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能？還是不一定 

「任何想法只要在物理上是有可能的，絕不會因為它太偉大或太瘋狂，以至於沒有

一個科技社會願意全力去追求」－ 戴森 

所有的電影橋段都是不可能嗎？物理學與電影特效有可能並存於現實生活嗎？探

究「不可能」這件事，一直是讓科技進步的重要因素，《電影中不可能的物理學》一書

作者加來道雄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透過對於魔術、奇幻故事和科幻小說、電影的研究，

他的想像力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也讓他對這些「不可能的事物」開始了長達一生的愛戀。

處在這個科技進步的時代，我們不可避免的曾經想像過也許再過不久幻想就會成真。小

時候我們總披著披風，想像手持光劍，配合著自己發出的音效，演一場星際大戰，但從

沒想過這些神奇的科幻想像可以從科學的角度來剖析。 

加來道雄將「不可能」分成三個類別。第一類是屬於雖然還未問世但符合已知物理

定律的科技。其有機會於 21 或 22 世紀發展出，例如機器人、隱形等。而第二類科技則

是需要人類還未發展純熟或仍不了解的定律。恐怕也要再等上數千年甚至數百萬年才能

真的實現，其包括時光機器、穿越蟲洞等。至於最後一類則是指違背目前人類已發展之

物理定律的科技，包括恆動機及預知。雖然屬於這一類的想法並不多，但是若未來真的

得以成真，其將完全顛覆人類目前對物理學的一切認知。 

作者以機器人作為第一類的其中一個例子。機器人在很多電影中呈現的先進科技導

致多數人都認為在未來幾十年間就會超過人類的物種。但事實上，在研究的過程中面臨

到了兩大障礙—形態辨識和常識判斷。形態辨識中，機器人雖然擁有比人類更好的視力

和聽力，但它們無法直覺判斷自己看到或聽到了什麼，而是只能作二維空間的分析而已，

需要透過數據分析運算才知道那是什麼物體。至於常識判斷，機器人只懂得那些已設定

在程式裡的東西，它們無法像人類一樣透過經驗來增進常識，現在嘗試的「由上而下法」

以及「由下而上法」就是面臨這種困境。因此實際上在機器人領域方面的研究不如想像

的快速，當然若克服以上問題，有思考能力的機器人就會誕生，進展即會變的飛速而且

相當樂觀。 

書中作者也以一個常見的電影橋段為第二類的例子—超越光速。究竟超越光速是否

在現實生活中能達到？在遵循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下，可以透過延展空間及撕裂空間兩

種方式超越光速，但兩者所需的龐大能量需要非一般的正能量，而是還不能被證實是否

存在的「負能量」，其不像一般行星對隕石的吸引力，而是被排斥力。在延展空間的想

法中，科學家希望達到把一個人身後的空間延展而後接到身前的空間，由於空間遭到扭

曲，因此一轉眼即可到達遙遠的星系。而撕裂空間，其實就是蟲洞的概念，即是把宇宙

比喻為一張紙，兩點間最近的距離非直線，而是將紙張對折使之相交。通過蟲洞到宇宙

的另一邊即可達到超越光速的效果。但現實中，身在地球上，撇開技術或其理論的不穩

定性不談，如何掌握如此大規模的能量，可能就還得等上數千年。 

這本書帶領讀者思考「可能」及「不可能」的分界。對不可能的研究常會意外開拓

出新的領域，因此若已知的物理定律無法否認其可能性的事物，我們應認真考慮其存在

的可能性。這讓我們想到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克雷頓．克里斯汀生在其名著《創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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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難》一書中提出的創新可分為連續性創新或破壞性創新，作連續性思考的人在現有

的軌道上推進，只能微幅改善現有的科技，只有跳脫現有框架思考的人才有機會有破壞

式創新，並超越過去的科技。 

《電影中不可能的物理學》教我們如何勇敢的探索「不可能」，科技日新月異的在

進步，但卻永遠有不可能的存在，也因此，我們得以不斷的挑戰「可能」與「不可能」

的邊界。人類的想像力是無限的，我們有更值得期待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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