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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神应置何方》

内容概要

《命运之神应置何方:透析量子力学》内容简介：物理量在它们被测量之前不承担任何实际的实在性，
这样一种思想极大地伤害了爱因斯坦关于物理学应如何工作的见识，并导致他有一次有点悲伤地问物
理学家亚伯拉罕·派斯，是否“真相信月亮只有在你看它时才存在”。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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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神应置何方》

书籍目录

引言
人物表
第一幕力学的失败
l．另一只手套的神秘
2．眼见为实
3．杜绝隐喻
4．反复学习
5．抛掷硬币和天气预报
6．不只是电子
7．光子出场
8．光子果真实在吗？
9．是粒子还是波？
10．一次一个光子
11．学会在不确定性中生活
12．是还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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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神应置何方》

精彩短评

1、: �
O413.1/4922
2、量子力学用几乎科学的论证毁掉了一个短语：世界是真实而又确定的。
3、对量子力学的认识，始终停留于“疑似文字游戏”的阶段⋯⋯毕竟，与我的“准决定论”的世界
观差距甚远
4、初中时候看的，此书能让一个初中生大致看懂前一半真不容易。现在想再看看却被朋友不知道放
在哪里了。插图超可爱。
5、部分内容还不错
6、有-1星可以打吗？叙述得极其磨叽，关键点却说不清楚，其实这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本书就像
一个头脑不清醒的人嘟嘟囔囔的自问自答，如果他没有问你想问的问题，你自己也找不到答案，因为
你甚至找不到实验事实的清晰描述。当然，上述评论也得益于翻译的大力支持，董红彪先生在1998年
就为我们展示了谷歌翻译的效果，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7、真的仅仅是1920年左右的思想，没有一点现代的感觉，好害怕这样的量子力学科普书籍。我感觉很
多人读书会遇到瓶颈，多半是我们的接触面受到了限制，读到了量子场论，我才理解固体物理
8、为了解释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例子，这家伙再举了一个更难的例子= =
9、看得太纠结了
10、尽管翻译并不算多么好，时不时的冒出很无厘头的，前言不搭后语的一句，但是这仍然是一本清
晰、明了的量子物理科普读物。由此令我想起中国人写的那边同类名著”上帝掷骰子吗“，其中去掉
毫无意义的感叹和扯淡，关键之处的逻辑依然混乱，这就是国内外科普的差距吧。
11、量子力学的科普读物，不能算是入门
12、那只可怜的猫
13、一本极好的对量子力学思想进行说明的书。但翻译实在是太烂了。
14、之前知道的还是知道，之前没明白的看的还是迷迷糊糊⋯⋯
15、差不多10岁的时候在西单买的，当时就看了，遗憾的是10年后我依然没开始好好学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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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神应置何方》

精彩书评

1、《命运之神应置何方》正文的最后一页，描述了量子世界的两大代言人——爱因斯坦与波尔的一
段置辩：“被视为反对量子力学的最高权威爱因斯坦总是说‘上帝不玩骰子’，‘上帝难以捉摸，但
他不怀恶意’、最后，被激怒的波尔告诫爱因斯坦说：‘不要命令上帝做什么！’”这段精彩的对白
可以给整本书以极好的结尾，而在这里开头引用的目的是想用来说明：对于自然界的某些终极规律，
我们无法命令、无法控制、甚至无法明确认知。正如作者所言“了解自然界的义务归我们负责，如我
们所愿那样的行为却不是自然界的义务。”比如此次想要联系起来的两个词汇——量子世界和时间。I
：跟着时钟、一格一格前进——关于薛定谔的猫请允许我不再赘述薛定谔的猫这一经典“想象”实验
。让我们从薛定谔那只“半死半活”的猫作为起步，让我们先忽略粒子经过怎样的周旋和判断决定它
最终的通路，只来看看作为显示结果的箱子里的那只猫。以我们的日常经验，猫的生命和死亡可以显
示时间的流逝，这也是我们生活的时间取向，我们和猫一起，顺着时间存在在自然之中。薛定谔这个
看似荒谬的实验结论最不完备的一点，便是用来显示量子测量结果的，是猫的“生”和“死”——这
两个有着明显时间取向的状态。因为猫的死是一个顺时针的过程, 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一只猫死了
、便不能伸个懒腰再爬起来。现在再让我们看看猫所在的箱子前面，对应的是什么吧——是粒子或这
样或那样的各种状态。所有这些状态经过测量的步骤后，“概括”了两个出路——“上”与“下”。
而“上与下”和“生与死”不同的是，上与下并不是可以显示时间取向的状态，上和下的状态无论怎
样颠倒你都会觉得是正常的，而生与死的状态真要是能来回颠倒便是要吓人的。这样进一步，如果在
量子世界里、上与下的叠加态我们还可以接受，这个状态并不能被现实世界里、生与死的叠加态来描
述。死活的叠加态超过了我们可叙述的认知范围，而从我们的时间域观察量子世界粒子的状态，可以
认为它是无法叙述时间流逝的、即可以认为它是可逆的。由此，我们便无法跟着一格一格行进的时间
，找到量子时间域里“确定”的认知。我想，这也是爱因斯坦为什么会认为，超不过光速、是我们无
法找到终极认知的限制，即时间对于我们来讲，是无法停下来的。II：若是时间停了下来——关于爱
因斯坦和波尔的争论：这是个大胆的如果——如果时间停了下来，或者说，我们和量子的时间域可以
对等，我们和身边的量子运动的一样快，再或者，我们看粒子运动就像看一个人50米跑步，粒子从这
里窜到哪里，我们的认知也可以随之迅速转移，或许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量子的运动轨迹。也或许
就像50米跑步一样，那时这条轨迹就可以计算速度和位移，甚至包括摩擦力在内的其他影响因素和作
用力。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理解，晚年的他所确信的我们的认知能力无法企及、却确定存在的某种宿命
，或者如他所称、那确定的唯一的物理实在。而时间无法衡量的景象，也可能是自由意志的、没有理
论框住的一种随机。比如同一首乐曲的演奏，每个演奏者的诠释也会不同，甚至同一个演奏者的每次
演奏多少都有些区别；再比如对着同一个景物拍照，角度不同影像也会不同，甚至角度相同影像也多
少有些不同。在这些我们可以经历的实例中，时间并不作为有效的衡量，差别的出现似乎真的没有规
律可言。爱因斯坦曾这样描述艺术——它是直觉才可判断。那么这些直觉才可判断的存在的区别，似
乎正是波尔描述的一种“随机”。此时我在想，我能大胆的这样说么——也许也许，爱因斯坦和波尔
都是对的，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当我们足以媲美它的时间域、当时间“停”下来的时候，有些东西
真的可以用理智描述出来，而有些东西真的只能用直觉会意区别。III：把带子倒回去——关于时间的
题外话：《关于时间的题外话》这一节中，让我有新奇体会的是这样一段话：（时间的倒流），以致
他们会反观察他们原来的观察，并反记忆它们曾经记忆的任何事情——并且这时这个反演做完了，在
反演时旁观者们会系统的失掉它们一直希望的任何记忆。因此，时间过程的反演应该是如此完全，以
至于参与者们实际上不能经历它，因为他们应是同一反演的一部分。这里的题外话，包含了我们本能
的认知，是有方向的，如果它和时间的方向相同，我们便会有时间感的认知，如果相反，这样的存在
便不能被我们认知。也就是说，如今我们的认知本能是顺时针，如果认知的存在可以显示这种顺时性
，它便可以被我们认知。那么，如果量子世界的某部分是时间的可描述顺时函数，我们便有潜力、接
近这种认知；但如果量子世界的某部分并非是时间可描述的函数或者是逆时针的，我们便真的无法确
认、信仰、甚至感觉这种认知了。IV：时间 留下 距离——关于意义的探寻萨特曾有这样的观点：人
生本是无意义的，但是怎样摆脱虚无却是有意义的。以下是某一个午后、记录在读书笔记上的一段话
，它源自“无法确定时刻的波函数坍缩”，可能和量子领域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对我，却有某种意义
的沟通。由此，作为结尾罢。——如果只把我的心情概括成两种，“喜悦”或是“悲伤”，并且在“
什么”发生之前，我并不确定自己的心情究竟会如何；而当“什么”发生以后，我便会莫名喜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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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神应置何方》

或者莫名悲伤。也许，在即将面对“什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何
时何地会出现，甚至不知道“什么”的出现是否具有意义。我想如果某些宿源（any kind of god, the
basic rule, the whole world⋯）真的存在，它就会出现在那个时刻、那个界限上。《巴别塔之犬》
的Paulo曾说：“我想每个人都是怀疑论者，直到某天、某个理由出现，他们才开始去相信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类似的那个瞬间、那个界限、那个理由真正如何存在，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那个“什
么”给出了一个信号，告诉这个世界，我在感受着它。
2、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介绍量子力学的科普书。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的终结》一书的作者
。如果你对专业繁复的数学公式没有兴趣，又想了解量子力学的秘密，这是一本首选书。作者把艰深
的量子力学原理，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我读了受益匪浅。希望你也
是。
3、这本书我买了好多年，总是看个开头就放下了。在与量子力学接触多年以后，最近总算是认真读
完了。书写的非常好，若是能读原版，感觉收获可能更多。这本书的翻译实在是太糟糕，翻译错误也
绝不是少数。以下算不上是书评，更多的是自己读后的想法，算是读后感吧。一直以来都觉得科学读
物还是应该由科学家来写。他们浸淫自己于自己的领域，自然有非凡的专业认知，这绝不是门外汉或
仅踏入半只脚的从业者所能体察的。但万事皆难完美。能够随心所欲的表达也是一件难以获得的禀赋
，科学工作者大多并不具备。所以大多的学术演讲听来枯燥而无味，远没有文史类的生动，更遑论文
学艺术那样的意味深长。科学总是会用它那严肃刻板的面孔和艰深的理论吓退大多数人，留下的不一
定都是学者，但却是安于这个小圈子的。小团体的固化使得科学越发的排外而不能平易近人。量子力
学最大的革命是在思想层面，而非技术层面。薛定谔方程其实就是能量守恒的一种表述，只是将其用
波的形式表达，波粒二象性的联系也建立于一组方程之中。波函数则把客观实在转化成了概率问题。
于是一切好像都变得不再那么确定了。客观性的损失与非连续性的建立，极大的冲击了人们的传统世
界观。这样的冲击也令爱因斯坦深陷其中，这颗人类史上最聪明的大脑在面对量子世界时，也因客观
性的迷失而陷入深深的不安。于是一个伟大的EPR理论诞生了，并给予量子力学以持久的质疑。面对
质疑，量子力学有责任说清楚自己。但波尔却一味强调，在测量之前一切都不是实在。这像是逃避的
处理方式，令爱因斯坦及其追随者难以满意。而量子力学的难以言说，也使得我们后来人不能清楚的
知道：波尔究竟是难以表述这种困难，还是他自己也没能深刻了解量子的本质。但波尔的领袖地位使
我们更愿意相信，他只是没能清楚解释问题而已。量子力学需要冲破的哲学禁锢是，客观性的弱化，
而不是真的丧失。它认为从实验得到的结果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与传统认识是一致的），但它远不能
说明客观实在，甚至认为客观实在本身都不存在。那么客观又怎么能得到我们的共同的认知呢？量子
力学最终用去相干性解决了这个问题。即所有的随机概率通过相互抵消，最终呈现了我们看到的客观
实在。于是量子效应在宏观上趋于了传统。但它的基础却在思想认知上远超出了我们视觉的认知而更
接近真实。这大概就是科学令我们着迷的气质。它能够通过实验发现问题，通过严密的逻辑及实验论
证自己，并最终实现自己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科学面对重重阻力和质疑。但科学家面对的不是前
程的考虑，而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于是事情在对问题的解答中一步步得到解决，并最终呈现我们一
个惊人的世界。命运之神在面对量子概率问题时，是如此的力不从心。随机的效力使得神在此间无从
插手，随机的解释也就变得如此的飘忽。这也许不是我们眼中的世界，但这就是世界的真实。物理的
神奇也就在于此：他让你拨开迷雾，但在其后展现的世界，也许并不是你所欣赏和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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