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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前沿的探索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句用于东敏君对

于宇宙万象的不懈探索，乃至本书的问世，可谓神似。临渊慕鱼，

不如退而结网，矢志不渝的东敏君以他超凡脱俗的才智和对天

体宇宙的独到见解，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不同凡响的真知

灼见，实在难能可贵。

我与东敏君既为同乡又属初中时代的校友，更是至交和

“阶级兄弟”。他长我两岁，高我一个年级。在初中就崭露了他无

与伦比的聪明才华。当时我们就读的“青田县第四中学”每个学

期期末都要进行全校学习成绩排名，而他从来都居全校第一名，

我虽刻苦勤奋列于班级第一，但这全校第一名的头衔总是与我

无缘而失之交臂，可望而不可及。有他在校时，初中阶段的我各

科总分始终屈居第二名。

1964 年他以出类拔萃的成绩上了县高中，还是幸亏慧眼

识英才的校党委书记亲自“钦点”的结果。而低他一级的我正好

赶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 1965 年没能“考上”高中继续学业，命

运注定我从此只能肩负起“修理地球”的神圣使命投身于农村的

广阔天地之中。东敏君虽有幸读了两年高中，但“文革”开始便告

辍学。十年浩劫使得极有可能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他，失去了继

序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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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深造的机会。

东敏君走出校门后，先后从事机械、电器技术与研究工作，

他以博采众长、好学不倦、努力探索的精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和实践功底，撷取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福建工作的几年就是当

地公认的技术权威。从事技术工作的二十余年中，有多种电器，

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与技术属国内首创。

1992 年他不失时机地抓住海外发展的机会，打拼欧洲，并

以其精明勤勉和敏锐的洞察力掘得了第一桶金，奠定了坚实的

经济基础。经商之余，他广览博阅，深度探研霍金等大师的著作。

走到了宇宙天体的科学前沿。2003 年他怀揣丰厚的商业回报，

再次以自己独到的眼光在上海倾囊置办房产，如今市场又一次

给了他丰厚的回报。

在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之后，东敏君在探索宇宙天体的科

学再次扬帆远航，先后撰写了《天体的辐射压与星系的运动》、

《光子的性质》、《巨大的微波反射镜》与《物质的结构与运动》等

文章，对天体物理学，核物理学等多种自然科学进行研究、总结；

终于创造了“两种基本粒子，三种基本物质结构”的理论学说，解

释了一系列的近代科技难题，给人类对宇宙有一个崭新、完整的

认识；在他集结出版本书的今天，先睹为快的我不渎自惭地写下

以上粗拙的文字，表示由衷的祝贺。蒲松龄云：“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

甲可吞吴”期盼东敏君在日后探索宇宙奥秘、勇攀科学高峰的崎

岖道路上，收获更辉煌的学术成果！

杜建平渊钱塘布衣冤
2011 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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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理而战的勇士

我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对宇宙的认识是个门外汉，当吴东

敏先生把付梓的《宇宙的真谛》一书的稿件摆放在我的眼前时，

真使我感慨万千：复杂的宇宙玄机，这么大的问题，几千年来的

先贤们，科学家们倾毕生精力想解开的奥秘，你吴东敏敢挑战，

开篇就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了探索宇宙的天体万象，

呕心沥血，矢志不渝，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创立宇宙最本质的理

论体系，其勇气，其胆略，其才智，真是一位为真理而战的无畏

战士，使我激动，更使我敬佩！

我和吴东敏先生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他是我的同窗挚友。

在高中学期中，吴东敏先生已开始自学高等数学，他的学习成

绩是名列前茅的。正值“文革”期间，大家都还在热衷于运动中，

他就偷偷地同我说，我们不要搞了，运动的结局是不好的等许

多话。历史见证了他的政治洞察力。后来我去龙泉工作，他去福

建工作。由于当时通讯落后，没有什么联系。一次在龙泉汽车站

巧遇，使我们格外高兴。讲述了各自参加工作后的感受，吴东敏

先生说：掌握工程技术是我们处世安生之本。我感同身受地说，

我也正在学习道路和工民建技术知识。二人约定相互鼓励，在

技术上掌握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

序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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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海外发展的热潮中，我和吴东敏先后下海，分别去匈牙

利和南斯拉夫经商。东敏先生来匈牙利看望过我一次，后来我也

曾去波黑探望他。2004 年在一次回国探亲期间，我们又巧遇。当

他谈到经商之余，有兴趣探讨宇宙的奥秘，并略有见地，只是不

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文章，难能在权威专业杂志上发表，当时我就

说：给我，我把它带到国外在华文报纸上发表，结果我把东敏先

生的论文《天体的辐射压与星系的运动》一文带到匈牙利，在“欧

亚新闻报”第 281 期上发表，我是匈牙利华联会会长，并为该文

写了编者按：

“吴东敏先生是旅居海外的侨胞，也是我高中时期的同学，

他从小追求科学，对科学疑难问题有着执着的追根到底的不契

精神。

吴东敏先生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星系运动，发现了天体的辐

射压才是主导星系稳定有序运动的主要力量。由于宇宙星系间

辐射压的存在，宇宙不会星球大战，也不会恶性膨胀，保持着相

对的静态的有序运动。

吴东敏先生大胆立论，小心求证，以无名的小人物，敢于向

有名的大人物挑战，精神可嘉。如果他的立论被科学界承认，将

改变人类对宇宙星系运动的认识，成为解释宇宙星系运动新的

里程碑而登上科学的巅峰。

我们为科学界将升起一位科学的巨星而欢呼，为侨界的人

才辈出而骄傲。海外经商谋生仍坚持追求真理，他的这种锲而

不舍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曾记得，1995 年 7 月 10 日，我作为餐饮业的代表在匈牙利

国会大厦广场，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我激动；2004 年 6 月 11
日，自已做为华侨社团的代表，受到胡锦涛主席亲切接见，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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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我激动；2010 年 9 月 29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庆祝国庆 61 周年的侨宴上，习近平付主席和我亲切握手，我激

动。此生能多次受许多伟人的接见是我一生的荣幸，我激动过，

但当我看到吴东敏先生的力作《宇宙的真谛》的付梓稿，更使我

激动而久久不能平静。只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吴东敏先生用辩

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和科学的方法论，对天体物理学，核物理学等

多种自然科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站在先贤们的肩臂上，追根究

底，创立了“两种基本粒子，三种基本物质结构”的理论学说，独

辟蹊径，解释了现今一系列的科学疑难症结命题，不同凡响的真

知灼见，是划时代的，从此模糊黑暗的宇宙变得清晰光明。

虽然吴东敏先生的《宇宙的真谛》一书的章节结构，像一颗

颗闪烁的明珠散在金盘里，但不影响该学说的光辉。吴东敏先

生的“二粒三构”学说，我认为它是打开宇宙奥秘的一把万能钥

匙，一直争论不休的近代科技疑团，将被揭开，一些不能自圆其

说的问题，被拨开云雾，从此真相大白。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将是

崭新的、完整的、完美的。天窗打开了，必然引来一场新的科技革

新和发展。我也真诚地期望科技界重量级的大人物接受吴东敏

的挑战，就像吴东敏先生自已说的“这个世界上只有真理才能永

存。真理的诞生是默默平凡，它须要经过人类科技长河的反复冲

刷和淘洗，更须要接受长时间无数次的锤炼和考验。”的确，一种

新的理论学说的确立，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它有可能会被扼杀在

摇篮里，受到灭顶之灾；有可能会被搁置高阁无人理睬；也有可

能会以不可阻挡之势星火燎原，建立自已的殿堂；它有赖于人们

对自然的认识和验证。历史已告诉我们，科学认识宇宙的道路是

漫长的、艰难的。正如吴东敏先生所说：“可能在数十年或者数百

年后，这种假说被证明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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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宇宙理论学说的创立，是不是爱因斯坦理论物理时代

结束的标志，新科技时代开始的里程碑，须用时间和事实去证

明，人们须耐心等待。

程仕林

2011 年 2 月于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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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前言的前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科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我把它作为文章的开

头。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和追求真理，是人类永无休止的发展理

念。首先请允许我向从事最前沿科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们提出如

下挑战性的疑难问题；假如你觉得下列问题难以回答，那么，请

你仔细阅读本文，你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得到问题的答案；如果

你是其他人员可以不回答这些问题，并且不会影响你阅读本书。

谢谢。

1. 为什么强核力的作用那么短程？（约为 2.0伊10-15m 之内，

核子直径约为 1.6伊10-15m）如果两个核子稍微离开，强核力为什

么立即消失？强核力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强核力有“渐进自由”

的性质？

2. 以氦原子核（琢 粒子）为例，请计算出它的质子与中子之

间的万有引力、质子与质子之间的库仑斥力、质子与中子或者中子

与中子之间的核力，进行比较以了解它们之间相差的悬殊性？

3. 为什么聚变反应能释放巨大的能量？核能的本质是什么？

4. 为什么弱核力的作用比强核力更短程？为什么弱核力比万

有引力大得多？弱核力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弱作用宇称不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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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什么宇宙中只形成原子而不能形成反原子？（从原子

的本质结构及其性质来解释）。

6. 你知道可见光子、伽马光子、激光光子的内部结构与性

质吗？

7. 为什么光具有波粒二象性？请从光的内部结构特性来解

释。

8. 光（电磁波）辐射为什么具有能量？光为什么能长距离长

时间辐射？

9. 在白炽灯发光的时候，你知道从钨丝里发出的光是来自

何方？白炽灯熄灭后，光到哪里去了？

10. LED 光源（发光二极管）是怎样发光的？描述电变成光

的过程？

11. 蜡烛燃烧是化学反应，蜡烛发出来的光来自何方？它是

如何发光的？

12. 原子如何发光？一切发光现象的共同之处在哪里？

13. 电磁波的热效应随着波长的增大（从可见光到近红外，

远红外，微波）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但到了波长更长的无线电波

段，波长更大而没有感觉到有更大的热效应？

14. 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叫热运动，热来自哪里？“温度”的真

正本质是什么？

15. 为什么导电性能好的金属，它的导热性能也好（比如：

金、银、铜、铝）？而非金属的导电导热性能差？

16. 为什么迈克尔逊和莫雷在 1887 年的实验（简称 MM 实

验），不能作为证明“以太”不存在的实验证据？（实验结果的解释

争论持续了 18 年，导致了相对论的产生，宣判了“以太”的死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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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为什么声音的传播速度那么慢，光的传播速度那么快？

你能说出它们的传播过程和实质吗？

18. 电场、磁场、引力场是什么样的物质？它们有何区别？

19. 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引力波”，为什么至今尚未探测到？

20. 科学家掀起的寻找“磁单极子”（磁荷）的狂潮，为什么

80 多年来一直找不到？

21. 在你两手上的两块磁铁，当两手靠近时有磁铁相斥或

者相吸的感觉，请你详细说明它们的工作原理。磁力线是什么物

质？它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它有力的作用？

22. 在真空中的两片平行的金属板之间的吸引压力（卡西

米尔效应）是由平行板之间的空间中的虚粒子的数目减小引起

的吗？为什么？你有何不同的见解？

23. 导体里的自由电子移动速度很慢，而电流的传导速度

却等于光速。如今的世界，电的应用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但是

电流的真正本质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你能解开这个谜吗？

24. 导线作切割磁力线运动，导线的两端为什么会产生电

动势？请说出发电机的原理，磁如何变成电？磁和电有何区别？

25. 金属罩为什么有电屏蔽作用，说明其工作原理。铜罩或

铝罩为什么有磁屏蔽作用？

26. 为什么电子束具有波动性？物质波（德布罗意波）的波

动性是如何形成的？其波长为什么与动量成反比？

27. 为什么有些导体在接近摄氏零下 273 度（绝对零度，-
273.15 度，即 0 开尔文）时变成超导体？

28. 为什么反光镜要镀金属膜（银、铜、铝等）？请说明原理？

29. 太阳风里含有什么物质？太阳风是如何形成的？太阳黑

子是什么？为什么成周期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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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日食时人们观测发现，远处恒星的光向太阳偏折现

象，是因为太阳对光的引力形成的吗？

31. 数百年来，形成地球磁场原因的学说主要有 12 种，但

都不完美，请你用磁的本质问题来描述复杂的地球磁场形成的

真正原因（包括地磁偏角、极光现象的原因）？

32. 雷电现象与阳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雷雨多半发生在

午后和上半夜？云带电的主要原因及其机理是什么？

33. 星星为什么喜欢相聚在一起？（星系、星系团、星团等）。

34. 星系的分布（108 光年尺度以上，体积尺度 1 亿立方光

年以上测量）为何如此均匀？

35. 宇宙膨胀的真正原因在哪里？膨胀的动力在何方？

36. 宇宙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暗物质、暗能量？它们是何

物？来自何方？如何演化？

37. 你知道“宇宙空洞”是何物？

38. 星系际介质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39. 天体 M1（蟹状星云）为什么有如此强的辐射（可见光、

红外、紫外、X、伽马光子辐射）？天体 M1 可能的演化趋势怎样？

40. 月球绕着地球转，行星绕着太阳转是有序运动；而电子

绕着原子核转是无序运动，它没有固定的轨道，人们不能确定某

一时刻电子的确定位置。为什么？原子为什么不会塌缩？

41. 为什么物质的粒子小到原子核，电子有自旋的性质？大

到天体有自转的性质？假如人类使地球从由西向东转变为由东

向西转，对人类有何影响？

42. 我们从何而来？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向何处去？（问题

的实质最终归结为：宇宙的起源？演化？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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