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体的宇宙——兼评《平行的宇宙》 

  

韩民青 

  

在《宇宙的层次与元宇宙》、《再论宇宙的层次与元宇宙》（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2、10期）两文中，我提出了“宇宙层

次”、“元宇宙”、“本宇宙”的概念，其根本宗旨在于揭示和描述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即“本宇宙”）不是单一的唯一的宇宙存

在形态：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由更原始更低级的宇宙形态（即“元宇宙”）演变而来的，并且原始的母宇宙依然存在。于是，

元宇宙作为本宇宙的背景又与本宇宙一起在总体上形成了宇宙的双层（或多层）结构。所以，宇宙在总体上是历史地生成的“立体

宇宙”。 

目前，在宇宙学界“多宇宙”的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现在的主要问题已不在于多宇宙是否存在，而在于它们到底如何存在。

人们关于多宇宙的理论已谈了许多，但迄今为止未有人把“历史的”、“立体的”观念贯彻于多宇宙理论中，没有形成“历史的立

体的宇宙”观念。例如，著名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今年第5期，发表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与天文学教授Max Tegmark的

“封面文章”《平行的宇宙》（载《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科学》2003年第7期），该文详细论述了四个层次的多重宇宙，但其总

体特征仍是“平行”的。这个事实说明，宇宙学研究已从单一宇宙学说迈进到平行的多宇宙学说，下一步理应迈向历史的立体的多

宇宙学说。 

我在已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初步论述了宇宙立体层次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已原则地阐述了宇宙的立体结构。在本文中，我试图再向前

迈进一步，具体地描绘一下立体层次的宇宙模型。当然，Max Tegmark教授的文章是很前沿的，对于我们的探索具有很大的启发意

义，我们的论述也不妨从对《平行的宇宙》一文的评析开始。 

一、宇宙不是平行的：《平行的宇宙》评析 

论述多宇宙的文章已发表不少，但客观地讲，《平行的宇宙》一文应是论述最全面最深刻的一篇。当然，该文把这四种不同类型的

平行宇宙也称作“四个不同的层次”，但这里的“不同层次”指的是不同的平行层次，而非立体层次、历时层次。例如，他在插图

中表述得很清楚，他用“最简单的一类平行宇宙”、“另外一类比较复杂的平行宇宙”、“量子平行宇宙”、“最终一类平行宇

宙”，分别表述了四个不同平行层次的宇宙。所以，阅读《平行的宇宙》一文，对文中的“第×层次”的多重宇宙须加以辨析，弄

清它的确切含义是指“平行层次”和“不同类型”，这样的宇宙层次之间既无历史的演进关系又不是历时生成的立体结构。 

平行宇宙的第一种类型是“最简单的一类平行宇宙，就是距离我们太遥远而目前看不到的空间区域”。目前可以看到的最远天体，

距地球大约4×1026米，即420亿光年，这是大爆炸以来光行进的最远距离（但这个距离比140亿光年还远，因为被宇宙膨胀拉长

了）。这一距离定义了“可观测的宇宙大小”，亦即“哈勃体积”、“视界体积”或“我们的宇宙”。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存

在着平行宇宙最简单直接的例子，每一个宇宙仅是一个更大的“多重宇宙”的组成部分。这类宇宙是由与“我们的宇宙”基本相同

的众多宇宙组成的，所有的差异都只是源于各个小宇宙的物质初始条件的不同。显然，第一种类型的平行宇宙只是“我们的宇宙”

的简单的量的重复，即在我们的宇宙之外还有众多类似的宇宙。 

第二类多重宇宙的多样性远远超过第一类多重宇宙：各宇宙之间不仅初始条件不相同，甚至某些似乎应该恒常不变的自然特性也都

不同，包括时空的维数、基本粒子的特性以及许多所谓的物理常数。尽管第二类平行宇宙与第一类平行宇宙有诸多不同，但从根本

上看第二类平行宇宙中的每个宇宙正是由第一类平行宇宙所构成，众多的第一类平行宇宙构成的单元组成了第二类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的第三种类型或第三个层次是量子多重世界。量子力学预测有大量的平行宇宙存在，这些宇宙位于其他地方，但不是通常

空间中的地方，而是在一个所有可能状态组成的抽象领域里。在量子力学范围内，世界可能有的每一种状态都对应着一个不同的宇

宙。根据遍历性原理，量子平行宇宙与其他形式较为平凡的平行宇宙是等价的。一个量子宇宙会随时间分裂成多重的宇宙，但这些

新宇宙与已经存在于空间其他地方的平行宇宙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一来，第三类平行宇宙实际上也可归结为第一类或第二类平行

宇宙。Max Tegmark据此进一步否定了时间的存在，他认为所有可能的状态在每一时刻都是存在的，这些宇宙本身是静止的，变化

只是幻觉，时间的流逝可能只是观测者眼中的假象。 

平行宇宙的第四种类型或第四个层次是依赖数学方法而建构的，它“开启了所有的可能性”。第一、二、三类多重宇宙的初始条件

和物理常数可以变化，但支配自然界的基本定律还是相同的，而第四类多重宇宙不仅位置、物理性质或量子态不同，而且连物理定

律也都不相同。这类宇宙几乎不可能用图像来表示，人们充其量是以支配这些宇宙的物理定律为对象，如同静止的雕像一般抽象地

思考它们的数学结构。Max Tegmark认为，所有数学结构在物理上都是存在的，每一种数学结构对应于一个平行宇宙，这类多重宇

宙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存在于同一空间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而且它们中大多数完全没有观测者。 

上述这四类宇宙形成了平行宇宙的三层结构（第三类宇宙从层次性上看实际表现为第一、二类宇宙，因而被简化掉）。处于平行层

次越大的宇宙与我们的宇宙的差异就越大，这些平行宇宙可能具有不同的初始条件（第一层）、不同的物理常数和基本粒子（第二

层）或不同的物理定律（第三层）。Max Tegmark说，从我们的宇宙走到第一层多重宇宙就省去了规定初始条件，到第二层时又省

去了规定物理常数，待到第三层时干脆就什么物理规则都用不着了。所以，层次越大的多重宇宙其实越简单。 



平行宇宙理论提出的平行宇宙模型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深化和丰富了我们现有的宇宙观念。第一，平行宇宙模型提出了平行的宇宙

层次结构观念。从单一宇宙观念到多宇宙观念是宇宙学理论的一大进步，但以往的多宇宙观念十分简单，只是承认在我们的宇宙之

外还有众多类似我们宇宙的宇宙，它们不再具有复杂的层次性。平行宇宙理论的层次性虽然是平面展开的，但不同的层次之间是有

性质区别的，每个层次的宇宙又都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显然它引入了性质区别观念和多重化观念。第二，平行宇宙模型贯穿了简

单性、可能性、多样性原则。开启所有的可能性，表现为承认所有可能的宇宙形态都是可存在的，而不管它是否可被观测、是否被

认为怪异。这从理论上展开了充分想象的翅膀，不给想象留下空白，似乎把一切宇宙存在形态都穷尽了。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确

实是超越了普通的多样化，这使宇宙观念大为丰富和深刻。第三，由于引入了层次性、性质区别观念，平行宇宙模型已内在地蕴含

了不同宇宙层次之间转换的可能性，这为进一步引入历史观念从而使平面层次转变为立体层次确立了必要的条件。 

平行宇宙模型的最突出特征在于它的平面性，而这又正是它的致命缺陷。Max Tegmark不无自豪地写道：“所有四个层次的多重宇

宙都具备一个共同特征——最简单或者也可以说是最优美的理论，在建构时就内含了平行宇宙。而要否定那些宇宙的存在，我们就

必须塞进一些没有实验依据的过程，以及特置的假定”。平面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平行并存性，二是每个层次

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行并存性。Max Tegmark毫不含糊地否定时间的存在，其实质就在于维护平行宇宙层次的平面性，凸显平面

性可以走向多样性，但拒斥了历史性，看不到不同宇宙形态的历史承继和转换关系，宇宙的层次性也只能停留在平面层次性即由小

到大的圈层结构上，而不可能推进到由低到高的立体层次结构上。然而，宇宙决不是只具有平面层次结构，它还具有历史地形成的

立体层次结构，甚至应该说平面层次结构只是历史的立体层次结构在平面上的投影，真实的宇宙应是立体的宇宙。 

二、立体宇宙模型 

平行多重宇宙观念显然比单一宇宙观念更为深刻和进步，但我们不应停留在平行多重宇宙学说上，还应向前深化我们的研究，这就

要建构立体多重宇宙理论。 

1.立体宇宙模型的基本特征 

立体宇宙模型有四个主要特征。（1）多重性，即承认并坚持多宇宙观念，甚至坚持具体宇宙无限多的观念：不仅数量无限多，具

体形态也无限多；可以说它开启了所有可能性，承认所有可能的宇宙形态的合理性。这显然超越了简单的可观测性，但它坚持了量

子力学、相对论等物理理论以及合理的数学建构方法。（2）层次性与类型性，即承认并坚持无穷多的宇宙是具有性质区别的，可

以也应该从性质上把它们区分为少数几种基本类型，这些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宇宙群体具有时空上的层次性。（3）历史性，即承认

并坚持宇宙是不断演化发展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宇宙群之间具有历时的演化与转换关系，也就是说，它们的平行并存性是历史地

形成的。（4）立体性，即时间上的演进与承继性形成的宇宙层次不再是简单的平面并列关系，而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上升

发展的立体层次结构；这种立体层次结构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 

从理论上讲，具体的立体层次宇宙模型可以允许有许多，其形态各异，但它们都必须具备上述四个基本特征，否则就不是立体宇宙

模型。按这个原则看，我以前提出的元宇宙与本宇宙所形成的宇宙二元层次结构乃是典型的立体宇宙。 

在下文中，我想具体地描述两种可能的立体宇宙模型，一种是对Max Tegmark平行宇宙的立体化改造，另一种是对我原先提出的元

宇宙与本宇宙二元立体宇宙模型的具体化充实。 

2.对Max Tegmark平行宇宙的立体化改造 

Max Tegmark所阐述的平行宇宙四个层次中的第三层次即量子多重宇宙，并没有引入具有全新性质的宇宙：一个量子宇宙分裂成多

重宇宙与已经平行存在于空间中的多重宇宙并无什么不同，因此可归属到第一、二层次中去。这样，平行宇宙的四个层次就简化和

归并为三个层次。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层次与第二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层次的多重宇宙，是我们的宇宙及其与我们的宇宙相类似的宇宙所组

成的宇宙群，这一层次的宇宙有着与我们宇宙一样的经验物理法则，各个宇宙的区别只源于物质初始条件不同。在第二个层次的多

重宇宙中，我们的第一个层次多重宇宙总体是作为一个统一单元即宇宙泡泡而存在的，它飘浮在一个几乎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其中

还有众多其他平行的泡泡，但与我们的泡泡没有联系。这些不同的泡泡，具有时空维数、基本粒子特性和物理常数的区别。显然，

第二个层次的多重宇宙是一个更大的宇宙群，第一个层次的多重宇宙只是作为其中的单元而出现，而我们的宇宙只是这些宇宙单元

之中的更小单位。实际上，如果暂时排除第四个层次的多重宇宙，那么第二个层次的多重宇宙就可视为一个宇宙总体：我们的宇宙

及与我们宇宙平行的其他宇宙组成了第一个层次的宇宙群即宇宙泡泡，在空无一物的空间中还平行地存在着其他宇宙泡泡，它们与

我们的宇宙泡泡都属于同一个层次即第一个层次的多重宇宙；而作为其共同大背景的是空无一物的空间，整个空间仍将永远地膨胀

下去，但空间的某些区域会停止膨胀而形成一个个泡泡，每一个泡泡都是一个第一层多重宇宙的胚胎，其中充满了一些由驱动膨胀

的能量场沉淀出来的物质；这个更大的却几乎空无一物的背景空间应视为第一个层次多重宇宙生长其中的原始母宇宙和背景宇宙，

它是真正的第二层次的宇宙，即更大更早层次上的宇宙。于是，第一层次的多重宇宙与作为其母体的背景空间即真正的第二层次的

宇宙之间就形成了历史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层次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而是立体关系，即母体与子体、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

系。从总体上看，这就是一个立体的双层宇宙。 

当我们把第四个层次（实际上是第三个层次）的多重宇宙再纳入宇宙总体时，就会形成三个层次的立体宇宙。Max Tegmark所说的

第四个层次的多重宇宙对应的是各种数学结构；不同的平行宇宙不仅位置、宇宙性质和量子态不同，连物理定律都不同。这个多重

宇宙层次开启了所有的可能性，因而是一个可能状态下的宇宙总体。这个宇宙总体不再以同一的空间为背景，而是存在于空间时间



之外。那么这一层次的多重宇宙是否还有共同的基础呢？有，这就是“前时空”或“超时空”。“前时空”也应视为一种宇宙状

态。Max Tegmark没有具体描绘我们的宇宙在这个所有可能状态宇宙总体中是如何存在的，但按他处理第一、二层次多重宇宙的方

法看，整个第二层次的多重宇宙总体应该作为一个服从同一物理定律的宇宙单元而存在于更大的宇宙层次中，同时还应存在着与之

平行的其他宇宙单元。而这些独特的宇宙单元之所以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宇宙层次，就在于它们仍然有着共同的基础与背景，这就

是“超时空”或“前时空”背景。显然，“前时空”就成为更深远的宇宙背景即真正的第三个宇宙层次。这样，宇宙总体就形成了

由低到高的三个立体层次：前时空及所有具有不同物理定律的宇宙单元；统一空间及所有具有同一物理定律的宇宙泡泡；我们的宇

宙及所有类似我们宇宙的其他宇宙。在这个立体宇宙总体结构中，前一个层次是后一个层次的母体和背景，后一个层次则是前一个

层次的子体和进一步演化与选择的结果。这样，最上层的宇宙形态也就是最高级的宇宙形态，它出现的概率极小极小，但其发展却

达到了顶峰。 

3.关于元宇宙与本宇宙的立体模型 

元宇宙与本宇宙所形成的宇宙层次，虽然也具有空间上的平行性，但这是历史地生成的具有性质不同的两个层次，并且具有低级与

高级的发展水平上的区别，因此是立体结构的宇宙层次。实际上，不论宇宙的立体层次有多少，从人类作为直接的观测者的角度看

都可归结为元宇宙与本宇宙这样两个层次。这是因为，本宇宙层次作为可观测宇宙及类似可观测宇宙是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联的宇

宙层次，元宇宙层次则是更深远的背景宇宙层次和母宇宙层次，它可以包含一切背景宇宙：直接背景、间接背景、再间接背景都可

归入元宇宙的概念下。例如，Max Tegmark的平行宇宙的第一个层次属于本宇宙层次，而第二、四层次（第三层次简化掉）则都可

归入元宇宙层次，都属于本宇宙层次（第一个层次）的背景宇宙层次。元宇宙与本宇宙的二元立体结构，具有简明、直接、重点突

出等特点，不致使人陷入太深的玄思奇想之中，更容易做出有用的预测，也更容易被检验。 

元宇宙与本宇宙的立体层次性一目了然，勿庸赘述。我在这里只想专门描绘一下元宇宙与本宇宙的具体形态与性质，这会更明确地

显示出它们之间的立体关系。 

（1）物质本宇宙与真空元宇宙。所谓“物质本宇宙”，是指本宇宙的根本性状之一是它的物质性，这具体地表现为本宇宙是一个

具有质量和能量特性的宇宙。正是在这个基本性状下，才逐步形成了本宇宙的各种物质形态、物质层次及其演化，如场、基本粒子

及其群体弥温物质的物理物质，原子、分子及其群体各类星球的化学物质，细胞、机体及其群体生物圈的生命物质，最终生成了个

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人类，宇宙在人类身上实现了“自我意识”（恩格斯语）。与“物质本宇宙”相对应的是“真空元宇宙”，它指

的是作为物质本宇宙的背景宇宙的元宇宙应是尚无物质存在的状态，具体地说就是连质量和能量特性都不具备的状态（否则它就属

于本宇宙了）。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这就是真空状态，“空无一物的空间”状态。“空无一物的空间”并非什么都没有，而只是

没有通常意义的质量和能量。据现代物理学证明，在真空中，由于量子不确定性而能凭空产生能量即量子真空能量，这种真空能量

能进一步产生反重力（斥力）作用，这就是所谓暗能量，它推动宇宙空间发生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宇宙的能量和质量也都是

真空的量子振荡而生成的，或者说是元宇宙的真空态生存了本宇宙的物质泡泡。 

（2）四维本宇宙与高维元宇宙。本宇宙的时空性状在于它的四维性，或者准确地说在于它的三维空间伸展性和一维时间连续性。

没有四维时空就没有本宇宙。与本宇宙的四维时空性状相对应，元宇宙则具有高维时空性。现代科学认为，时空是十一维的，我们

的可见宇宙可能位于一层漂浮在一个维度更高的空间里的膜上，我们的整个三维空间宇宙可能仅仅是全部维度空间里的一层薄膜。

如果我们设想许多薄片横越过额外的维，那么我们的宇宙可能在每块薄片中占据了一个无穷小的点，而周围是一片空空。从这种高

维宇宙理论中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处的四维本宇宙之“外”，存在着更“大”的高维宇宙，它是我们的本宇宙所赖以存在的背景宇

宙、基础宇宙和原始母宇宙，亦即元宇宙。所以，从时空维度上看，元宇宙是高维宇宙，本宇宙则是生长在高维宇宙中的四维伸展

宇宙。 

（3）确定的本宇宙与可能的元宇宙。本宇宙是物质的、四维伸展时空的宇宙，这进一步决定了它是具有确定性法则的现实宇宙，

是可观测可感知的宇宙。与此相对应，前质量前能量、高维真空的元宇宙则是未确定的可能宇宙，元宇宙不再是“存在的一切”，

而是“可能存在的一切”。这进而导致了大量可能宇宙向现实宇宙的生成，这才属于与我们宇宙相平行的本宇宙，而我们的宇宙只

是众多本宇宙中的一个，是最可能形成生命与人类的一个，因而也是在演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达到了发展最高峰的一个。正是从

无穷可能的元宇宙到大量现实本宇宙的生成，才进一步确保了生命与人类的出现。 

总之，立体的宇宙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物质的、四维伸展时空的、确定的本宇宙，另一个是高维真空的、前质量前能量的、无穷可

能的元宇宙，后者是前者的背景、基础与来源，前者则是后者演化生成的更高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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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立体的宇宙》是韩民青先生在我刊发表的又一篇作品，意在提出“元宇宙”、“立体的多宇宙说”。这是作者在借鉴、参

考了诸多宇宙演化史的理论、观测的学说、成果的已有的和现存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或汲取或改造而提出的一种新见。尽管在探索

中，毕竟是一家之言。需要指出的是，韩文的总体倾向侧重于理论的演绎而非科学的实证，因之其局限在所难免，但这种哲学-假

说式的推演也自有其长处所在——给人以某种启发。宇宙史上，不乏其例：由业余天文学者托马斯·赖特开其端、被康德发展了的

“星云”假说，吸引了许多实证者的兴趣，推动了威廉·赫舍尔的“巡天表”——体现演化程序的四类星云——的诞生。理论模型

的差异亦然。例如爱因斯坦宇宙类型与德希特宇宙类型，本是处于两极的不同类型：前者“充满了物质而没有运动”，后者“充满

了运动，但不含物质”（梅森语），但爱丁顿证明了当前者物质密度达到零时，就成为后者。无独有偶，《立体的宇宙》作者提出

了这样一种看法：Max Tegmatk的“平行宇宙”与“立体宇宙”确乎不同，但是如果前者引入“时间”要素，也许会成为后者。是

耶非耶，俟行家判别。作为判别的标准，最终要依靠科学观测。为什么1948年邦迪等人提出的宇宙“连续创造说”到1949年行不

通，因为反射望远镜和此后的新射电天文学（赖尔）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确凿结论。这或许是宇宙学发展中绕不过去的理论启发、实

证互动的铁则。·动态·(《哲学研究》200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