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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另眼宇宙 
◆杨三泰

（金堂县外国语实验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  610400） 

伯宇（其中一章） 
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词语，大到无法想象，许多东西都不被

我们认知，于是我们猜想，猜想宇宙以外的宇宙，比微小还要微
小的微小，以下是对一些现象的看法与猜想。 若与其他理论相
撞，请谅（不介意擦出火花），若猜想有误，请谅，鄙人词穷才
浅，若词不达意，请谅。  

概念 
我认为，在原子核与其电子

之间（它不止存在于原子核与其
电子之间），有一种物质，并且这
种物质提现原子的内能，以及物
质的状态。换言之，它即是原子
的内能，它的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改变着离子间的距离，以及物质
的三态......我把它叫做“伯宇”，
以下是我的猜想。x 为最外层电
子到原子和的距离，y 为稳定的
外层伯宇（后文摩擦力会提到）
到原子核的距离。上图为绝对真
空下的原子（伯宇是将原子包起
来的） 

固体 
我认为固体就是伯宇数量较少，单个粒子无法维持形态，通

过粒子间组合，共享伯宇，来维持个体的形态，而形成的一种状
态。 

固体是三态中，相对情况下，内能最少的，伯宇最少的一种
形式，同时结构也相对稳定。对于固体，我们可以看做很多很多
的 粒 子 组 合 到 一 起 ， 那 么 为 什 么 他 们 会 组 合 到 一 起 呢 ？      
我认为，伯宇是绕着电子，以原子核为中心运动着的，并且我还
认为，在所有可分离，可重组的原子中，它的最外层伯宇到原子
核的距离是大于最外层电子到原子核的距离的（x＜y）因为，我
认为形成固体的原因是：一个粒子的“外层伯宇”（一个特定的
词汇，带表一个原子除去被最外层电子包围的部分，即 1/3πy³
-1/3x³）（此时外层伯宇带表三维的范围）与另一个原子的“外
层伯宇”相交，而后两个粒子的“外层伯宇”互相交替，最后由
于电子的牵引引入到“内层伯宇”（顾名思义即是被最外层电子
包围的部分，1/3πx³）（为什么要进到最外电子层以内，说完液
体应该会了然）中，再由电子带出来（我认为，电子对伯宇是有
牵引的，并且是有方向的牵引），再回到“外层伯宇”......如此往
复循环，从而发生链条式的连接，将两个原子连接，多个如此组
合，便成了固体。 

两个粒子间的组合，需要的条件，我认为首先是伯宇的缺少，
迫使两个粒子共享伯宇，形成链式结构。起次就是“交互伯宇层”
（即是两个原子相接的那层伯宇）的深度会受到电子的牵引。举
个例子：金刚石之所以坚硬（我认为）是因为 1.它通过挤压、“伯
宇团”（在后文燃烧会题到）的吸引（就当做原子间的伯宇被这
个叫“伯宇团”拉出来了）将多余的伯宇排出来了，就是“交互
伯宇层”的深度触到了最外层电子了。2.它特殊的原子结构——
它有六个外层电子，让它每个层面拥有相对完美的等边三角形，
而组成的三维图形各电子，刚好按某个方向固定牵引伯宇（前文
提到电子可以牵引伯宇），因为特定的形状使相对情况下电子的
分布结构不变，牵引的伯宇也可以有稳定的链式结构。  

左边的黑体字为“电子牵引所及范围（对伯宇的牵引）”。黑
体字均代表三维的范围。 

流体 
我认为流体就是伯宇较

多，单个粒子的状态已稳定，
而若干个粒子间的伯宇依旧
存在关联而连接在一起的状
态。物质的三态变化，我认为
是原子中的伯宇的量的增加
或减少所形成的，当伯宇的值
增加，y 也增加，伯宇间的运
动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之前
提到的固体，“交互伯宇”是
在“外层伯宇”与“内层伯宇”
（即区间 z 和区间 x）进行运
动的，而气体和液体等流体我
认为“交互伯宇”仅在“电引外伯宇层”（在同一个原子中，在
最外层电子可牵引范围以外的外层伯宇）进行运动。  

当固体变为液体时，由于内能增加，所以粒子包含伯宇量也
变多（我认为伯宇就是内能，或者说内能是伯宇的一种体现）最
后突破它的“溢值”（我认为单个原子它的伯宇可以因为它“伯
宇的密度”分为多层。第一层，为最靠近原子核的那层，“密度”
最大（一定三维单位内所包含的伯宇量最多），它是最内层电子
到原子核的那个区间，其次就是它有几层电子，就还有几层伯
宇......最后一层就是“电引外伯宇层”。从内到外的伯宇层它的密
度递减，也就代表越往内，它包含的伯宇越多，能量越大。原子
因为外界变化它包含的伯宇的值也会变化，我认为一个原子当它
的总包含的伯宇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它的“电引内伯宇层”（就是
原子除去“电引外伯宇层”的部分）的伯宇量就不会增加了，所
增加的伯宇就只在“电引内伯宇层”了，这个达到的值我把它叫
作“溢值”，也就是两个原子的总伯宇量大于它们的“溢值”之
和它就是流体，总伯宇量小于“溢值”之和就是固体）原子的“电
引内伯宇层”形成一个“封
闭”（相对）的空间，“电引
内伯宇层”的伯宇不跑出
去，外界的伯宇也进入不了
这个空间，于是绕在外面的
伯宇就形成单独的一层密
度（伯宇的密度）达不到“顶
点密度”（当这个区间的伯
宇再容不下其他伯宇时，这
个区间就是“顶点密度”，
流体的“电引内伯宇层”就
是“顶点密度”，我认为“电
引外伯宇层”是达不到“顶
点密度”的（这里有一个问
题就是为什么电子无法牵
引伯宇了为什么伯宇还会
包围在外面？其实是不存在的，后文我会解释，暂时就这么理解
吧：在没有其他牵引力的情况下，伯宇会向伯宇多的地方聚集），
因为失去了电子的牵引力，这层伯宇就无法稳定），因为无法达
到“顶点密度”但这层伯宇又不能离开这个部分，所以当两个原
子相遇时，这个“交互伯宇”就会在“电引外伯宇层”运动，虽
然不能稳定所组成物质的形态，但是也有一定的稳定性，比如说：
水的张力就是流体粒子间“交互伯宇”的牵引造成的。 

（就写到这里吧，日后再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