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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本质
∗

胡清桂
(内江师范学院教育技术中心,四川 内江　641112)

摘　要:首先介绍了电磁力和万有引力的统一,再分析了生命现象和天体运动规律,然后得出结论:物质之间的引力和

斥力决定了物质和能量的转移变迁;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都是物质和转移变迁的具体表现;宇宙中(包括自然界)物质和能

量的转移变迁只遵循能量守恒原理,最后提出了天体生命假说,进一步说明了宇宙现象都是物质和能量转移变迁的具体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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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自然和宇宙的认识,科学家对自然现象和宇宙现象的各种认识理论层出不穷,各
种理论之间相互矛盾现象屡见不鲜.笔者认为,自然现象和宇宙现象的本质是简单且和谐的,电磁力和万有引力是统一

的[1],这是正确认识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前提,由于科学界没有认识到电磁力和万有引力的统一性,导致各种理论纷争

不断,莫衷一是.
为了正确认识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笔者先介绍了正确认识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本质的基础即电磁力和万有引力的

统一性,其次分析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和能量聚散离合现象即生命现象,最后得出结论:物质之间的引力和斥力主宰并决定了

物质和能量的聚散离合,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都是物质和能量的聚散离合的具体表现.

1　认识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本质的基础———电磁力和万有引力的统一
文献[1]中,笔者认为:原子核核内质子、中子及核外电子最终均是由类似光子的能量粒子构成,核外电子和原子核之间

的引力使电子不能逃离原子核,核外电子和原子核之间的结构就类似于太阳系行星围绕太阳运动,太阳系行星和太阳均是

由物质构成,物质归根结底都是能量构成,就像一颗恒星有多少行星一样,在宇宙中,某个原子核核外有多少电子有一定随

机性,任何微粒之间引力和斥力均同时存在,目前所说的万有引力实际上是两物体内部分子原子之间引力和斥力合力的宏

观表现.
按照传统电磁理论:原子核核外电子绕核运动时将向外辐射电磁波,这意味着原子核结构是不稳定的,但实际上原子核

是稳定的.1913年玻尔提出的假设认为原子处于定态时,电子绕核运动不辐射能量也不吸收能量.此后人们认为电磁理论

的矛盾得到解决,但作者认为,电磁理论的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因为玻尔理论提出的电子绕核运动不辐射能量,电磁理论中

电子绕核运动应该向外界辐射能量,它们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到目前为止,通过实验仅仅观察到氢原子核外电子数目等于

1,而其他原子核核外到底有多少电子,并没有通过实验测量得到.由此笔者认为:按照新的观点,电场和磁场是特殊的力场,

所有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都是物质和能量聚散离合的具体表现,生命现象是其特殊表现.

2　一种特殊的物质和能量聚散离合现象———生命现象
生命现象是自然界特有的现象,按照笔者的观点,生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和能量转移变迁现象,是物质存在的一种

特殊方式.
2.1病毒的本质

为了研究生命起源,必须要研究病毒,病毒是不具细胞结构,具有遗传、复制等生命特征的微生物.约1个世纪以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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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病毒是否是生物体这一问题的争论扰乱了生物学家的注意力.病毒比细胞更简单,所以按照逻辑,病毒就不是生命体,但
实际上病毒具有生命特征,在离体条件下,它能以无生命的生物大分子状态存在,并长期保持其侵染活力,现在一般认为,它
是介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物质.

病毒为什么可以自我复制,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困扰了几乎所有的生命科学家.笔者认为,它的自我复制原理是这样的.
(1)任何原子都有可能和其他原子结合在一起,形成分子,而不同分子之间又有可能相互结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分子.

假设多个分子原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图1的结构,暂时称之为基本组件.
(2)假设2个基本组件结合在一起形成图2的结构.
(3)假设又有1个基本组件插入图2的结构,形成图3的结构.

图1　多个分子原子结合在一起　　　图2　2个基本组件相互结合　　　　　　图3　3个基本组件相互结合　　　
形成1个基本组件

(4)假设又有1个基本组件插入图3的结构,形成图4的结构,假设此时它已经形成病毒结构.
(5)以此类推,无数基本组件不断的插入,链条就会无限增长,如图5所示,同时,当链条到达某一个长度后,由于分子

之间引力和斥力同时存在,链条就会断裂.
(6)当链条到达某一个长度后,由于分子之间引力和斥力同时存在,链条在不断的震动,而不是静止的,这样它就有可

能会断裂,形成2个片段,如图6所示,在笔者看来,病毒发生了复制.复制后的病毒结构和复制前的病毒结构是一样的,复
制后的病毒又会接收基本组件的插入复制新的病毒.

图4　4个基本组件相互结合　　　　　　　　　图5　8个基本组件相互结合

图6　8个基本组件相互结合后断裂形成2个病毒结构
上面就是笔者提出的病毒复制过程假说,它是以链条形状病毒为例子,以图4的结构作为病毒个体,当它靠近图1所示

的基本组件时,两者就会相互吸引,结合到一起,结合一个基本组件后,它又会结合另一个基本组件,永无止境.对于在离体

条件下,没有相应的基本组件可以插入空缺,它就无法复制自己.由一种基本组件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病毒分子在一定条件下

又可以作为新的基本组件和其他分子链条结合,形成更大的分子,也可以说形成更高级别的生命,由于病毒分子内部总是在

震动,而不是静止的,需要消耗能量,这就决定生命物质需要补充能量.
人类 DNA是由许多脱氧核苷酸残基按一定顺序彼此用3’,5’磷酸二酯键相连构成的长链,其复制原理和病毒复制原

理应当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这条长链很复杂,一些位置上适合某些分子或原子结合,由于微粒之间引力的缘故,相应的分子

或原子就会自行插入到对应的位置上去.
另外,细胞的分裂原理和病毒复制原理也是相同的,无数个微小病毒可能结合在一起,作为更大的基本组件插入其他分

子链条,形成更复杂的生命结构.细胞分裂过程中,举个例子,以球形细胞为例,它分裂为2个细胞时,起初可能会“凹凸不

平,很不规则”,但那些位于“凹凸不平”或者“棱角边沿”的“组件”会因为不稳定而脱落然后重组,最终使新细胞变成一个标

准的球形细胞.
综上所述,病毒的形成过程和自我复制过程,都是受微粒之间引力和斥力共同决定的,就如同普通的非生命物质原子分

子结构会受到微粒之间引力和斥力决定一样,按照新的观点,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别是微粒之间结合方式的区别,是微粒之间

结合力大小的区别.如果微粒之间结合力量很强,不容易分开,那么它就形成非生命物质;如果微粒之间结合力量太小,那么

它就形成2个独立的物体;如果微粒之间结合力量适中,既可以分开也可以结合,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就形

成了生命物质,成为特殊的现象生命现象.
2.2生命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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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病毒起源和复制的过程,也可以解释生命的产生过程.一方面,基本组件可以变得越来越复杂,形成更加高等的生

命,另一方面,病毒或者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基本组件和其他分子链条结合,形成更复杂的结构,也可以

说形成更高级别的生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体细胞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个体.
以前普遍认为,诸如氧气,水等物质是生命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现在已经被否定了,某些生命完全不需要氧,也不需要

水.按照新的观点,只要存在复杂的分子结构,就可能存在生命.生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现象,对生命来说,物质的

聚合和分散决定生命的生和死.可见,生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和能量转移变迁现象,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

2.3意识的起源

笔者以图4的结构作为病毒个体,当它靠近图1所示的基本组件时,两者就会相互吸引,结合到一起,病毒吸引基本组

件的过程,可以看作是病毒微粒和基本组件微粒之间的引力使两者最终结合在一起的过程,从病毒的角度来看,病毒是有意

识的吸引靠近基本组件,笔者认为这就表明病毒具有意识,这就是意识的起源.
可见,意识是伴随生命一起产生的,意识一旦产生,智慧就产生了,意识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智慧.所有动物都具有意

识和智慧,这一点大部分人都能理解接受,同时,植物也有意识和智慧,只是人们了解的不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向日葵向着

太阳旋转,这就是它的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智慧.实际上,一些植物还善于伪装以达到捕获其他昆虫的目的.举几个例子,

捕蝇草靠吃昆虫为生,含羞草为了保护自己会迅速地合拢叶子等,都是植物智慧的表现.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意识是和生命物质一起产生的,意识最初起源于微粒之间同时存在的引力和斥力.同样,对于

高等生物来说意识也是来源于物质之间的引力和斥力.

3　物质和能量聚散离合在宇宙中的表现———天体运动
按照新的观点,包括病毒在内的一切生命现象是物质和能量转移变迁的具体表现,一切自然现象是物质和能量转移变

迁的具体表现,而且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一切宇宙现象也同样是物质和能量转移变迁的具体表现.

3.1宇宙的运动

笔者认为,宇宙从整体上看,内部存在无数多的天体和星系,它们在不断的运动,这就如同宏观物体内部无数分子原子

在作无规则的热运动一样.宏观物体分子原子微粒间存在引力和斥力,同样,无数天体星系之间也同时存在引力和斥力,当

宇宙内所有天体的引力和斥力的合力是表现为相互吸引时,所有天体向宇宙质量中心位置收缩,收缩过程中,天体星系之间

斥力上升速度很快,引力上升速度较慢,收缩到一定程度时,引力和斥力的合力表现为相互排斥,这个斥力克服巨大收缩惯

性后,宇宙开始膨胀.同样,膨胀过程中,天体星系之间斥力下降速度很快,引力下降速度较慢,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引力和斥

力的合力表现为相互吸引,这个引力克服巨大膨胀惯性后,宇宙又开始收缩,周而复始,其膨胀收缩的周期是极其漫长的.宇

宙内不同区域星系膨胀和收缩的程度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可能是不同步的.
“宇宙大爆炸”这种学说认为大约在150亿年前,宇宙所有的物质都高度密集在一点,有极高的温度,因而发生了巨大的

爆炸.大爆炸以后,物质开始向外大膨胀,就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宇宙.按照新的观点,“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所有支持证据只都

能表明宇宙当前正在膨胀,这种学说是片面的,只看见宇宙在膨胀这一过程,没有意识到宇宙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还会

收缩.
综上所述,宇宙的膨胀和收缩也是物质和能量转移变迁的具体表现,物质和天体之间存在的引力和斥力是宇宙的膨胀

和收缩的内因.

3.2地球绕太阳作椭圆运动的解释

地球绕太阳作椭圆轨道运行过程中,先离太阳越来越远,远到一定程度,又被太阳引力拉回来,这使地球离太阳越来越

近,近到一定程度,地球又开始逐渐远离太阳,周而复始.
在地球离开太阳越来越远这一过程,表明太阳对地球的引力比地球作圆周运动所需要的向心力小,假如太阳对地球的

引力和地球需要的向心力相等,地球就会作标准圆周运动,不会离开太阳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应如何解释地球绕太阳作

椭圆轨道运行.
按照新的观点,地球和太阳,在浩渺的宇宙中来看,就如同微观世界的2个原子,两者之间同时存在引力和斥力,引力和

斥力的合力提供了地球绕太阳运动所需的向心力.当地球远离太阳时,斥力下降速度很快,引力下降速度较慢,这样,当地球

离开太阳一定程度时,引力和斥力的合力就比地球需要的向心力大,所以地球被太阳拉了回来.同样,当地球越来越靠近太

阳过程中,斥力上升速度很快,引力上升速度较慢,当地球靠近太阳到一定程度时,引力和斥力的合力就比地球需要的向心

力小,所以地球又逐渐远离太阳.
在地球绕太阳运动这个过程中,太阳和地球间的引力和斥力的合力,一直都表现为引力,当地球运动到太阳远端时,引

力比地球所需要的向心力大,所以地球被太阳拉了回来,当地球运动到太阳近端时,引力比地球所需要的向心力小,所以地

球逐步远离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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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说,地球远离太阳的过程,可能是因为远处存在一个巨大天体,吸引地球,使地球逐渐远离太阳,但实际上这种

解释是很牵强的.假如说存在一个巨大天体,那么它就会把地球逐渐吸引过去,而不是地球远离太阳到一定程度又重新被太

阳拉回来,同时,太阳系所有行星都是作椭圆轨道运动,这不可能都是其他巨大天体吸引的结果.总之,如果不承认天体之间

引力和斥力同时存在,那么行星绕恒星作椭圆轨道运动的现象就难以解释.
天体之间引力和斥力同时存在,这样的观点可能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可,因为这个新的观点很难得到实验的证实,地球上

的一切实验结果都会受到地球影响,天体之间的客观情况,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天体运行的现象进行揣测.实际上,太阳和地

球间的引力和斥力的合力,也可以看作是两者之间无数分子原子的引力和合力的宏观表现.
综上所述,包括太阳系在内的所有星系内部运动也是物质和能量转移变迁的具体表现,它受天体之间引力和斥力决定,

引力和斥力是星系内部运动的内因,这就和原子核内部运动受微粒之间引力和斥力决定一样.
3.3能量和物质聚散离合决定天体的诞生和灭亡

宇宙任何时刻都有无数天体诞生,同时,有无数天体灭亡.以小质量的恒星太阳为例子,起先会膨胀,在这个阶段的恒星

称之为红巨星,然后会塌缩,变成白矮星,再成为黑矮星,最终消失.
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物质和能量的转移和变迁的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内因,是天体之间同时存在的引力和斥力,

天体之间和天体内部存在的引力和斥力,使天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决定天体的诞生,成长和灭亡.
物质和能量的相互转化变迁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植物吸收太阳光的过程就可以看作是能量转化为

物质的过程,而太阳发光发热可以看作是物质转化为能量的过程.同样,原子弹的爆炸也是物质转化为能量的过程,这个现象

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文献[2].
到此,所有学科已经统一,宇宙中,物质之间的引力和斥力主宰和决定了一切物质和能量的聚散离合,而物质和能量的

聚散离合,转移变迁,是一切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总和,一切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都是物质和能量聚散离合的具体表现,

生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现象,对生命来说,物质的聚合和分散决定生命的生和死,宇宙中,包括自然界,物质和能量

的聚散离合只遵循一个原理即能量守恒原理[3].
为了进一步理解生命现象,笔者提出下面2种新的假说,以供商榷.

3.4天体生命假说

以下3点现象已经被天文学观察证实:
(1)宇宙中,任何时刻都有有无数天体诞生,同时有无数天体灭亡.
(2)任何一个天体和星系都要经历诞生成长消亡的过程,以太阳为例,它是小质量的恒星,起先会膨胀,在这个阶段的

恒星称之为红巨星,然后会塌缩,变成白矮星,再成为黑矮星,最终消失.
(3)大星系吞噬小星系是一个普遍的宇宙现象,事实上,大星系只有通过吞噬小星系,自己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成长,壮

大.这一点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但很多普通的读者可能难以明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几篇新闻报道,

参考文献中注明有网址,“贪婪饥饿的银河系:吞噬邻近矮星系的恒星流”[4],“壮观螺旋星系:吞噬邻近矮星系不断壮大”[5],
“仙女座星系吞噬邻近小星系”[6].

根据以上这些现象,笔者得出以下推论:既然存在大星系吞噬小星系的行为,那就必定存在小星系吞噬更小星系的行

为,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吞噬其他星系,而是依靠吸收宇宙射线、宇宙尘埃、暗物质、暗能量以壮大自己的星系;既然存在大星

系吞噬小星系的行为,那就必定存在被吞噬小星系逃脱的行为,不可能小星系不逃跑坐以待毙,假设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宇

宙中就不可能会有小星系存在,因为小星系会坐以待毙被大星系吞噬;以银河系为例子,既然它有吞噬小星系的时候,必定

就有吞噬小星系过多或者过少的时候,这就相似于人类吃的过多,或吃的过少从而饥饿的现象.另外,大星系吞噬小星系的

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细胞吞噬另一种细胞的行为;星系进化,宇宙中可能会有一些孤立残片或孤立天体通过吸收宇宙射

线或尘埃逐渐壮大,然后吸引其他天体成为小星系,然后再进化为大星系.这一个现象已经得到很多天文观察结论的支持;

既然存在小星系逃跑的行为,就必定存在多个大星系围堵协作捕获小星系的行为.
以上现象其实都是生命现象,按照新的假说,一个银河系就类似于一个人体,银河系内的太阳系,就类似于人体内的一

个细胞,银河系有数千亿个星系星团,类似于人体有无数细胞,银河系地球上存在的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就类似于人体一个

细胞内存在的无数微小病毒.而对于人体内一个细胞来说,人体本身就是巨大的星系.
按照新的观点,地球上很多生命行为,在宇宙星系中都有相似的原型,下面举几个例子:
(1)银河系的结构包括4个部分,银盘、银晕、银核和4条旋臂,其中银盘、银晕、银核对应人体内脏器官,4条旋臂可以

看作人体的四肢.
(2)人类摄入食物以维持自身的成长,这和银河系吞噬小星系以维持自身的成长类似.有专家认为银河系吞噬小星系

仅仅是一种物理和化学反应的需要,但实际上,人类消化食物,也是化学反应.银河系吞噬其他星系后自身得到壮大的过程,

可以这样理解,银河系内脏强大引力先将小星系撕裂粉碎消化,然后喷射出大量物质(银核向外界喷射物质的现象目前已经

被天文学家观察到了),这些被喷射出来的物体在银河系内部运动,而不可能逃出银河系,假设有些物体落入太阳系区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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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它将会被太阳吸收,因为太阳质量占太阳系99%,太阳吸收其他物质后,能量得到补充,其质量进一步变大,同样的道理,

银河系内其他恒星也会因为吸收营养物质使自己壮大,这样,整个银河系都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太阳光太强,无法直接

观察到太阳吸收其他天体的过程,但可以这样推测,既然地球表面上有太空陨石落下来,这就说明太阳必定吸引了更多太空

天体,一个天体进入太阳系后,首先是被太阳吸引,而不可能首先被地球吸引,因为太阳质量占太阳系质量的99%,所以绝

大部分太空天体都会被太阳吸引,地球吸引的太空天体只可能是很小一部分.
(3)如果某一个星系主体部分被撕裂,那么它将难以继续存在,这就类似于人类受到伤害后将会面临死亡.众所周知,

地球和月亮上的物质,平均原子量是不同的,一个星系内部的力场会决定星系内部各天体物质元素原子量,换句话说,地球

上的物质如果被移到其他天体上,这些物质将会被分解重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太空陨石都有放射性.当一个星系主体部

分被撕裂后,剩余部分会因为环境力场的改变而无法继续存在.
(4)银河系内不断有新生恒星诞生,有新生恒星诞生就必定会有恒星消亡,这就类似于人体内部细胞在不断的更替.
(5)遗传性,一些星系不但可以诞生新的恒星,而且可以诞生新的星系,新诞生的星系和原有母星系处于同样的环境力

场,所以它们两者天体物质元素原子核相当,原子核内部结构也相似,这就体现出了遗传性.
另外,新诞生的星系一开始应当位于母星系旁边,这样,由于母星系强大引力,其他星系要想吞噬新星系就很困难,这种

情况可以看作是新诞生的星系得到了母星系的照顾和保护.当然,还有很多情况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银河系吞噬小星系

后是否像人类一样有排泄行为,母星系是否给新星系哺乳喂食等.总之,按照新的假说,天体和星系诞生成长衰亡过程以及

大星系吞噬小星系的行为,都和生命现象很类似,可以看作是特殊的生命现象,地球生命的很多行为,在宇宙星系中都有相

似的原型.
这进一步表明,一切宇宙现象都是物质和能量的转移变迁的具体表现,物质之间的引力和斥力是一切物质和能量转移

变迁的内因,决定一切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在宇宙中,包括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转移变迁只遵循一个原理即能量守恒

原理.

3.5层次结构假说

本假说认为,宇宙万物存在以下层次结构:宇宙—本超星系团—本星系群—银河系—太阳系—地球—地球生物(包括人

类)—器官组织—细胞—细胞组织结构—原子分子—原子核组成部分.
在上面的层次结构中,有以下特点:

(1)每一个上级层次个体都包含多个下级层次个体,无数多个下级层次的个体组成一个上级层次.
(2)下级层次没有尽头,举个例子,对于原子核的组成部分电子来说,它自身也是由很多个部分组成,但无法进一步认

识到电子的具体组成部分.
(3)按照新的假说,上级层次很可能也没有尽头,对于人们所在的宇宙,会不会仅仅是另外一个更加庞大的宇宙的组成

部分,人们永远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人们不知道宇宙之外是否还有宇宙.
细胞,病毒等微生物也是有智慧的,病毒具有耐药性就是病毒具有智慧的一种表现,对人类来说,原先可以杀死病毒的

药物现在无法杀死病毒了,对病毒来说,它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让自己能够抵抗药物攻击继续存在下去.对于人体细胞和病

毒来说,人体就是一个庞大的银河系,细胞和病毒不可能认识到银河系之外还有本星系群,还有本超星系团以及宇宙.对于

银河系来说,它可能会认识到宇宙之外另外一个更加庞大的宇宙,它或许会把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看作是最原始的微生物,但

它不可能认识到原子核还有更加微小的组成部分.同样,对于人类来说,也只能认识到附近的几个层次,更远的层次是无法

认识到的.笔者猜测,一切生命都只能认识到它附近的几个层次,更远的层次是无法认识的.

4　结语
宇宙中,物质之间的引力和斥力主宰和决定了一切物质和能量的聚散离合,一切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都是物质和能量

聚散离合的具体表现,一切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本质都是物质和能量聚散离合,生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现象,对
生命来说,物质的聚合和分散决定生命的生和死,宇宙中,包括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聚散离合只遵循一个原理即能量守恒

原理,文章最后提出了天体生命假说和层次结构假说,进一步说明一切宇宙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本质都是物质和能量聚散离

合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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