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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暗能量及暗物質是近二十年提出、令人疑惑且迄今科學尚無法解答的命題，由於科

學家發現構成宇宙成分中吾人所知的一般物質僅約佔 5%，而未知內涵的暗能量及暗物

質約佔 95%，且估計銀河系 95%質量由暗物質組成，顯示吾人對宇宙所知相當有限，本

文試圖從旋和炁場進行初步解析，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提出從科學及宗教

角度探索暗能量及暗物質之可能性；第二部分、初步彙整介紹暗能量及暗物質之意義，

重點有三：其一、暗能量觀念的提出及其模型，其二、暗物質觀念的提出及各種研究、

銀河系及暗物質之關係，其三、觀測數值與預期數值矛盾之可能原因；第三部分、說明

旋和炁場的基本內涵與特性，重點有三：其一、簡介旋和力、旋和律、旋和炁場，其二、

概述正反宇宙相生相成模式、其三、介紹正反宇宙炁旋與各級真空基底；第四部份、進

行暗能量及暗物質與旋和炁場關係之初步解析，重點有四：其一、正反宇宙與暗能量之

可能關係，其二、旋和炁場與引力、暗物質之可能關係，其三、星體系統之炁場平衡計

算，其四、萬有引力之旋和系統炁理平衡修正之可能作法；其五、麥克遜-莫雷實驗應

未證明乙太不存在；第五部分為三點結語：其一、宇宙加速膨脹之暗能量詮釋，可能因

正反宇宙持續聚集炁能及大爆炸程序，炁能外推力與引力(反宇宙旋和場)抵銷後仍有向

外淨力；其二、星系周邊與內部星體運動速度大約相同之暗物質詮釋，可能因外部動力

帶動整體盤面形成旋和炁場，並逐步聚集核心物質，此模式亦可能與引力相關並可據以

修正；其三、恆星炁場平衡模式可能做為修正引力之基礎，炁場或以太可能與行星同步

旋轉無相對運動，麥克遜-莫雷實驗僅能證明此結果，不應做為乙太不存在之證據。 

 

 

 

關鍵詞：暗能量、宇宙加速膨脹、暗物質、星系旋轉曲線、反宇宙、正宇宙、旋和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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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旋和炁場初步解析暗能量與暗物質 

劉劍輝(緒潔) 

 

一、前言：暗能量(dark energy)及暗物質(dark matter)之科學及宗教探索 

 

人類對於宇宙奧秘之探索，自古至今從未停止過，為獲得科學上之實際觀測數據，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之人造衛

星“威金森微波非等向性探測器”(WMAP: 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自2001

年6月升空，根據WMAP所提供累計9年之各類數據，對於宇宙之組成部分，得知其中含

重子(一般物質)大約佔4.6%，暗物質佔23.5%，暗能量佔71.9% 01。另外、歐洲太空總署(ESA: 

European Space Agency)於2009年5月發射之普朗克衛星(Planck sky survey spacecraft，普

朗克巡天者)，於2013年得到的數據是一般物質大約佔4.9%、暗物質佔26.8%、及暗能量

佔68.3% 02,03。換言之，就NASA及ESA觀測所得的結果來說，構成宇宙成分中吾人所知的

一般物質僅佔約5%左右，而未知內涵的暗能量及暗物質則佔約95%左右，可見我們對於

宇宙的組成並未知曉的部分其實佔了九成五以上，尚需持續深入探究宇宙之結構組成內

涵；美國理論宇宙學家麥可·特納(Michael Turner)特別提出：「我們對於下列命題應該要

探討其合理的答案：暗物質粒子是什麼？暗能量的本質是什麼？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混合

狀態？物質—反物質的不對稱性如何出現？宇宙暴脹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如果它確實發

生了）04？」至今上面這些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另外、物理學家一般認為暗能量與宇宙

加速膨脹有關，而暗物質則與星系之質量內涵有關，對暗能量及暗物質的研究是現代宇

宙學和粒子物理的重要課題。 

 

各宗教對於宇宙亦有其個別之認知與論述，天帝教教義提出旋和力的觀念05，由此

發展出之旋和律及旋和炁場模式，可能與宇宙之形成，乃至星系、恆星之形成相關，甚

至提出反宇宙之觀念，對於宇宙之初期形成、以及宇宙不斷循環生滅之狀態，提供可能

較為完整之概念與論述06。從正、反宇宙之旋和炁場，聚集能量、產生大爆炸、不斷循

環變化，可能可以做為解析暗能量觀測現象之由來；而正宇宙大爆炸，天體不斷向外推

展運動，其中星系之生成變化，在旋和炁場之作用之下，亦可能解析暗物質之觀測現象。

甚至吾人經由簡單之旋和炁場炁理平衡之假設，進行簡單之三恆星炁場平衡計算，可初

步獲得與暗物質相當之結果，暗示此一恆星炁場平衡模式，可能作為修正萬有引力模式

之備選方案。另外、對於已經被宣判不存在之「乙太」，在比對「炁場」概念之下，相

關實驗結果可能有重新檢視之必要。 

 

本文從天文觀測中之暗能量及暗物質觀念切入，可能觸及宗教論述之旋和炁場概

念，其後仍需持續發展，以建立較為完整之觀念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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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暗能量(dark energy)」、「暗物質(dark matter)」？ 

 

吾人首先來看看、宇宙物理學家對於暗能量及暗物質之說法，茲分別簡要介紹其內

涵如下： 

 

(一)暗能量(dark energy) 

 

1. 「暗能量」觀念的提出 

 

在宇宙學的探測研究中，1998 年索爾·珀爾穆特(Saul Perlmutter)、布萊恩·施密特

(Brian P. Schmidt)與亞當·黎斯(Adam G. Riess)透過觀測遙遠超新星(supernovae)的紅移

(Red shift)現象，證明了宇宙加速膨脹(accelerating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的事實，並

共同榮獲201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07。針對“宇宙加速膨脹”這一個現象，麥可·特納(Michael 

Turner)曾於 1998-1999 年提出暗能量(dark energy)這一假說概念來加以解釋 08，認為：宇

宙之所以會增加其膨脹之速度，是由於一種充滿於宇宙空間中難以察覺、尚未知曉的暗

能量所造成，單純依據萬有引力定律，宇宙的物質因引力作用應彼此收縮聚集，但暗能

量卻與這個方向相反，促使宇宙加速膨脹。 

 

2. 暗能量的模型 

 

目前針對暗能量此一概念，有如下之模型提出：「真空能量模型」、「宇宙常數模

型」、「純量場模型」…等 09，茲簡單介紹如下： 

 

(1)真空能量(vacuum energy)模型 09：「真空能量模型」是暗能量最可能的也是最令

人困惑的候選理論之一，一般的協方差(covariance)要求真空的應力能量(stress energy)

採用常量(constant)乘上度規張量(metric tensor)的形式：   gT VACVAC  ，由於應力能量張

量(stress-energy tensor)Tν
μ的對角線項(T0

0,T i
i)是能量密度減去流體的壓力，並且由於 gν

μ

是克羅內克 δ(Kronecker delta)函數，所以真空壓力等於其能量密度：PVAC = −ρVAC，這也

意味著真空能量在數學上等同於宇宙常數，而真空能量可能與暗能量有關。 

 

(2)宇宙常數(cosmological constant)模型：「宇宙常數模型」認為有一種均勻充滿空

間的恆常能量密度，促使宇宙加速膨脹，該能量可以愛因斯坦重力場方程式及其中之宇

宙常數項表現，宇宙常數項的貢獻被認為與暗能量有關。宇宙常數(Λ)概念由愛因斯坦首

先提出，與度規張量(gμυ)相乘後成為宇宙常數項(Λgμυ)，加在廣義相對論原版的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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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中，使方程式(Rμυ − 1/2gμυR + Λgμυ = 8πGTμυ/c4)能有靜態宇宙的解 10，若不加上此

項，則愛因斯坦方程式會得到動態宇宙的結果；宇宙常數原本被認為是愛因斯坦靜態宇

宙觀的錯誤呈現，但近年來由於天文觀測技術之進步，發現要是存在不為零而是正值的

宇宙常數對於一些觀測結果反而可以有較好的解釋 11；宇宙常數可能並非定值，而會隨

時間變化，例如、宇宙誕生初期，宇宙學常數的數值可能非常大。 

 

(3)純量場(scalar fields)模型：認為存在一個能量密度會隨時空變化的動力學純量

場，會促使宇宙加速膨脹；一般而言、對宇宙有恆定影響的純量場常被包含在宇宙常數

中，宇宙常數在物理上等價於真空能量，真空狀態一般視為量子場(quantum field)集合

的基態(ground state—lowest energy density state)，通常在空間上變化的純量場因為數值

變化太小，並不容易從宇宙常數中分離出來，有學者特別提出純量場模型，作為解釋宇

宙加速膨脹觀測之暗能量的假設形式 12，其「宇宙狀態方程式(cosmic equation of state)」

為表現該物質之壓力(pressure)px與能量密度(energy density) x關係之方程式：其中由局

域能量守恆定律(local energy conservation)可得：x ∝ a−3(1+w)，其中 a ≡ R/R0為標準化之標

度因子(normalized scale factor)，定義為隨時間變化之標度因子與目前標度因子之比值

(scale factor over its present value)；若 w = −1 顯示  為常數(為能量密度恆定之宇宙常數

表現)；若 w < −1， 為 a 之遞增函數，若 w > −1，則為 a 之遞減函數。WMAP 衛星研究

報告顯示，w < -0.78，此數值符合宇宙常數之規範。對於暗能量而言，當-1 < w ≤ -1/3，

以指數律擴展之宇宙，將變得逐漸趨近平坦。另外、有學者提出第五元素之純量場模型，

某些第五元素的例子如幻能量(phantom energy，w < −1)或活躍精素（k-essence: kinetic 

quintessence 的簡寫），其動能表現並非一般標準形式；第五元素這個名詞來自古希臘

人之四元素說(地、水、火、風)，純的第五元素(以太)被認為充滿於地球外之宇宙空間。 

 

整體而言、「真空能量模型」之能量密度正比於其真空壓力(PVAC = −ρVAC)，可能隨真

空壓力而變化；「宇宙常數模型」之數值是靜態的，具有固定的能量密度；「純量場模

型」之數值為動態的，其密度及狀態方程式會隨著時間及空間變動。 

 

 

(二)暗物質(dark matter) 

 

1. 「暗物質」觀念的提出 

 

1932 年荷蘭天文學家江-亨德里克·奧爾特(Jan Hendrik Oort)首次提出暗物質(dark 

matter)—或用他原本的說法“隱藏物質(hidden mass)”—存在的說法，是最早提出證據並

推斷暗物質存在的科學家；他通過檢查銀河系(Milky Way Galaxy)中恆星光譜中的都普勒

頻移(Doppler shifts)測量星體的運行速度，發現該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原本奧爾特認為

星體的移動速度應與銀河系中可見質量(星星、氣體、灰塵…)之引力有關，但實驗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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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速度似乎比可觀測星體引力計算所得結果更快，快到足以逃離星系，然而事實並

非如此，恆星群整體穩定地在星系之中快速運動，因此他假設在銀河系中應該有更多

的、不可見的額外質量，其所提供之引力將星體與星系維繫住 13。1933 年美國加州理工

學院的瑞士天文學家弗里茨·茲威基(Fritz Zwicky)研究后髮座星系團(Coma cluster)的運動

速度時也獲得同樣的結論，他使用維里定理(Virial theorem)計算在集團中星系的平均質

量，獲得的數值遠大於從光度所得到的質量，因而推斷其內部應有暗物質 14。1980 年薇

拉·魯賓(Vera Rubin)、肯特·福特(W. Kent Ford, Jr.)及諾伯特·索納德(Norbert Thonnard)在觀

測 21 個不同且較鬆散的漩渦星系轉速時，發現星系外側的旋轉速度較牛頓重力模式預

期的還快，觀測實驗結果以旋轉曲線(rotation curve)呈現如圖 1 所示，因此推測應該有

龐大的質量及能量拉住這些星系外側，使其不致因過大的離心力而脫離星系 15。 

 

 
 

圖1 所有21 Sc星系旋轉曲線的疊加圖形。(小型星系旋轉曲線的一般形式類似於大型星

系旋轉曲線的初始部分，除了小型星系通常具有較淺的核速度梯度並且傾向於涵蓋任何

R所分散區域的低速度範圍)。 

 

換言之、透過觀察星系或銀河系的旋轉曲線(rotation curve)—亦即以圍繞銀河系中心

旋轉的星球速率對銀河中心半徑做圖，推測應有暗物質之存在，因為：依常理而言、由

於提供星球旋轉的重力來源應該聚集在銀河系中心(萬有引力會使得物質傾向聚集在一

起)，且密度愈往外遞減，因此在銀河系外圍的星球旋轉速率應該越慢，但由實驗所得

的旋轉曲線卻非如此，計算顯示：在銀河系外圍的星球旋轉的速率和較裡面的星球差不

多，甚至對於小型星系而言其外側速度超過內側甚多，似乎暗示銀河系物質並非都集中

在銀河中心，推測外圍應有著大量的物質提供引力，只是我們看不見。依據 CERN 的說

法 16，暗物質構成了宇宙的大部分，但與正常物質不同，暗物質不與電磁力相互作用，

這意味著它不吸收、反射或發出光，因此極難發現，只能從對可見物質的引力效應推斷

暗物質的存在。 

 

2. 暗物質的各種研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A%97%E7%89%A9%E8%B4%A8#cite_not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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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銀河系結構中、暗物質暈(Dark matter halo)是在銀河中心算起的 100,000 至

300,000 光年空間內最大的結構，估計銀河系 95%的質量都是由暗物質組成，銀河系所

有的暗物質大致都被包括在暗物質暈中，至於什麼是暗物質？目前尚不知曉，暗物質的

探測在粒子物理及天體物理領域是熱門的研究題目，位於不同國家不同的天文團隊，持

續進行暗物質之探測研究，天文學家經由探測星系旋轉曲線、重力透鏡、宇宙大尺度結

構形成、微波背景輻射…等方法、還有不少天文學家設想各種不同的暗物質模型和理論，

以不同的方法來探測暗物質；例如、有學者提出理論，認為暗物質可能是大質量緻密暈

天體(MACHO: massive astrophysical compact halo object)、或是大質量弱相互作用粒子

(WIMP: weakly interacting massive particles)17，但是在尋找重力微透鏡的事件上，經由對

銀暈的觀測，顯示 MACHO 的數量仍不足以達到需求的質量 18，而 WIMP 則停留在理論

階段，但由於可能具有弱核力和引力作用，以及與普通粒子相比質量較大等特性，是目

前暗物質最有希望的候選者 19；特別的是、2007 年喬爾·布朗斯坦(Joel R. Brownstein)與

約翰·莫非特(John W. Moffat)將所觀測到的重力透鏡與氣體分佈和利用修正的重力理論

(Modified Gravity theory)預測值進行比較，發現並沒有暗物質存在的證據，利用修正過

的重力理論能更自然地解釋子彈星系團(bullet cluster)的表現 20。 

 

另有幾位學者提出有關重力模式之修正研究，以解決暗物質的問題，例如：1981

年以色列物理學家莫德海·米爾格若姆(Mordehai Milgrom)提出修正牛頓重力理論(MOND: 

Modified Newtonian Dynamics)21,22；2004 年賈克伯·貝肯斯坦(Jacob D. Bekenstein)提出張

量-向量-純量重力理論(TeVeS: Tensor–Vector–Scalar Gravity Theory)23；2006 年約翰·莫非

特(John W. Moffat)修正重力理論(MOG: MOdified Gravity)，提出純量-張量-向量重力理論

(STVG: Scalar–Tensor–Vector Gravity Theory)24；2006 年久爾·布朗斯坦(Joel R. Brownstein)

和約翰·莫非特(John W. Moffat)應用 MOG 對星系自轉曲線加以修正，超過一百個低表面

亮度星系(LSB)、高表面亮度星系(HSB)及矮星系吻合其模式 25。 

 

另有學者從不同角度思考，2011 年卓根·斯列夫可夫·哈朱柯維克(Dragan Slavkov 

Hajdukovic)提出：暗物質也許不存在，也許能以量子真空重力極化 (gravitationally 

polarized)來解釋，他假設：物質與反物質在重力上相斥(gravitationally repulsive)，量子

真空中的虛重力偶極能被鄰近重恆星與星系中的重子物質重力極化，虛偶極排列產生額

外的重力場，能與恆星及星系所產生的重力場結合；如此，重力極化的量子真空能在星

系的旋轉曲線上產生相同的加速效應，不需要假想的暗物質與暗能量，或是修改重力定

律 26。究竟是否真有暗物質？或是原有的重力模式有誤？科學家仍在不斷持續進行研

究。 

 

3. 銀河系結構及暗物質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jImOXXwPXWAhXFq5QKHRHuAN4QFggwMAE&url=http%3A%2F%2Fiopscience.iop.org%2Farticle%2F10.1088%2F1475-7516%2F2006%2F03%2F004&usg=AOvVaw2gRfuMX883JWyH0lzFBrBZ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jImOXXwPXWAhXFq5QKHRHuAN4QFggwMAE&url=http%3A%2F%2Fiopscience.iop.org%2Farticle%2F10.1088%2F1475-7516%2F2006%2F03%2F004&usg=AOvVaw2gRfuMX883JWyH0lzFBr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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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銀河系結構 

 

本太陽系所處之星系為銀河系(milky way galaxy)，是一個棒旋星系(如圖 2)，整體形

狀呈現中間厚、邊緣薄的盤狀體(如圖 3) 27，銀河中心(稱為銀心 galactic center)是銀河最

亮的區域，在銀心位置直徑大約 15,000 光年範圍內的恆星形成核球(Nuclear Bulge)，最

中心處有強烈的電波源，可能是個超大質量黑洞，稱為人馬座 A*(Sagittarius A*，簡寫為

Sgr A*)，銀心外圍主要部分為呈漩渦狀的盤面，稱為銀盤(galactic disk)，銀盤外面則是

由稀疏的恆星和星際物質組成的球狀體，稱為銀暈(galactic halo)，整個銀河系直徑大小

約 100,000~150,000 光年 28,29，厚度約 2,000 光年，大約包含 1,000~4,000 億顆恆星 30-32，

太陽系位在距離銀心大約 26,000 光年的獵戶座旋臂(Orion arm)內側邊緣。整個銀河系對

銀河系外的參考坐標系以大約每秒 600 公里的速度在移動，在銀河系內部中很大的距離

範圍內，恆星和氣體相對於銀河中心大概都具有每秒 220 公里的軌道速度，如此的恆定

轉速與克卜勒動力學(Keplerian dynamics)相牴觸，因此推測銀河系中有極大的質量為不

發射也不吸收電磁輻射的"暗物質" 27,33。 

 

 
 
圖 2 銀河系上視結構圖。由藝術家所繪製並加上詳細注釋，包括螺旋臂和其他部件如凸

起的位置，本版本為更新圖像，包括從 Paranal 天文臺 ESO VISTA 望遠鏡的調查資

料推斷出的中央凸起形狀的最新映射。(Credit: NASA/JPL-Caltech/ESO/R. Hurt) 2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92%E6%97%8B%E6%98%9F%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6%E6%99%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7%90%83_(%E6%98%9F%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6%E6%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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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歐洲南方天文台拍攝的 360 度銀河系全景圖(由照片馬賽克合成)。銀河系中心在視

野的正中心，銀河北方朝上。27 

(ESO/S. Brunier - The Milky Way panorama, CC BY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5001611) 

 

(2)銀河系暗物質之實際觀測值 

 

銀河系的質量由於使用的方法和資料的不相同，可能會有不同的估計結果。根據喬

吉·潘那路比亞(Jorge Peñarrubia)在2014年發表的研究結果，銀河系的總質量大約為

1.1×1012M☉
34，在銀河系中很大的距離範圍內，恆星和氣體相對於銀河中心之平均軌道

速度為每秒220公里，而在太陽系附近之軌道速度(circular velocity)則為245±23 km/s 34；另

外、保羅·馬克米連(Paul J. McMillan)在今(2017)年二月提出35，銀河系恆星總質量約為

(54.3 ± 5.7) × 109M⊙，總維里質量(total virial mass—依據維里定理Virial theorem計算在集

團中星系的平均理論質量)約為(1.30 ± 0.30)×1012M⊙，(所以暗物質約有1.25×1012M⊙，大

約佔銀河系總質量96%)，太陽位置的軌道速度(circular speed at the Sun)約為232.8 ± 3.0 

km/s；其他不同學者的研究，亦可能得到不同的數據。 

 

(3)星系旋轉速度與質量計算之矛盾 

 

根據克卜勒(Kepler)第三運動定律，距離旋轉中心越遠，繞行週期越長(速度越慢)；

另外、亦可由萬有引力及向心力關係，依下列方式簡單推演得知繞行速度與距離關係： 

由：萬有引力＝向心力 

即：
r

mv

r

mM
G

2

2
  

可得 
r

GM
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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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形、重力常數 G 及星體質量 M 為定值 

∴
r

1
v   

顯示繞行速度 v 隨著半徑而減少，太陽系中的行星即是如此，但是針對星系實際觀

測所得之旋轉曲線顯示，即使在可見的邊緣以外仍維持差不多的速度(如圖 1 所示)，此

實測結果與上述理論推演結果明顯矛盾。因此、若由實際測得之 v 大致為定值之結果，

假設質量分布不是定值，而是隨半徑而變，亦即 = ( )，則： 

由
r

GM
v  ≒定值 

可得  ( )∝                                                           (2) 

 

顯示質量隨著半徑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實際上星系中可觀測之星球天體數量(質量)

隨半徑而遞減，似乎並沒有看到具有大質量之天體存在於星系外圍區域，(2)式又與實際

觀測結果矛盾；因此、只能先假設是存在尚未知曉之暗物質造成之影響，亦即：旋轉曲

線後段平坦的效應，是由暗物質重力作用在星球或雲氣上所造成的效果。 

 

 

(三)產生觀測數值與預期數值矛盾之可能原因 

 

前述產生“宇宙膨脹加速”之原因、以及“星系旋轉內外速度幾乎相同”的特殊現象，

可能有如下因素導致： 

 

1. 可能確實有能量及物質未被觀測到：亦即可能確實有未知之暗能量及暗物質存在，其

形態、作用關係、偵測方式…，至今科學家尚未完全知曉，尚待深入觀測發現。 

 

2. 可能原先預測之數學物理模式尚不正確：目前對於宇宙加速膨脹現象之內涵，可能尚

未能清楚掌握，因此亦未能建立適當之數學模式；對於星系旋轉曲線觀測數值與計算

數值之矛盾，原先之引力模式可能仍不適當或仍須修正，以至於計算數值無法與觀測

現象吻合。 

 

3. 上述兩者可能性同時存在：暗能量可能確實存在，而且對於宇宙各階段生滅變化過程

及膨脹之速率，現階段科學家也尚未清楚觀測及掌握，數學模式需因應較合理、較可

能的生成模式適當建立；暗物質亦可能確實存在，或者亦可能是暗能量，對於星系旋

轉模式之機制內涵尚未清楚，數學模式仍待修正或建立。 

 

對於上述三點可能性，第 3 點看法統合前兩點，較為保守，應可作為基本認知及處

理方式，方不至於掛一漏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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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旋和力與旋和炁場的基本內涵與特性 

 

(一)旋和力、旋和律、旋和炁場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第二章介紹宇宙之起源，由一個太陽系之生成，介紹到整體

宇宙之概況；其中包括旋和力、旋和律、旋和炁場等概念。茲簡介如下： 

 

1.旋和力之發生：簡要而言、在既存的星系(如銀河系)中之恆星形成過程，初步由

混沌狀態起始，其中之水分經過長期推磨激盪之結果，逐步由水化水蒸氣、由氣化電、

由電化先天炁，再經過與另一個穩定恆星邊界接觸獲得角動量之後(旋風邊界效應)36，該

股先天炁逐漸化為旋轉高能光熱之稜形凝體，其後之變化為：「…此稜形之光熱凝體降

至…由電化炁之高度時，因與由下而上繼續上升之電質相遇，因而交相推磨大旋不已，

旋和力遂告形成」37，這是由混沌狀態，逐步發展到初步旋和力發生之過程，此處之「旋

和力」可理解為「形成初步迴旋炁盤之內部作用力場」。 

 

2.旋和律之形成：依據《新境界》第二章之說法，上述「旋和力初步形成之後，因

受繼續上升之炁體不斷之推動，遂自成一種以高速度旋轉之光熱炁體，並由於炁體不斷

抱合沖盪之影響，由大而小，由無律的公轉而成為有律的公轉，終至形成為一種橢圓形

之圈狀運行不已，而旋和律於焉告成」37，此處之「旋和律」可理解為「自混沌之星雲

氣體逐步形成穩定旋轉炁盤之規律」；後續由較大之旋轉炁盤逐步納入中、小之氣盤，

再經過極長時間之變化，形成如太陽系般具有恆星、行星及衛星之穩定恆星系統。 

 

3.大宇宙旋和炁場：依據《新境界》第二章之說法，「宇宙者，即由多數之旋和系

所集成之一大旋和系也。……旋和系與旋和系之間依其旋力大小之不同，故有距離不等

之大小空間隔離之…38」，有關整體宇宙(大旋和系)之全貌，《新境界》第二章又有如下

之描述：「大旋和系之全面觀─整個之宇宙即由千千萬萬之旋和系所形成……在此千千

萬萬個旋和系(每一個旋和系即等於一個太陽系)之中，由生長至混沌，由混沌而再生

長，消長長消，遞嬗不已(大彗星即為毀滅之旋和系而被其鄰系之旋風所捲去之白熱星

雲電炁液體)，且在此千千萬萬之外，尚有不斷繼續形成之新系，宇宙之大實無窮無盡，

難以想像也。38」綜合這兩段文字有兩個重要觀念：其一、整體宇宙是一個大旋和系，

其中包括千千萬萬個小旋和系(太陽系)；其二、小旋和系(太陽系)消消長長、不斷生滅變

化不已；換言之、大旋和系代表整體宇宙，小旋和系代表太陽系，可知「旋和系」其實

是一個通義名詞，代表旋轉調和之天體結構系統，可以代表恆星(如太陽系)、星系(如銀

河系)…更大的或整體宇宙旋轉天體。另外、由其他經典及聖訓資料顯示(詳下段內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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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整體宇宙之生滅變化內容，其實包括正、反宇宙之運作內涵 06，反宇宙是一個能量

聚集之炁性旋和場，正宇宙則是大爆炸能量釋放之炁性旋和場，正、反宇宙皆屬旋和炁

場，一個向內迴旋運動、能量聚集增加，一個向外運動、能量釋放降階，而正宇宙中各

等級天體，如大銀河星群、星系、恆星…等，皆可視為大小不等之旋和炁場。 

 

 

(二)正反宇宙相生相成模式概述 

 

茲摘錄《新領域》中有關宇宙母體與宇宙生命萬象自發形成概要程序 39，以大要描

述宇宙背景真空炁海與各級生命之生成關係，另將從炁海與真空場中自發形成宇宙母體

與宇宙生命萬象概念顯示於圖 4 中： 

 

1. 反宇宙炁旋場形成 

 

(1)前宇宙狀態：在吾人所認知之宇宙形成之前，僅有無序之炁場，雜亂存在於背景真

空(屬於絕對真空)之中，此一狀態可稱為無序的宇宙炁海場。 

(2)反宇宙形成：在浩瀚無序的宇宙炁海場中，逐漸演化淬煉形成反宇宙第一層次之有

序背景本體，整個背景構成一個(相對)真空基底，其有序之規律具有旋和及蘊蓄淬

煉之特性，並逐漸形成先天之旋和炁盤且中心高能之狀態，於此反宇宙中心孕育大

小宇宙生命之原型。 

 

2. 正宇宙炁旋場形成 

 

(1)正宇宙中心形成：在反宇宙之背景真空中心本體，蘊蓄形成極高能階之極子、高能

原初炁粒子(其過程可能類似但並不相同於物理真空中所述自發對稱性破缺生成高

能之次原子粒子—因真空等級不同)，構成正宇宙大爆炸之基礎，當條件聚足，正宇

宙中心之外層產生大爆炸，能量向外擴散降階形成正宇宙。 

(2)形成各級天體、生成各類生命：大爆炸發生在正宇宙中心之外層，並生成正法銀河

星群，且依正、智、明、信、成、住、劫、壞、空之程序逐漸降階變化，能量向外

擴散降階形成整個正宇宙天體，各類大、小宇宙生命由此產生。 

(3)生命衰亡、天體毀滅：由於能量向外擴散降階，最終所有皆歸於虛空，即逐漸形成

所謂空法銀河星群之現象，所有天體、生命、物質、分子、原子…，所有結構全部

崩解毀壞，回復至次原子粒子甚至更次於次原子粒子之更細微炁氣粒子狀態。 

 

3. 正反宇宙循環生滅變化不已 

 

(1)正反宇宙在背景真空基底之炁海場中不斷循環生滅演化：所有物質以更次於所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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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粒子之狀態(炁)，沉浸在反宇宙迴旋炁海場中，聚集回歸於反宇宙中心，匯聚

醞釀並持續產生大爆炸，如此過程循環不斷，且正宇宙、反宇宙之作用同時存在。 

(2)正反宇宙及大小宇宙之生命變化內涵，必須在反宇宙蘊蓄炁能之機制形成之後，一

切才可能發生，在此之前一切空無—或只能說僅存在浩瀚無序的炁海，且在正反宇

宙生命循環機制形成之後，一切亦將永不停息，意即：當反宇宙自炁海中首次生成

並形成正宇宙之後，一旦此規律形成，正反宇宙即持續相生相成、不斷循環生滅變

化(正宇宙擴張變化之同時，反宇宙持續聚集炁能，條件俱足即產生大爆炸)。 

 

 

 

 

 

 

 

 

 

 

 

 

 

 

 

 

 

 

 

 

 

(三)正、反宇宙炁旋與各級真空基底 

 

前述反宇宙炁旋構成「背景真空基底」(屬相對真空，“前宇宙”雜亂無序之炁場所處

之背景真空態則屬於絕對真空)，正宇宙大爆炸逐級形成第一至四級真空基底。茲摘錄

《新領域》中有關各級真空基底之內涵於下 39： 

 

若將反宇宙之聚炁場當成真空基底(屬相對真空)，可稱為「背景真空基底」，大爆

炸之正宇宙能量層作為另一層級之真空基底，可稱為「第一級真空基底」，在此基底上

向外擴張之正宇宙，逐一歷經前述能量降階衰變之程序，其中所形成具有旋轉形式之星

無序之炁雜存於背景真空中 

圖 4 從炁海與真空場中自發形成宇宙母體與宇宙生命萬象概念圖 

註：當反宇宙自炁海中首次生成並形成正宇宙之後，一旦此規律形成，正反宇宙即持續相生相成、不斷

循環生滅變化(正宇宙擴張變化之同時，反宇宙持續聚集炁能，條件俱足即產生大爆炸)。37,38
 

炁海與真空 

反宇宙 

正宇宙 

形成各級天體 

生成各類生命 

逐漸形成先天之旋和炁盤且中

心高能之狀態，並醞釀大小宇宙

生命之原型 

宇宙中心之外層產生大爆炸，能

量向外擴散降階形成正宇宙 

大爆炸生成正法銀河星群，並依

正、智、明、信、成、住、劫、

壞、空之生命程序逐漸降階變化 

生命衰亡 

天體毀滅 

 

由於能量向外擴散降階，最終所

有皆歸於虛空，即逐漸形成所謂

空法銀河星群之現象 

更次於次原子粒子 

之狀態(統稱為炁) 

以更次於所謂次原子粒子

之狀態(炁)，沉浸在反宇宙

迴旋炁海場中，聚集回歸

於反宇宙中心，匯聚醞釀

並持續產生大爆炸，如此

過程循環不斷。(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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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橢圓星系)自成一個獨立的星體生命系統，其旋轉調和之背景炁場可視為另一真空

基底，可稱為「第二級真空基底」；依此類推，在星系內之各別恆星旋轉調和之背景炁

場亦形成另一真空基底，可稱為「第三級真空基底」，而恆星中之行星炁場所成之另一

真空基底，可稱為「第四級真空基底」(例如離開地球到月球等外太空範圍，但未到達

其他行星)。 

 

上述背景真空基底及第一至四級真空基底顯示正反宇宙之背景狀態，特別的是：有

反宇宙「背景真空基底」之聚集炁能，方能產生大爆炸之正宇宙各級旋和天體及其各等

級真空基底，而由於反宇宙不斷聚集炁能，條件具足時，可源源不斷產生大爆炸，形成

正法銀河星群，形成密集星群一波向外推擠一波之整體正宇宙圖像。 

 

 

 

四、暗能量、暗物質與旋和炁場之關係初步解析 

 

透過前述正、反宇宙及旋和炁場之概念，吾人可提出對暗能量及暗物質之看法如下： 

 

(一)正、反宇宙與暗能量之可能關係 

 

依據前述正、反宇宙概念，行星、恆星、星系…皆沉浸在大小不等之正宇宙旋和炁

場內，而宇宙之所以加速膨脹，其可能原因為： 

 

1.宇宙之所以“膨脹”：可能由於反宇宙不斷向內蘊蓄炁場能量，條件具足即在正、

反宇宙中心產生大爆炸，其爆炸向外之動力促使正宇宙之物質及能量向外移動，因而正

宇宙向外膨脹。 

 

2.宇宙膨脹之所以“加速”：則可能是在此一膨脹階段，能量炁場向外之推擠力量(Fc)

與由反宇宙旋和場所造成之向內引力場(Fa)抵銷後，仍有向外淨力(Fn = Fc - Fa ﹥0)、因而

導致“加速膨脹”之階段性結果。 

 

3.宇宙向外膨脹現象，是否可能因動力關係，在某階段加速(Fn ﹥0)、在某階段減速

(Fn ﹤0)…仍需持續進行天文觀測加以釐清。 

 

上述概念中、若認為炁場為尚未知曉之能量或物質，則可視炁場為暗能量，若是科

學家能逐步解析炁場概念及其本質，則可以說：炁場之變化導致正宇宙星體膨脹之加

速、減速…，甚至可能逐漸解析宇宙減速膨脹至速度為零、物質崩解至極細微時，宇宙

邊界以炁場形式逐漸迴旋聚集於反宇宙中心，並作為醞釀下一次大爆炸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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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旋和炁場與引力、暗物質之可能關係 

 

依據前述正宇宙旋和炁場變化生成概念，欲理解星系旋轉曲線中邊陲與中心之運動

速度大致相同之可能原因，應該需要先理解構成星系生成之可能程序，茲簡要提出於

下：(可能與目前天文學所認知之程序不同) 

 

1.在正宇宙經大爆炸向外膨脹變化之過程中，其中有大小不等之炁氣能量團，部分

運動中之炁氣能量團可能互相撞擊產生漩渦運動，上述現象各自獨立發展並可能逐漸連

結的結果，較大的漩渦運動主體可能吸引較小的漩渦運動體(包括能量及物質)，使其成

為其中之部分(旋臂)，旋臂中更次級之漩渦體，可能逐漸發展為恆星，經過極長時間，

整體慢慢形成如渦旋般之星系盤。並可能由於能量慢慢聚集的結果，形成高能之星系核

心，該核心炁旋因能量聚集，能量及溫度更形提高，核心與周邊旋臂皆沉浸在最大之星

系盤中。 

 

2.值得注意得是：組成前述整個漩渦體星系盤(星系)之中心及周邊旋臂，可視為大

約同時形成，亦即兩個或多個運動中的星氣團碰撞形成漩渦，整體組成最大漩渦之中心

與周邊旋臂，因而(同時)形成整體盤面，並逐漸形成穩定之旋和炁場，連結整個漩渦運

動體之旋和炁場成為此局域空間之最大背景真空炁場。此星系之整體旋轉動力由原先個

別之漩渦運動體連結提供，動力由外而內提供並捲入，整個盤面結構屬尺度較大之“類

鋼體結構(quasi-rigid body)”，也因此漩渦場之周邊與中心之旋轉速度大致相同，其動力

模式應依此形式建立。(如本段所述、並非核心先形成，再帶動外圍之星際雲氣，因此

恆星或星系「結構拖曳效應(frame-dragging effect)」之說法可能有誤—因果關係倒置。) 

 

3.漩渦運動(旋和炁場)旋轉之旋和力造成質量集中與引力效應，並提供整體運動之

向心力(Fcp，centripetal force)，與大部分物質及能量向外移動之離心力(Fcf，centrifugal 

force)達成徑向之力平衡(Fcp = Fcf)，形成較為穩定之漩渦(旋和)天體結構，徑向力未達平

衡者則可能有向心(Fcp ﹥ Fcf)或向外(Fcp ﹤ Fcf)之運動。 

 

4.若僅依據週期表元素而言，則應該沒有暗物質存在；但若認為尚可能有未發現之

“前元素”(pre-element)之物質存在形式，或可能包括次原子粒子，則暗物質可說是構成

星系結構之前、已先產生前述較高能階漩渦運動(旋和律)之背景真空炁場成分(包括較一

般認知星際雲氣更細微之炁氣粒子及次原子粒子)。另外、宇宙星體結構必須發展成渦

旋般之星系盤，才可能逐漸孕育出吾人所認知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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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體系統(恆星間或星系間)之炁場平衡：三星體炁場平衡計算 

 

在此、吾人可利用三星體炁場平衡之簡單計算，初步理解旋和炁場與引力之交互關

係，從而思考暗物質之問題。 

 

1. 炁場平衡之旋風軌道半徑(恆星間炁場平衡)—太陽系旋風軌道炁圈半徑尺度 

 

先前吾人在研究「太陽系旋風軌道炁圈半徑尺度」時 40，曾進行簡單之三星體炁場

平衡計算。為計算本太陽系旋風軌道風圈範圍之尺度，吾人選取與本太陽系最近的兩顆

恆星來比較； 

 

其一、與太陽距離最近的恆星－半人馬座 α 星，距離太陽約 4.37 光年，半人馬座 α

星是屬於南門二(α Cen)的一個三合星系統，共有 A、B、C 三顆星體，A 為主星； 

其二、與太陽距離第二近的恆星－巴納德星(Barnard's Star)，距太陽約 5.96 光年，

南門二與巴納德星相距約 6.47 光年，圖 5 顯示此三顆恆星之相對位置關係，恆星兩兩之

間亦有相對之(電化)旋風軌道； 

 

 

 

 

 

 

 

 

 

 

 

 

 

依據簡單的數學計算可知，太陽系旋風軌道風圈最大範圍距中心之半徑尺度約 1.93

光年(可稱為「旋風軌道炁圈半徑」)，另外兩個恆星之旋風半徑分別為巴納德星 4.03 光

年，南門二 2.44 光年。 

 

依據《新境界》第二章第二節：「三個旋和系中，左右大而中央小者，必偏於左右

較小之一面」41，由於三恆星之質量比 Ms : Mc : Mb=1 : 1.100 : 0.144，半徑比 rs : rc : rb=1 : 

1.227 : 0.196，(足碼符號：S－太陽，C－南門二，B－巴納德星)，比對上述數據關係，

巴納德星之質量及體積最小，但風圈尺度卻最大，而太陽與南門二質量及體積相當，但

兩星距離(光年) 方程式 旋風半徑(光年) 

太陽--南門二：4.37 S+C=4.37 S=1.93 

南門二--巴納德星：6.47 C+B=6.47 C=2.44 

巴納德星--太陽：5.96 B+S=5.96 B=4.03 

註 1：符號 S—太陽, C—南門二, B—巴納德星 

註 2：兩兩恆星之間存在電化旋風軌道。 

 

圖 5 太陽、南門二、巴納德星三顆恆星位置距離之交互關係 

S 

C 

B 

電化 
旋風軌道 

電化旋風軌道 

電化旋風軌道 

太陽系 

南門二 
(半人馬α ) 

巴納德星 5.96 

6.47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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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中太陽之風圈最小，可知：旋風半徑大小與恆星本身之質量及體積大小非直接相

關，應與其形成前後之先天氣炁旋流狀態、氣炁密度、壓力…等因素有關。 

 

2.三恆星系統彼此間之萬有引力數值關係 

 

依據天文觀測及前述計算數據，可彙整太陽(S)，南門二(C)，巴納德星(B)相關數據

如下： 

質量比 Ms : Mc : Mb=1 : 1.100 : 0.144 

炁圈半徑比 Rs : Rc : Rb=1.93 : 2.44 : 4.03 

兩兩恆星距離：Rs+Rc=4.37 

Rc+Rb=6.47 

Rb+Rs=5.96 

 

若以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公式計算兩兩恆星間之引力大小關係，可列式如下： 

2

21

R

MMG
F


  

2

2

2
0576.0

)37.4(

1.10.1

r

Gm

r

mmG
Fsc 


  

2

2

2
00405.0

)96.5(

144.00.1

r

Gm

r

mmG
Fsb 


  

2

2

2
00378.0

)47.6(

1.1144.0

r

Gm

r

mmG
Fbc 


  

 

上述數值顯示：三個恆星之間、兩兩之萬有引力數值大小並不相等，亦即：三個星

體引力場彼此之間並不平衡！理論上而言此恆星系統並不穩定，但事實並分如此，可知

單純以目前之萬有引力數學關係及質量概念詮釋此現象，並不完整。 

 

此一結果暗示：萬有引力公式似乎並不適用於此力場之平衡關係。造成此結果之可

能原因有： 

(1)炁場平衡關係並不適合用於如上計算所列恆星兩兩力場之平衡。但這樣頗奇怪！

眾多恆星天體虛懸於太空中，屬於平衡之天體系統，以各種方式驗證、計算其中之關係，

應都可平衡，亦即：星系中三恆星體以上之多體平衡關係應普遍存在。 

(2)萬有引力關係式可能需要修正。 

(3)另外、亦可能並無所謂的暗能量(dark energy)與暗物質(dark matter)存在。 

 

據此、吾人推論：需發展炁場平衡關係式，以修正萬有引力關係式，或需以炁理平

衡之旋和律觀念，修正萬有引力關係式，且同時修正暗能量與暗物質觀念。 



17 

 

3.以力場(炁場)平衡觀念計算星體之相對質量(relative mass) 

 

由於以質量比關係（Ms : Mc : Mb=1 : 1.100 : 0.144）所計算出之兩兩引力大小並不相

等，在此可能有兩種修正方式：其一、修正質量之數值大小；其二、修正萬有引力觀念。

首先假設萬有引力觀念正確，進行質量之修正： 

 

若仍以現有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公式，進行質量之修正計算－亦即計算星體之相對

質量(relative mass)，由於在多體(四個以上)恆星系統中，恆星體彼此之間皆有引力關係，

其計算較為複雜，為簡化問題，仍先以前述三體恆星系統為例： 

 

條件一、兩兩恆星間之距離（Rs+Rc=4.37，Rc+Rb=6.47，Rb+Rs=5.96）為空間關係，為經

由天文觀測所得，大致應無疑義，由之計算所得之炁圈半徑比（Rs : Rc : Rb=1.93 : 

2.44 : 4.03）亦應屬正確合理。 

 

條件二、由於星體之間屬於穩定平衡之狀態，其引力場間應彼此平衡，故可假設：三恆

星系統中兩兩恆星間之引力大小關係相等。 

 

關係式、依據上述兩條件，可列出等式關係並求計相對質量(relative mass)如下： 

cbsc FF   → 
2

bc

2

cs

47.6

MMG

37.4

MMG 



 → sb M192.2M   

bssc FF   → 
2

sb

2

cs

96.5

MMG

37.4

MMG 



 → bc M538.0M   (此式可不用) 

bscb FF   → 
2

sb

2

bc

96.5

MMG

47.6

MMG 



 → sc M178.1M   

∴Ms : Mc : Mb=1 : 1.178 : 2.192 

 

總質量關係： 

未修正前：Ms + Mc + Mb = (1+1.100+0.144) Ms =2.244Ms 

經修正後：Ms + Mc + Mb = (1+1.178+2.192) Ms =4.370Ms 

質量增加百分率： 95%94.7%100%
2.244

2.244-4.370
  

 

此數值與前述星系中之暗物質所佔比例(95~96%)、或整個宇宙中暗物質加上暗能量

總和比例(95.1%~95.4%)在數值上有甚高的相關性！可依此原則另以多星體系統進行計

算，而真正的恆星引力關係式為何已值得吾人重新思考。由此簡單計算結果顯示：現有

之萬有引力關係式似乎不適用於星系中天體關係之計算，必須修正或發展新的萬有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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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而欲了解有關暗能量與暗物質之內涵為何，可能需從炁場之本質下手。(特別說

明：上述計算若是改換以 Mc及 Mb為比較基準，則所得之質量增加百分率計算結果無實

際參考意義，可能是因為目前天文觀測所得之數值，皆為以太陽系為比較基準，若在重

力模式可能有疑義之前提下，轉換成以不同星體質量為基準時，將可能導致計算上之誤

差。) 

 

 

(四)萬有引力之旋和系統炁理平衡修正式 

 

依據前面第三之(一)節及第四之(二)節及所述，星系與恆星之生成模式可能類似，基

於下列理由，可統稱為旋和系統(並可能據以推展「雙李旋和系統生成氣化動力模型」
42,36)： 

 

假設一、旋轉動力來源：恆星生成模式並非以中心質量帶動整體之圓周運動，而是

周邊星際物質之炁氣旋流為動力源頭，逐漸凝聚並形成中心之恆星(如太陽)或星系中心

(如銀心)。在此狀態下、「慣性拖曳效應(frame dragging)」(以中心為旋轉動力主體，帶

動周邊時空旋轉)應修改為「炁旋帶動效應」(周邊氣旋為旋轉動力之主體，帶動整體時

空旋轉)。 

 

假設二、旋和系統動力平衡：數個鄰近且已發展穩定之旋和系統，彼此之間達到一

種炁氣動力平衡之狀態，其中包括如下兩項重要內涵：其一、兩兩旋和系統彼此間之炁

場風圈斥力(旋和力)平衡，其二、本系內為炁場向心力(引力)與離心力之平衡。 

 

依據上述假設可能發展新的或修正原有萬有引力公式，可暫稱之為「旋和系統炁理

平衡之萬有引力關係式」，以解決暗能量(dark energy－讓宇宙加速膨脹的能量)與暗物

質(dark matter－星系旋轉曲線顯示外圍星球旋轉速率和內側星球差不多)兩個問題。在

此僅先提出引力修正模式之概念及要項，包括：(1)炁旋場即是一種空間曲率場，(2)引力

是炁旋場向心分量，(3)建立炁旋場整體動力模式--炁旋邊界動力效應、整體動力分佈…，

(4)可據以建立炁旋場整體速率分佈模式；另外，實際之作法可能包括：A.以星系外圍切

線速度(或角速度)為主要動力之起始。B.並給定依星系半徑分佈之炁場速度變化率。C.

建立炁場平衡關係式。 

 

 

(五)解析其他論述：乙太之謎—「麥克遜-莫雷實驗」並未證明乙太不存在 

 

乙太(ether 或 aether 或稱為 luminiferous aether 光乙太)是亞里斯多德所設想的一種

物質，早期科學家在探討宇宙時空的關係中也常提到「以太」觀念，17 世紀時笛卡兒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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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太引入科學，並賦予它力學性質，19 世紀的物理學家曾認為它是電磁波的傳播媒介，

但是在 1887 年邁克森-莫雷的實驗之後，「以太」似乎已經被證明不存在，然而、檢視

相關的實驗內容，吾人建議應對該項結論持保留態度。 

 

為了測量「以太」的性質並證明其存在，1818 年菲涅耳(Augustin-Jean Fresnel，

1788-1827)提出部分曳引假說，認為真空中的以太是絕對靜止的，而透明物體(折射率 n

＜1)在運動中能部分地曳引以太一起運動；1851 年斐索(Armand Hippolyte Louis Fizeau，

1819-1896)在流水中比較光速的實驗證明了菲涅耳公式，1868 年霍克(Hoek)的實驗又一

次證實菲涅耳的部分曳引假說。菲涅耳的部分曳引假說一再得到實驗證實，使它成為以

太理論的重要支柱，但其中另一條論點卻仍未確認，即當 n=1 時，曳引係數 k=1-1/n2=0，

以太應處處靜止 43，菲涅耳認為地球是由多孔物質組成，以太在其中運動幾乎不受阻

礙，且地球表面的空氣由於折射率近於 1，因此不能或只能極其微弱地曳引以太，可以

把地球表面的以太看作是靜止的，當地球在以太中運動，以相對運動的概念從物體上

看，就好像以太在漂移，因此、當地球沿軌道繞太陽運轉，沿相反方向必定形成以太風
43-45，因此可通過測量以太相對於地球的漂移速度，來證實以太的存在和探求以太的性

質 43，這是由菲涅耳認為真空中的以太是絕對靜止的假設所得到的推論。 

 

直到 1879 年還沒有一個實驗能測出上述漂移速度，馬克士威 (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在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的〈以太〉條目中寫道 46：「如果可以

在地面上從光由一站到另一站所經時間測到光速，那麼我們就可以比較相反方向所測速

度，來確定以太相對於地球的速度。然而實際上地面測光速的各種方法都取決於兩站之

間的往返行程所增加的時間，以太的相對速度等於地球軌道速度，由此增加的時間僅占

整個傳播時間的億分之一，所以的確難以觀察」。馬克士威的資料與信件促使邁克生

（Albert Abraham Michelson，1852-1931）設計出一種新的干涉系統，用兩束相干的彼此

垂直的光比較光速的差異，從而對以太漂移速度進行檢測，靈敏度達到了馬克士威要求

的量級：億分之一。43 

 

1880 年 4 月邁克生在德國波茨坦(Potsdam)柏林大學的赫姆霍茲實驗室，完成創造

性的干涉儀實驗，可是結果出乎邁克生的意料，條紋移動遠比預期值小，而且由所得結

果推論以太與地球運動沒有固定的位相關係，於是邁克生大膽作出結論：「結果只能解

釋為干涉條紋沒有位移，可見靜止以太的假設是不對的。47」這個初步的結論，邁克生

仍稍作保留，期望能進行更精密的實驗。1887 年邁克生與莫立(Edward Williams Morley，

1838-1923)的合作實驗於美國克利夫蘭進行 48，實驗結果也使得他們非常失望，原本想

要測量運動的地球對於靜止以太的相對速度(或稱：以太對於地球的飄移速度)，但是所

得到的結果是：實驗數據不顯示有相對於地球運動是靜止的以太，這是一個零結果的精

密實驗 49。其後一直到 1930 年為止，科學家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又多次重複了邁克

生－莫立的實驗，並且應用各種手段對實驗結果進行驗證，精度不斷提高。綜合各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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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結果，基本上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沒有相對於地球運動是靜止的以太。這個結論已

經明確否定了實驗先前的假設(由菲涅耳所提出)：真空中的以太是絕對靜止的。50 

 

邁克生－莫立的實驗結果可以有兩種解讀，其一、根本沒有以太存在；其二、地

球與以太之間不存在相對運動。一直以來、科學家採用第一種解讀，認為沒有以太存在；

然而、從暗能量及暗物質觀念之提出，特別是採用前述「旋和炁場」之觀念，第二種解

讀可能更接近實際狀態，也就是說以太可能存在，但不是絕對靜止，而是地球隨著乙太

一起旋轉運動(乙太與地球之間沒有相對運動)；站在科學研究的角度，第二項解讀應該

進行驗證。在處理星體生成動力模式中，「乙太」與「炁場」有近似之性質，對於乙太

可能之光學性質、電磁波載體性質、拖曳性質…，可能需以「炁場」概念重新檢視。 

 

 

 

五、結語 

 

茲提出下列三點內容，作為本文初步之結語： 

 

一、對於宇宙加速膨脹現象之暗能量詮釋，可能由於反宇宙以旋和方式聚集炁能，

經正宇宙大爆炸將物質及能量向外推擠，並且此一程序不斷重複，因爆炸推力造成宇宙

膨脹，而膨脹之所以加速，則可能是在此一膨脹階段，向外之能量炁場所呈現之推擠力

量，與引力場(反宇宙旋和場)抵銷後，仍有向外淨力之結果；惟整體而言、可能有區段

性加速及區段性減速之現象，值得持續廣泛深入觀察。 

 

二、對於星系之周邊星體運動速度與內部大約相同之奇特現象，若欲以暗物質模式

解釋，可能較為遷強，惟若以旋和炁場模式解釋，則與星系形成之前，各別星際物質相

互碰撞逐漸形成盤狀氣旋，由外部動力帶動整體盤面旋轉，並逐步造成核心之物質聚

集，應較為合理，此一模式亦可能與引力之構成相關，以此修正引力模式應較為合理。 

 

三、恆星炁場平衡模式可能做為修正引力模式之基礎，同時由於「炁場」或「以太」

可能與行星同步旋轉運動，因此兩者之間可能並無相對運動，麥克遜-莫雷之實驗僅能

證明此結果，惟不應做為證明乙太不存在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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