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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中的宇宙》

精彩书评

1、一直都很喜欢哲学和宇宙，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让你懂得你是谁，还能让你懂得你为什么
存在这个世界，你要如何改造这个世界。首先，你是谁？这个问题如果揪根下去那要说的是太多太多
了，根据霍金的说法我们其实是在很久很久就已经存在在这个宇宙中，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没有起点的
也是没有终点的，再来我们的基因是不是也是从好久好久之前传承下来的呢？我想应该是的。那么就
验证了其实我们已经在无限的起点中就存在了，我们与宇宙是和在一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看过
《Lucy》超体这部电影，最后一句话很让我印象深刻，“我，无处不在”。所以，在我的观点中，我
是谁呢？答案很明显，我和你们并无区别，在物质的构成上面我想这应该是没有区别的。第二，我为
什么存在这个世界？我想我可以把他理解为我存在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宇宙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自
己为什么存在在这个宇宙？！我们也许认为宇宙它又没有思想！但是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它一直膨胀一直膨胀一直膨胀，也许宇宙中也有个统治者它也有野心，像人类一样野心勃勃不断的扩
大自己的疆域！又有谁知道呢。第三，我们如何改变世界。经过几千年的科学家的探索，从引力到引
力波，我们不断认识世界。经过四大文明古国的衰落，工业革命的崛起，再到现在提倡和平与发展，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把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不断改造，是为了寻找自己，是为了知道我是谁！我想
应该是这样。
2、对于这样一本书，我这种伪文青几乎要无词了。懂得那么多的理论并创造那么多理论这本身就是
奇迹！遑论辞藻乎？如果能让所有自然科学都让深奥变生动，普及大众，惠泽庸凡，让高尚存活得更
广泛！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都会多么愉快啊！分享的快乐在城市和乡间科学的飘扬着！！！
3、写内行能看懂的书不难，写得能让下至刚会走，上至99的广大人民群众都能读懂的书就很难了，而
且很多砖家们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虽然霍金的理论有很多漏洞可抓，但是这本书的语言很浅显，比喻
很生动，让偶这种物理小白都能看得懂，实在忒不容易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太强大了，换
个国家的话那就是吃低保而且可能早就挂了~~
4、看了一周。章节依次看法：1， 广义相对论把时空和物质作为平等而不可分的对象，但没法解释看
上去“稳态”的宇宙，爱因斯坦引入宇宙常数来平衡，却没接受大爆炸的可能性。核武器的原理是铀
原子核裂变成总质量稍小的两个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2，从时间极限引出终始，时空弯曲，
在微观上把粒子的碰撞等行为从振动的一维弦去考虑，甚至P膜。3，生物存在于常见三维的空间原因
是，二维不能消化，四维以上相互引力过大。宇宙创生了时空，实时间和空间在虚时间里。智慧生命
是宇宙收缩和暴涨的导致适量真空能量密度的结果，我们的历史都记录在虚时间这个果壳里。微波辐
射是宇宙大爆炸的一个重要证据。4，从拉普拉斯的科学决定了到只能预言波函数，与量子理论对应
的广义相对论表明黑洞的存在。黑洞不可探测，在物质被它吞没前只有黑洞视界可被我们所知，所以
霍金的诺贝尔奖也因为需要黑洞内外的粒子的自旋和波函数而没有摘下，仅有外部的黑体辐射信息还
是不够的。在最后，多维的P膜暗示了虫洞等穿越时空的新可能。5，时间旅行视界宛如黑洞视界，且
需用负能量来制造这个时间机器。基于费恩曼的多重历史求和，单个粒子的时间倒退是可能的。但是
一个由无数粒子组成的宏观物体的概率几乎等于零。6，目前依据摩尔定律增长的计算机CPU速度却
依然敌不过蚯蚓的计算能力，人脑进化依赖生物工程是不错的方向。外星生命不必在意，它们对人类
的存活不会造成影响，就像我们不会对细菌一样，细菌仍然可以核战争后生存。7，引力的微弱和暗
能量或许可以解释额外膜（四维时空外）的存在，大爆炸可能是是膜的碰撞。
5、霍金先生在中国恐怕是要吃低保的可怜残疾人。为什么世界最聪明的人放到中国会成为活着不如
猪的可怜虫？
6、艰难的阅读，果壳中的宇宙，个体认识.1.宇宙可能是张有弹性的膜，天体在膜上压出的凹巢上产生
了诸多物理现象2.祖父母理论说时间不可逆，但预言未来是可能的，是个宏观概率的问题3.据说宇宙是
有起始的，起源于大爆炸，宗教人士喜欢这个说法，这样上帝就有存在的必要4.在未知的领域科学和
宗教的界限很模糊5.早就知道有多维世界，但四思维以后很难理解6.对于时间的理解很难理解是一个卷
曲7.宇宙一直在膨胀，如果没有膨胀，光和热就会一直加热宇宙，宇宙空间将不是漆黑一片
7、喜欢读宇宙和哲学，因为我想知道我是谁。从物质到精神。结果这两方面都不是常人能理解的啊
。看了不少有关方面的书，而且我还是物理专业的。可是还是表示很多很多不解。看来的确不是一个
层次的。不过这种在好奇中读书还蛮不错的。这种阅读就像是听鸟鸣闻花香，虽然不知其中含义，但
也是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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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中的宇宙》

8、记得小时候，理想是当一名天文学家，在杂志上看到天文望远镜的广告每次都缠着爸爸买。长大
后才知道，原来天文学家并不是只要拿着望远镜观察宇宙中的美丽星体就可以了，而是要成为一名物
理学家和数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数年，年纪渐长，陷入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琐碎中，逐渐淡忘了
曾经对科学和哲学的热爱，好久没有仰望星空。上周读了这本书，这是一本科普读物，霍金已经用尽
量通俗的方式为大家讲解深奥的物理学知识，但还是不能完全看懂。但我相信，懂与不懂，都是收获
。书中关于宇宙和时空的描述，让我深刻感受到人类作为个体的渺小。在广阔无垠的宇宙和漫长洪荒
的时间中，个人的烦恼和生活的纠结又算什么呢？昨晚散步时抬头仰望了天空。有点点星光，不禁想
起那时间的开端，时间的尽头，宇宙的开端，宇宙的尽头，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庄子说，而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有限的人生，不能掌握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保持谦虚的态度，尽人事，知天命，愿
心安。
9、一句话，懂与不懂都是种收获。《时间简史》我基本全书还能理解，但这本我从第四章开始就雨
里雾里了，但里面很多独特的思想与见解还是让我获益匪浅。
10、“果壳中的宇宙”源自于莎翁的《哈姆雷特》台词。哈姆雷特认为，即使把它关在果壳中，仍然
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霍金围绕宇宙学展开，涉及广义相对论、量子论、暴涨、时间旅行、引力波
等诸多概念。这些都和历史老师的我没什么关系。唯一有点挨边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普朗克
的量子假说。历史教科书有教，这两者是构成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并且简介了相对论。一直很佩服爱
因斯坦，不单单因为他无与伦比的大脑，还因为他反战的态度。二战中曼哈顿计划实施并最终制造出
了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人为灾难性事件。而爱因斯坦本人没有参与曼哈顿计划，并且为
投掷原子弹而感到震惊。日本的灾难让其心情沉重。“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二战前德国
科学的学术氛围是极其好的，而纳粹上台后，他不得不逃离。他拒绝为政治工作，并积极为反核武器
一直在作努力。艺术家的灵感在于使之能不断创作新的艺术作品，而科学家的灵感在于，不断思考能
让他发现新的科学理论。苹果可以落在牛顿头上，是建立在地球是平坦的基础上。因而爱因斯坦灵感
涌现，提出了弯曲时空的新理论，即广义相对论。时空中的大质量物体，能将附近时空弯曲。关于时
间和空间的研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乐此不疲。在牛顿的经典力学中，时间和空间相互分离，仿佛
是一根单独的线或在两个方向上都无限延伸的铁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指出，时间和空间是非常复
杂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人们不能仅仅弯曲空间而不涉及时间。这样，时间就有了形状。当恒星和星
系在它们自身的引力下坍缩形成黑洞，时间会有一个终结。黑洞是个可怕的存在。这里意味着一切都
是静止而神秘的。黑洞不黑，并且还有温度。根据一个黑洞的熵（黑洞内部状态）的面积公式暗示，
有关落进黑洞的东西的信息可以像在唱片上一样被储存，当黑洞蒸发时再放出来。如果把量子引力和
全息原理相合并，也许可能跟踪发生于黑洞之内的东西。关于全息术，以前在A公司时接触过，略知
道一点。也许我们只是生活在一张大膜上，甚至我们看到的只是全息影像而已吗？也许我们只是投影
而已，所以我们自以为是生活在四维的世界当中。这让我产生了一些奇妙而令我激动的联想。比如《
金刚经》里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似乎物理学家所探究的终极智慧，与佛理不
谋而合。看上去多么平淡无奇，甚至引人发笑，却在笑过之后细思恐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应作如是观”！也许那些知悉佛理的先人，早已探求到了
宇宙的密码，早已碰触到了五维甚至六维七维空间的边了吧！书中所探讨的关于“预测未来”“护卫
过去”的这样带着高度哲学思考的内容，用科学一一佐证，既玄妙又让人信服。双胞胎佯谬实验，是
让我感兴趣的内容。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跨上宇宙飞船作接近光速的长程太空旅行，而另一个则留
在地球。结果当旅行者回到地球后，我们发现他比他留在地球的兄弟更年轻。很多关于太空题材的电
影都会有类似的情节吧！那么，我小小地幻想了一下，如果一个人尝试去宇宙航行，那么通过此种高
风险的方式，是否可以让青春流逝得慢点呢？总的说来，尽管大部分术语我不懂，但是思考了一点东
西，也算是有所收获。虽然时间对我来说还是如此地虚无缥缈，但至少，在我心里有了几分模糊的形
状。后记：思考带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把物理学家探求的宇宙起源和关于过去未来时间维度的思考
与佛理联系起来，发现是不谋而合的。物理学家苦苦探寻，用了如此多的公式演算推理实验得出的结
果，就是佛理中一些看似轻描淡写的智慧。我有一种摸到密码的边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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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中的宇宙》

章节试读

1、《果壳中的宇宙》的笔记-第一章

        2016.2.29周一
出读完第一章，拆书包里的声音吸引了我。霍金对本书的描写加入了人性化的科学描述。但愿卧室世
界上最后一个投放原子弹的人。--爱因斯坦。看这本书，懂与不懂都是一种收获。

2、《果壳中的宇宙》的笔记-第79页

        霍金不断提到上帝，这算是我在科普读物中读到上帝次数最多的一本，也许不论是大爆炸，还是
上帝创世，都有可能是宇宙起源的正解吧⋯ 人类不断的寻求着我们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这股坚持
不懈的拼劲儿，若真有上帝存在，确实够他嘲笑一阵的⋯ 愿不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3、《果壳中的宇宙》的笔记-第34页

        如果宇宙的的确确是被创生的，那么为何要在创生之前等待无限久？如果宇宙已经存在了无限久
，为何将要发生的每一件事不早已发生，使得历史早已完结？

4、《果壳中的宇宙》的笔记-第63页

        好好奇，人跌进黑洞里，或者说跌进时间的尽头，与死，在感受上会有什么不同么？

5、《果壳中的宇宙》的笔记-第1页

        懂与不懂都是一种收获
艰难的阅读，果壳中的宇宙，个体认识.1.宇宙可能是张有弹性的膜，天体在膜上压出的凹巢上产生了
诸多物理现象2.祖父母理论说时间不可逆，但预言未来是可能的，是个宏观概率的问题3.据说宇宙是有
起始的，起源于大爆炸，宗教人士喜欢这个说法，这样上帝就有存在的必要4.在未知的领域科学和宗
教的界限很模糊5.早就知道有多维世界，但四思维以后很难理解6.对于时间的理解很难理解是一个卷
曲7.宇宙一直在膨胀，如果没有膨胀，光和热就会一直加热宇宙，宇宙空间将不是漆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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