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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史续编》

前言

　　我写《时间简史》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在理解制约宇宙的 定律方面当代最新的进展。
如果能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而且不用方程式来解 释这些基本观念，我想别人也会感到和我一样的兴奋和
赞叹。我听说，每 用一道方程式都会使书的销售数目减半。但是这没有关系。如果你要做统 计就必
须用到方程式，不过这些是数学枯燥的部分。大多数有趣的观念用 文字或图画就能表达了。 我当然
希望该书会成功并可获得适量的金钱。我在1982年开始写此书 时，是想为我女儿的学费做些筹备。然
而我从未想到这本书会这么成功。 从1988年4月愚人节首版以来，此书已在世界各地被翻译成30种文
字，并出 售了大约550万册。这也就是说，在全世界平均每900名男女老幼就拥有一 册。为什么所有这
些人都要买它呢?有许多人试图解释这种现象。有些意见 认为，人们虽然买这本书，但是实际上并不
读，懂的人就更少了。有人认 为他们只是要让人家看到他们有这本书，或者幽忧人认为他们以拥有该
书 而感到自我安慰，因为不必努力阅读就能拥有知识。 也许我不是客观的仲裁者，但是我认为这不
是全部真相。不管我到全 世界的任何地方旅行，人们总会上前来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地欣赏这本书 
。这些人都是一般人，不是爱赶时髦的那种人或是科学怪人。他们之中大 多数似乎都读过这本书，有
些人还读了许多遍。他们也许不能理解所读的 每一处细节。如果他们能的话，就已经有资格开始攻读
理论物理的博士学 位了。但是，我希望他们感到与一些重大的物理问题之间并没有隔阂，而 且如果
他们努力一下就能理解得更多。我认为有些批评者过于自命不凡， 贬低了一般大众。这些批评者自以
为非常聪明，如果连他们都不能完全理 解我的书，则凡人就更没指望了。 对于一本书而言，虽然销
售550万册是伟大的成功，但仍然只触及一小 部分人类。电影和电视才是接触更广大读者的唯一途径
。这就是在本书初 版6个月后，高登·弗利曼找我来拍一部电影时，我也就欣然接受的原因。 我曾想
象这部影片会是几乎全部有关科学并附大量图解的纪录影片。然而 ，当他们开始制作时，整部影片像
是变成全部有关我的生平的传记，而很 少涉及科学。当我表示不满时，他们告诉我：你心目中的这类
电影只能吸 引少数人，为了吸引广大观众，必须把科学和你生平结合在一起。我半信 半疑。我以为
这只是一个借口，用来达到拍摄传记片的目的，这是我早先 曾否决过的事情。和导演埃洛尔·莫雷斯
共事的经验使我信服：在电影界 他算是凤毛麟角的相当正直的人。如果有任何人选能制作一部人人想
看而 又不失原书宗旨的电影，则非他莫属。 这本《时间简史续编》是为了提供背景知识给原书的读
者或这部影片 的观众。这本书比影片容纳了更多的资料，并包含影片中的照片和影片中 科学思想的
阐释。此书是原书之电影之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计划一 部原书之电影之书之电影。 史蒂芬·
霍金 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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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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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史续编》

作者简介

胡小明女士1947年出生于无锡，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任教于中国科技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
吴忠超先生1946年出生于福州，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并任教于该校，1984年得到剑
桥大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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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史续编》

章节摘录

　　安东尼·赫维许 当射电望远镜首次从宇宙获得射电波时，其装置还是非常粗糙的。人 们在加州
的巴勒摩利用大型光学望远镜把第一个辐射射电波的星系认证出 来时，真是令人激动。这些奇怪的物
体，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是在 天空发射射电波的点。可是，它们是什么呢?它们不是太阳，也
不是任何已 知的恒星。 人们发现用光学望远镜只能看到一个暗淡的斑点。我们知道这个斑点 实际上
是一类以前从未看到过的星系，距离我们大约10亿光年。这样，我 们利用简易的仪器就能发现极其遥
远的星系，所看到的是10亿年前的历史 。很明显，如果我们用更好的装置，就可以检测到比这种用射
电望远镜观 测到的更暗淡的，也就是更远的物体。 这样一来，向时间的过去方向回溯宇宙的历史，
从而用来检验相互竞 争的各种宇宙论便成为理所当然。在这以前，宇宙论只是理论家之间的战 争。
而现在它成为我们可以称之为观察的科学，某种我们可以真正观察到 的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太
空的更深处，掀开帘幕使我们看到了宇宙的过去 。 当你往时间的过去方向观测所发现的这类射电星
系的数目，比霍伊尔 、邦迪和高尔德的稳态宇宙理论所能包容的数目多得多。在稳态理论的宇 宙中
，恒星和星系一面形成，一面衰变。可是随着宇宙的膨胀，必须添加 上物质，使之形成新的恒星和星
系，才能使宇宙的图像平均来说在不同时 间显得是同样的，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如果宇宙处于一种稳
态，一种平衡 ，只要你愿意在不同时刻观测它的话，它应该在平均上显得不变。这样， 如果你观测
非常遥远的物体，那么你就能看到时间的过去，就能看到宇宙 的过去和现在是否相同。 从射电望远
镜得到的第一个结果暗示我们，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宇 宙。它具有的射电星系数目比一个光滑的、
稳态的宇宙所应有的多得多。 因此宇宙不是处于一种连续创造的状态。它更显得是随着时间演化。 
射电星系的研究看来非常明确地指出，宇宙具有演化的历史。这在 1965年获得了戏剧性的证实。美国
的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用 他们的射电望远镜接收到宇宙背景辐射。这是从创造宇宙的热
大爆炸遗留 下来的残余热辐射。它证实了宇宙不能处于稳态。 他们的射电望远镜收到的微弱热辐射
非常冷，它对应于刚好比三度开 尔文更低的温度的天空背景，这的确是非常冷。但是如果你在宇宙学
中弄 清这些辐射的起源，它就告诉你宇宙的过去一度曾经是不可想象地炽热， 其温度为几百万度。
我们现在所接收到的只是一种残余，是宇宙极早期的 辐射化石。这些和大爆炸——也就是由突然仓q
造引起大爆炸的思想相符。 从我们接收到的这种辐射化石说明了：在遥远的过去存在一个非常热 、
非常紧密的宇宙。或者粗略地讲，你可想象这是一种开启万物生涯的宇 宙爆炸。我们现在看到它正随
着时间膨胀并逐渐冷却下来。 邓尼斯·西阋玛 我还记得在剑桥的有关脉冲星的学术报告会。我想那
次演讲的题目《 一种新的射电源族》是很乏味的。安东尼·赫维许准备演讲。但是谣传说 ，它不仅
仅是什么枯燥的射电源新族，而是某种更壮观的、更瑰丽的东西 。会议从通常的射电天文学家教室移
到一间非常大的演讲厅，还是被挤得 水泄不通。这个谣言流传得很广。 脉冲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
一次发表的。关于它们究竟是什么，进行 了一些讨论；很显然，它们必须是非常紧密的物体，可是不
清楚它们是否 为白矮星，这种非常紧密的物体虽然非常奇异，却是天文学家非常熟悉的 。它们或许
是所谓的中子星。它们比白矮星紧密得多，或者可以说几乎处 于黑洞状态。这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讨
论清楚。托马斯·高尔德，这位早 先和霍伊尔以及邦迪在剑桥的合作者，首次清晰地论证：脉冲星只
能是旋 转的中子星，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样，过去纯粹是理论的构造，而且从未被天文学家认
真看待过的紧 密物体，忽然间变成全世界射电天文学家都能观测到的、处于某类射电源 中心的物体
。此外，由于中子星几乎是处于黑洞的条件，中子星的半径只 比同等质量黑洞的半径大几倍，那些认
真接受黑洞概念的人因此信心百倍 。 安东尼·赫维许 回到20世纪30年代，当詹姆斯·查德威克发现
中子时，人们用计算推 测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物体。引力是一种极其巨大的力量。一颗恒星把燃料 用
光时，引力甚至就会把该恒星从太阳尺度凝聚成直径只有几英里的球， 把恒星中的大部分物质转变成
这些中子。它似乎把物体压扁、使之不存在 ，把正负电荷挤压得如此紧密，使它们聚合成新类型的粒
子。 这样，人们猜想中子星也许存在。我在剑桥进行的实验真正直接导致 这类物体的发现。这真是
很幸运。我所设计的实验，实际上是用于观察类 星体。我发现，如果通过太阳大气来观看某些射电星
系，它们就会像恒星 一样闪烁。但是，这只有当它们具有典型的类星体不可思议的紧密尺度时 才会
发生。类星体是功率极大的星系，可是它们的能源来自，于它们中间 非常微小的体积。它们是如此高
度紧密的物体，以至于用射电望远镜观测 时也是非常小的，人们正是透过这种闪烁现象来鉴别它们。
它是正常扩展 的射电星系呢，还是在它当中具有某种紧密结构的东西? 所以我设计了一种射电望远镜
，它不像过去的射电天文学中见到的任 何东西；它是用来观察这种闪烁效应的，这显示它具有和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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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史续编》

其他东西完 全不相像的性质。它在长波段工作；我们反复地观测天空，为了寻找起伏 的源。没过多
久，我们就接收到这种脉冲。望远镜的参数刚好调到适合于 接收脉冲，这是我们的运气。 这些脉冲
星被归结成旋转的中子星。这个发现是在1967年进行的，而 在1968年广为人知。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它
们是什么，但是它们必须很小才 行。我在第一篇发表的文章中建议，这是振动中子星，或者是振动白
矮星 ，但是中子星的可能性更大些。这种想法在12个月后得到证实，中子星从 此进入了天体物理的领
域。 这一切是如此激动人心。我指的是，谁会梦想到你会从天空接收到似 乎是智慧的信号呢?天空中
究竟什么东西在发射脉冲呢?我们考虑了所有种 类的事物，再加以排除，譬如说未知的美国飞机或者
从月亮反射回来的信 号等。这些局部的可能性都被排除后，我开始认真地思索，我们也许首次 接收
到真正的、智慧的信号，这是从某个天外文明来的信号，我们将其称 为“小绿人”。 然而，我的研
究生约瑟琳·贝尔进一步检查记录，使我们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这种脉冲信号，最后事情变得清楚了：
我们必须去寻求其他解释， 它不是小绿人，尽管我有一阵把它当真，你不能轻易地把它赶走。 这正
如一则侦探故事：结果只有一个答案，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犯罪 的人。把行星运动排除了之后，我就
知道，脉冲不能来自于一个行星。该 脉冲非常狭窄，这显示该发射物体非常小。由于从大物体不同部
分来的辐 射旅行时间不同，因此你不能指望它发射出短的、尖锐的脉冲。它必须是 某种非常紧密的
东西，必须是尺度比几千公里更小的物体，而且在恒星那 样远的地方。 P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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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史续编》

编辑推荐

　　宇宙学是当代发展最神速的尖端科学前沿之一。人类对宇宙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文明的开端，而人
们对宇宙的神秘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霍金的《时间简史》在全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　　当代宇宙学家经过十年的努力，建立了量子宇宙学的新学科。霍金和他的合作者提出的宇宙无
边界设想是它的一块基石。它在双重意义上回应了宇宙学的挑战。第一，宇宙是包容一切的，在它的
外面不能有任何东西，甚至应该说，它没有外面。第二，宇宙是唯一的，它不是可以任意赋予初始条
件或边界条件的一般系统。宇宙的演化服从科学定律表明理论的自洽性，而宇宙的无边界性表明理论
的自足性。　　霍金和彭罗斯的奇性定理表明只能用量子物理来描述宇宙。宇宙的波函数可以避免空
间———时间奇性。时间概念在宇宙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而在宇宙的开端遭受剧烈的改变。为了排斥
宇宙之外存在观察者的需要，人们还必须在量子物理中用离折过程来取代半个世纪以来沿用的哥本哈
根解释。宇宙学历来是孕育新观念和新思想的摇篮，它的每一个新成果都会对人类的传统产生震撼，
这种现象将会贯穿于人类文明的整个过程。宇宙学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宇宙的存在性。　　作为宇
宙学不可争议的权威，霍金的研究成就和生平一直吸引着广大的读者，影片《时间简史》和本书《时
间简史续编》正由此应. 运而生。对于非科学专业的读者，这是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好机会。而对于
各领域的专家，本书无疑是他们宝贵灵感的源泉之一。这就是我们翻译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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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史续编》

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采访录。发言者包括：霍金的家人、友人、同事、学生等，以及霍金本人。内容包括：
霍金的生平，霍金理论的形成。照片较多，但非常模糊。如果没有照片，这本书会更好一些。霍金的
家人或朋友长相如何，至少，我不关心。可以猜测：出版社是为了凑多页数。人们（包括我）的心理
就是如此：《时间简史》读了（而且很好），其《续编》总要看看。也不能说上当。只是希望，如果
还会再版，就把《时间简史》及《时间简史续编》合为一书。
2、此书适合对有志于理工科方向的初中毕业生阅读
3、亲友和他自己的叙述
4、明明就是《霍金简史》好嘛
5、看前边儿一直在想为毛不叫《霍金简史》，一直被戳中萌点好吗我就看着玩儿~
6、爸爸送给我的科普读物。
7、看得脑袋发晕。。。。。
8、我还是更钟爱前面的插图版啊，果然只有浩大的宇宙最令人神往
9、高中时读过
10、真的不是续篇，只是霍金纪录片的回忆录⋯⋯
11、嗯，老霍那些事儿。坑爹了。
12、就是内容抽象了点，不是很容易看懂。。
13、得这种病使他全心全意活在他的头脑中。
14、跟轩打赌，他输了，买了这本书给我
15、马马虎虎啦
16、对于本书，我个人感觉商业性质很浓，很多东西很潦草，象是草草截稿，而且内容也不怎么样，
编排连章节都没名字了！感叹！！！
17、 2006-08-02 读过
18、名人传记，思想价值不大。
19、还好吧，大部分是讲霍金的个人简史，生活中的一些事。。其实当时还是有点小失望的。。
20、先看的反而是这本书，因为时间简史没找到
21、作为学物理的人，理解全书还是有困难的。其实我想找的答案是：我们对时空的苦苦追寻是不是
仅仅在用数学语言描述我们构想中的时空观，而我们对于时空的本质是不是还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
实用主义可以让我们关注眼前，忘记身后，但这绝非我们原应如此。
22、《时间简史》读完后接着读这本，之后还有《霍金演讲录》。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几本书都
是1995年的版本，应该是国内最早的译本。最近看了探索频道的片子《与霍金一起探索宇宙》，影像
更直观，更有助于理解理论。
23、时间是一个玄妙的概念，未必如霍金所说，在这上面，只能是一种参考
24、........
25、时间是这个世界的属性,在这个世界诞生前并不存在
26、小田你的书。。
27、只能算是浏览过，没兴趣读，像是霍金自传一类的东西⋯⋯ 我想有生之年是没时间看这种书了
28、和实体店买的一样
29、这个《时间简史续编》应改名为《霍金简史》，尽都是霍金家鸡毛蒜皮的事还有他家人的照片。
30、女儿早已读完，很不错。
31、看球不懂+1 不过里边的图图很抽象
32、跟《时间简史》相比，实在是差了太多
33、建议给这本书换个名字——大家来八史蒂芬
34、本来我想学点知识，结果发现这书是个关于霍金传记性质的纪录片式读本。。
35、任何“不幸”都可能是上帝选中了你
36、喜欢霍金，喜欢时间简史，续编也不错。
37、更像是花絮或者参考资料
38、这本书只是大概的描述霍金的理论及其人。作为入门书最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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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看不懂是个很大的问题
40、作为配合纪录片的采访内容收录汇编，需要搭配更多资源阅读才能更深刻理解其中涉及的诸多物
理学及宇宙学概念
41、是看了〈万物理论〉之后来看的。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一个不平凡的一生。从他朋友，老师，
妈妈，妹妹的角度来描述了对霍金本人的看法，了解别人眼中的霍金⋯⋯
42、　　即便如霍金先生一般朝不保夕，人类对未知的追求仍旧永无止境。
　　这已无关乎名利，只是为了追寻生命的意义，宇宙的意义。
43、书全，印刷为正版，邮寄快
44、狗尾貂续之作
45、时间简史的辅助参考材料
46、内容很深奥，要看明白还得费些劲
47、时间简史续篇
48、整本书其实就是一部记录片的音频收录，讲述霍金的生平以及不多的难懂的宇宙理论。既然是纪
录片，没了影像总还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49、不属于霍金的理论部分
50、没怎么看懂，这个世界的法则很奇怪。
51、开篇有失落，读完很满意。
52、对霍金本人产生了兴趣⋯⋯看不懂时间简史看传记还是可以的
53、和时间简史一样 just so so
54、霍金自己那部分几乎与《时间简史》完全重合。没必要再看了。
55、时间简史续编
56、这绝对是即精简的说明了事理又生动的让我们很好的明白
57、明明是霍金的自传，牛逼也掩盖不了你是人渣的事实！佩服的同时狠狠地鄙视你！
58、时间简史的参考读物
59、突然想起来我还翻过这书呢，真是翻过不是读过，从头到尾就序言能看懂一点。当年是初中看的
，现在让我描述这书，我还是要说：虽然我看不懂它写的是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60、2002.1-1 145k
61、基本不懂
62、女孩是正常的恒星 而男孩是黑洞
63、霍金在前言都说了，这是电视节目，所以很大部分是个人生活。看到好几个现在非常熟悉的名字
，从书里也能看出这些人的贡献不比霍金小，但知名度和霍金差的那么远，只能说大众心理如此了。
64、人物关系讲的比较多 理论知识不多
65、我原先以为将有较多的科学内容在内，谁知就是亲朋好友的讲述。这本书就是基本按照时间顺序
，将个人的讲述罗列出来，如此而已。早知如此，就不购买了。没多大意思。不知道能不能退书？
66、被坑了
67、已经读了快4遍，依然只懂了不到10%。
68、相对以前以为的，这是一本很高深的书，但是这本对于刚接触的人来说还是蛮容易懂的~
69、一本好书，逻辑严密，边读边把高中物理串了一遍。应该作为高中物理的课外阅读必选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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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康德认为时间是人认识事物而“构造”的一种工具，用他的话说是“形式”。起初对于发生于身
边的杂乱无章的事件，人无法从中捋出头绪。我们可以借助幻灯片来理解：如果将一部片子的胶片，
剪成一帧帧的摇乱，然后任意连接起来再放映的话，我们应该看不出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什么的。但
动作有连续性，前后动作有某种关联性，如果以“前后”为标准建立这种相关性的话，那么这个世界
看起来就会有序得多。模糊的前后逐渐发展为时间。人类的认识是从这里起步的。时间的单向性，造
成事实逻辑上的必然性。因为人一旦要有认识的话，必须潜在建立起“先后”的关联，虽然我们开始
对此毫无意识。先后一旦建立，那么他只能向后延续而不是相反。相反的话人的认识又重回陷入混乱
甚至毫无认识可言，因而时间的单向性与事实的逻辑性是等同的。空间，是人认识世界的取景框。人
类开始为了便于认识，将发生着事件的世界限定在一个范围内--------这个开始也是无意识的。这个范
围，包括空间的大小和空间中物质的存在感（可感受性）。从自然科学史我们可以看出：借助望远镜
，我们发现了更远的空间；借助显微镜，我们在同一空间中发现了更多的物质。随着探测功能更强大
的工具，我们发现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场”当中的。随着镜头的无限拉远，人类是宇宙中沧海一
粟。人，一直在“自我取景的空间”中研究着其中的事件，一旦扩大这个取景框，便发现事件不是原
来的事件了，事件受到的影响因素，随着空间中物质的数量有着N!种可能性。原来看起来有着必然性
的事件，只是场中一个“偶然”性而已，是可能性之一。而此前人类从必然性经验中获得规律，也只
是可能性之一的表现。原来的世界突然间土崩瓦解了，人类开始变得敬畏，重新仰望于这个神奇的宇
宙。好在随着空间的敞开，人类体验到了更多的潜在可能。但时间却不允许我们去做更多的选择，因
为时间的单向性依然存在，人取得认识的经验依然依赖他，也就不得不依赖事件必然性。就是说，人
类如同逃离不了时间那样逃离不了自我限定的逻辑性。
2、这本书是通过史蒂芬.霍金本人和他的亲人、朋友及同事的零星简短口述按章节组合成的一本著作
，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史蒂芬本人的成长过程，身患疾病不低头、一门心思从事他的学习和科学研究，
在科研路上的艰辛与成果对人类的供献都描述得很清清楚楚。这本书没有新的写作技巧，也没有华丽
的词藻，但让我读后深受感动，更加佩服主人翁（也就是作者本人）。这种著书法很新颓别致。史蒂
芬.霍金从小就与众不同，他喜欢独道的独立思考，喜欢亲自动手实践他的思维创作，思考问题喜欢一
追到底，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在知道自己身患疾病己治不好，病情一天天加重时，仍然是抓紧时间
完成他的科研课题，最后取得惊人的成就，真了不起！
3、这本书还是不应该叫这个名字呀。很早的时候看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Kobe Bryant的灌篮专
辑⋯⋯这是fans向的小书，包含了霍大师的许多周边和花絮，窃以为改成《老霍那些事儿》不错，如
果觉得有点不敬⋯⋯那就《为时空而生，轮椅上的战斗机》~想看纯正的物理和数学，看罗杰.彭罗斯
的；想看掺杂了科幻、幽默、意识形态和带点黄的霍金的物理，看基普.索恩吧；（霍金他老人家也是
黄得起来的⋯⋯）想看科幻？永远超越不了的儒勒.凡尔纳同学⋯⋯T_T
4、“因此宇宙不是处于一种连续创造的状态。它更显得是随着时间演化。”看到这句话才明白时间
不是流逝的，流逝的是我们。时间是衡量物质运动变化的参数。钟表在运动，并不是时间在运动，只
是借时间衡量运动。有人说：我们流逝的过程就叫时间。黑洞的质量越小，温度越高，黑洞越热，释
放的辐射功率就越大。而且黑洞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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