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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相对论的错误
姜宝路

2018

01. 为什么相对论是错的？

关于此系列

相对论有两个：

Ø狭义相对论——时间膨胀和长度缩短

Ø广义相对论——万有引力

本系列是专门讨论狭义相对论的

Ø本系列的目的，是利用普通的物理概念，像相对运动，

平均速度，和牛顿第二定律等，来证明相对论是错的。

* 除非特别指明，本系列中的相对论都是指狭义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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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飞船之间的相对速度

两艘宇宙飞船正在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接近地球。

如果它们相对于地球的速度都是光速c，那么它们之间的相对速度是多少？

c c

？

两个不同的速度变换公式

使用通常的速度变换公式，两飞船之间的相对速度是2c。

使用相对论的速度变换公式，两飞船之间的相对速度是c。

wvu 

2/1 cvw
w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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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哪个公式正确？

两个矛盾的结论不能同时成立！

以下是全部的可能性：

通常的
速度变换公式

相对论的
速度变换公式

结论

情况一 错误 错误 相对论是错的

情况二 正确 错误 相对论是错的

情况三 错误 正确 相对论是对的？

相对论只能是错的

为什么在第三种情况下的相对论不能是对的呢？

因为相对论是以通常的速度变换公式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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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否定了通常的速度变换公式，那么以上公式中的c-v和c+v

就必然是错的，相对论的基础就被否定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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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为什么相对论是错的？

因为相对论从普通的速度变换公式开始，推导出了一个与之

不兼容的速度变换公式，从而否定了它自己的数学基础。

*参考资料

[1] “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 , Einstein, 1905, 
http://www.fourmilab.ch/etexts/einstein/specrel/www/
这里是其相对论部分的中文翻译：

http://special-relativity.org/Content/On-The-Electrodynamics-of-Moving-Bodies-Chinese.pdf
相对论的起始公式来自该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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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相对论的速度变换公式来自论文[1]的第一部分，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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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什么是相对论？

• 我们这里不讲通常的相对论概念，像：

Ø时间膨胀

Ø长度缩短

• 我们的目标是：

Ø利用相对运动和平均速度的概念来揭示
相对论的实质，然后由你自己来解释这
些现象。

本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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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速度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了解相对论的实质。

一个人正在河里游泳。他要从下游的A点游到上游的B点，然后再返回来。

如果他在泳池中的游速是c，河水的流速是v，那么他来回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A B

v

C
C

平均速度<C
假设s是A和B之间的距离，那么

从A到B的时间：

从B到A的时间：

总时间：　　　　　

平均速度：

这个平均速度小于游泳者在泳池中的游速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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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来了！

本来，事情应该就到此为止了。

不巧的是，这个游泳的人正是你的老板。

由于他对自己的游泳技术非常自信，如果你说他的平均速度不到ｃ的话，

你肯定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所以你就告诉他时钟或者尺子有问题，并请

他等修好以后再试。 

不过该怎么修呢？

修正平均速度

由于速度=距离/时间，为了把c(1-v2/c2) 变成c，有三种方案可选：

用一个慢的时钟，或者是用一把短的尺子，再不就是把两者都变一点儿。 

方案一：调慢时钟 

方案二：裁短尺子 

方案三：调慢时钟并裁短尺子 

这里的tfix和lfix分别是对时钟和尺子的修正系数。

 22 /11 cvt fix 

 22 /1 cvl fix 

22 /11 cvt fix 

22 /1 cvl 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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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还是必然？

方案三的公式是否有些眼熟？

它们是否让你想起了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

我们方案三的时钟修正公式，和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 ，好像就是一回事 。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完全不是！

22 /1 cvt 22 /11 cvt fix 

修正公式是如何得到的？

首先，我们假定游泳者的运动是相对运动，并让他沿着水流的方向做了一个

往返运动，这就是c-v和c+v 出现的原因。

接着，我们又假定游泳者的运动是绝对运动。也就是说，不管是相对于河水

还是河岸，游泳者的游速都是同样的c。

最后，为了弥补相对运动和绝对运动之间的速度差别，我们只好把时钟调慢

或者是把尺子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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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的思路正是如此

只要把游泳者换成一束光，我们的图示就完全适用于相对论。

首先，爱因斯坦假定光的运动是相对运动，并让光沿着参考系的x轴做了一个往返

运动，这就是他第一个公式里的c-v和c+v的由来。

接着，他又假定光的运动是绝对运动，光速在所有参照系中的速度都是同样的c。

为了弥补相对运动导致的速度变慢，他只好去修改观测到的长度和时间。

多个解决方案？

为什么相对论的结论是唯一的，而我们的解决方案却有很多个？

速度=距离/时间。为了把一个小的速度变大，我们可以把距离变大，或者是把时

间变小。从数学角度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它有无穷多个

解。若想得到唯一解，就必须再加上一个限制条件。

我们的三个解都分别另加了一个限制条件：保持距离不变、保持时间不变、或者

让时间和距离以相同的程度变化。

相对论使用的另外一个限制条件就是爱因斯坦的时钟校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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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什么是相对论？

相对论是试图把相对运动变成绝对运动的一种尝试。

这种尝试有无穷多个“解决方案”，相对论只是其中之一。

为了把一个小于光速的速度变成光速，你只能调慢时钟或者裁短尺子，

这就是时间膨胀和长度缩短的由来。

*起始公式的物理含义

往返总时间的一半=上行时间 （图示中流水的方向是反的）

A B

v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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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 , Einstein, 1905, 
http://www.fourmilab.ch/etexts/einstein/specrel/www/
这里是其相对论部分的中文翻译：

http://special-relativity.org/Content/On-The-Electrodynamics-of-Moving-Bodies-Chinese.pdf
相对论的起始公式来自该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三节：

*参考资料

[1] “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 , Einstein, 1905, 
http://www.fourmilab.ch/etexts/einstein/specrel/www/
这里是其相对论部分的中文翻译：

http://special-relativity.org/Content/On-The-Electrodynamics-of-Moving-Bodies-Chinese.pdf
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来自该论文的第一部分，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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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相对论的第一假定

相对论的两个假定

相对论源于以下两个假定:

1. 一个物理定律不受所选惯性参照系的影响。

2. 在一个“静止”参照系中，不管光源是静止的还是运

动的，光都以确定的速度C传播。

* 这里的惯性参照系，是指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的参照系。

* 除非特别指明，本文中所有的参照系都是指惯性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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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三节来讲两个假定

这两个假定内容较多，要分三个部分来讲:

Ø 相对论的第一假定。

Ø 相对论的第二假定。

Ø 相对论的自我矛盾是怎样产生的？

本节我们就来研究第一假定。

相对论的第一假定

第一假定是:

一个物理定律不受所选惯性参照系的影响。

几个有关问题：

Ø能把抽象的概念变成数学公式吗？

Ø哪个物理定律是和参照系连系在一起的？

Ø该物理定律是否支持第一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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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坠落的轨迹

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它坠落的轨迹是直线还是抛物线？

站在苹果树底下看 坐在运行的火车上看

苹果坠落的轨迹与第一假定

问：苹果的运动轨迹与第一假定好像有矛盾，该如何解释？

答：也许第一假定讲的并不是速度。

问：如果不讲速度，那么参照系有什么用？

答：我们可以试试加速度。通过计算，两个观察者得出了完全相同的加速度！看来
物理定律讲的是运动背后的原因。

问：哪个物理定律使用了加速度？

答：牛顿第二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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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第二定律与第一假定

牛顿第二定律具有证明第一假定的必要条件：

Ø它本身是物理定律

Ø它有具体的数学表达形式

Ø它需要加速度，所以和参照系有关

剩下的部分，就是看它能否完全支持第一假定。

第一假定的证明—场景设置 

在某一参照系中，有一个关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实验正在进行。

我们要证明的是：在任意选取的两个参照系A和B中，F=ma都成立。

因为参照系A和B都是虚拟的，它们对于实验的m和F都没有影响，所以我们要

证明的就是，从两个参照系所得的加速度应该相等。

* 关于质量，我们后面会用专门的一节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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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假定的证明—过程 

实验物体在参照系Ａ中的加速度是： 

实验物体在参照系Ｂ中的加速度是： 

其中:

vB=vA+vAB是从普通的速度变换公式得到的，而vAB是参照系Ａ相对于参照

系Ｂ的速度。因为两个参照系都是惯性参照系，所以vAB是一个常数，它

对时间的变化率为零。 

dt

dv A
Aa 

dt
dv

dt
dv

dt
dv

dt
dv

dt

vvd

dt
dv AAABAABA

Ba 












0B

以上的推导证明了，两个参照系中得出的加速度确实相同。

换句话说，牛顿第二定律在两个参照系中的表达形式确实是完全一样的。

在前面的证明中，我们利用了伽利略速度变换：

这就是我们在高中物理中所学的速度变换公式。

根据相对运动的概念，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所以一个隐藏在第一假定

后面的条件就是：一切物体都遵守相对运动规则。

第一假定的证明—结论 

ABAB 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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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将其隐含条件明列出来，第一假定就可表达为： 

Ø一个物理定律不受所选惯性参照系的影响。

Ø一切物体都遵守相对运动规则。 

*参考资料

[1] “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 , Einstein, 1905, 
http://www.fourmilab.ch/etexts/einstein/specrel/www/
这里是其相对论部分的中文翻译：

http://special-relativity.org/Content/On-The-Electrodynamics-of-Moving-Bodies-Chinese.pdf
相对论的起始公式来自该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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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相对论的第二假定

第二假定—几个问题：

第二假定是:

在一个“静止”参照系中，不管光源是静止的还是运

动的，光都以确定的速度C传播。

有关问题：

Ø光速和光源的运动有无关系？

Ø哪个参照系是静止的？

Ø光源的运动与静止是相对于哪个参照系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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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和光源的运动无关

波的传播速度与波源的运动没有关系。

既然光是一种波，同样的道理自然也适用于光。

波源静止 波源在向右运动

“静止”参照系

问：哪个参照系是静止的？

答：因为运动都是相对的，所以不存在绝对静止的参照系。

问：光源的运动与静止是相对于哪个参照系讲的？

答：不知道。

问：那如何理解第二假定呢？

答：我们去问问爱因斯坦，看看他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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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回答

在《相对论：狭义和广义理论》第一部分的第7节里，爱因斯坦是这样解
释的：

假如在路堤上顺着列车运行的方向发出一束光。对于一个在路堤上的观察
者来说，光的速度是c。对于一个在火车上的观察者来说，光的速度是c-v。
但是根据相对性原则，不管是用路堤还是用火车作参照系，光的速度都应
该是一样的。这样，一个不匹配问题就出现了。 

 注：相对性原则是爱因斯坦对第一假定的称呼。

爱因斯坦眼里的第二假定 

可以看出，爱因斯坦认为第一假定决定了

光速在所有的参照系中都相同。

所以，第二假定中的“静止”参照系的唯一作用，是提供一个
恒定的光速c，以便我们能在所有的参照系中都使用该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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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推理是错的 

爱因斯坦在这里的推理是错的，因为他把第一假定用反了。

第一假定的隐含条件是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对的，在火车上观测到的光速c-v正

是第一假定的直接结果。如果在所有参照系中观测到的光速都一样，那才违

背了第一假定。

本节小结

爱因斯坦把第一假定用反了，所以把第二假定变成了：

光在所有参照系中的速度都相同。

*很多人都把这一结论当成了相对论的第二假定。

*下一节我们会进一步地探讨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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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2] 《相对论：狭义和广义理论》，爱因斯坦，1916，

http://special-relativity.org/Content/Relativity-The-Special-and-General-Theory.pdf

文件来自 Project Gutenberg, 以下拷屏来自第一部分的第7节：

*参考资料

我们第5页的示意图来自以下文章，并略有修改 ：
https://slideplayer.com/slide/8214763/ (Slide 4)，
该文是讲狭义相对论的，作者是Donald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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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相对论的矛盾根源

关于光的几个问题

Ø 光的传播需要介质吗？

Ø 光的运动究竟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Ø 该怎样解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实验结果？

以上问题都不好回答。

幸运的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否定相对论，我们不需要回答

上面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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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相对运动

对相对运动概念的完全了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游泳者相对于河水的速度是c，相对于河岸的速度是c-v(上行)和c+v(下行)，

这就是相对运动的数学表达形式。

A B

v

C
C

相对论以相对运动开始

假如光在所有参照系中的速度都相同，那么以下公式里的c-v和c+v就

应该全换成c。

所以相对论的起始公式描述的是光的相对运动：

  































vc
xtx

vc
x

vc
xtt ',0,0,''',0,0,0,0,0,0

2
1 



specialrelativity@hotmail.com 2018-11-17

3

相对论以绝对运动结束

在半道上，光的运动又变成了绝对运动。

下文引自相对论论文第一部分第3节的中间部分：

With the help of this result we easily determine the quantities ξ,η,ζ by 
expressing in equations that light (as required by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stancy of the velocity of ligh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is also propagated with velocity c when measured in the 
moving system.  

翻译成中文就是：

借助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容易地确定ξ，η，ζ的值。根据光速恒定

性原则和相对性原则，光在运动系统中的传播速度也是c。

错误和光的性质无关

不管光的具体性质如何，它都不可能既做相对运动又做绝对运动。

所以相对论必然是错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什么是相对论”一节中已经讲过了，这里只是

指出了其具体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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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相对论对光提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

在相对论里，光以相对运动开始，以绝对运动结束。

这就是相对论自我矛盾的根源所在。

*参考资料

[1] “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 , Einstein, 1905, 
http://www.fourmilab.ch/etexts/einstein/specrel/www/
这里是其相对论部分的中文翻译：

http://special-relativity.org/Content/On-The-Electrodynamics-of-Moving-Bodies-Chinese.pdf
以下拷屏来自该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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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关于质量的讨论

问题来了

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本文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用牛顿第二定律去验证第一假定的时候，假设物体

的质量是与参考系无关的，而这个假设是与相对论的结论

完全相反的。

立场不同自然观点也就不同，我们怎么能用牛顿系统的观

点去反对相对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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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假定的基础

第一假定从哪里来？

第一假定是一个涵盖一切物理定律的结论，它只能由归纳而来。

归纳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

我们看见一头猪是黑的，看见另一头猪又是黑的，发现见过的每一头猪都是黑的，
于是得出结论：所有的猪都是黑的。

第一假定也必定从某个个例开始。

通过苹果坠落的例子，我们知道牛顿第二定律就是这个个例。

相对论下的牛顿第二定律

把牛顿第二定律

放到观察同一个实验的两个参照系中，就变成了：

因为在相对论下，时间、长度、还有质量都是可变的，该公式就不能再

简化了。

B

B
B

A

A
A

dt
dvm

dt
dvm 

dt
dvmm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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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系统下的牛顿第二定律

在牛顿系统中，不同参照系中的时间、长度、还有质量都是一样的，于是

就可以简化为：

对以上公式进行积分，就得到：

这就是通常的速度变换公式。

所以，在牛顿系统中，第一假定与通常的速度变换公式就是同一回事。

B

B
B

A

A
A

dt
dvm

dt
dvm 

dt
dv

dt
dv BA 

wvv BA 

牛顿第二定律的完全形式

牛顿第二定律的完全形式是：

应用到两个不同的参照系中，就变成了：

在相对论下，这就是最终形式。

而在牛顿系统中，由于质量不变，所以可以把它直接从括号里提出来，于是

牛顿第二定律又变回了常用的形式：

因而我们前面的结论保持不变。

 
dt
mvdF 

   
B

BB

A

AA

dt
vmd

dt
vmd



  ma
dt
dvm

dt
mv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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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

第一：在牛顿系统中，其质量不变的假设和相对运动规则，是和第

一假定完全一致的。

第二：在相对论中，对第一假定的正确应用离不开质量。

因为在相对论的整个推导过程中都没有涉及到质量，所以相对论肯

定违背了第一假定。关于质量的内容是在后面才加上去的。

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是，从第一假定无法得出“光在所有参照系中的

传播速度都相同”的结论。

*参考资料

[1] “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 , Einstein, 1905, 
http://www.fourmilab.ch/etexts/einstein/specrel/www/
这里是其相对论部分的中文翻译：

http://special-relativity.org/Content/On-The-Electrodynamics-of-
Moving-Bodies-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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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相对论的错误
姜宝路

2018

07. 系列总结

为什么相对论是错的？

因为相对论从通常的速度变换公式开始，得出了

一个与之矛盾的速度变换公式，从而否定了它自

己的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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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相对论？

相对论是试图把相对运动变成绝对运动的一种尝试。

这种尝试有无穷多个“解决方案”，相对论只是其中之一。

为了把一个小于光速的速度变成光速，你只能调慢时钟或

者裁短尺子，这就是时间膨胀和长度缩短的由来。

相对论的第一假定

相对论源于两个假定。

第一假定的定义是：

一个物理定律不受所选惯性参照系的影响。

第一假定的基础是牛顿系统。

在牛顿系统下，第一假定和通常的速度变换公式是一回事。

在第一假定的背后有一个隐含条件，那就是：所有的运动

都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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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的第二假定

第二假定的定义是：

在一个“静止”参照系中，不管光源是静止的还是

运动的，光都以确定的速度C传播。

源于对第一假定的错误理解，爱因斯坦把它解释成了：

光在所有参照系中的速度都相同。

相对论的矛盾根源

在相对论里，光以相对运动开始，以绝对运动结束。

这就是相对论自我矛盾的根源所在。

不管光的具体性质如何，它都不可能满足这种相互

矛盾的要求。



specialrelativity@hotmail.com 2018-11-17

4

关于质量

对牛顿系统来说，其质量不变的假设和相对运动规则，

是和第一假定完全一致的。

在相对论中，对第一假定的正确应用离不开质量。

但是在相对论的整个推导过程中都没有涉及到质量，关

于质量的内容是在有了相对论之后才加上去的。所以相

对论违背了第一假定。

结束语

到这里，我们的狭义相对论系列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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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

Ø“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英文版：
http://www.fourmilab.ch/etexts/einstein/specrel/www/

Ø该论文相对论部分的中文翻译：
http://special-relativity.org/Content/On-The-Electrodynamics-
of-Moving-Bodies-Chinese.pdf

[2] 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解释

Ø《相对论：狭义和广义理论》英文版：
http://special-relativity.org/Content/Relativity-The-Special-
and-General-Theory.pdf
文件来自Gutenberg工程。该书是面向大众的，简单易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