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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为何存在？》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世界为何存在？"这是一个古老而常存的命题，为了寻找答案，美国学者吉姆·赫特化身为一个"存在
主义侦探"，走遍世界寻访各大领域的专家，采访了牛津大学的哲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法国的佛
教徒，甚至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试图从不同角度解开宇宙的终极谜团。这本用幽默而流
畅的笔法写成的279页小书，副标题叫"一部存在主义的侦探小说"。《纽约》杂志评论说："读这本书
的乐趣是观看这样一场比赛：极具创造性的人脑把它狂野的猜想扔到网上，宇宙冷静地还击每一个发
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棋逢对手的比赛，世界上最神秘的两种现象便是人类的意识和宇宙的起
源。我们的好奇心与宇宙的神秘之间的平衡是一件好事。"《世界为何存在》是一部举重若轻、深入浅
出，兼容宇宙学、数学、物理学、神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奇书。为普通读者而写，探索"万物为何存
在"终极命题的作品，想了解我们从何而来、又为何存在，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杰作。 本书今年七月
在美国出版以来，始终高居亚玛逊排行榜前缘，并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第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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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姆．赫特（Jim Holt）美国著名科普作家，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广泛涉猎于哲学、数学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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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得我五迷三道
2、读罢，对好奇心依然没有明显的帮助。看来对于“世界为何存在万物，而非一无所有”的诸派解
答还是个死胡同。
3、万学之学的哲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越读越迷茫，特别烧脑，催眠佳作。
4、真的好难读，好虚幻。书上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可是组合在一起真的不好理解
5、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对这本书的新奇想法而诧异和折服，看完之后才发现，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
愿罢了。全书围绕世界为何存在而非一无所有这一中心问题，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解释，而我只是看完
了，但没什么感觉，应该是过于深奥，我没怎么看懂吧！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回头再来看，就会有不
同的理解吧！
6、这本书翻译得很好，却看得半懂不懂，深感自己从根儿上就缺乏哲学思想的兴趣，难以汲取哲学
研究的乐趣。哲学只是思辨吗，是玩文字游戏吗？虚无是一切的本源吗？什么都不存在的“虚无”不
是存在，那要叫啥呢？但是——每天挣扎着生活的普通的我，咋有闲心思考这些问题啊？
7、太形而上学了。虚无就是曲率半径为零的闭合空间。
8、越看问题越多⋯⋯讲真，好多问题虽然又是哲学又是物理的，可是还是没说明白。
9、这本书太坑了，反正一切都是虚无⋯⋯
10、算是有趣的一本闲书。
装帧大赞～
11、写得很好
12、如果世界一无所有，也就没有任何规律，因为规律属于“有”的范围。如果没有任何规律，那么
就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一切皆有可能，那么 ‘一无所有’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世界一无所有
，会得出“一无所有”是不可能的结论，因此，世界“一无所有”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世界上必然
存在万物，证明完毕。
13、思考的方向跟我平时闲想的东西很接近，但是这毕竟也就是一部软科普抑或软哲学的作品吧，开
阔思维之用。
14、千万不要在这本书上浪费时间
15、有人在思考世界为何存在，对他们而言，有这个问题就够了。另一部分人看看别人得出的结论，
受了启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还有一部分人则觉得思考的人说的不够详细，写的不够清晰，所以开
始吐槽⋯⋯虽然所有人都应该看看，但这样的书并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世界的正反两面，有人看到
正，有人只能看到反。
16、对创造性思维很有启发性的一本书，它不是给你一个特定的答案，而是提供各种可能性让你去思
考。
17、既然行文过程中已经提到了人择原理，到结论却没有这个选项。这才是我觉得最靠谱的答案。
18、还行吧，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永远找不到答案，世界的尽头，世界的开始，书中给了各派大神们
的意见，但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人对于让我理解到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我不知道，关键是你当你想到
的时候，总好像一道黑暗里的一块强光，阻止你去望去，这也许就是这本书的意义，让你知道别人也
是这样的，而且都启发我关于这个世界为何存在，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但这个就是思
考的乐趣所在。
19、每个人都曾也有过这样的设想，
20、水。
21、有点晦涩的，看了一百页，因事停了下，就再难看下去了
22、这本书定位是哲学入门，比起其它哲学入门的书（苏菲的世界，哲学家都做了什么这一类亲自带
你走完旅程的书）不如的有启发性，思辨性（tm哲学入门没了这些东西还有ball用）优点是介绍了一
些现代物理学哲学家的看法。然而作者的思辨性真的很垃圾。。所以不值得买，看看就好
23、关于哲学的较多，哪里想罗胖推荐的适合高中生读的！有的时候会让你陷入一个先有鸡还是现有
蛋的逻辑当中 无法自拔
24、竟然是一本哲学书
25、前人几千年都没想出来的哲学或者说是科学问题，怎么可能有答案？抱着解谜心理的人大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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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看这本书。书中精彩的部分是逻辑推理过程，和各个哲学思想家、科学家观点的碰撞，给同样深处
宇宙之谜中的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更应该感到神奇的，不只是宇宙的存在，而是自己的存在，
而且应该怀着谦卑的心情去感激自己的存在，毕竟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个巨大的几乎不太可能
的偶然。而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短暂的，最终都将归于虚无，正是因为这样，人生必然要如绚烂的烟火
，华丽的绽放，否则对不起这个存在一切的世界。
26、如同其他哲学书一样，晦涩。

27、要说收获就是知道了真空也被定义为一种物质，且可以膨胀成具体的物质。如果我是作者我会大
量采用QA的形式来做批判性的对话，这样拿出一大摞结论想要带给读者什么？作为我个人想看的是
推导过程，少一些形而上的东西。
28、终极问题没有答案，但思考的过程非常有趣
29、考虑这本书阅读中间的两次断裂，对于神学的物理学的逻辑上的解释我都不能清晰无误的表达出
来。但确实是一场伴随着往返于多个场所的真实存在的旅行以及思辩之旅。十二章给出了作者自己的
论证方法，这是个平庸的世界随机的世界。再后来又淡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追求，有抵达了每一个人存
在的问题。好像问题越是巨大，解决的真意越是私密个人。
30、探讨世界为何存在这个终极命题，对虚无、存在等概念也进行了梳理，是一部思维锻炼的训练法
和相关知识的有趣普及～
31、科学哲学的范畴，多数哲学家包括作者都是进行的思想实验，读完挺累，就写这么几句马克下吧
。
32、哲学是一条有许多路线的道路，起点不明，终点不详。
33、前面的章节写的很好，后面有几章写的就不怎么样了。
34、逻辑中最重要的要素
提出质疑后可以被推倒而没有推倒
怎么提出质疑
又怎么去提问
再怎么去总结
人类在茫茫的宇宙中
体验思维智力快感
这本书必读
35、从中学时期就曾执迷于思考终极起源的问题，结果后来为啥没去当个哲学家？（笑）偶然收到了
这本书的电子版，感觉如获至宝，难道它可以解决我多年的疑问？看了一百多页感觉还是有收获，起
码知道自己在思辨上的漏洞，以及更多的可能性，然而看到两百页实在看不下去了，太啰嗦了，这个
问题目前基本是无解的，再看下去也不会有个人跳出来给一个正确的解释，就这样吧，只推荐前半本
。
36、完全没看懂
37、感觉水的很，没有什么创新的见解，也没有给出独特的态度，还能扯到上帝，感觉很水。试图从
不同角度解开宇宙的终极谜团，然而什么都没有，还解开终极谜团，扯来扯去还得扯到上帝身上。
38、如果说宇宙不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科学就需要对它的存在有一个解释。
20世纪的物理学有两大革新：一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它出发，可以推导出宇宙在时间上有一个开
端；另一个是量子力学，它的推论更加激进，就连因果的概念都要拿来质疑。根据量子理论，微观层
面上的事件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一点违反了经典物理学中的因果原则。只要人们还认为宇宙永恒，它
的存在就不会叫科学家怎么苦恼。爱因斯坦在建立理论时就径直假设了宇宙永恒，还据此篡改了他的
相对论公式。然而随着大爆炸的发现，一切都变了。原来在大约140亿年之前发生过一场宇宙大爆炸，
而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爆炸之后稀释膨胀、逐渐冷却的余烬。那场原始的爆炸是如何发生的？在它之
前又发生过什么——如果它有之前的话？
39、先验的存在，人类有可能通过理性得出结果么？秩序宇宙的诞生，或许只是万一的几率，而我们
却在一万的几率下为什么探讨万一。
40、悲观主义者 先睡为敬
41、有些看不懂，不过我get到了两点：1.以后别人说我家乱时，我要说“这叫高熵式清扫”。2.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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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链条有三种走向：循环论证、无限倒退、原始事实
42、马原
43、比较私人的探索经历
44、我知道这个问题是我认识论的死穴，无路可逃
45、虽然有点绕 但觉得还是挺通俗易懂的
46、读到最后也没有读明白，也许哲学真的很深奥吧。以后罗胖推荐的书还是谨慎购买，一个是价钱
其次是看不懂还有点浪费时间。。。
47、通过与几位大家的对话加上作者的读书与思考串联起对于存在的学说发展史，不错的哲学科普读
物
48、当思考了存在之谜并阅读了一些别人的观点，你或许就能明白有些东西不是像你想象的有什么意
义，也不是像我想象的毫无意义——“人生”或是“宇宙”没有这样的属性，它也并非中立，而是什
么都没有。所以，活吧，随便怎样
49、我就是想知道世界为何存在，因为存在所以存在，额~~~~~~~~~~
50、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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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文/岸晓风中国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古诗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这句诗形容
当前若干人对于宇宙、对于时间、对于存在的看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而不久前横空出世的《世界为
何存在》一书则可能要改变这种“现状”了。叔本华当年曾经写到：一个人的智力越是低下，就越是
不会对存在的神秘感到困惑。的确，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关键就在于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
。的确，在古代，或者在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方，“仓廪不实而不知礼节”，谁也不会饿着肚子去向
一些存在与虚无的高深问题。但是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专家学
者还是普通人，有意无意的，都会想着这样的问题：宇宙是如何产生的？时间真的能够停留吗？“为
什么存在万物，而非一无所有”⋯⋯等等的问题。这样的思索，不仅仅是那些看起来“精神不正常的
人”（如果你读过《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就不会认为我在开玩笑），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个有点“生
命自觉”的人。因为从概念上说，“世界为什么存在”和“我为什么存在”彼此呼应。当然，还有另
一条佐证，《世界为何存在》在美国出版以来，始终高居亚玛逊排行榜前缘，并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
榜单第7位。《世界为何存在》定位是普通读者，探索的是“万物为何存在”终极命题，试图让读者
了解“我们从何而来、又为何存在”的问题，而为了尽可能的说清问题，作者运用了宇宙学、数学、
物理学、神学等若干学科的知识，让人叹为观止。同时本书在“循循善导”的为读者讲解高深理论的
同时，还表现了卓越的文字驾驭能力和艺术美感。比如作者写道：“当我在夜色中往回走时，这些萨
特式的沉思将我渐渐吞没。我经过了灯光典雅的奥德翁剧场，绕过了卢森堡公园的围墙，接着就朝我
在蒙巴纳斯的酒店走去⋯⋯就在这片寂静当中，我的思维也变得清晰、有力、真切起来。”又比如在
谈到“宇宙起源问题”时作者写道：“一个像手风琴一般不断伸缩的震荡宇宙，一个像刚刚开启的香
槟一般不住冒泡的暴胀多重宇宙，还有什么比这两样更无法解释自身的？”这让我不由的想起费孝通
先生的语言风格。他曾说：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费孝通的著作，每个
社会学科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从这个标准来看，《世界为何存在》是
一本真正严肃而活泼的书。
2、作者有思考，有提问，就是没有答案。思考方式和思维结构很有趣，只不过思考的结果仍然跟提
问前没什么不同，绕来绕去，令人如在雾中。作者有思考，有提问，就是没有答案。思考方式和思维
结构很有趣，只不过思考的结果仍然跟提问前没什么不同，绕来绕去，令人如在雾中。
3、1、逻辑思维推荐的，哲学入门通俗有趣的读物，推荐！2、《系统的哲学》，关于系统论的书籍，
通俗有趣，推荐！3、《管理效率3法则-10年沉思笔记》关于管理类的书籍，通俗有趣有料，推荐！4
、《一课经济学》关于经济类的书籍，通俗有趣有料，推荐！暂时能想到这些，以后更多的再推荐吧
！
4、任何一本书都不是从头到尾都好看好读的。这本书带我领略好几个有意思的观点和论证过程，有
逻辑的（纯逻辑证明上帝存在），柏拉图主义的（善决定了存在），物理的（如何无中生有），都是
非常有趣非常棒的思维和观点，还有包括多重宇宙的观点，等等。非常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访谈这么
多有趣有思想的人物。
5、本以为是很学术的讨论问题，但越往后越像个人访谈录，参杂着大量跑题甚远的文学描述。这一
点，任何一个对题目本身有着急切兴趣的人都无法忍受。我只能理解为作者十分担心复杂干燥的学术
文字会把读者击晕，故意加入了“休息”内容，聊聊巴黎左岸的咖啡馆街景，住高级会所的体验，刻
画不同教授的性格特征。其实写的一般，甚至有些烦人，让我有时候黑暗的认为这是在凑字数。世界
为何存在，圆周率pi究竟是多少，这两个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读到书中逻辑解释的推演时，我有
了这样的结论，这些问题都是在追求无限的确定，而无限一旦确定，就不是无限了。逻辑上，如果你
给出了世界为何存在的理由，那么接下去就该问这个理由为何存在，如此循环解释，这个问题就如同
去算圆周率pi小数部分的最后一位一样，无限下去，没有根结。我们能接受pi究竟是多少永远不能确
定，就应该可以坦然接受世界为何存在没有最终答案的事实。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接受。由于生而
为人，总会面对偶然和死亡。在感到自身生命的渺小、虚无和无意义时，人总要寄希望于找到某些确
定性的东西，廖以慰籍。哪怕处于纯粹的好奇，我们依然运行着一台超级计算机在不断的运算着圆周
率pi的小数位。恐怕只有人类文明的无限传承才配得上去解决无限的问题吧。而每一代人的目标就是
在上一代人的运算结果之后再继续推演几位。牛顿、莱布尼茨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后推演了几位
，之后是爱因斯坦、波尔，再之后是我还记不住名字，说出来你也未必知道的当代物理学家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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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和我的学习背景有关，这本书中我能赞同的就是物理学家们的观点。他们观察事实、推理
逻辑，逼近问题的根本。其他那些神学和稀里糊涂的哲学家，活在自以为是的辞藻浆糊里，他们的观
点多半也就只有慰籍作用，只要你不假思索的相信他们开口的第一句话。还有几个神哲居然断然的给
出了世界为何存在的答案，令我啼笑皆非，世界如此之大，人类知识发展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居然还
有胆量对这么大的问题作出断言，不知道有没有学过历史。态度傲慢，无知，被我无情的直接翻过。
对于任何题目很大，内容失望的书，我的态度都是“哦，这不过是作者对这个课题做的一次考察研究
，并非号称权威定论”。那么这本书还是可以的。我个人更推荐去看BBC的一套纪录片系列，“万物
与虚无”，以及那个光头伊拉克裔主持人的其他系列。关于存在和虚无，我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假
设有一片虚无，与其相邻有一片存在，那么就会形成虚无与存在的边界，对存在来说，虚无至少有了
某个纬度上的位置（时间也是一个纬度），那么虚无就不是纯粹的虚无了，虚无就消失了，变为存在
，因为虚无中产生了信息，一种可观测可交互的存在（我认为任何存在本质上都是向周围的存在提供
了信息，或者能接受周围的信息并按照某种规律行动）。假如在边界上，存在得不到任何一点虚无的
信息，那怕是和虚无交界的边界的位置（各个纬度的各种基本力都无法与其作用），那么虚无就真的
是虚无了，只有人类的意识可以主观的定义出这样的东西。所以存在中没有虚无，存在也不是从虚无
中蹦出来的（那样会产生边界，虚无会产生信息），虚无永远触碰不到。如此，存在就是一直的存在
，只是在不同的纬度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无头无尾，前后无限，变化状态间隙也无限小。我们不
是不能理解无限，我们只是太过恐惧而无法接受无限。
6、很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几岁，我总是一个人在家，不到9点就自己爬上床睡觉了。印象很深的是，
当时看着黑暗中的蚊帐和天花板，不停的问自己“我为什么存在?死了会怎样？世界从哪里来”这样的
问题，想着想着就在黑暗中不停的哭。也许就是对死亡和对未知世界的最初的恐惧。长大了一点，对
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停的重复“我”这个字，越读越觉得玄乎，读多了，就觉得不活在真实里。后来
为了弄懂宇宙的秘密，减少恐惧，从科幻小说，和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开始了解世界。但是越读，
越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反正我也没有努力的劲头，只当兴趣。好像写过高中的作文，探讨完全没有
印象的某一部分人生。老师批语:不要随便创造本来没有的哲学用语。这样，半懂不懂之间，不懂的东
西就更多了。不自觉的成为一个俗人，普通人，一般人，浑浑噩噩的人。今天看到文章的末尾有一段
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对话。理想的自我列出了许许多多的计划说，你还要更努力一点啊。而真实的
自我说，那都是你的事业了，只有你才能把握世界的全貌了啊。真实的自我说，这一切就交给你了啊
，我其实是已经正在死去。最后，真实的自我会继续沉沦，直到最后完全解体。书确实是很艰难的阅
读下来了，除了对自我的探讨，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作者受帕菲特教授的思想的理解，对“世界为何
存在万物，而非一无所有”的证明。不管世界一开始被简单选中，或者被丰富选中，最后都是趋向平
庸的--不管世界应该一无所有，还是应该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最后都是会有一个平凡和平庸的世界。
对于一个今年久未读书，在真实世界慢慢沉沦的人来说，读完这本书真的不容易啊。
7、潜意识里，选择世界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书来读，应该是有原因的。想必是生活本身太死水微澜了
。挣扎在生死线的人肯定不读这样的问题，每天想着怎么能在物质上更加改善一点的人对世界之类的
问题恐怕偶尔都不会分给时间，我想说，这不是不好，如果过一辈子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是好事情，毕
竟，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是属于自己的特殊认知。事业上奋进的人肯定也没这个闲心。毕竟我们生活在
这样一个三次工业革命的年代，而思考哲学问题的人类，通常都在100到150年以前，那个时候汽车刚
刚发明，应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上完成的时期，人类的能源结构发生变化，说起来也是一个剧烈
变化的时代。100年以后，我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当口，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成为世界的主流，所
以这是一个到处是机会的时代，奇怪的是依然有人思考哲学问题。据此可以分析出本书的一些读者群
，首先是不穷，其次是有些闲。言归正传，如果你问我读这本书的观感，我个人而言，应该是无法提
起兴趣读第二次，而第一次也没有全然读懂。按我浅显的知识判断，这应该是一本梳理了对宇宙看法
的书籍，分别从以下几个我们平时基本上完全不感兴趣的几个学科角度出发：哲学的；物理学的；宗
教学的；数学的；最后，回到自身思考方面的。如果你期待从书中求解，那么必然是无解。本书的论
证结论之一，是基本上这个问题超越了人类思维的边界。就好像人脑研究人脑一样，我们一旦思考基
于自身的问题就完全陷入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中。原因，我想还是要从人类自身的逻辑中找答案，比
如几个问题如下：什么叫逻辑上的矛盾：我们会发现组成人类判断逻辑矛盾的主要方式依赖于时间与
空间两个重要不变量，然而作者告诉你，对不起，物理学早就推翻了这个不变量。其次，这个问题是
否可以表述。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中间的环节几乎是有些困顿的，知识来说是全新的，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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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是无法完全理解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表述的，或者说阅读者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实在是一个
很无解的问题。思考本身就局限了，更不要说表述和传播了。第三，这个问题永远提醒你，有意义吗
。从好奇心的角度来说，似乎是有意义的，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让一个人去考虑用几代人的思维方
式，或者说不可能达成统一意见，但仅仅是表述人类困惑的一种方式的问题有多大的意义，可以是1
也可以是0，可以是最大，但在个体来说，也可以是完全没有意义。第四，基本上，你可以把这本书
当做一本索引来读。多重宇宙；宇宙的开始是虚空；宇宙产生于量子的跌落；宇宙产生于善；上帝真
实存在并诞生万物；宇宙完全是一次偶然等等任何一个观点都足够支持我们走过一生，而作者，就像
是搜集这些观点的记者，带着一个满世界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寻访全球（当然是100%的西方世界：美
国；加拿大；欧洲。没有南美，没有非洲，当然没有亚洲；原因不明。但我推断，这样的思考本来就
不是信仰国（印度）；非信仰国（中国）；岛国、或者俄罗斯等民族思考和感兴趣的问题。我们是一
个非常实用主义的民族，为了生，我们规定了很多礼仪与常规；我们并不准备为了生活以外的事情去
操跟多的心。）最后说说本书的功效，对我本身来说，我想还是活的更加虚无；或者说更加积极。虚
无是说你更加不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你觉得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本身，你就是奇迹和赢家了，这是一
个巨大的黑天鹅时间，宇宙里面有那么多偶然性，而这个宇宙本身还是那么的特殊，特殊到产生生命
和文明，让你不得不觉得自己似乎是一个试验品，或者是所有巧合集中在一起的一种复杂物质。积极
，看你怎么理解，就是因为以上虚无的背景，让你更加珍惜那些你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拥抱什么呢
，对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拥抱的应该是更加本质的东西，或者我认为本质的东西，是体验，是心态，
是用有意思的角度去分析人类这种偶然到不得了的生活，是从一个稍微大的视角里看我所占据的这段
时间，和我所在的这个维度。在这个空间和时间还起作用的宇宙里。最后，也许他给我一个可能性，
让我知道我有机会用别的一种我自己已经体会不到的方式存在，这是每个人的归宿。想到这里，寂静
无声。
8、如果世界一无所有，也就没有任何规律，因为规律是属于“有”的范畴。如果没有任何规律，那
么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一切皆有可能，那么“一无所有”是不可能的结论，因此，世界“一无所有”
是不可能的结论，因此世界“一无所有”是自相矛盾的。所谓解释，归根到底是使得解释的对象易于
理解的活动。无视存在总量是缺乏智力的表现。一个人的智力越是低下，就越是不会对存在的神秘感
到困惑。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关键就在于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有限。要解答“为什么存在万物
而非一无所有”的问题，必然会改变我们对于世界的感受，也改变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们起先对
存在这样一个世界感到惊讶，而当我们见识到世界存在的原理，即便只是淡淡地窥见一点轮廓，那种
惊讶或许也会演变成敬畏。我们原先因为存在的不确定而隐隐焦虑，而一旦窥见了存在之理，我们或
许就会生出一些信心来，因为这个世界毕竟还是有序的、明朗的，想想就觉得安全。但是也有可能，
世间万物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肥皂泡而已，它随时都会破裂，没有一点征兆就化为虚无，如果真是
那样，我们又难免心生强烈的恐惧。我们原先以为人的思维无远弗届，而一旦窥见了存在之理，我们
或许就会感到谦逊，并明白人心的局限，又或许，我们会赞叹思想的巨大进步——也可能是两种情怀
兼而有之。根据神学家的定义，上帝是一个在所有正面属性上均达到无限的实体。他具有无限的力量
，无限的知识，无限的善，无限的自由，而且永远存在。把一个事物的所有参数都设置成无限，定义
起来的确简单。反之，要定义一个有限的存在，你就必须说明它具有如此这般的尺寸，如此这般的力
量，它知道这个而不知道那个，它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开始存在，等等。换言之，你需要对一组漫长而
混乱的有限数字一一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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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22页

        古代世界关于世界起源说法的缩影                

2、《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44页

        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记数法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因此得名“阿拉伯数字”

3、《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31页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了宇宙在时间上有开端的（距今大约137亿年）；广义相对论认为宇宙是永
恒存在的，且整体稳定（生造的常数来证明，这观点受斯宾诺莎“自因说，即世界其实就是它自身的
原因”影响。 在1955年去世前承认这观点是错的）

4、《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42页

        我们是世界的作者，也是它的玩物                

5、《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36页

        对存在之谜探索的动机既有智力的又有情绪的

6、《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37页

        对存在之谜的两种情绪：笑对存在和厌恶存在。如：海顿的创世纪-笑对；叔本华“虚无比存在更
美好”

7、《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28页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关于“存在之谜”的关注

8、《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16页

        安德烈.林德的“混沌暴胀理论”                

9、《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43页

        如无所寻 便无所获                

10、《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40页

        2016.1.1
1.�为什么存在万物而非一无所有这个问题由戈特弗里德 威廉 莱布尼茨 提出，但给出的答案却是“宇宙
存在，因为上帝存在；上帝存在，因为上帝”——这就好像是一个无赖在说，我是我自己生的一般。

2.�后世数位哲学家对这个命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海德格尔提出：“虚无是千真万确的，那是一
种否定的力量，具有毁灭实在的危险。”——这句话令我感到了深深的可怕，若虚无真的存在，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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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渺小，何其可悲啊。

3.�后期由于大爆炸理论的提出，使得宗教对于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个命题有了新的立足之地——科学中
夹杂着神学，就像商业中夹杂着政治，说不清道不明。

4.�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研究，使得这个命题又变得活脱起来——科技的发展必然能使这个世界上很多
未知的问题变得已知，这一点我始终深信不已。

5.�哲学家对万事万物的追问，使得科技也在不断发展，科技的发展又另哲学进入更深的层次，万事万
物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6.�情绪的存在导致哲学家对“为什么存在万物而非一无所”有了不同的看法，而情绪又是因何而来呢
？

11、《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9页

        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每一个事实都有一个解释，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假装尊崇正统
宗教，认为“宇宙存在，因为上帝；上帝存在，因为上帝”。

12、《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12页

        大卫.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                

13、《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8页

        空缺处见上帝                

14、《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229页

        - 科学的发展教会了我们重要的一刻，那就是现实的广袤永远超乎人类的想象－你只是芸芸众生中
的一个。

- 任何貌似’最终解释’的解释，都是坏的解释，因为一旦宣告了’最终’，就无法证明它为什么正
确了，也无法解释实在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了。－的确。没有永远正确的答案，不要争辩，要
去求索。

- 多重宇宙不存在。各种理论无法理解宇宙存在，事件将如何继续，我拭目以待

- 只有少数几件事能将人类的生活从闹剧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人生些许悲剧的优雅，探索宇宙就是其
中之一。－－宇宙给了人无限可能喝无限想象的空间。

15、《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99页

        - 总之，“原初的存在问题”是建立在“自发的虚无”这个假设之上的。“自发的虚无”又建立在
“依赖公理”智商。而追根朔源，依赖公理不过是一句原始而没有根据的神学口号罢了。

- 如果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哲学始于好奇，那么它就一定终于格伦鲍姆－－人的好奇心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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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绝不只是哲学。

- 作者花了一章去讲与高人讨论存在之谜，最终全篇知识从另外一个方面肯定了存在之谜在科学上的
可行性及必然性。

16、《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26页

        休谟和康德关于“为什么存在万物而非一无所有”的看法

17、《世界为何存在？》的笔记-第75页

        1.没有什么事简单的，没有什么是容易的－－确实是如此，生活就是需要不断的去折腾去挑战
2.虚无不是一个消极的对象，而是一个积极的事物、一股毁灭的力量－－这让我想起了黑洞，存在着
无限的毁灭。
3. 本章虚无之辩种类繁多，可却没有一个能真正站稳脚跟，或许这就是哲学逻辑之美，总有些许漏洞
代后人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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