对论效应也只能是表面的(我们只能在相对论效应的真实性和狭义相对性原理两者

之中选选一个)。可见，狭义相对性原理受到了威胁(“相互观察时，被观察的双方同时发生相对论性变化”

不是真实的)。 

2.4. 范德华力的影响 

如果是固态氢制造的直尺，它因运动而收缩，涉及分子间的距离的变化。分子间的范德华力本质上

仍然是电磁力，且成键电子也是束缚态电子。束缚态价键电子的质量变而电子和原子核的电荷量不变，

分子间的距离会缩短。 

2.5. 离子化合物中的离子的振动频率减小 

对于离子化合物，晶体内各个晶格点上的离子质量因运动而收增大。这样，离子的振动频率就减小(理

由是，离子振动是往复运动，需要不断改变运动状态，质量增大导致改变运动状态的难度增加)，离子体

积和晶体的体积都会相应地减小。晶体的体积是全方位收缩。液体和气体物质中的分子热运动活性也会

因分子的质量增大而减小。 

2.6. 绝热体系的熵因运动而减小 

对于封闭的体系，其体积缩小其熵必然增大。反过来，其熵减小，其体积必然缩小。对于绝热的非

固态物质而言，其组成成份的质量增大，粒子的质量增大，热运动活性降低，体系的混乱程度降低，熵

减小，体积缩小。总之，当气体或液体内的分子的质量因运动而增大时，分子的热运动程度降低，其熵

减小，分子间的距离减小，体积缩小。 

2.5 和 2.6 两节介绍的是物质因运动而收缩的热力学机制。它导致的收缩也是三维的体积收缩。2.2~2.6

节阐明了物体体积或时空与速度的定性关系。(12)式的适用范围较小，大部分具体物体因运动而收缩都不

具备统一的定量关系(不同的收缩机制占主导的物质因运动而收缩的定量关系不相同)。 

综上所述，对于大量分子或离子的组成的物体因运动而收缩，即使在定量上与(12)式有差异，但在定

性上都是因运动而全方位收缩。以上收缩机制中的热力学机制明显也是运动的生物的寿命延长的物理机

制。即运动的机械钟变慢的物理机制。这些因素(物理机制)可同时作用于一个运动的物体。只是对于不同

性质的物体，不同因素起到的作用大小不同。 

3. 无穷大空间加速运动疑难及其因运动而收缩的收缩中心疑难 

四维空间连续统中的四维都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即，四维空间连续统中的空间是无穷大的。相对论

认为，每一个运动的物体都与一个自己的参照系相联系。这些参照的空间都是无穷大的。这种观念粗看

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细究起来，就有脱离现实的问题。例如，当我们给 A 系中的一根静止的细针

B 加速时，根据相对论，B 必须带着一个无穷大的空间从 A 系中的空间中抽离出来且与 B 一起加速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给一个静止物体加速过程也是无穷大空间繁殖过程。谁能保证这样的空间繁殖是真实的

呢？有什么理由无穷大的空间可以繁殖呢？承认一个物体与一个运动体系相联系，而每个运动体系都有

一个无穷大的空间。现实的空间中有许多个不同的运动状态的物体，就有许多不同的无穷大空间。由于

现实的宇宙空间只有一个，因此，那些与运动物体相联系的无穷大空间就只能是为满足理论需要而虚拟

的。 

在承认每个运动物体都有一个自己的无穷大的空间的前提下，给物体加速就是给无穷大的空间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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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一个现实的宇宙空间中包含许许多多无穷大的空间也有逻辑问题。给无穷大的体系及其无穷大的空

间加速存在困难。公理和相对论告诉我们，不能给一个无穷大的客体加速。否则，必须承认存在瞬时超

距作用，或者直接承认从静止空间中分离出来的无穷大空间是虚拟空间(否认空间是真实的客体)，或者否

认空间的物质性。与引力场等效的体系就是连续加速的体系。空间的连续加速还有一个收缩中心的问题。

空间因连续加速而连续收缩，其收缩中心在哪里？如果上例中的物体 B 不是处于宇宙中心，有什么理由

说空间的收缩中心恰好在 B 的中心上呢？如果无穷大空间的收缩中心不在 B 的中心上，那无穷大空间的

收缩一点点，镶嵌在空间中的 B 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相对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

论，应该对上面提到的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或说明。 

总之，如果空间的运动不真实，空间因运动而收缩也就不真实。 

4. 分析与讨论 

关于狭义相对论的默示论证的问题既难以发现，也难以理解。因此，本文从多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开始讨论狭义相对论的默认视图问题，并强调了它们与第 3 节定量分析结果的联

系。在本节中，我们将对照导言中介绍的狭义相对论的默认观点逐一分析它们。狭义相对论的多重缺陷

是密切相关的。在下一节中，我们将重点讨论这些默认问题的相互关联性。 

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内，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物体因运动而收缩都没有完整的物理机制。“空间收

缩导致镶嵌在空间中的物体收缩”只是物体因运动而收缩的物理机制中的一块小残片，不是物体因运动

而收缩的完整的物理机制，还不一定符合事实。 

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可以优先选择三维收缩效应(包括广义相对论机制的时空变化)。即，选择相

信本文标题所述的大 PK 中“三维收缩”(包括同样以惯性运动为起因的四维时空扭曲)是赢家。 

1) 没有明确物理机制的收缩主观因素或假设的成分多一些 

只要相对论质-速关系和中子星和黑洞理论是正确的，第 2.3 节揭示的在静止系中观察超高速运动的

物体或体系，物体可因运动而坍塌或者体系内空间因运动而弯曲就不能被否认。一旦运动物体坍塌了(时

空发生了非线性变化)，在它停止运动之后肯定不能回到坍塌前的状态的。特别是生物经历了身体坍塌的

变化之后，不能回到之前的生物活性状态。运动物体坍塌之后，空间已经发生了非线性变化。狭义相对

论框架内的物体因运动而变化，找不到不可否认的决定因素(能找到的只是洛伦兹变换，及对它的主观理

解)。 

2) 广义相对论可以取代狭义相对论，反过来不行 

狭义相对论是广义相对论的近似。但是，反过来不成立。狭义相对性原理的矛盾特别多，而广义相

对性原理的矛盾少得多。 

3) 在形式上，广义相对论机制得出的三维收缩包括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原因导出的一维收缩 3 

例如，(11)式的内容包含(3)式的内容。但反过来不是事实。 

下面是补充说明。 

不同惯性系等价和洛伦兹变换下的洛伦兹收缩特性同时要求惯性系作惯性运动时，体系内的各种事

物都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特别是体系内的生物不会感觉到异常。狭义相对论也就不允许有“因惯性运

动而坍塌”的现象发生。广义相对论允许这种空间的非线性变化，就是对狭义相对论的坚持的否定。如

果相互观察都是被观察的有质量体系因运动而坍塌，就一定会因一个物体达到非常接近光速之后，导致

全宇宙的物质体系都会真实地坍塌。而这种后果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相互观察都是被观察方的尺

收缩，质量增大”的结论不可能成立。如果不忽略这种时空因运动而扭曲乃至物体因运动而坍塌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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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将洛伦兹变换当作描述真实的时空的数学工具。这里揭示就是狭义相对性原理导致的“超高速运

相对运动动物体的相互坍塌逻辑怪圈”。哈勃定律表明，离我们越远的星系，相对我们的速度越高。宇

宙加速膨胀的事实还可以为这一结论加权。因此，在自然界中，存在非常接近光速的天体。第 2.3 节的

内容具有实用性而不可忽略。 

洛伦兹收缩(是一维收缩)没有具体的物理机制，是数学原因收缩。本文第 2 节讨论的收缩是有明确物

理机制的收缩，且这些机制又是根据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得得的(否认本文导出的收缩机制及其效果，就是

否认相对论)。这可使我们优先选择第 2 节介绍的收缩。第 2 节揭示了狭义相对论语境下的洛伦兹收缩是

虚拟的空间收缩。第 3 节揭示了，空间的运动是虚拟的空间的虚拟运动。 

用来做实验的运动的尺或杆都是实在的具有内部组成和结构的实体(一般是合金)。因此，实验测得的

“必须用杆的长度因运动而收缩解释”的收缩都应该是(11)式或(12)式的描述的收缩。(3)式描述的洛伦兹

收缩最多只能是第 2 节介绍的收缩机制导致的收缩的归纳和抽象的结果。然而，第 2 节介绍的收缩机制

导致的收缩是全方位的收缩，而洛伦兹收缩是单一伸展方向上的收缩。由此可见，(3)式描述的洛伦兹收

缩也不是第 2 节中的收缩机制导致的收缩的归纳和抽象的结果。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现象宜选择光速不变

解释。 

现实的宇宙空间只有一个。然而，狭义相对论认为每个运动的物体对应于一个运动体系，而各个运

动体系的空间都是无穷大的空间。如果说现实的空间与狭义相对论认定的空间没有区别，那许许多多个

无穷大的空间相互交错运动就是很困难的(不仅仅是数量上有矛盾)。可见，现实的宇宙空间与理论上的与

匀速直线运动物体相联系的空间应该有区别。由于真实的宇宙空间只有一个，因此，其他空间就只能是

理论上的空间(即，虚拟空间)。能够被加速且能够因运动而收缩的空间也就是理论上的虚拟空间(这种结

论正好可以解决第 3 节披露的矛盾)。如上所述，“理论上选择的运动体系能带着自己的空间一起运动，

且这样的空间因运动而收缩(不要物理机制的收缩)”不是一个经得起各种考验的结论。四维时空连续统与

现实时空的对接存疑。 

“相互观察都是被观察体系中的尺收缩”会出现逻辑矛盾[17] [18]。“相互观察都是被观察体系中的

钟变慢”同样存在逻辑矛盾。这都是洛伦兹变换中的时空缺乏真实性(和“洛伦兹变换的相对性原理”解

释)决定的。原子钟的双向环球航行实验证实了运动的钟变慢，但不能作为“如果相互观察，都是被观察

的钟变慢”的实验证据。相反，该实验结果只对“运动的钟变慢是单向的”的结论有利。因为，飞机上

的驾驶员不能观察到地面上的钟慢于飞机上的钟。我们还可以找到与相对论性空间收缩的相对性问题相

互印证的案例。设一对孪生兄弟是在惯性系 D 和 E 相遇时同时诞生的，且分别落到 D 和 E 上。惯性系 F

始终与惯性系 D 相联系，而惯性系 G 始终与惯性系 E 相联系。在 D 和 E 相互远离运动的过程中，这对

兄弟一直玩视频通话。在扣除电磁波传播时间的前提下，这对兄弟通过视频发现谁老得更快？狭义相对

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表明钟因运动而变慢的相对性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洛伦兹变换之时间变换的数

学结果用在某些场合会出现逻辑矛盾(即，与事实不符)。 

只要时间因运动而延缓的相对性有矛盾，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的相对性就一定有问题。 

体系中的时间和空间因体系运动而变都不是相对的。单一伸展方向的洛伦兹收缩与全方位的体积因

运动而收缩的事实不符。这表明，洛伦兹变换只是一种数学工具。“在洛伦兹变换下协变”的理论判据

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当然，这不影响洛伦兹变换及闵可夫斯基几何是一种很好的数学工具。是否恢复洛

伦兹当年对洛伦兹变换的解释？值得讨论。 

将运动物体当作没有内部组成和结构的不变形的刚体，就是忽略组成物体的粒子(特别是分子、原子

和电子)的相对论效应。没有人解释过这样选择(处理)的理由。如果(7)式可靠，它就能表明：即使是静止



HANS Preprints                                             NOT PEER-REVIEWED 

汉斯预印本                                                                          未经同行评审 

 

11 
HANS PrePrints | https://doi.org/10.12677/hans.preprints.71004. | CC-BY 4.0 Open Access | rec: 12 June 2022, publ: 14 June 2022 

的氢原子(最小的原子)，其中的电子的速度已经很高了，相对论效应定量值也达到了静止时的万分之 0.3。

其他原子的 1s 电子的相对论效应的强度都大于这个数，不宜都忽略。静止的最小原子的相对论效应已经

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了，高速运动的原子和较大的原子的相对论将就更不宜都忽略了。(7)式还可预示，137

号元素及其后面的元素都不可能稳定存在(其中的 1s 电子的速度非常接近光速，原子会坍塌)。显而易见，

狭义相对论将运动的物体都当作刚体。这样选择至少是不严谨的。 

5. 狭义相对论默认的观点的中的问题 

洛伦兹变换中的数学坐标(x, y, z, t)不一定是真实的时空坐标(反“默认观点 1”)。这个默认的观点在

提出时和提出之初肯定是主观臆断。在狭义相对论推广之后，人们便在实践中寻找证据或用实验方法寻

找证据。在电动力学实践中，默认观点为确实能解决不少现实问题。然而，一个观点对一个学科适用不

能代替对全部学科适用。无论在哪里，局部的巧合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是电

动力学效应恰好仅与相对运动有关。在电动力学中可使用洛伦兹变换的事实也不能排除“洛伦兹变换中

的坐标是形式空间或表观的空间[22]”。2.2 节介绍了运动物体因内部粒子的质量因运动而变可导致运动

物体收缩。这种具有具体物理机制的收缩与根据洛伦兹变换导出的“空间因运动而收缩”是相互独立的。

相对论又承认“这种数学意义上的时空收缩能导致镶嵌在空间中的物体被挟持着同步收缩”是真实的

(且与运动物体的内部组成和结构无关，独立于物体内部组成和结构的收缩机制)。这样，运动物体就会发

生双倍的收缩。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这种双倍收缩。由于洛伦兹变换中的空间坐标轴是可以无限

延伸的，因此，维护默认观点 1 还需要承认“运动体系中的空间是无穷大，与惯性运动的物体相联系的

体系空间也是无穷大”。宇宙空间中可以有多个作惯性运动的物体(一个观察者也可以同时观察多个运动

体系)，也就有多个无穷大的体系空间，且这些无穷大的空间正做相互穿插运动(在这种前提下)。可以相

互做无任何相互作用的穿插运动的空间，只能是静、表观的空间(是人的主观意识中的空间而不是真实的

空间)。 

不可以人工制造一个运动的空间(反“默认观点 2”)。相对论学者为默认观点 2 提供的一个典型的例

子是，作匀速直线运动的火车的车厢内的空间是人造的运动空间。但是，这种人造空间更像表观的空间。

因为，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一块真空加速。什么也没有的空间不能接受任何力的作用，也不能给予任

何物质以力的作用。即使是充满虚粒子对或场的空间，也不能被容器壁加速(只要场不是容器壁发出的)。

给一个物体加速只能促使物体在空间中运动(穿行)，而不是顺便制造了一块运动的空间。这样，什么也没

有的空间的运动状态只能是由人在意识中认定。只要没有上帝的第一推动，虚空不能被自然之力加速就

决定了虚无的空间只能是绝对静止的。后面还有加持这论点的证据。 

“空间因运动而收缩，导致镶嵌在空间中的物体的长度(或体积)因运动而缩短”之中的空间挟持(裹

挟)物体发生变化没有证据(即，“默认观点 3”缺乏证据)。“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等于物体的长度因运动

而缩短”更没有证据(反“默认观点 3”)。空间不能受力而被加速，又没有上帝的第一推动，谈不上空间

的运动。空间没有运动，就谈不上空间因运动而收缩。当车辆加速时，车厢中的乘客并不能与车厢同步

加速(如果乘客坐在无摩擦的椅子上，则乘客根本不能被加速的车厢加速)。这个颠扑不破的事实表明空间

并不能挟持其中的物体一起加速和运动。在始终作匀速直线运动的车厢内物体的力学表现具有协变性。

这种现象既可用相对性原理解释，也可以用物体符合惯性定律解释。选择后一种解释，可以允许绝对静

止系存在。更何况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在低速运动体系中近似成立，且不排除绝对静止系存在(即在速度较

低的情况下，力学定律的近似协变为不能排除绝对静止系存在)。可见，车厢内的可与车厢一起被加速且

能与车厢一起运动的空间最多只能是表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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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观点 4 的内容是：运动体系内部的观察者感觉不到自身及身边物体和空间的任何运动因的变化，

当相对速度降得很低的时候，相对静止的观察者观察曾经观察到的现象会恢复到被观察者静止时的状态

(时空因运动而发生变化的过程是可逆的)。能证明狭义相对性原理不成立的方法都能证明这一条默认不真

实。2.3 节通过定量分析而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很小的物体只要运动速度非常接近光速，就能成为一个黑

洞。一个普通物体一旦成为黑洞，就会被撕碎(特别是生物，一旦超高速运动而趋于变成黑洞，就会在死

亡之后被撕碎)。甲和乙两个观察相互以超高速运动，在甲观察到乙变成黑洞而被撕碎之后，“乙还感觉

自己还活着”。这是很难理解和想象的。就是说，一旦甲观察到乙已经被撕碎且彻底死了，乙就不可能

因大大地减速而恢复到正常活着的状态。除非相对论质-速关系是表观的。否则只要运动导致物体质量增

大最终使该运动物体变成了黑洞，该黑洞静止后仍然是黑洞，不可能仅通过改变相对速度而恢复到它最

初的非黑洞状态。默认观点 4 还有另外一个矛盾。在上例中，在甲观察到了乙变成了黑洞之后，乙应该

变成了一个小圓球(理由是(12)式和相对论质速关系)。但是，狭义相对论的空间收缩推论却是认为超高速

运动的物体变成一个薄片。相对论不能回答，超高速运动的物体到底是变成薄片还是变成一个小圆球？

一个运动的物体变成了黑洞，表明该运动物体周围的空间是严重扭曲。相对论也不能回答，一个超高速

运动的物体及其周围的空间到底只缩短还是同时会严重扭曲？ 

真实的物体都具有实在的内部组成和结构。“默认观点 5”却忽略运动的物体的内部组成和结构而

讨论相对论将就及是脱离实际。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是从近似描述到精确描述。既然相对论是精确描述，

就不能求近似。在相对论的框架内，再硬的物体都不能近似地当作刚体而考虑其内部组成和结构。既然

不真实，又不是适宜求近似的场合，就是不正确的观点、理论和行为。 

狭义相对论不谈相对论性收缩的物理机制，将运动的物体当作刚休，而将运动的钟又不当作刚体。

这就是狭义相对论的默认观点 6 (也是一种理论行为)。只有空洞的时空因体系运动而表观(主观)收缩才不

需要收缩的物理机制。但是，真实的物体的内部粒子会因运动而发生真实的变化(特别是相对论质速关系

决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实在的物理机制。因此，对于物体因运动而收缩不给出收缩的具体物理机制

(或不承认这个过程具有实在的物理机制)的理论是脱离实际的理论。狭义相对论在讨论物体因运动而收缩

时，忽略了物体的内部组成和结构。如果追求相对论运动效应的处理方式的一致性(统一性)，而将运动的

钟也当作没有内部组成和结构的准刚体，那么运动的钟就是死钟(不能运行的钟)。这样，我们就不能讨论

和应用运动的钟变慢的相对论效应。运动的钟体应该被看作刚体还是应该被看作真实的物体呢？ 

6. 狭义相对论的主观臆断 

隐性假设就是默认的前提或论点。没有充足理由和证据的假定是主观臆断。 

维护相对论的学者可能要说狭义相对论并没有认为运动物体都是刚体。然而我要说的是，狭义相对

论不考虑运动物体中组成和结构(即，不考虑组成运动物体内的粒子本身和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因运动而发

生的变化)却是真实的。这就是将运动物体当作刚体看待 (或者将运动物体当作没有内部组成和结构但可

变形的类刚体怪胎。因为刚体不但没有内部组成和结构还是不可变形的，而运动物体可以变形。以下不

区分类刚体怪胎和刚体。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不区分类刚体怪胎和刚体，方便时称它们为主观臆断 1)。

在不宜求近似的情况下，不考虑物体的内部组成和结是脱离实际的行为。大家知道，可以正常运行的真

实的时钟不是刚体，刚体钟不能运行。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哪有钟呢？爱因斯坦声称，他在体系的每个空

间点上都放有可以计时的钟。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内，爱因斯坦放置在空间各点上的钟就只能是意念中

的钟表观的钟)。狭义相对论在考虑到尺缩效应时将物体当作刚体，而在考虑钟慢效应时又不把钟当刚体

(不得不考虑钟的组成和结构。否则，刚体钟不能运行，不能谈论时钟记录的时间)。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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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一只超高速运动的钟(可以是原子钟、单摆钟，等各种形式的真实的钟)时，就无所适从了——只相

信和采用洛伦兹变换下的尺缩效应，就必须将钟当作刚体，这样的钟是不能运行的，爱因斯坦利用意识

放在空间各点上的钟的指示时间就与真实的钟的指示时间不一致；如果考虑钟内粒子间的相互作用，钟

的体积变化规律就是与空间变化无关的(11)式和(12)式，而不是洛伦兹收缩表达式。 

在运动体系内的观察者不能感觉到自身和身边的物体因相对运动而发生的变化。这是狭义相对论维

护者常使用的一种判断。这也是一种主观臆断(记为主观臆断 2)，没有过硬的依据。如果甲观察到乙以非

常高的速度运动，甲可以观察到乙变成黑洞(这是根据狭义相对论的质速关系得出的结论)而身体被撕碎了。

乙的身体既被撕碎了又没有被撕碎是不可能。如果说乙感觉不到自己被撕碎，那么，甲观察到的现象就

只能是表观的。如果相对性质增效应是表观的，那么人们不可能观察到电子因运动而变大的结果。我们

也就很难保证其他相对论效应是客观的。但事实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运动的电子质量变大，运动的时钟有

具可积累的变慢现象。 

根据洛伦兹变换导出的时空因运动而发生的变化，首先是数学坐标值因运动而变化。然而，有关狭

义相对论的实验证明的只却是真实的物体的长度因运动而缩短和真实的钟因运动而变慢。想把这些实验

变成证实以洛伦兹变换为基础的实验，需要知道下面两种定量关系：洛伦兹变换表达的空间因运动而变

与真实物体体积因运动而变之间的精确关系；洛伦兹坐标变换中的时间坐标因坐标体系的运动而变与真

实的时钟因运动而变之间的精确关系。此处所说变换系数是不是未知的。狭义相对论采用的方法是认为

洛伦兹变换中的数学时空一定是真实的进空。略为具体一点的办法是，假定物体镶嵌在空间之中，空间

因运动而变化导致物体的体积因运动而同步变化。这个假定没有过硬的依据，完全是臆断出来的(记为主

观臆断 3)。实际上，没有哪实践过程可证明“给空间加速而实现了对空间中的物体加速”。相反，人们

给空间加速愿望，从来都是通过给物体加速而实现的(最广泛的例子是，给车厢中的空间加速的愿望全部

是通过给车厢加速实现的，而不是相反。本文多处谈到这个问题)。只要空间不能被加速，没有神的第一

推动就空间不能运动(如果没有神，空间就只能始终绝对静止)。只要空间不能运动，空间因运动而变化就

不是事实，主观臆断 3 就不成立。如果主观臆断 3 恰好符合事实，那么，物体因运动而收缩就不需要力

的作用，其内部的势能也不变。可是，在速运动的物体掉入一个与该物体的大小相同的坑中而突然停止

运动过程中，该物体应该发生膨胀。请回答这种膨胀能撑破坑吗？根据运动的物体必然收缩可以肯定运

动物体停止运动必然会发生膨胀。如果没有力的作用，该物体停止运动时是不会膨胀的(没有任何理由证

明运动物体收缩过程不可逆)。例如，一个正六面体因在运动方向上收缩而变成一个长方体，当这样的长

方体停止运动时一定会恢复为正六面体。既然运动物体停止运动而发生膨胀存在力的作用，物体因运动

而收缩为什么不能有力的作用呢？ 

主观臆断 2 和主观臆断 3 是用数学代替物理学(物理学的过度数学化)的后果。如果不计较主观臆断 3

存在的问题，哪狭义对论就不能叫做严密的科学。 

狭义相对论所说的与参照系一起运动的空间是数学形式空间[22] (表观空间)，是没有任何物质的空间，

它可以填充物质但不一定非填充物质不可。以这样的纯空间(即虚空)为体系，其中的时钟也不存在的(钟

也是物质构成的，没的物质也就没有时钟)。没有物质的空间中的钟是学者们用意识把钟安上去的，并不

是真实的钟。将狭义相对论应用于实践时，狭义相对论又没有依据地认为实践中的物体都是刚体(即不考

虑物体的组成和内部结构)。无论是虚空还是刚体(或者上面所说的类刚体怪胎)都与真实的物质(物体)有很

大的差别。在追求精确描述的狭义相对论的框架内，求近似与狭义相对论的目的相反，不宜使用。作为

时空理论的狭义相对论认为空间因运动而变，从而导致镶嵌在空间中的物体缩短。这是空间收缩导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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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收缩的论调(相对论构架下的一种因果顺序)。对于物体因运动而收缩，本文得到的因果顺序与此相反—

—物体因因运动而收缩导致充满物质的空间收缩(运动物体内的粒子本身及粒子间的相相互作用因运动

而变化导致物体的体积变化)。这两种因果顺序相反的描述的效果虽然类似，但是，这两类效应的作用是

相互独立的。在理论上，它们可以同时发挥作用。然而，它们中只能有一种与事实相符(只有一种是正确

的。否则运动物体在运动方向上就有双重收缩)。验证狭义相对论的实验只能利用物质来做(实验仪器都是

真实的物质)，而不能利用什么也没有的时空来做。这样，实验结果优先验证的只能是考虑了真实组成和

结构的理论(即，第二种因果顺序)。何况在已有实验现象中一般都能找到与狭义相对论不符的知识点[3]。

从哲学角度看，没有物质的体系的运动没的意义[22]。另外，相对论构架内的相对论效应没有明确的物理

机制。这也是狭义相对论与事实不亲密的表现。 

也许有不少学者不承认狭义相对论一律将运动物体当作刚体，同时一律承认“空间因运动而收缩导

致镶嵌在空间中的导致物体收缩”这种空间-物体体积的协同变化关系(这是主观臆断 3 的另一种表述)。

维护相对论的学者坚持这样认为加速一小块物体能加速一个无穷大的空间(或通过加速一小块物体可诞

生与该物体相联系的无空穷大空间)。但实践和实验事实都表明情况不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是，通过

加速一节车厢并不能同步地加速车厢中的乘客，很难说能同步地加速车厢中内的空间。如果乘客的身体

是镶嵌在车厢内的空间之中，且空间收缩会毫无差别地导致乘客身体收缩(只要有差别，洛伦兹变换就不

能准确地描述真实物体因运动而收缩)，那么，当车厢加速时，乘客的身体也会毫无差别地加速。火车加

速，真的能加速车厢内的空间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坐大车厢中的乘客都能感受到，当火车加速时

身体会有一个相反方向的加速(乘客身体与车厢的加速不同步)。这表明车厢内的物体并不是镶嵌在车厢内

的空间之中的(空间与物体是相互独立的，运动物体只是在空间中穿越，而不是与空间一起运动)。或者表

明我们不能让空无一物的纯空间加速运动。这两情况的任何一种都表明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的结论不正确，

不可严格地用实验方法验证空间的运动与物体的运动同步(既然空间不能被加速，怎么能设计出一个可验

证“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的实验呢？人们的直觉经验一直都是“物体在空间中运动是在空间中穿行”)。

狭义相对论默认物体运动挟持它周围的空间一起运动。它同时默认空间因运动而收缩导致物体的体积发

生同步收缩(主观臆断 3)。后者就是一种空间影响物体体积的浮浅的相对论收缩机制(半截体积收缩机制)。

在广义相对中，人们承认的是物体影响空间而不是空间影响物体。谁也回答不了下面的问题：在空间与

物体谁影响谁的变形顺序方面，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为什么不一致呢？既然车厢内的空间加速不能

挟持车厢内的乘客与之同步加速，车厢内的内空间的收缩怎么能导致车厢内的乘客与之同步收缩呢？在

匀速直线运动的车厢中所做的力学实验结果可用“车厢与车厢内的空间一起运动”，也可以用“物体遵守

惯性定律”解释。我们有理由否认后一种解释吗？ 

如果否认狭义相对论承认了物体镶嵌在空间之中，空间收缩导致物体一起收缩，就必须承认狭义相

对论将空间与体积混为一谈。不然的话，就不会承认验证了真实的物体因运动而收缩等于验证了空间因

运动而收缩。即不会承认“利用仪器(真实的物体)验证的不是洛伦兹变换而是验证了(11)式和(12)式”。

认为洛伦兹变换描述的空间收缩已经被现有的实验现象验证了，需要两个假定：第一，空无一物的空间

能运动；第二，无内部组成和结构的物体是镶嵌在这样的空间之中的，且与这样的空间同步膨胀和收缩。

显而晚见，增加了这两个假定，大大削弱了上述实验现象的解释的可信度。何况，“空间收缩能挟持着

中的物体一起收缩”从来没有被验证。 

仔细分析不难看出：狭义相对论所说的空间只是洛伦兹变换中的数学坐标构架；爱因斯坦放在空间

各点上的钟不是意念中的钟(或表观的钟)就是刚体构成的无法运行的钟。“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的推论”存

在两个严重问题：空间的加速和运动的物理机制问题；空间因运动而收缩的物理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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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时空收缩的表示——二维洛伦兹收缩和四维时空收缩 

无论是否使用时空连续体概念，洛伦兹变换下的体系时空因运动而收缩都是二维收缩(一个空间坐标

和一个时间坐标都因运动而收缩)。既然运动体系中的四个坐标轴都因运动而缩短，将空间坐标轴的收缩

叫做收缩，而将时间坐标轴的收缩叫做时间膨胀不合适。 

如果令 1
x x ，

2
x y ， 3

x z ， 4
x ict  ，一般洛伦兹变换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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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两个式子可以看出，在静止系中测量，运动体系中的长度量值和时间量值同时减小(即 x1 和

x4 的变化方向和方式完全相同)。这就是根据洛伦兹变换得到的结果。可以统一口径而将上面所说的“量

值减小”为“收缩”或“缩小”。这样，洛伦兹收缩就是二维时空的线性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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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伦兹变换中可以无歧义地看出，时间和空间因运动而变化都是以  
2

1 c 为分母。“空间因

运动而收缩，时间因运动而膨胀”的表达方式容易产生误解。只要使用时空概念，将洛伦兹收缩表达成

二维时空收缩要准确一些(即，更规范)。 

正文已经论证了运动物体的体积变小(即体积收缩)是三维收缩。再考虑到时间值因运动而变小(即，

收缩)。这就是运动的物质体系的时空收缩是四维相对论收缩。可描述时间运动效应的横向多普勒频移公

式为  
2

0
1t t c  。同理(与得到(S3)式道理比较)，在体系速度不是非常接近光速的情况下，即运动粒

子的引力效应可以忽略的情况下，量子力学因素决定的原子分子的体积收缩如下【考虑到正文中的(1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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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借用时空概念，运动体系中的时间值和物体体积值因运动而减小可用(19)表示。换言之，如果依照狭

义相对论而将实体的运动体系当作表观(主观)体系，(19)式 就是四维时空的运动效应表达式。 

如上所述，考虑时空因运动发生的时空变化，洛伦兹方式(考虑空洞的物体运动或空间运动的方式)

得到的是二度收缩表达式，而考虑真实的实物体的运动，得到的是四度收缩表达式。这两种结论是相互

独立的，即，(19)式不包含(18)式的内容。有质运动体系的速度再升高，内部粒子的质量可以达到成黑洞

的程度。这个时候的有质体系的相对论效应就是非线性相对效应(时空的非性线相对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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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与展望 

本文为人类的知识库增加了不少新知识，可改变人类对自然的部分看法。第一，真实物体的体积因

运动而在各个方向上都收缩，且具有明确的物理机制。组成物体的粒子(特别是电子、分子和原子)的相对

论效应不宜全部忽略(在讨论运动体系的时空变化时)。不同物体或相同物体以不同的速度运动，其体积因

运动而收缩的规律并不完全一致。相对论语境下的洛伦兹收缩公式不能正确地描述未忽略内部组成和结

构的物体因运动而收发生的收缩。第二，真实的物体的运动时其各部分的质量按质速关系增大，从而会

诞生出不能忽略的广义相对论效应——超高速运动体系的空间弯曲(乃至物体坍塌)。第三，真实的宇宙空

间只有一个，那么，与许多运动物体相联系的能运动能被加速的空间(这也是狭义相对论选择的洛伦兹变

换中的空间)就只能是理论上的空间或数学上的空间(也叫虚拟空间)。给无穷大的空间加速存在困难。“在

唯一的现实宇宙空间中，存在多个交错运动的无穷大的空间”有逻辑问题。第四，上面那个“真实的宇

宙空间只有唯一的一个”的结论表明，相对性原理的适用范围有限。物体因运动而坍塌不可能是相对的。

物体因运动而收缩也就不可能是相对的。空无一物的空间不能客观地运动，只能主观地设定其运动；运

动物体只能穿过空间而不能带着无法受力的空间一起运动；空间收缩没有能力挟持着物体同步收缩。动

摇了“在洛伦兹变换下协变”的理论判所的地位。应用这些结论会引起一场科学观念大革命，并催生相

对-绝对论。 

(11)式是理论上的，需要设计合适的实验验证“运动的物体是否是全方位地收缩”。 

只要不将运动物体当作刚体，同时考虑到洛伦兹收缩，运动体系中的时空(或物体)的收缩就有三种：

运动物体在运动方向上收缩；运动物体在在各个方向上都收缩；超高速运动体系中的时空弯曲，物体可

以坍塌。我们必须在这三种相对论效应中做出选择。 

本文的论述对“杆因运动而收缩具有相对性”不利。我们需要搜寻更多的证据以便最终定论。有必

要讨论“认为绝对运动的钟变慢，绝对运动的尺收缩”是否矛盾要少得多。 

无论哪种理论只要有一处存在逻辑矛盾就表明其不完善。把相相对论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从

而不允许在有影响力的地方谈论相对论的不足的状况到了改变一下的时候了。 

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对于描述同一个客体出现矛盾，可以尝试只要广义相对论而摈弃或改造狭

义相对论的选择。考虑了运动物体的内部组成和结构，实际上不要洛伦兹变换可以描述钟慢尺缩等全部

的狭义相对论效应(当然，质量速度关系，质量能量关系以及洛伦兹变换这些并不是唯一地出自狭义相对

论的基本内容保留。洛伦洛伦兹变换主要用于电磁理论之中)。我们这么做行不行，需要开展大讨论。 

对于本文题名所说的大 PK，如果大家最终都认可三维物体体积收缩这一边赢了，我们就得考虑摈弃

相对性原理和缩小时空理论的适用范围。这样就有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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