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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的名言

!物理学并不是一个已完成的逻辑体系! 相反" 它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一些观念上的
巨大混乱" 有些像民间史诗那样" 从往昔英雄时代流传下来# 而另一些则是像空想小说
那样" 从我们对于将来会有伟大的综合理论的向往中产生出来!!

!!!史蒂芬"温伯格

!现在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 物理学正处在一个极其富有挑战性的时代" 就
像 !"世纪初那样##今天我们面临着与 !"世纪初期同样巨大的挑战" 并且相信我们做
出的结果将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

!我们期待新的爱因斯坦$ 新的玻尔$ 新的费米的出现"!
!!!李政道

!必须记住物理学首先是一门实验科学" 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首先面对现象" 面对
实验事实" 面对原始问题!

!物理学史表明" 真正重要的第一流研究成果" 从来不是靠演绎法推算出来的" 而
是靠分析归纳法!

!全部科学史还表明% ##当一种成熟的理论或观点已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后" 便
形成所谓 &主流’" 研究中随大流或 &赶热门’ 便成了常见现象! 然而自然界比人更富
想象力" 新的较大的发展" 要求跃出主流" 另辟蹊径" 要求抛弃一些过去的成见 (或
偏见)" 即要求一个研究者及时而坚决地改变自己原来不正确的思想! 事实上" 很少有
人能做到这一点#!

!!!倪光炯

!

"

#

斯蒂芬*温伯格#引力论和宇宙论+++广义相对论的原理和应用 ,$-#陈明远" 张历宁" 等译#北京% 科
学出版社" %&’"#

史密斯" 李政道#李政道访谈录 ,(-#科学" !"%% ())% !#
倪光炯" 王炎森#文科物理+++物理思想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 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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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知道! 粒子都可以产生于受激发的真空 "点# 位置$ 本书根据对真空 "点#
位置受激发所特有存在物现象的分析归纳! 发现了粒子都是由 "三元素于一体# 的基
本单元组成! 并以此为依据搭建了粒子物理理论实在性表述平台! 创建了粒子!模型!
实现了粒子实在性规律的经验表述及其初步应用$

仅需要源于真空固有存在的四个实验常数! 使用全新的粒子质量计算规律! 就可以
准确计算所有粒子质量$ 粒子!模型解决% 理解和消除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面临的大部
分问题! 提出了实在性本源探索的全新观念! 并开始了物理学第三次革命的探索与实
践$ 这些都必将对当代物理学乃至其他自然科学的探索与发展! 以及人类的生存活动产
生深远影响$

在当代物理学探索中! 本书首创了一系列成果! 其重要意义远远超越了粒子物理学
范围! 它不仅是粒子物理专业必要的参考书! 也适合理论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 自然哲
学% 数学及逻辑学等领域专门研究人员% 教师与学生阅读! 对现代物理理论及其探索%
自然科学逻辑体系创新感兴趣的所有专业及非专业人员从事的学习与研究! 均可以作为
参考$ 该书对各类图书馆% 相关研究机构及感兴趣的个人! 也都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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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苟文俭

对能用质量或能量量度的物质! 并因为具有广延性而占有确定量子化空间区域的自
然之物! 如粒子" 分子" 宇宙天体! 以及有生命的生物个体等! 统称为存在物! 这也是
著者过去所称的客体! 注意它并非人们常说的物体# 后者指的是可观察的无生命存在
物! 现代科学也总是把它们等同于物质#

包括宇宙天体在内的所有可观察存在物之集合! 就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称
为现实世界# 显然! 粒子就是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 $砖块%! 是现实世界最小可观察存
在物#

对于我们生活着的现实世界! 它到底源自哪里& 最基本组成是什么& 其终极统一规
律又是什么& ’’这些涉及现实世界本源的基本问题! 从中国春秋的老子到古希腊的亚
里士多德(!"#$%&%’()$)! 在有人类文字记录的 *+++多年来都一直在持续地苦苦求索! 并
由此创立并发展了专门的物理学#

物理学中涉及现实世界本源的探索! 称为本源探索# 在本源探索中创建的描述现实
世界终极统一的物理理论! 就简称为终极统一物理理论#

粒子是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 $砖块%! 粒子组成必然会与现实世界的本源相关# 因
此本源探索必然会涉及粒子组成# 创建包括对粒子组成的内部存在也完全有效的粒子理
论! 是本源探索首先要完成的工作#

(一)

特别规定! 现实世界实际的存在物具有的真实性就称为实在性! 这也是实际存在物
真实性的一种概括# 以实在性为出发点与归宿的物理理论探索! 就称为实在性探索#

物理理论描述的存在物内容就是其描述内容# 所有物理理论都必然有这两个部分*
,-使用某种数学知识对物理理论描述内容的规律及其应用的形式化表述! 就称这

是物理理论数学演绎部分# 这是保证理论在数量化方面具有实在性的部分#
*-把数学演绎与物理理论描述内容联系起来的文字描述! 称为物理理论文字描述

部分# 它解决的是理论自身涉及的所有 $是什么% 的问题! 这是保证理论具有实在性
的部分#

物理理论文字描述部分与数学演绎部分都具有了实在性! 就称为实在性物理理论#
物理理论实际也是我们认识被描述内容的一种人为观念! 特别是数学演绎部分! 同

样的描述内容也可以选用不同的数学形式! 其数量化也都具有人为的规定性! 那么又怎
样认定它具有实在性! 即具有被描述内容的真实性呢& 对此就以认识我们自身为例*

,-如果完全是以人的实在性为依据做实在性描述! 那么对与我们人体相关的所有

,



$是什么% 的问题! 如身高" 肤色" 发型" 体重等就都会有实在性意义十分明确的答
案! 显然这些都只能使用文字描述! 即文字描述部分具有了实在性! 也称为文字描述的
有效性+ 而且凡是可量度的部分也都可以有精确的数量化取值! 并能够保证数量化结果
与人体自身完全相符! 绝不会有无意义结果! 即数学演绎部分具有了实在性! 也称为数
学演绎的有效性#

*-如果是哲学式的抽象描述! 那么对与我们人体相关的上述那些所有 $是什么%
的问题! 自然也就不会有实在性意义十分明确的答案! 不具有文字描述的有效性! 对可
量度的部分当然也就不会有精确的数量化取值! 也就不具有数学演绎的有效性#

由此! 我们就可以毫无悬念地得出如下合理结论! 称为实在性物理理论判定规则*
如果物理理论涉及的所有 $是什么% 问题都有实在性意义十分明确的答案! 具有

文字描述有效性! 对可量度的描述内容都能够给出数量上的精确结果! 具有数学演绎的
有效性! 该理论就是实在性物理理论! 否则就是非实在性物理理论#

该判定规则表明! 物理理论是否具有被描述内容的真实性! 是指它与被描述内容的
实际是否有完全相符的表述效果# 对实在性物理理论! 因为与被描述内容实际完全相
符! 也称它是完全有效的物理理论#

被任何物理理论描述的存在物内容! 涉及的都是现实世界的某个方面! 如果涉及的
只是粒子!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粒子理论# 显然! 本书标题所称的实在性粒子理论即是
指* 对理论涉及的所有 $是什么% 问题! 都具有由粒子实在性存在形成的实在性意义
十分明确的答案! 具有文字描述的有效性! 对凡是可量度的粒子实在性内容! 都能够给
出精确的数量化取值! 而且没有无意义结果出现! 具有数学演绎的有效性#

毫无疑问! 这种对粒子的实在性完全有效的粒子理论! 即实在性粒子理论! 这也就
是我们对粒子实在性存在描述的最佳选择# 实在性粒子理论的英文可译为 $./0(#%1
20"%#3(/45/&"1%! 以后本书就用它的英文缩写 $.24% 表示#

(二)

在本源探索中! 面对当代规范场理论的逻辑学缺陷!! 著者的选择是* 遵循我国著
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倪光炯教授的教导! $记住物理学首先是一门实验科学! 我们的研究
必须首先面对现象! 面对实验事实! 面对原始问题%! 彻底离开当代主流探索中规范场
理论的观念及其动力学框架! 在实在性探索中创建并不断完善终极统一规律的经验表述
形式及其简单应用! 即创建并不断完善"模型##

对"模型及其实在性的探索! 著者将分以下两个部分做专门介绍*
第一个部分! 即是"模型中的粒子部分! 就称为粒子"模型! 它有以下两个内容*

.24的实在性表述平台! 简称粒子"平台+ 除了粒子"平台之外粒子"模型的其余部
分! 主要是.24规律的经验表述及其初步应用! 简称粒子"描述# 粒子"模型及与之
相关的物理学表述就称为"模型粒子篇! 这即是本书的内容# 它提供了认识现实世界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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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的论述请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及第二章第二节#
具体内容的论述可参考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第十二章第一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极统一的实在性基础! 也即是"模型的上篇#
第二个部分! 即是"模型中描述现实世界终极统一的部分! 重点是生命与宇宙学领

域! 也称为"模型终极统一篇# 对此著者将另写专著! 计划于 *+,6 年完成! 它是"模
型的下篇#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斯蒂芬,温伯格教授说* $物理学并不是一个已完成的逻辑
体系! 相反! 它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一些观念上的巨大混乱#% 如果您有兴趣阅读了我们
对"模型的全部介绍! 您就一定会发现* "模型为完成物理学逻辑体系" 澄清当代物理
理论观念上的巨大混乱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简洁方案#

华裔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说* $当代物理学正面临着与 *+ 世纪初期同
样巨大的挑战! 并且相信我们做出的结果将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具有同样深刻的意
义%! 还说! $我们期待新的爱因斯坦" 新的玻尔" 新的费米的出现%#

但特别声明* 著者虽然有勇气面对当代物理学的 $巨大的挑战%! $另辟蹊径% 创
建了"模型! 但并非天才! 更非 $新的爱因斯坦" 新的玻尔" 新的费米%! 只希望"模
型能给本源探索的志士同仁提供广集言论之参考! 只想为 $新的爱因斯坦" 新的玻尔"
新的费米% 们的脚下垫一些砖头而已! 这也还因为规范场理论的微扰表述已是困难重
重# 我们就绝对不应该 $一条道走到黑%! 而应当走不同的路! 去尝试做另类的非微扰
探索#

著!者

"#$%年 "月 &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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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物理学第三次革命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 -美. 梁应权(8"-9#:;<-=#0:;)

*++6年! 苟文俭老师出版了他的专著 /粒子质量及其计算0! 同时在网上发表了一
系列专题文章! 介绍他在该书中表述的"模型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框架! 提出了探索与实
践物理学第三次革命的新思维# 我通过网络认识了他和他的"模型! 并与之就一些观点
进行了讨论# 随即他还寄来了他的专著# *++6 年 ,* 月! 苟老师受厦门企业家孙洪日先
生之邀到了厦门以后! 我也先后两次到了厦门! 对"模型的许多问题与他们共同进行了
探讨#

"模型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弄清楚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到底来自哪里! 从而揭示出
支配现实世界的终极统一规律是什么! 对此苟老师也称为本源探索# 他认为现实世界起
源于物质元素10" 广延元素 $" 表示由 0与 $2之间相互作用信息的真空信息(信息元
素)1#2# 特别值得称颂的是* 在当今世界! 唯有苟老师认为现实世界来自10" $" #
的 $三元合一% 的基元>! 2而非夸克或超弦等原始的实体粒子# 在当今的中国! 企
业家成千上万! 唯有孙洪日先生独具慧眼! 对"模型给予了充分关注! 并用实际行动支
持和参与了苟老师的研究#

(一)

在历史上! 物理学已成功进行了两次革命#
以牛顿的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0 出版为标志的经典力学的建立! 是物理学从思

辨哲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变! 实现了从经验定律到理论原理和数学表述的第一次革命# 这
是冲破教皇神权的束缚! 从血与火中走过来的# 哥白尼日心说从提出到确立的悲壮过
程! 正是物理学第一次革命痛苦分娩的写照# 但它终于诞生了! 为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
命开路! 推动人类历史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它以物质既不能创生! 也不能消灭的 $质
点% 为描述对象! 以能量的转换与守恒作为宇宙变化的依据与亘古不变的规则! 形成
了包揽统计物理" 热力学" 电动力学" 声学" 光学等的经典物理理论体系! 它在经验领
域准确无误! 逻辑井然#

在 ,?世纪末之前! 人们是那样欣慰* 宇宙的规律终于被人类认识和掌握了! 人类
可以根据这些规律! 一劳永逸地掌管这个世界和人类自己了# 但它仍然保留了 $圣经
神学% 中关于现实世界来历的悬念# 对此依牛顿的说法! 是上帝给了我们这个世界的
$第一推动%#

到了 ,?世纪末! 物理学的 $万里晴空% 却飘出了几朵 $乌云%# 首先! 黑体辐射
的光谱能量分布! 打破了统计热力学的分布规律!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在光电效应中!
入射光的频率与光电子动能的相关性! 也不是经典光学能够解释的+ 卢瑟福的原子有

@



核! 电子绕核旋转的合理模型! 并不符合电动力学的规律! 也解释不了原子光谱的事
实+ 具有质量的微小电子! 它的运动并不遵循牛顿质点力学规律! 当它们一个个先后穿
过单孔或双缝时! 所成的集体图像却是像光波那样的衍射或干涉条纹’’正是现实世界
这些新的微观现象! 使得普朗克发现了量子化的普朗克常数! 提出了光量子说# 随即爱
因斯坦用它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 波尔用它改进了卢瑟福的原子模型! 成功解释了氢
原子光谱# 紧接着! 德布罗意进一步提出 $物质波% 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 薛定谔和
海森堡分别创建了适用于微观体系的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 使用了以复变波函数为基矢
的" 在希尔伯特空间定义的算符运算! 创建了量子力学(<A)! 在现代物理学中构成了
微观领域重要的基础理论#

在<A中! 粒子运动不再具有牛顿力学的那种确定性! 人们不可能同时准确测定粒
子的位置和动量! 或某个给定时间的粒子能量# 人们只能谦卑地说! 在某一瞬间! 在空
间某个位置发现粒子的概率是多少! 它此时的能量值是在什么范围#

这期间在欧洲的另一个地方! 在瑞士一个专利局工作的小职员爱因斯坦! 他对光发
生了浓厚的兴趣! 幻想自己伴随着光一起飞翔! 进一步地思考! 他就很快得到了与牛顿
的质点力学很不一样的结果! 并由此创建了狭义相对论(B.)# 这里! 存在物的质量和
能量不再互相独立! 其运动质量会随它相对运动的速度增大而增加! 而且也还构成了它
在测量中发生时间延缓" 空间减缩的相反变化# 接着! 爱因斯坦又在对宇宙学领域的引
力场思考中! 于 ,?,C年发表了用几何语言描述的引力理论! 创建了广义相对论(D.)!
与 B.一起! 在现代物理学就又构成了关于存在物高速运动规律的另一个重要基础理
论#

创建出<A与相对论! 这就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二次革命! 它发生在 *+ 世纪初期!
但其后续发展一直延续至今# 在粒子物理学领域! 以<A和 B.为基础创建了相对性量
子场理论! 催生了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BA)+ 在它的描述中! 不同的场力都由不同的
规范粒子传递! 而它们的质量却要假设由一个希格斯场来提供! 也无法描述引力场的作
用力#

从 *+世纪 7+年代开始! 爱因斯坦试图寻找电磁力与引力的总根源! 并持续了后半
辈子! 但并没有成功# 他因此悟得* 宇宙中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的智慧! 人类在不放弃探
索自然奥秘的同时! 对此应该心存敬畏#

在新现象" 新实验面前! 物理学第二次革命勇敢地突破了经典物理学的束缚! 从全
新的逻辑起点及发现的新规律出发! 把人类认识推进到更广阔的领域! 窥视了现实世界
更深层次的奥秘! 也给予了宇宙航行" 卫星定位等高新技术精确的指导! 使人类进入了
原子" 核能和航天时代! 激光" 纳米" 电子计算机" 互联网等新产品" 新技术层出不
穷# 使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 从而使信息在世界统一性中的根本作用被人们发现了#

一直持续到 *+世纪 E+年代! 在涉及现实世界本源的探索中! 在发展 BA的进一步
探索中创建了超弦理论! 在对D.等现存物理理论的应用中还创建了宇宙大爆炸标准模
型! 但它们对本源探索都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或者是只见能量! 不见物质的 $唯能
论%+ 或者是只见数学演绎! 不见物理实在性的 $演绎决定论% ($物质不见了! 只剩下
方程式% )+ 或者是只强调存在物的物质性! 而把有其他属性的存在置之度外的 $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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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论% ’’现在是到了再觅新途! 进行第三次物理学革命的时候了#

(二)

在物理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中! 物理学家首先要通过观察和实验! 发现存在物的各种
现象! 并通过对各部分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归纳获得各种物理定律! 再经过周密的思考
和逻辑推理! 把相关的全部存在物现象及物理量的数量关系归纳到一组 $美丽的% 数
学物理方程之中! 揭示出现实世界的数学结构! 使物理学成为人们认识和掌握现实世界
规律的一门强有力科学# 所以! 物理学应当是关于存在物现象" 规律和数学结构 $三
元为一% 的完美结合#

对有效物理理论! 它总是建立在由被描述存在物现象所积累的事实基础之上的! 如
苟文俭老师所述! 它具有实在性的本质特征# 如果不重视事实! 不弄清存在物现象的实
在性真相! 只凭主观直觉" 爱好去做判断! 或者只凭数学演绎臆造出计算模型! 那就不
是真正的物理学# 正如杨振宁所说! $一个人不与现象接触! 便容易误入形式主义的歧
途# 现在许多物理学的研究是在没有实验基础的纯结构上锦上添花! 脱离实验愈来愈
远! 这是危险的%!# 创建物理理论必须以实在性的存在物现象为依据! 它才有可能对
所描述的对象有效#

但物理实验所呈现的存在物现象! 如果不经过符合逻辑的归纳与抽象! 不给出严格
的数量化表述! 则始终是现象学而已# 只有符合被描述存在物现象本身的理论! 并以严
格精确的数学结构表达出来! $象" 理" 数% 三元一体! 才能成为有效的物理理论# 物
理理论首先也是人类认识自然奥秘的思维观念与猜测! 如果它被实验和数学逻辑所证
明! 它就接近于真理了# 在这个意义上! 物理理论是物理学家实现 $象" 理" 数% 三
元一体的 $自由创造%#

我们知道! 物理场的真空 $点% 位置受激发都表现出了确定的存在物现象# 苟老
师在对现实世界本源探索中创建的"模型! 就始终唯一依据于真空 $点% 位置受激发
的存在物现象! 所描述的基元1>及信息元素 #2有明确的实在性意义! 他提出的粒子
理论实在性探索新观念是有效物理理论的成功认识论# 这也被卢瑟福成功构建原子有核
模型" 牛顿成功创建万有引力理论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苟文俭老师的智慧与才能表现在! 他通过对真空 $点% 位置受激发的存在物现象
的分析归纳! 认识到了构成粒子的基本单位 (即基元1>2) 就存在于真空 $点% 位
置! 认为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就源于这种 $三元归一% 的基元1>2! 并由此创建了"
模型#

与当代主流的 BA" 原子结构模型! 以及宇宙大爆炸标准模型不同! 苟老师所认识
的组成基元1>的广延元素 $中! F 膜更像是生物学的细胞膜! 它包围着的物质元素 0
2可以多少不同! 也构成了基元1>的空间 (延展性) 结构! $中还有由行为因子 G 决
定的结构自由度H! 逻辑地提出了信息元素#是量子化的! 而>2内部构成1#2的相互
吸引并不遵守万有引力和库仑定律那样的动力学规律! 从而发现了现存动力学规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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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元领域# "模型中! 所有不同粒子及其粒子的所有属性! 都来自简单奇特的基元1
>2及其一系列的演化和相互的1#2传递! 这就像生物细胞中的 8J!密码决定了所有
不同生物及其生物的所有属性那样#

"模型用基元1>2就构成了包括光子与中微子在内的一切粒子! 而且仅用了电子
质量" 质子质量" $K重子质量" 精细结构常数等四个实验测量值! 使用发现的粒子质
量计算规律! 通过简单计算就可以精确获得所有粒子质量# 迄今为止任何理论均无法完
成该工作! 这也充分证明了"模型的优越性#

对本源探索! "模型比较完美地体现并全面把握了 $象" 理" 数% 这三方面的基
本要求! 既没有使物理学成为当今物理主流那种 $物质不见了! 只剩下方程式% 的纯
数学! 也没有成为那种 $只有能量% 的唯能论! 更没有成为那种 $世界上除了运动的
物质! 就什么也没有了% 的独断专行的唯物论#

"模型特别引人入胜之处! 就是在本源探索中非常自然地引入了 $信息%! 而且也
正是这种来自真空的原始信息! 严格支配" 控制了现实世界的运动乃至一切行为! 这也
包括了宇宙和我们人类的存在及发生的所有变化# "模型中! 信息" 物质和能量" 时间
与空间也是 $三元为一%! 它们实现了完美组合! 也才因此成就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
美丽和谐的统一的现实世界! 才有了从原子到人类的奇迹! 也才有了空间的浩瀚" 时间
的永恒#

(三)

哲学家的 $哲学% 可能不会影响物理学家! 但物理学家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
观! 却主宰了他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认识! 而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就是他的哲学! 并
自觉或不自觉地折射到了他的探索实践中# 相信宇宙是普遍联系和统一的! 追求对宇宙
统一的诠释! 这是许多物理学家的普遍信念# 爱因斯坦毕其一生寻求统一场论! 虽因尚
未成功而遗憾! 但他并不后悔# 史宾格勒说过! $每种物理学的背后都有它的精神!%#
有人主张! 对"模型涉及的为什么会有信息" 物质和能量" 时间与空间! 是人类无法探
索和思考的问题! 因此人类的认识就应当到此为限# 而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们则认为! 这
些应当从上帝那里寻求最终答案# 我认为* 相信上帝或不相信上帝的人群将长期存在!
各自的不同探索也将长期进行! 就让不同的人们各自去走自己的探索之路吧# 苟老师的
"模型特殊之处就在于! 他首先给出了信息" 物质" 时间与空间的起点! 因此也就无须
去认识起点以前是什么# "模型中人类的智慧只是宇宙智慧链的一个环节! 完全统一于
宇宙智慧! 相信这样的探索就更有可能接近真理#

中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庞朴在 /浅说一分为三0 一书中指出* $一分为三是天
地之道% $人间之德%# 他说 $中国哲学主张世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 包容了亚里
士多德和黑格尔所描绘的全部情景# 这个系统! 既非笔直的线! 也非平铺的面! 而是球
状的网# 网上的每一个点! 既是独立的存在! 也是相依的关系! 用以表示这种存在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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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范畴! 叫作 5参6 %!# 中国道教先哲老子也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
万物# 也就是说! 在万物中! 必然包含了以道为唯一本质的相互区别的 $三%# 这就是
一分为三! 三元为一#

"模型中! 现实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源自基元1>2! 都构成于由基元1>2 $三元
素% 累积放大的 $三种成分%! 物理场就形成于不对称存在物对存在对称追求的外延#
"模型认识了现实世界这个巨大的球状网* 存在物作为巨网的每一个点 $既是独立的
存在! 也有相依的关系%# "模型给出的现实世界终极统一图像! 也就是 $一分为三!
三元为一% 的实在性图像# 它不仅包容了 $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描绘的全部情景%!
对 $为什么会有信息" 物质和能量" 时间与空间%! 即它们的起点问题! 也给出了实在
性意义十分清晰明确的答案#

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首先是通过对存在物现象的分析归纳! 对它们表现的实在性内
容做出判断! 提出有效的认识观念与计算模型! 再把实在性内容的规律归结到与之相适
应的数学结构中去# 回顾自物理学第一次革命以来创建的所有物理理论! 不论是经典的
牛顿力学! 还是麦克斯韦电磁理论! 也不论是现代的<A! 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它
们都有确定的描述内容! 都构成了 $象" 理" 数% 三元一体的不同体系! 都形成了在
不同描述范围适用的不同物理理论# *+ 世纪初之所以发生了物理学第二次革命! 就是
因为在经验领域适用的经典物理理论已不再适用于物质波的微观领域! 及广袤的宇宙学
领域# 在今天的本源探索中! 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现实世界本源的基元领域! 首先解决的
就是要回答现代物理理论所涉及的所有 $是什么% 的问题! 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又告诉
我们! 这些都绝不可能由现代物理理论本身来给出答案#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突破现代物
理的认识观念! 勇敢地进行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

开展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 "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参考样本#
有效进行本源探索! 必然要弄清楚构成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基本单元是什么及其有什

么! 这些已完全超越了现代物理理论的应用范围# 实践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 已成为了
我们每一位理论物理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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