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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Highlight
磁体运动，磁体附近就会出现电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只有导体与磁体相对运动时，在洛伦兹力的作用下，才会形成电流，不是因为运动的磁体产生的电场让导体形成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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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Qing
Text
因为前面的解释是错误的，所以爱因斯坦无法理解静止的磁体没有电场，却能使得运动的导体产生电流。

Qing
Highlight
以上例子怎么就可以否定绝对静止的概念？从相对运动的等效来否定绝对运动的概念，完全不合逻辑。

所谓地球相对于光媒介（就是以太）运动的实验，指的就是迈克耳逊莫雷实验。

关于迈克耳逊莫雷实验零结果无法证明绝对静止概念是错误的。

绝对静止参考系是一种理想模型，不需要以太物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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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Highlight
这个论点是没有得到证明的。有质量的物体与无质量物质的运动规律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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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说法是，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相对于绝对参考系总是确定的速度c，与光源运动无关。
     但是，爱因斯坦的说法并没有指明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相对于什么参考系来说的，因而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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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以太是多余的，并不等于绝对静止参考系是不存在的。空间本身是虚无的，“绝对静止的空间”也不过是一种想象的物理存在，将其作为绝对静止的参考系，是一种理想模型。任何理想模型的建立都不需要实际存在真实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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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讲的时钟，不是时间。这个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坐标系的任何变换，不会影响任何真实的物理过程，显然坐标系的变换不会影响电磁过程。而时钟走时是否准确，也不影响真实的物理过程，因为时钟只是计时工具，不是时间本身。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爱因斯坦不仅对时间概念的认识是错误的，对空间尺度的概念的认识也是错误的。他必须要借助于时钟和刚性的量杆这样的实物才能理解时间和空间。而实际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抽象的，是人为规定的、理想化的刻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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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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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本身就不是刚体，用刚体的动力学来讨论光的运动，前提就错了。

Jiqing 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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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Highlight
事件本身不会其什么作用。时间仅仅是计时。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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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Highlight
爱因斯坦总是混淆时钟的计时与物理学时间概念。用钟表的走时来代替时间概念是错误的。钟表走时有准确性问题，而物理学的时间概念是理想化数学模型，即均匀流逝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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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Text
时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存在属于某个地方的时间。虽然有北京时间或格林威治时间等说法，但这种时间只是人为规定的国际计时系统，并非物理学意义的时间概念。在物理学意义上，宇宙的时间是统一的，在数学计量的时间轴上都是均匀的时间间隔。


Qing
Highlight
这里爱因斯坦混淆了两个问题。1. 时间实际发生的时间（物理时间）与观察者用钟表测量得到的时间是不同的。2. 发件发生本身与表明事件发生的光信号也是不同的，不能将观察者看到光信号的时间作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因为光信号本身的传播也需要时间。也有些事件发生并没有光信号传递，观察者没有通过光信号挂查到是否就认为没有发生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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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与观察者的位置有关。这样理解本身就混淆了事件的发生与观察者观察到事件发生的时间的概念。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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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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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搞笑！
为什么在设想多个事件同时发生这样的场景时要借助于“钟”这样的实物计时器？而且同时要借助于一个观察者？如果没有实物的钟表或观察者，物理世界中就没有同时发生的事件了吗？

实际上，物理世界中事件是否同时发生完全不依赖于钟表是否在旁边计时以及是否有观察者在旁边进行观察！观察靠近A处的事件，只不过是对于观察者来说更加方便准确计时而已，而即便如此，计时也不能保证完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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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爱因斯坦注意到了他定义的同时性概念是不精确的，但是如何消除这种不精确性？用什么抽象的方法？想象它不存在吗？

Jiqing Zeng
Highlight
这个例子是非常不妥的。标准时间的计时是有统一标准的，而个人的手表所显示的时间是计时器的走时，这两者是由区别的。即便个人的手表计时非常准确，那也只是计时，并非时间本身。如果计时器不准确，那就更不能代表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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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始终无法摆脱对实物时钟的计时来理解时间概念。他认为，尽管A、B两地使用了相同的时钟，观察者分别看到的也只是A地的时间和B地的时间，而不是共同的时间。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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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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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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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是非常荒唐的。首先，宇宙时间的共同性不需要另外规定。人类观察宇宙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就是通过人为设置均匀流逝的时间间隔来衡量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速度快慢的。因此，时间本来就是一种数学计量模型，它对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统一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统一的计量标准，就无法对万事万物的运动快慢进行比较。第二，光从A到B的时间，与它从B到A的时间，指的是光从A、B两地之间运动所耗费的时间。这与A、B两地的公共时间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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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令人喷饭！再次强调，光在A、B之间的运动所耗费的时间跟所谓的两个共同时间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只不过是光运动克服A、B两地之间的距离所需要耗费的时间。如果A、B两地距离是固定不变的，且光在A、B两地与光传播介质所组成的惯性系中运动，那么光在A、B两地往返的时间必然是相同的。如果A、B两地在真空中，光在真空中传播，则光往返A、B两地所需时间时不同的。此外，如果A、B两地存在相对运动，距离不固定，光在A、B两地之间往返所耗费的时间也不同。可见，以光在A、B两地之间往返的时间是否相同来定义A、B两地的时间是否同步，是非常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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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荒谬的。

Qing
Highlight
任何地方的钟不论是否同步，宇宙的时间都是同步流逝的。这个时间同步性是数学计量的需要，没有这样的数学规定，人类就没有办法对宇宙万事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进行比较，人类就无法对宇宙有正确的、科学的认知。

Qing
Highlight
这种同时和时间的定义是荒谬的，错误的，是脱离实际的个人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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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在该地的时钟所测量的时间是两回事。

Qing
Highlight
根据的是什么经验？

这个表达式是完全错误的。前面已经分析，如果A、B两地是在真空中，光的运动速度是相对于绝对参考系不变的。即便A、B两地之间的距离不变(属于同一个静止参考系），相对于绝对参考系也存在绝对运动速度。因此它们与光之间也存在相对速度，不可能是一个不变的常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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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Highlight
“光在空虚空间中的速度”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任何速度都是相对的，光在真空中的速度，也应该明确它相对于哪个参考系，光在真空中相对于绝对参考系额度速度才是一个不变的普适常数。

Qing
Highlight
时间的定义早就在牛顿力学中已经有了，爱因斯坦自己搞一套用实物钟来定义的时间概念，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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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这样描述才是正确的：某个物理体系内部的物理变化过程，不会因为观察者处于不同参考系而改变（假设观察者仅对物理体系进行被动观察而不对其进行物理干扰）。或者，如果观察者不对物理体系进行物理干扰，不论其在任何参考系对该物理体系进行观察，都不影响该体系的物理变化过程。更简短些，（如果观察者不干扰物理体系）观察不会影响物理体系的物理变化过程。 也就是，不论观察者如何变换参考系对同一物理体系进行观察，都不会影响物理体系本身的物理变化过程。这才是真正正确的相对性原理。

然而，这本非是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的本意。他的本意是指一切物理定律的方程式在不同的参考系下应该保持形式不变。事实上，物理系统自身运动规律不受观察者影响，并不等于观察者在不同的参考系下必须得到相同的数学方程式。


Qing
Highlight
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没错，但是它忽略的速度的相对性。这里“确定的速度V"指的是光相对于那个参考系而言的呢？光在充满介质的惯性系中运动，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于该惯性系不变的，与光源的运动无关。但如果光是在真空中运动，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于绝对参考系而言速度不变，也与光源的运动无关。但是光相对于光源或其它运动的参考系是存在相对运动的，相对于它们的速度是变化的。

Qing
Highlight
时间间隔是理想数学模型，是人为规定的不变的刻度标准，不是爱因斯坦个人定义所能改变的。（可悲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给人们对时间的认识造成了混乱，影响超过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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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直接度量杆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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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Highlight
这个操作描述得十分拗口，含糊，不清楚。但基本知道这是间接测量。

爱因斯坦不清楚物体的实际长度与测量值之间的区别。以测量值代替物体的实际长度进行理论思考是错误的。

由于之前在第1节中对同时性的定义是错误，他对物体长度的观测定义显然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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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动系中杆的长度“？这分明观察者随着一到运动测量出来的，观察者与杆之间是相对静止的！说这个测量出来的长度是”动系中的长度“，完全是思维不清，制造混乱。后面又说是根据相对性原理，它必定等于静止杆的长度l。这不是废话嘛，对于观察者来说，所测的杆不就是静止的杆嘛！

Qing
Highlight
”静系中（运动着的）杆的长度“。
究竟杆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
操作a，”动系中杆的长度“指的是观察者随杆一道运动所测的杆的长度，实际上是与观察者相对静止时测得的长度。
操作b，观测者不随杆一道运动，仅观察杆的始末两端的运动，然后求出它在观察者所在静止参考系中的位置，再用同一个量杆度量两点之间的距离，把这个长度当做“杆的长度”，这是一种间接测量。
显然，爱因斯坦先预设了一个静止参考系，然后观察者随杆一起运动，把观察者与杆认为是在动系中(操作a)。
操作(b)将观察者留在之前预设的静系中，杆在运动。
难道不是以观察者所在参考系为静系吗？
这种描述方式让人产生混淆。


Qing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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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这不正是正确的相对性原理所要求的吗？物体的长度是物体本身的物理属性，观察者在不同的参考系进行观察显然不能影响物体本身的物理属性。测量的不准确是测量者的测量问题。不能把物体的实际长度与观测者测量的长度混为一谈。爱因斯坦挑战物体自身长度不因观察者而改变的基本常识，依据的是什么呢？根据自己假设的两条所谓原理？难道不应该是你的假设违背了基本事实而应该被抛弃吗？

Qing
Highlight
在杆的两端放置时钟，多么可笑的设想！再次强调，时间跟时钟完全不是一回事，尽管我们可利用时钟测量时间。根本不需要在杆的两端或任何地方放置时钟，时间在任何地方本来就是要求同步的，这是人类认知宇宙万事万物的基础。


Qing
Highlight
时间刻度应该是统一的，即时间tA，tB，tA'必须是在统一时间刻度线上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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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真正正确的相对性原理应该是指“物理系统的属性和运动规律不因观察者改变自身位置而改变”。这本来就是正常人的常识。显然地，物体本身的长度绝不会因为观察者在不同的位置上去观测而自身发生改变。而观察者对物体长度测量的不准确，并不能说明物体的实际长度因观测者的观测而发生了改变。

当发现根据爱因斯坦所谓的两条原理得出物体在不同的惯性系中所测的长度不同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立即检查其两条原理是否存在问题，而不是否定人们的基本常识。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按照爱因斯坦自己的设想，在静系中的观察者之所以会宣称这两只钟是同步的，是因为本来就是假设了在杆的两端放置同静系同步了的钟呀。然后，却又采用发射光的办法，利用他自己定义的时间同步，算出了同杆一起运动的观察者发现两只钟不是同步的。这完全是自相矛盾嘛。说明爱因斯坦自己定义的时钟同步概念是错误的嘛。 不能用发射光信号和接收光信号的方式来定义同时性。

Qing
Highlight
简直荒谬透顶！

Qing
Highlight
坐标可以变换，时间不可以变换。

Qing
Highlight
爱因斯坦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吧，为什么总是需要借助于实物才能进行思考？不知道坐标系仅仅是数学模型，不需要实物来组成坐标系的？

Qing
Highlight
爱因斯坦也不懂长度和时间的抽象思维？他居然也需要借助于度量长度的刚性量杆和度量时间的时钟来思考长度和时间。

Qing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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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都是相同的，变换坐标系也不应该影响到量杆和时钟的物理属性，也就是不会影响量杆的长短与时钟的走时，那它们的长度度量与时间测量就应该是相同的刻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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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设想是非常拙劣和幼稚的。实际上，他只需要假设k系为惯性系就行了。

Qing
Highlight
坐标系表示的空间长度并不需要实物量杆来度量，只需要与抽象思维能力就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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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批注了，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使用实物时钟与观察者观察光信号的方法，测量只是观察者观察到光信号经过路程所耗费的时间，并不是某个点发出光信号的时间。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记住爱因斯坦说的话，他承认空间和时间具有均匀性！

后面得出结论，时间随运动速度发生膨胀，就导致了时间的不均匀，否定了这个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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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批注，爱因斯坦定义的时钟同步是错误的。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前面已经批注，这个关系式要成立，必须是光在介质中传播，而介质与k系是同一个惯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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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装神弄鬼，这是什么鬼？



Qing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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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如果k系内部为真空，光从原点发出的光沿着H轴或Z轴运动，则光不会跟随k系一起运动（光在真空中做绝对运动）。如果静系K是绝对参考系，那么光相对于静系的速度始终为V。如果静系不是绝对参考系，那么就该根据它的绝对运动速度再进行分析。

如果光在介质中运动，而介质又是跟k系同属一个惯性系，光就是始终沿着H轴或Z轴做匀速直线运动，相对于静系来说，光的运动速度应该是√V2+v2


这个速度弄错了，那么接下来的推导自然就是错误的。

Qing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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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又是装神弄鬼！这是什么鬼？
时间对坐标的偏微分？这是什么玩意？

Qing
Highlight
怎么得来的？ 文章中连个坐标系的图都没有，运算过程也没有。

不管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关系式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基于前面的错误的速度得来的。而且还违背了任何参考系的时间必须是统一的的时间刻度的基本常识。前面已经批注。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关键在于，动系是充满介质的还是真空？如果是充满介质的参考系，那么在动系中度量光的速度是相对于介质的速度c'。如果是真空，那么光相对于动系的速度是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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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如果光在动系k中的介质中运动，那么光相对于动系k的原点的速度为V。在静系K看来光的运动速度为V+v。如果光是在真空中运动，那么就还需要考虑静系K相对于绝对参考系的运动速度（若它在光的运动方向速度为u)，那么在静系K看来，光的运动速度应该是V-u，则光相对于动系k原点的速度应为V-u-v。

此处原文认为在静系K看来光相对于动系k原点的速度为V-v，实际上就是默认了光在静系K的介质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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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这是什么鬼？

Qing
Highlight
很奇怪，有必要这么操作吗？为什么没有给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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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由前面的错误得出的错误关系式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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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由前面的错误得出的错误关系式

Qing
Highlight
可见，洛伦兹因子就是错误推导的结果。

Qing
Highlight
这是一个奇怪而没有必要的函数。

Qing
Highlight
如果动系k中充满介质，那么光光对于动系k的传播速度就是光在该介质中的传播速度c'，并非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c。如果动系k为真空，那么光相对于动系k的运动速度为c-v。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用之前得出的错误的变换公式反过来证明这个变换公式的正确性，完全是无效的循环论证。

Qing
Highlight
应用错误的变换公式得出错误的结论，不能证明所谓的相对性原理的正确性，只能证明相对性原理也是错误的。循环论证的方法也是无效的。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这个函数自始至终没有做任何交代、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到底是怎么个运动的？怎么连个图示都没有？

Qing
Highlight
时间怎么跟坐标相等？！即便数值上都是等于0，也不能这么表示。

Qing
Highlight
这是什么鬼？

Qing
Highlight
引进第三个坐标系K'，规定其相对动系小k运动，现在却有人为它相对于静系K是相对静止的！这是什么骚操作？既然如此，这个K'系难道不就是原来的k系吗？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这个所谓函数的意义都不知道，怎么就用上了？

Qing
Highlight
这是怎么量得的？杆的长度既然是量得的，怎么回事一个关系式，数学表达式？水能拿一个量杆去量一个物体的长度量处一个表达式出来的呢？不是应该量出一个具体的长度数值吗？

Qing
Highlight
这么就“显然”了呢？物体的长度是测得的，怎么显然跟运动速度速度有关呢？应该是显然跟运动速度无关才对呀！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后面的内容，只要采用了钱满的推导结论，包括洛伦兹变换，都是错误的，不用再看。

Qing
Highlight
这些结论都是荒谬的。坐标系的变换不可能影响物理系统的属性。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牛顿力学就是建立在光速为无限大的基础上得出的理论体系，即把物体观测速度当做物体运动的实际速度。爱因斯坦明明知道光速是有限的常数，却依然把它当成无限大来处理，那就是错误的了。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但凡有头脑有理性的人，看到速度大于光速后变得无意义，就会反思自己前面搞错了。

Qing
Highlight
前面已经批注，即便是“看起来”也是不对的，坐标变换的速度错了，同时性的错误定义造成不同坐标系时间变化也是错误的。



Qing
Highlight
爱因斯坦继续犯傻，他完全不清楚时间并不等同于时钟的走时。完全不清楚宇宙万事万物时间不同的要求，使人类认识宇宙的必要条件。

Qing
Highlight
有错误的假设得到错误的结论。

Qing
Highlight
怎么就显然了呢？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时间刻度是人为规定的标准，只有标准不变，才具有比较的基准。爱因斯坦推论出不同坐标系时间刻度都发生变化，本身就要反思自己的错误。

Qing
Highlight
正确的结论不会产生奇异性的后果。产生了奇异性就要反思自己的错误。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这个假设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谓的空虚空间，就是只真空。真空里没有介质。如果静系K有介质的话，光在真空中与在静系K中的运动速度和规律是不同的。



Qing
Highlight
用上去就错了。

Qing
Highlight
前面已经批注，这个假设是错误的。真空（绝对参考系）、静系K和动系k是不同的，静系和动系是否充满截止，动系中的介质是否跟瑞动系一起运动，不同的情况光的运动规律都是不同。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一个图也没有，字母代表什么含义也没有交代!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没有任何推导过程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没有图示，没有推导过程









Qing
Highlight
前面已经批注，这些变换是错误的

Qing
Highlight
可见，爱因斯坦论文的发表没有经过严格的评审，被草率发表。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我前面已经批注：坐标系的变换不影响物理系统的属性。



Qing
Highlight
大XYZ代表什么呢？怎么不交代？难道也是坐标？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只要稍微有头脑和理性的人，看到电子的质量被区分为横质量和纵质量，也就该反思自己前面是否弄错了。

Qing
Highlight
然而，爱因斯坦自己却不谨慎。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Qing
Highlight
推导过程错误百出。编译者注脚已经指出了许多错误。许多所谓的推导都是没有过程，没有图示，最后直接给出最后的式子。项编译者所指出的，那么多明显的错误，最后的式子又是怎么得到的？

Qing
High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