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中不可能的物理學》導讀文 

    絕大多數的讀者應該跟我一樣，心甘情願地買下《電影中不可能的物理學》，

是因為「電影」及「不可能」，而不是「物理」。為什麼大家愛看電影？為什麼非

得去過陌生人的人生、去淌別人的愛恨情仇渾水不可？要回答這既文藝又感性的

問題很困難，畢竟特效及杜比環繞音響所發出來的爆炸聲，就足以讓科幻迷熱血

沸騰，也相信這世界有無限可能。隨著重力、化學鍵、達爾文…這些沒那麼喜歡

的課程，我開始接受世界會乖乖地按照這些死板的「定律」運作，但另一方面，

仍抱著希望去探究這些看似不遵守「規則」但可以帶來好心情的電影，到底有多

少科學價值。 

    《電影中不可能的物理學》不是嚴肅的科學教條，也不是另一本科幻小說，

加來道雄教授以嚴謹的科學方法，將每個主題都放在「提出問題、建立假設、實

驗驗證、結果分析」的架構下討論，加上他獨特的「分類方式」，有系統地將所

有「不可能」的「可能性」都呈現出來。 

    「隱形」一直是科幻片最吸引人的元素，《哈利波特》中的隱形斗篷，在科

學界也引起廣大討論，雖然我們知道固體中的原子排列非常緊密，光線無法穿透，

但大家仍然試著從「光學理論」及「材料科學」尋找可能的例外。若將材料中的

原子結構，調整成可以讓電磁波依照特定路線彎曲行進，也許就能讓物體在電磁

波的照射下消失蹤影，「超材料」就是在這樣的期待下誕生。《魔戒三部曲》中那

只戒指，同樣隱藏了「物質」，卻引發了「道德問題」，現代社會中，如果我們擁

有一枚隱形戒指，會不會去銀行「拿」錢？會不會大搖大擺走進心儀已久的異性

家中？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回答了，只要擁有一枚隱形戒指，日常

生活中有道德的人和沒有道德的人，都會做同樣的行為：「滿足所有個人的私

欲」。 

    電影中不可能的物理學，有時也令人感動。《真愛每一天》中，男主角提姆

承襲了家族「時光旅行」的特殊能力，想必有過遺憾的人，都期待能因此重新過

著完美的人生。但最重要的課題，卻是對這看似理所當然的想法提出質疑：回到

過去，還是珍惜當下？提姆從一次次穿越，才逐漸體會到如何去享受、珍惜每一

天。《真愛每一天》將牛頓的「絕對時間」做了最溫馨的詮釋：時間是世界上唯

一存在的公平，它就像一條順流不息的河，身在其中的我們如同無數小水滴一般，

從出生起就注定以相同的速度流向終點。我們能決定的，只有每個當下的航向，

還有該如何面對這趟旅程的態度。 

    《暮光之城》裡，吸血鬼艾利絲擁有預知能力，家族因此避免了一場鬥爭浩

劫。這裡所描述的預知能力，比較是個人的「特異功能」，過去也類似有不少人

宣稱自己的預言實現，但其實是用模稜兩可的方式詮釋出來的「寓言」，也許更

像是「騙局」。而另一部《關鍵報告》則呈現出未來的世界，由於先進獨特的偵

測系統，所有的殺人案件都可以在發生前加以阻止。主角約翰是在這種「預防犯

罪機制」下的警察隊長，並對它深具信心，直到預知自己也成了預謀殺人犯。看

似無懈可擊的系統，但是「當你阻止命案發生，它又像是沒發生過了，那到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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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有罪還是沒罪？」又成另一個社會文化議題了。不過，就如導演在受訪時談

到「我想，任何人都會對預知即將發生的事感到興趣」，加來道雄教授仍大膽的

從「馬克士威方程式的解」與「時間的流向」切入，引入量子理論中的「迅子」

及「反物質」，分析「預言」這種在現代物理學中的「不可能」。 

    影廳燈亮，故事卻未真正結束，我們的世界觀有可能因為某部電影而改變，

如果說電影導演是在建造沒有出口的迷宮，讓觀眾只進不出，一鏡到底。而科學

家便是扮演引路人，把複雜問題化約成基本原理，帶著我們逡行在超載著無數悲、

喜劇的地域，提供了所有科幻電影愛好者或受科學影響的人們另一條路，了解暗

藏嚴苛紀律與靈魂秘密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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