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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忽略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维度没有什么不对，不仅仅是视觉效果，即使 是物理作甩，如果微小到难
以察觉，也常常可以忽略。科学家们在阐述自 己的理论或进行计算时，常常忽略(通常是无意识地)一
些微小到不可察觉 的物理过程。牛顿的运动定律在他能观测的距离和速度上是有效的，他不 需要广
义相对论的细节仍作出了成功预言；生物学家研究细胞时，也不需 要了解中子里的夸克。 挑选相关
信息，略去细枝末节，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事方法，我们 每个人每天都会这样做。这是一种应对过
多信息的办法，对于你所看到、 听到、尝到、闻到或摸到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选择，是细细品味不
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还是只需了解其“大概”，抓住主要特征？无论是欣赏油 画、品味美酒、阅读
哲学，或是安排下次旅游，你都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 的想法按照兴趣归类——可能是大小、口味。也
可能是观念，而当时你并 未发现这些归类有什么相关。适当的时候，你会忽略一些细节，以便将精 
力集中在你感兴趣的问题上，而不至于被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所迷惑。 这种摒弃细微信息的过程应该
并不陌生，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类一 直在做的一个概念的跳跃。以纽约为例，身居这个繁华都市的
纽约人都能 够看到曼哈顿的细节和变化。对他们来说，闹市区更为繁荣、古老；街道 更为弯曲、狭
窄；而城郊为了方便人们居住建造了更多的房产，还有中心 公园、许多博物馆。尽管对外人来说，这
些差别实际是很模糊的，但在这 个城市之内，它们却真实存在。 但想想远离纽约的人是怎么看的：
对他们来说，纽约就是地图上的一 个点，也许是一个重要的点，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点，但仅此而已
。即便 各不相同，可在别处看来，‘比如说中西部或是哈萨克斯坦，纽约人就只 有一个类别。当我
提起这个比方时，住在闹市区(具体来说，是西村)的表 弟大为不满，不愿将居住在闹市区和城郊的纽
约人归为一类，这更证实了 我的观点。但任何一个非纽约人都会告诉他，对并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外
人来讲，其间的差别实在太小，真的无关紧要。 在物理学中，正式使用这种直觉并以相关的距离或能
量来划分范畴已 成为常规做法。物理学家接受这种做法，并为它取名——有效理论 (effective theory)。 
有效理论集中研究那些在相关距离内产生“效果”的粒子和力，我们 不会用不可测量的描述超高能行
为的参数来描述粒子及其相互作用，只用 那些与我们能探测的尺度相关的事物来构建我们的发现。任
何一个距离尺 度的有效理论都不会深入探究作为其基础的小尺度物理理论的细节，它只 关注可望测
量或是观察到的东西。如果某个事物超出了你所在尺度的精度 ，那么你无须考虑其详细结构。这种做
法并非科学诈骗，而是忽略冗余信 息的一种方式，这是获得正确答案的一种“有效”方式。 当高维
度的细节超出我们的能力时，所有人，包括物理学家在内，都 乐于回到三维世界。正如物理学家常常
把一根电线当做一维对待一样，如 果额外维度极其微小，高维细节无关紧要，我们也常常以低维方式
来描绘 高维宇宙。额外维度小到无法看见，这样所有可能的高维理论，我们都可 以通过这种低维描
述来总结其可观察的效果。这个低维描述不受那些额外 维度数量、大小和形状的影响，足以实现很多
目的。 低维的量不提供根本描述，但它们却是归纳发现和预言的简便方法。 如果你确实了解一个理
论的短距离细节(即微观结构)，就可以利用它们导 出发生在低能描述里的量，否则，那些量就只能是
等待实验来确定的未知 数。 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详细讲述这些观点，并探究微小、卷曲的额外 维
度的作用。我们将首先探讨的那些维度非常微小，小到根本不会产生任 何影响；然后，当我们再次回
到额外维度时，我们会探索庞大且无限延伸 的维度，它们彻底改变了我们现在描绘的这幅图像
。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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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了解宇宙吗？宇宙有哪些奥秘？宇宙隐藏着与我们想象中完全不同的维度吗？我们将怎样证
实这些维度的存在？阅读这本书我们将：　　体验作者对额外维度的探索旅程；认识我们生存其上的
四维引力孤岛；探索宇宙不为人知的秘密。

Page 6



《弯曲的旅行》

精彩短评

1、每章都以一个风趣，恰当点题的小小说开头，很有创意
2、希望能看明吧
3、看过他，你会想，世界的本真是什么？
4、这书不仅带来乐趣，更激发兴趣。解开了一些本人的长期的困惑， 又能看到作者展现给读者的精
彩的图景。翻译很不错，要是能弄一个索引就更好了，印在封面底下的那三句宣传语反而太哇众取宠
了。
5、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能把那么多让人望而生畏的概念如此通俗易懂的讲解了，原来是作者一
直在说车轱辘话，不过真的为现代理论物理学捏一把汗，好多新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修补原有模型的漏
洞上，实验也难以跟得上猜测的进度，怕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6、真不敢想象一个物理科学家能写出这么系统的科普书来。书中手把手地教你去理解当代最前沿的
物理理论。当然，建议从小就受科普熏陶的爱好者们来读，否则还是很容易死机的。
7、观点新奇，当中关于粒子的和力的描述有些晦涩，只是理解大概的意思。总体来说，该书值得一
看，说理有理有据，能让你信服。算是物理学中比较科普的一本了。
8、这个作者很会写，写科普的同学多读读此书会学到不少技巧。
9、不行了，看了半本，不懂，看不下去了。
10、书正在看，图文并茂，作者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以便于读者理解。内容略艰涩难懂，需要一些物
理知识。作者很有想法，书很好看。
11、最后1/4就看不懂了，果然大学不学物理很缺憾啊。。。
12、继续
13、很有趣，吸引着你读下去!让你轻轻松松地了解物理和宇宙。
14、粗略翻了一下，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有很多引人注目的观点，写法平易近人，适合大众阅读。
15、作者把本来晦涩难懂的额外维度和弦理论写的让一般读者容易接受，使读者增长了理论物理知识
，而且写法幽默，不枯燥
16、真心没看懂⋯⋯
17、作者通过生动的举例和比喻吧原本很难懂的高等物理解释得通俗易懂！
18、后面基本看不懂，感觉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推测。
19、圖文並茂,易懂,兒子非常喜歡!!!!!!!!
20、看的头有点大。。
21、没来得及看！~~~
22、很好的科普读物！对于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本科生都有所启发！
23、讀下來一直有一個疑問：額外緯度會不會像以太一樣多餘？
24、图书的质量很差，给我感觉是一帮做粗糙儿童读物的人被安排做了没有能力做的事。。。
25、写的有些该深不深的,留有许多疑问
26、说得很好，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
27、表示文科生的脑袋不够用
28、陈你几号高
29、开外阅读很好，不错的书。有深度
30、买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它那句“叫板爱因斯坦”
老实说我是爱因斯坦理论的忠实拥护者，所以也是要看下其他科学家的思路的说
不过弯曲的旅行，老实说，它的思维深度并没有霍金先生的深，越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罢了。
31、还没看，努力存书，这书要慢慢看啦&amp;amp;amp;rarr;_&amp;amp;amp;rarr;
32、喜欢看科学方面的书,这本书很不错
33、被一本科普读物打击得七荤八素！缓过神来，还是不由得想大放厥词，呵呵，正是无知者无畏。
    直觉地，希格斯场就是另一个“以太”，虚粒子简直大白天言之凿凿地说鬼。哈！而ADD和RS1模
型可真让人兴奋，虽然我的智商水平描摹四维空间（4+1那个4）都有点困难。
    再盗用下兰道尔教授的“膜”的概念吧：我一直对四维（3+1）宇宙这个说法充满怀疑—--时间就是
个矢量，没有可回溯的过去，怎么能算一维？时间只是个在“当下”切片上展开的膜（从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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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时间甚至没有未来，因为在膜上，它总是发散的。你只是想当然地以为你的选择就是矢量本来的
方向，殊不知却是无数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嘿嘿，这下连爱因斯坦老先生都要生气了。
    不过，还有比我更过分的呢，本书第329页：爱德华威滕—“空间和时间可能是要消亡的”、内森赛
博格—“我几乎可以肯定，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幻觉”！哈，这就是对近十来年宇宙模型的总结吗？
    但是，谁知道最后到底什么是对的呢？科学探索，起自无用的好奇，是一个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地方
。作为一个科普书读者，我对荒原上的每一个探索者，都深深地充满了崇敬！当然，实用主义的国人
未必会同意这个说法。所以啊，漫眼荒原，看不到几个我的同胞啊！

    将要读完的时候，从本书的“译者后记”里得知了一个巧合：正好是三年前的今天，2008年9月10日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投入运行，开始了对“上帝粒子”的探索。不由得慨
叹！！！中国人，我们真地认识了“赛先生”吗？
    “赛先生”不仅仅是170年前的坚船利炮，也不仅仅是21世纪的神奇电子产品。“赛先生”的魂是无
用的好奇罢！是见疑不放的认真罢！是蔑视威权的实证主义罢！
    1609年，伽利略那只望向星空的4倍望远镜，展开了人类一个新的时代—科学时代。400年过去了，
中国人一直两手空空尴尬地跟在伽利略的子孙后面，脸上挂着不忿、艳羡、茫然⋯⋯表情实在复杂。
    也许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我们是一个精神上早熟的民族，盖因为我们的祖先太优秀了云云。可是
，如此我们就不用再关照自己的灵魂了？就可以任由实用主义阉割我们的好奇心了？！
    忽然想起，今天也是我们的第26个教师节了，但愿我们产业化标准化的教育不至于把我们的孩子糟
蹋完。
34、很好的书，给过程我们提供了了解世界的更多的维度，尽管阅读的很艰难
35、也许是猜想，也许是事实
36、打发时间读物
37、包装完美内容喜欢送货速度快
38、看了书评买的，很期待
39、书还没看完呢，但是感觉写的还不错，揭示物理的奥秘！！比如：弦理论，膜理论等，满足了人
得猎奇心理~~~
40、真心太难懂，不过前两章还是蛮有意思的。
41、弯曲的旅行：揭开隐藏的宇宙维度之谜
42、很专业的书了。。。其实我看不懂。
43、虽然这些年看了不少科普书，但是还是被这本书吸引住了！没看过这本书的人绝对会后悔！
44、我是由于久仰丽萨兰道尔大名买下次此书的。收到书后，大致浏览了一下，果真没有让其我失望
书中有大量的插图辅助说明，抛弃了各种繁杂的公式，还原科学以简洁纯朴之美。不愧是大家啊
45、弯曲的宇宙，弯曲的空间，弯曲的时间，多么神奇的想象，其实这就是现实，就是我们每天呆在
其中却毫无觉察的时空环境，她还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的秘密？四维之外更多的维数？与我们能够感
知得到的明物质相对应的暗物质世界又是怎样的？所以这些，都拜现代物理所赐，让我们越来越接近
宇宙的真相，同时也在一次又一次天翻地覆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观！
46、评论不好写，最起码早知道自己喜欢的风格。这本书非常的系统化，以至于太系统了，把理论物
理的发展史写了全书篇幅的七八成。。。这对于知识猎艳型的读者非常的痛苦，简直回到了高中教室
的感觉。不过对于关注物理不是很多的初级很负责
47、　　我们总是面对浩瀚夜空，面对着灿烂繁星，却只能徒兴慨叹：人类在宇宙中是何其的渺小！
对于宇宙，人类数千年来穷究其源，虽然一点点地我们获得了更多关于宇宙的知识，但对于宇宙的真
相，我们仍是一无所知。相较于宇宙广袤无垠，人类对于宇宙的求索真是不值一提。
　　
　　不过，科学家们并未放弃对于宇宙真相的追索，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人类始终有着不懈的努力
，模糊而诗意的我们眼前的确星空，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同时也更加神秘起来。宇宙究竟为何？这是
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中文的解释，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这种解释其实是符合现代科学
的宇宙观的。现代科学认为，宇宙是由时间、空间和物质、能量构成的统一体，是一切时间和空间的
总和。那么，什么又是时间与空间呢？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之中，世间万物，只有时间与空间是最为
持久的，成为人类认为宇宙永恒的标志。当然我们的现代物理学对此也有非常清晰的描述，但这种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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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其实只是来自于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这个宇宙只是展现于我们面前，我们触手可及的宇宙，对于
整个的宇宙空间，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恐怕就有些疑问了。
　　
　　刚刚读完著名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女士所写的科普读物，名叫《弯曲的旅行——揭开隐藏的宇
宙维度之谜》。这是一位美女学者，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亦任哈佛大学麻省理工
的终身教授。她在书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她所研究的领域的最新进展，阐述了她及其合作者
对于额外维度，也即是第五维空间的探索。她在中最后所引用的几句话，却让我深受震撼。其一是：
“空间和时间可能是要消亡的。”这是爱德华·威滕所说。其二是：“我几乎可以肯定，时间和空间
都是一种幻觉。”这是内森·塞伯格所说。
　　
　　这是出自当今最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的话。前者是弦理论和量子场论的顶尖专家，M理论的创立
者；而后者则是威滕普林斯顿的同事，亦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与威滕共同证明了磁单极粒子理
论上存在的可能性。这两句话是他们作为科学家的所做的判断，却无普通科学论断那么冷冰冰的，相
反充满着感性色彩，有着浓厚的哲学及宗教的意味。空间与时间的消亡，也许并非新鲜的说法，任何
事物都有始有终，时间与空间也应该如此。而现代物理学上的大爆炸理论，即认为现有的宇宙源于一
次大爆炸，从这次大爆炸之中，诞生了我们现在的空间与时间。但从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嘴里说出消亡
一词，就有些人文的意义了。而塞伯格关于时间与空间都是幻觉的说法，则更让人惊奇。
　　
　　我们现在所能感知的世界都是幻觉吗？我们触手可及的物体并非真实的存在？伴随着人类生命流
逝的时间，也只是一个幻影？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绝非耸人听闻。
　　
　　有时让你觉得虚幻的东西，却是真实的存在；而有些让你觉得坚实的东西，却是如此的脆弱。世
界往往如此，出乎人的常理。不过，我们认真想一想，常理为何？只是一种基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而
得出的合乎于我们想像逻辑的规律而已。这种规律既然只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整个的宇宙也许有
普适性，也许只是一条特殊的规律，只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宇宙。在我们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宇宙？
这正是科学家们正在探索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宇宙，只能是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符
合着我们现在所知的物理定律的宇宙。那么在我们的宇宙之外，还有什么？我们的宇宙，在我们所能
感知的范围内，只是一个四维的宇宙，三维的空间加上一维的时间。那么，宇宙中是否还存在着我们
所未能感知到的高维空间？是否还有第五维，甚至更高的维度？至少，从目前科学的进展来看，弦理
论似乎应该是最有潜力成为能统一现有所有物理规律的理论，虽然现在还缺乏实验的证明，毕竟在理
论上还是能解释目前许多以前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的。而该理论的成立要求着多维的存在。
　　
　　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和粒子物理学家的兰道尔女士，在《弯曲的旅行》中就以平实而易懂的语言，
给我们逐层地解剖着现代物理学的进展，对诸多关于粒子物理及理论物理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并逐一
予以点评，大胆地预言了宇宙中第五维空间的存在。她利用弦理论的成果，通过大量的论证与多次的
实验，提出在我们现在有的三维加时间的四维空间里，还隐藏有一维空间，这维空间以卷曲的形式存
在，可能极其的微小，也可能很为巨大。她为此还提出，可能在宇宙中存在着膜，而物质则附着于这
层膜之上。兰道尔认为，一切物质都无法穿越这个膜，包括光子在内。只能引力子能穿越，而引力可
以在各个维度之间起着作用。她并进而提出，也许我们的宇宙所在的这层膜卷曲着，形成了一个封闭
的三维溶洞，我们就处于这个溶洞之中，就像呆在一个塑料口袋里一样，与外界的高维完全隔绝起来
。想像一下这个情景，我们以为观察到了整个宇宙，其实只不过是在坐井观天，而我们所观察到的这
片“井天”，也许根本就与真实的宇宙完全两样！想一想，挺让人灰心的。我们所谓的浩瀚宇宙，其
实不过是个装在套子里的微小世界，外面的宏大却与我们无关。我们所了解的宇宙真相，或许只是构
成真相的很小一部分，就像大象的尾巴，它是大象的一部分，却并非大象本身。宇宙的真相对于我们
，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
　　
　　尽管如此，在书中，兰道尔女士还是满怀信心地认为，随着瑞士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落成
，我们必然会发现所谓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第五维的发现也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可以窥见
宇宙的真相，了解到宇宙的秘密。兰道尔女士认为，对于更高的维度，我们也许难以想象，可能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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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感知，因为它已经是超出了我们生活的常识之外。就像一只生活于一条线上的蚂蚁，它永远也无
法知道，除了这根线条的两个方向之外，还有广阔的平面；而对于一个只生活于一个二维世界的人来
说，也永远无法想象在他的头顶上还会有辽阔的天空，也许一个正朝着他飞来的球体，也会被认为只
是一个个的圆。对于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的人类来说，另外的维度如果存在的话，肯定也在我们所无
法触及甚至想象到的地方，而来自于更高维度的物体，也许在我们的眼里也只能是三维的。在这更高
维的宇宙里，也许存在着我们所无法知晓的世界，可能包括着我们的灵魂。当然后面这一句并非兰道
尔女士的观点，只是出于我的想象。
　　
　　《弯曲的旅行》尽管写得非常的浅显，也很有趣，但对于如我一样缺乏基本物理知识的普通读者
来说，阅读起来还是相当的吃力。里面众多的陌生概念，已经快搅乱我可怜的头脑。许多地方我也是
囫囵吞枣，看个大概而已。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还是挑起了我对于宇宙，对于额外维度的好奇心。由
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来谈论如此的话题，也让我有相信，这样的话题并非虚幻或者瞎扯，它同样是建立
在严肃的科学基础之上的。这一切出乎人们的想象，却可能确确切切地存在，对于人类的整个世界观
甚至想象力，都会是个极大的挑战。作者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认为宇宙的大门很快就将打开。虽然
我觉得对于宇宙真相的认知，对于人类来说将可能永远都是个问题。但我与作者一样，“迫不及待地
要一睹真容”。
　　
　　让我们跟着兰道尔女士，等待着“宇宙将慢慢揭开其神秘的面纱”那一刻。
48、好书！说人类是个点都放大了，给自己的启发很大。离得足够远，看得才足够清。不枯燥，不乏
味，虽说是物理的门外汉，可理解起来一点都不费力。大爱
49、我一直对物理书很着迷，这本应该是新近的科普大作了
50、不错的书，有助于了解物理史以及更深的挖掘
51、还是有些难度的
52、勉强读完吧，实际上从第三部分开始就看不太懂了，好在过程虽然不懂，结论还是能看懂，所以
还算是有收获吧
53、非常棒的一本书，而且包装得很好
54、串联了很多失去的记忆。
55、对于前沿物理有很好的理解和解释！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
56、集科学、趣味于一体，书籍的印刷质量也相当好。
57、书不错，但这个版本差点
58、“她证实了灵魂确实存在”？！ 无良编辑 毁书不倦 >.<
59、和《超越时空》同期对比着看，这本晦涩太多了。
60、以后有空好好看看
61、书的封面和网上的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62、深入浅出！额外维度，弦理论，基本粒子尚能读明白，后面的就被搅糊涂啦~是至今读过的宇宙
科普读物里最棒的之一，PS：作者说2012年会宣告灵魂存在的证据，坐等⋯⋯
63、好的文章应该是浅显易懂加上适当的简图。做到了吗？
64、hgkjhfgjkjfkgghfjhfgjhfggf
65、内容非常好 就是质量没想象中好
66、很好的书！喜欢!
67、弯曲的旅行
68、更难得是还有科普的毅力。
69、没看懂啊没看懂
70、写的还不错，但对于我这种缺乏想像力的科盲来说，还是相当催眠的，读不完一章就哈欠连天了
。
71、一直很想看这本书的，终于到手了O(∩_∩)O~不过跟描述有点不一样，就是到手的书是修订版的
，不知道内容会不会有不同
72、需要一定的知识，不过一般人还是都能看懂，在这里推荐一下，对茫茫宇宙有所了解了。
73、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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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很好的科普書
75、　　对物理学的了解可能仅仅限于相对论。虽然曾经听说过弦理论，但是就完全不知所云。这本
书的作者十分擅长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把为什么这个世界可能是十一维的解释的
那么清楚了一点。然后量子物理也解释的比较让我看懂。但是进入到粒子物理之后，虽然她试图在用
语言解释，但对于我来说就成天书了。
　　不过，姑且认为他是对的吧，至少多听说了一些名词，比如膜，比如费米子，波色子。
　　
76、兰道尔深入浅出讲科普的能力不亚于卡尔萨根和加来道雄，让我对即将推出的兰道尔三部曲很期
待。
77、说真的，开始时对这本书很期待，看着看着就看不下去了，一来难，二来离现实太远了。可能这
个专业的人读会好点。
78、书刚拿到还没捂热，就被我老板借去看了。。。。。。一直对空间物理感兴趣，认为这是人类发
展自身种族的2大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是基因学）。霍金的书也看了几本，看了介绍兴趣使然也就买
了这本评价蛮高的科普读物。
79、对于只想求科普的读者而言会不会有些深奥......但的确是很好的书。
80、我查到快早到晋中了，但过了两天才收到。
81、居然是新版，原来书店看到的是老板啊~~~~~~~~~~~~~
82、没有想象中的通俗易懂，
没有达到《时间简史》的水平，
对于有一定基础的还是不错的选择。
83、好书，十分喜欢这种书，如果有彩色的就最好不过了。
84、额！后面的部分几乎没看懂...
85、真心推荐 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86、本书无疑是优秀的，可以说是把近20年来的物理研究内容全部囊括在内了。也因此显得非常庞杂
，很多方向只是点到即止，想深入了解需要找其他书目。总体来说书的内容跟书名十分贴切，一切文
字都只为介绍额外维度服务，但从经典物理通往额外维度的道路上必然要路过一些吸引人的景点，但
那不是我们旅行的终点——2012即将揭开的一层宇宙秘密。所以只简要介绍之，不错过美景，让人觉
得是一日游般直达目的地，途中什么过程都无法享受到就行了。想要细细观摩那些景点的话，就得另
寻书目了。
87、虽然很简明了但是还是给高智商的人读的TT
88、这本书写的是宇宙学的前沿问题，但语言很通俗，作者举例也很形象，我拿到书以后总是爱不释
手！
89、内容还行  纸张太粗糙还那么贵
90、看到一半卡住了。起点太高。。。
91、一般人难读进去
92、很有趣的书，虽然最后看的不是太懂，不过以后应该会买一本，慢慢读；能够用比较简单通俗的
语言描述一件如此高深的科学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事
93、经典中的经典，科普最强书籍。
94、这本书还是不错的，这么复杂的问题写得还算通俗！
95、科普+1
96、经典图书，给老公买的，很满意。
97、实物和网上显示封面不一至，只不过也没什么，收到的是修订本。也可以。
98、很不错，等待研究的突破，发现世界的真相。
99、20130318——【屈服了。没读完= =】
100、超期，还了又借，放不下啊...
101、多维宇宙 呵呵，比起平行宇宙，我更喜欢这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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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物理学的了解可能仅仅限于相对论。虽然曾经听说过弦理论，但是就完全不知所云。这本书的
作者十分擅长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把为什么这个世界可能是十一维的解释的那么
清楚了一点。然后量子物理也解释的比较让我看懂。但是进入到粒子物理之后，虽然她试图在用语言
解释，但对于我来说就成天书了。不过，姑且认为他是对的吧，至少多听说了一些名词，比如膜，比
如费米子，波色子。
2、我们总是面对浩瀚夜空，面对着灿烂繁星，却只能徒兴慨叹：人类在宇宙中是何其的渺小！对于
宇宙，人类数千年来穷究其源，虽然一点点地我们获得了更多关于宇宙的知识，但对于宇宙的真相，
我们仍是一无所知。相较于宇宙广袤无垠，人类对于宇宙的求索真是不值一提。不过，科学家们并未
放弃对于宇宙真相的追索，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人类始终有着不懈的努力，模糊而诗意的我们眼前
的确星空，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同时也更加神秘起来。宇宙究竟为何？这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问题。
中文的解释，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这种解释其实是符合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的。现代科学认
为，宇宙是由时间、空间和物质、能量构成的统一体，是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总和。那么，什么又是时
间与空间呢？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之中，世间万物，只有时间与空间是最为持久的，成为人类认为宇
宙永恒的标志。当然我们的现代物理学对此也有非常清晰的描述，但这种描述其实只是来自于我们所
观察到的宇宙，这个宇宙只是展现于我们面前，我们触手可及的宇宙，对于整个的宇宙空间，事实是
否真的如此？恐怕就有些疑问了。刚刚读完著名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女士所写的科普读物，名叫《
弯曲的旅行——揭开隐藏的宇宙维度之谜》。这是一位美女学者，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女性终身
教授，亦任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的终身教授。她在书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她所研究的领域的最
新进展，阐述了她及其合作者对于额外维度，也即是第五维空间的探索。她在中最后所引用的几句话
，却让我深受震撼。其一是：“空间和时间可能是要消亡的。”这是爱德华·威滕所说。其二是：“
我几乎可以肯定，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幻觉。”这是内森·塞伯格所说。这是出自当今最顶尖的理论
物理学家的话。前者是弦理论和量子场论的顶尖专家，M理论的创立者；而后者则是威滕普林斯顿的
同事，亦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与威滕共同证明了磁单极粒子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这两句话是
他们作为科学家的所做的判断，却无普通科学论断那么冷冰冰的，相反充满着感性色彩，有着浓厚的
哲学及宗教的意味。空间与时间的消亡，也许并非新鲜的说法，任何事物都有始有终，时间与空间也
应该如此。而现代物理学上的大爆炸理论，即认为现有的宇宙源于一次大爆炸，从这次大爆炸之中，
诞生了我们现在的空间与时间。但从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嘴里说出消亡一词，就有些人文的意义了。而
塞伯格关于时间与空间都是幻觉的说法，则更让人惊奇。我们现在所能感知的世界都是幻觉吗？我们
触手可及的物体并非真实的存在？伴随着人类生命流逝的时间，也只是一个幻影？这确实是个问题，
但绝非耸人听闻。有时让你觉得虚幻的东西，却是真实的存在；而有些让你觉得坚实的东西，却是如
此的脆弱。世界往往如此，出乎人的常理。不过，我们认真想一想，常理为何？只是一种基于我们日
常生活经验而得出的合乎于我们想像逻辑的规律而已。这种规律既然只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整个
的宇宙也许有普适性，也许只是一条特殊的规律，只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宇宙。在我们之外，是否还有
其他的宇宙？这正是科学家们正在探索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宇宙，只能是在我们目之所及
的范围内，符合着我们现在所知的物理定律的宇宙。那么在我们的宇宙之外，还有什么？我们的宇宙
，在我们所能感知的范围内，只是一个四维的宇宙，三维的空间加上一维的时间。那么，宇宙中是否
还存在着我们所未能感知到的高维空间？是否还有第五维，甚至更高的维度？至少，从目前科学的进
展来看，弦理论似乎应该是最有潜力成为能统一现有所有物理规律的理论，虽然现在还缺乏实验的证
明，毕竟在理论上还是能解释目前许多以前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的。而该理论的成立要求着多维的存
在。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和粒子物理学家的兰道尔女士，在《弯曲的旅行》中就以平实而易懂的语言，
给我们逐层地解剖着现代物理学的进展，对诸多关于粒子物理及理论物理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并逐一
予以点评，大胆地预言了宇宙中第五维空间的存在。她利用弦理论的成果，通过大量的论证与多次的
实验，提出在我们现在有的三维加时间的四维空间里，还隐藏有一维空间，这维空间以卷曲的形式存
在，可能极其的微小，也可能很为巨大。她为此还提出，可能在宇宙中存在着膜，而物质则附着于这
层膜之上。兰道尔认为，一切物质都无法穿越这个膜，包括光子在内。只能引力子能穿越，而引力可
以在各个维度之间起着作用。她并进而提出，也许我们的宇宙所在的这层膜卷曲着，形成了一个封闭
的三维溶洞，我们就处于这个溶洞之中，就像呆在一个塑料口袋里一样，与外界的高维完全隔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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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这个情景，我们以为观察到了整个宇宙，其实只不过是在坐井观天，而我们所观察到的这
片“井天”，也许根本就与真实的宇宙完全两样！想一想，挺让人灰心的。我们所谓的浩瀚宇宙，其
实不过是个装在套子里的微小世界，外面的宏大却与我们无关。我们所了解的宇宙真相，或许只是构
成真相的很小一部分，就像大象的尾巴，它是大象的一部分，却并非大象本身。宇宙的真相对于我们
，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尽管如此，在书中，兰道尔女士还是满怀信心地认为，随着瑞士欧洲大型强
子对撞机LHC的落成，我们必然会发现所谓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第五维的发现也是必然的
，那么我们可以窥见宇宙的真相，了解到宇宙的秘密。兰道尔女士认为，对于更高的维度，我们也许
难以想象，可能更是无法感知，因为它已经是超出了我们生活的常识之外。就像一只生活于一条线上
的蚂蚁，它永远也无法知道，除了这根线条的两个方向之外，还有广阔的平面；而对于一个只生活于
一个二维世界的人来说，也永远无法想象在他的头顶上还会有辽阔的天空，也许一个正朝着他飞来的
球体，也会被认为只是一个个的圆。对于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的人类来说，另外的维度如果存在的话
，肯定也在我们所无法触及甚至想象到的地方，而来自于更高维度的物体，也许在我们的眼里也只能
是三维的。在这更高维的宇宙里，也许存在着我们所无法知晓的世界，可能包括着我们的灵魂。当然
后面这一句并非兰道尔女士的观点，只是出于我的想象。《弯曲的旅行》尽管写得非常的浅显，也很
有趣，但对于如我一样缺乏基本物理知识的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起来还是相当的吃力。里面众多的陌
生概念，已经快搅乱我可怜的头脑。许多地方我也是囫囵吞枣，看个大概而已。但无论如何，这本书
还是挑起了我对于宇宙，对于额外维度的好奇心。由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来谈论如此的话题，也让我有
相信，这样的话题并非虚幻或者瞎扯，它同样是建立在严肃的科学基础之上的。这一切出乎人们的想
象，却可能确确切切地存在，对于人类的整个世界观甚至想象力，都会是个极大的挑战。作者对于未
来充满了信心，认为宇宙的大门很快就将打开。虽然我觉得对于宇宙真相的认知，对于人类来说将可
能永远都是个问题。但我与作者一样，“迫不及待地要一睹真容”。让我们跟着兰道尔女士，等待着
“宇宙将慢慢揭开其神秘的面纱”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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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弯曲的旅行》的笔记-第118页

        量子电磁理论将电磁力归因于称做光子的粒子交换⋯⋯其运作方式是，一个电子发出一个光子，
光子再传向另一电子，将电磁力传递给它后消失。通过它们的交换，光子就传递了一个力。⋯⋯电磁
场里的相互作用发生在并非直接接触的光子或其他粒子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电荷看似立即对彼此
产生了影响，这只是因为光速非常快。实际上，相互作用只发生在局部过程中。光子先是遇到一个带
电粒子，然后再遇到另外一个，因此，就在带电粒子的那一确切位置，场生成并毁灭了光子。

2、《弯曲的旅行》的笔记-第246页

        

3、《弯曲的旅行》的笔记-第20页

               投影忽略了原来三维物体的信息，不过，我们用投影制作二维图时，有时会加入一些信息，以
帮助我们重获部分丢失的东西。这些附加信息可以是油画，或全息图中的阴影或颜色，也可以是地形
图中表示高度的数字，但有时什么标识都没有，这样，两维特写就不可能提供那么多的信息。

    如果不是我们的两只眼睛协同合作，帮助我们重构三维，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将是投影。如果闭
上一只眼睛，你就很难感知远近，一只眼睛只能构建一个三维现实的两维投影，我们需要两只眼睛来
重建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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