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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牛重现》

内容概要

在寻找都江堰中明代铸造的铁牛时，技术人员林翠却迷失了自己。她身在此世，其记忆和言行却仿佛
来自另一个世界。那么原来的林翠哪里去了，会有不同的可能世界、不同的林翠吗？如果一个她突然
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林翠，那多某一天也需要找回原来的自己吗？ 

都江堰鱼嘴在元朝时代是铁牛与铁乌龟，如今不知所终。据说元代治水专家曾用6万斤铁铸成了两只
头部相并、屋部分开的铁乌龟用做鱼嘴，明代还用1万多斤铁铸了一只铁牛用做鱼嘴。但后来铁牛和
铁乌龟都都被江水冲走了。1990年枯水期时，都江堰文物管理局邀请了相关专家到都江堰内江等地勘
探铁牛、铁乌龟的方位。专家的勘探器所到之处，仪器若出现红色的信号，即表示此处有金属存在，
但经勘探却没有发现铁牛、铁龟。铁牛和铁龟的去向成了千古之谜。因两件文物都在万斤以上，所以
估计不会被水冲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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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牛重现》

作者简介

曾经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后来因为对睡懒觉的迫切生理需要，跳槽到了媒体，成为一名记者，终于等
到懒觉睡厌的时候，开始对记者这项最自由的工作感到不自由，所以只好辞职在家一心写作。由于向
来想象力丰富，夜晚穿梭在梦境与梦境之间，一切真实在那多脑中都会形成奇幻的映射，而新闻记者
写文章却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一丝不苟，剧烈的反差终于在某一天找到突破口，火山般喷发出来，结
成一个个的故事。
新奇的幻境在那多脑中不断形成，有的荒诞而搞笑，于是有了《那多三国事件薄》；有的神秘而诡异
，于是有了《那多手记》；有的在宿命中有着令人回肠的爱情，于是有了《星座爱情小说》，那多变
幻着角色，在各个幻境间跳跃，不亦乐乎。对许多一辈子只有一两次风格突变甚至一个风格到老的作
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对那多，却是天赋本能，信手拈来。
那多对自己的作品只有一个要求——好看。那多无心追求在文学史上有何建树，对他来说，只要读者
觉得好看，就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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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楔子
第一章 破土
第二章 乱流
第三章 回峰
第四章 歧路
第五章 异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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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牛重现》

精彩短评

1、　　我身在何处？——那多灵异手记之《铁牛重临》读后
　　
　　文/别易
　　
　　  昨天晚上看完了那多灵异手记中这本《铁牛重临》，在一定上，我是不认可这本小说被算作是
那多灵异手记的，因为这本小说中所讲述的是一个科幻色彩更多的故事。
　　
　　  继续依然死用新闻作为整个故事的开头，这次我们的故事是发生在四川的都江堰上面，在清理
大坝的时候，研究所的人物试图去寻找多年前一直在努力寻找却未果的鱼嘴铁牛。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中涉及到了许多关于水利的名词，而作者在试图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这
一切。总之，故事的开始看上去很顺利，铁牛在故事的一开始就被打捞出来，被放在了沙滩之上。
　　
　　  只是，我们应该习惯了作者那多一贯的习惯，在一种波澜不惊的平淡之中把一个惊心动魄的故
事在读者的面前娓娓道来。而我们就这样沉迷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之中，无法自拔。
　　
　　  作为一部不错的带有浓厚科幻色彩的小说，我们在这个故事中，遭遇到得是什么呢？
　　
　　  是世界的未知性与可能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在现在世界中的投影而已，随着我们决定的改变，也是我们的我就不再
是此时的我，而我们也不同于其他可能下的我。
　　
　　  当一个可能变成现实的时候，其他的可能则是另外世界的我们的选择了，这样看上去很绕口的
理论，在这部小说则是给了我们一个现实的体现。
　　
　　  当铁牛被打捞起来的时候，我们所遭遇到得故事主人公林翠则是在一场洪水中来到了我们的这
个世界，而我们所遭遇的对一些事物感知的不同，则是导致了我们所有人将她作为失忆和精神出现问
题的一种表现。
　　
　　  可是当“我”从她口中得知道关于铁牛最精准的数据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发现，原来是我们的
感知上面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在达不到共识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则是一个假象。
　　
　　  整个故事就是在铁牛出现之后，围绕着这个故事来讲述的，我们在寻找真想的时候，不断的去
发掘，原来真的有不同的世界所存在，也有着不同于我们的选择所存在，我不希望世界只有一个，所
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可能。
　　
　　  生命只有一次，我不要他不明不白！这样简短有力的话语，在我们的故事中出现，彰显了我们
这个故事的主题，生命与记忆是完全不可分离的，我们无法将两个脱离开来，因为两个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跟随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一起，去寻找回真实的自己与记忆。
　　
　　  故事的最后部分，“我”跟随林翠来到了她所感知的那个世界，而我却无法寻回我的世界，在
不同的记忆中，“我”居然已经结婚，在一定程度上我是无法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我”所感
知的那些生命的美好都已经是不同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走进了一家网吧，在网吧之中我认识了“X”，可以说这个“X”是一个线索
一般的人物，在这个世界之中，他将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解释，对于这个世界和对于我的处境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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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牛重现》

一点点的启发，而在这篇文章之中，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的多种可能性。而“X”也用了最简单
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的一个想法。
　　
　　  故事的最后，我们依然围绕着铁牛，在我回到的原来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也随着而变得欢快
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子啊作者的最后的尾声之中发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一个疑点，我们究竟是
否回到我们原来的世界中了呢？
　　
　　  只是，我们的故事在这个时候随着“X”的到来而落幕了。
　　
　　  生命有太多的可能性，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可能之中，在所有的一切面前，我们所
努力的不多时想要达到生命和记忆的统一而已。
　　
　　  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意义，可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一部小说，本身就
足以称之为优秀了，因为他的情节和整体故事略带着一点幽默的语言风格。
　　
　　  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
　　
　　  读完整部小说之后，我们所想到的只是一个问题：我究竟身在何处？
　　
　　 
　　
2、　　总体来说，这本书也不算好看，没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按照惯例，那多的小说是通过一篇真实的新闻来勾起读者兴趣，继而引出主题。不过我对都江堰
的铁牛并不感冒。
　　这部小说又换了一个女主角，林翠，梁应物也没有出现，相反，那个神秘人物X，最后发现是一
只“大猩猩”，实在无趣的结尾。
　　但是，说了这么多不好的地方，终于说但是了，但是这本书还是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想象力。多
重空间理论写得不错，一个人同时存在于几个世界，这一点想象很有特色。但是作者为了证明其理论
的严谨性，用力过猛，花了太多篇幅来举例解释他的理论，导致读者读起来很费力，其实那些错综复
杂的科学理论我都跳过去了，我只关心故事情节，很没有追求，哈哈。
　　另外，这本书还给了我另一个惊喜，那就是提到了博尔赫斯的小说。之前蔡骏也提起过《小径分
叉的花园》，这次那多又提到了《环形废墟》，我立马去把《博尔赫斯小说集》给下载下来，虽然明
知道晦涩难懂，但是毅然决然把它加入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最装逼的小说”行列。
　　总结：这本书可以看出那多依然在做创新，在做尝试，还没有定型，现在的小说还算他的早期小
说，不算好看。
　　注：《铁牛重现》出版于2004年9月
3、高中
4、稍微好点。起码有几个人物还是能丰富一下的。脑洞足够大，结果到《过年》里面又全盘否定了
这么大的设定，WTF。
5、没亡者归来好看-。-
6、看到女主被从水中救起后的言谈，就知道作者会用多世界的桥段，但是处理的并不好。
7、对很多物理知识有了新的认识。果然我高中和大学物理都学得好烂。。。
8、穿越
9、前四章写的很好 像是一个普通人在某热门论坛用一种普通的方式叙述着一件普通的超自然事件 但
后两章林翠像是爱因斯坦附身之后 就显得更像本小说了 虽然平行世界的理论较难懂 不过那老爷用尽
可能简单的语言向读者说了出来 不错
10、另一个那多的妻子很凶这点很搞笑
11、这一部有我最受不了的科幻小说硬伤，那就是关键部分的科幻原理介绍的不清不楚，出彩部分是
关于平行宇宙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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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个世界都是一张平行的扑克牌。你从哪一张来？
　　        记得小时候，在夏夜，躺在草地上看着顶上漫天的星星，黝黑深邃的天穹上，那些星星，好
像就那样固定在上面，偶尔，很偶尔，可以看到流星闪过。我总会有一点的恐惧：因为，我就会在当
时幼小的心灵里，想象，如果我是在另外一颗星星上面，一样地看着地球挂在头顶，但是熟悉的故乡
却那么遥不可及，这该是一件多令人恐惧的事情。
　　        还好，这只是幼童时候的想象。
　　        但是，在理论上，这种“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从哪里来”的疑问，从来没有停止过。
　　        平行宇宙的理论，告诉我们有可能在平行的不同的世界上，你依旧在镜子的那一面存在着。
你也许永远无法看到自己，但是他就那么存在。只是，也许在这个世界里，你中午在食堂吃饭时面前
坐的是你的同事，在另外一个世界，由于很偶然的因素，你在酒店大快朵颐。
　　        也许，凭借某个原因，你会从一个平行的世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熟悉与陌生就会交织着给
你一个你无法接受的现实。世界的未知和世界的可能，其实就来源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每一个可能就
会带给这个世界上的自己每一个未知，每一个未知则也会早就这个世界上的自己每一种可能。
　　        但是可怕的是，在一个新的可能出现后，已知的现实能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呢？甚至还是带来
恐惧？就像书中林翠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她一直的探究，就是她认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不能不明不
白。而“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跟随林翠来到了她所感知的那个世界，却无法寻回自己的世界。等到
“我”回到自己的世界后，却发现林翠不认识自己了。
　　        也就是，到底，我应该在哪个世界里？平行的扑克牌中，哪一张才是真正熟悉的世界？
　　
　　
13、平行世界的一种新解释
14、2014-9-18阅毕。写作手法明显不够成熟(比方说后悔药句式反复用)。只看创意是不错的。
15、平行世界
16、　　因为曾经读过太多的《卫斯理》系列，所以读《那多手记》的过程中，总是避免不了将两部
系列故事当中的主角去对比。如果说卫斯理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侦探（在书中曾被喻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那么那多就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并重的探险家。后者没有前者的武功，但是却有更加现代的思维方式
。可以说《卫斯理》读起来往往让你有回到过去或是去到未来的身临其境感，而《那多手记》则是彻
彻底底的现代、现实，也就是让你更加脚踏实地的踩着你所处的世界去品尝科幻大餐。
　　在《铁牛重现》这个故事中，作者用都江堰十年一次的大修做为切入点，以珍贵古代文物出土为
契机，充分发挥想象力，讲述了一段奇妙的科幻故事。书中引用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物理学理论，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读起来可能就像是看抽象派画家的涂鸦。不过这也为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奇异之事
奠定了雄厚的技术根基。当读到接近尾声部分时，不由得叹服作者为了让其假想更加具有说服力，搬
出一个爱因斯坦都不够用，还要再请出斯蒂芬霍金。这也让我第二天突然有想买一本《时间简史》的
冲动。
　　故事中的那多和林翠费尽心思去揭开身世之谜，其间林翠的一句话也让人大有感触：生命对于我
只有一次，我不能让它有半点不明不白。本来觉得这是书中很受推崇的一句话，可是后来X却对它不
屑一顾。这不免让人有些心凉，如果换作我们，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应当怎样去度过？是凡事力求透彻
还是难得糊涂？我想，这正像书中所举的一个电子同时存在于两个缝隙当中的例子一样，活得明白与
糊涂往往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无法要求自己选择哪一方面，因为还有更多的其它方面甚至是我们所
不认识不了解的。这时我们恐怕会想到四个字：顺其自然。不过这并不等同于消极面对，在很多无能
为力的事情面前，我们还是应该保持着一颗探索的心，即便无法弄清楚什么真相，至少也要去调查研
究，做了该做的事，即使没做成功，也问心无愧⋯⋯书的最后，那多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世界
显然没有了那个把他当作唯一可信之人的林翠，也没来得及看上一眼他的妻子。他回到自己世界的目
的似乎达到了，但是却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除了他找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同时也是相对平常的生
活。
　　《铁牛重现》这部小说无疑是我读过的最为精彩的科幻小说之一，它强大的物理学分析尽管看着
有些迷糊，但是这种来自理论展示的炫目效果却是我所推崇的，而那种物理当中渗透着哲理，科学当
中体现着哲学的写法，在我看来更是十分难得。最主要的，这是一个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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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牛重现》

17、曾经高中时在萌芽连载上看过几期，后来种种原因没有读完。毕业十年后，终于想起来找到全书
，一口气读完，却没有了当年记忆中的扣人心弦。
18、还是挺喜欢这个故事。一直在想，以那多的水平，为何名气还不如蔡骏？
19、20160813

20、唉，重读第二遍，倒觉得一般了
21、哎⋯⋯你看了那多最烂的一部⋯⋯
22、《萌芽》上看的，情节一般~~
23、　　光的折射、粒子运动、缝隙插入⋯⋯这是所有那多手记看的最郁闷的一本，太多的物理知识
，看上去不再像是灵异探险，更像是科学探索==最好再去看一下《时间的简史》T_T
24、　　这是我看的第一个那多手记吧.
　　
　　现在回忆来说,感觉不错,就把你拉进故事里去,一开始人物啊场景的描写都很有意思,那只铁牛真是
很神秘呀,一边看着就一边有画面在脑子里出现,不过后面平行时空的出现有点点乱了.
25、1星半以上，2星以下。 不就是从平行世界穿越来的嘛，却在穿过来后没了故事情节的后续了：不
写穿越来后发生的事，却废话连篇全文4/5的长篇大论只写关于平行世界、讨论平行世界、回忆的差别
、是否来自平行世界、谈宇宙、谈时间、虚幻世界⋯⋯多处漏洞前后矛盾。
26、时间的缝隙 可能性所创造出的多重世界
27、可能是因为我看平行时空的梗看烂了所以看着不带劲吧orz
28、还可以吧，情节还是蛮不错的
29、那多逻辑性是不强，同意，前几天看了他几本书，最后的解释不能让人满意，而读周德东的结局
你会享受到一种阅读的快感（作为一个忠实读者的真实感受）
30、那多的第二部作品，应该是在手机上看的。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故事类别仍是这种，我称之为
神秘主义，无论是科幻还是灵异都不该有明确的界限，神秘主义也是沟通彼此的桥梁。沉没黄河河底
千年的铁牛重现人间，一段离奇的穿越故事缓缓展开，情节步步推进，直到最后，一个巨大的时空漩
涡让人不能自拔。
31、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没有吸引我的地方，感觉全是叙述，旁白，以及没有意思的对白。还
有故事对象什么铁牛。。根本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32、萌芽连载
33、 有点烂尾 
34、小时候萌芽看过一次，现在再看，无限感慨
35、还是想不通为什么穿越了不会看到多出来的自己
36、那多大赞，读过他7-8本小说。
37、那多，我第一本就看的是这本铁牛重现，惶惶然间那多都30了，也找不回原来看他书的感觉了~
38、这本书到底是作者写的小说，还是真实故事啊？小翠真的发生了这种事吗？？？
    求解答
39、平行世界，很一般
40、故事太单薄，平行世界的理论也不新鲜。
41、啊，想起我的高中岁月，当时还是在萌芽上连载的。
42、我们是通过共享的可能性维持联系的。
43、2
44、　　毫无疑问，“那多手记”系列写得非常好看，不管文学上是否成功，从制造悬念吸引读者上
来说，那多的科幻小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在《铁牛重现》这个相对简单的故事里，尽管情节上的悬念并非吸引读者的关键，但它却提出了
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多重空间理论。这个理论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通过铁牛与研究员小翠的“穿
梭”带出多重空间的可能性，另一部分通过小翠在计程车上解释《时间简史》中一个粒子“同时”存
在于两个空间的试验来解释所谓的“空间穿梭”。这种穿梭其实很有可能并不涉及人体的物理穿梭，
而是共同主体的“投影”在不同世界的共存，而这种共存也极有可能并非我们平时理解的同一时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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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内的同时存在，而更可能是各自在独自的时间体系内单独存在，而反映在一个更高级的时间体系中
（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体系）还是具有先后顺序的。这两种理论并不是那多的首创（粒子的共存试验是
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形象解释），但他通过一个悬念故事把这两个理论很形象的结合在了一起，
自成逻辑体系，因果昭然，十分精彩。
　　
　　不过故事读完，在反复回味的过程中，仍然觉得在那多的这个多元体系中存在一个缺乏剖析的缺
口。前面已经说了，小翠也好，主人公那多也好，在多元空间穿梭并非一种物理穿梭，也就是说，并
不是物理性质的人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主体（或者投影）自身并没有移动，发生穿梭的其
实是人的思想或精神；而且这种穿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当世界A的思维穿梭进入世界B之后，后来的思
维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仿佛电脑上新文件覆盖了旧文件一样，所以不管是小翠还是那多，在穿梭的过
程中自身的思维都是连贯的。但故事没有涉及到的一个地方是当穿梭发生后，原有世界里的思维离开
了自己的世界进入新的平行世界，原有世界里的主体也好，投影也好，究竟会以什么状态存在？失踪
是不可行的，这违背了原有的非物理穿梭理论；那么唯一行得通的解释就是原有世界里留下来的主体
只能以昏迷的状态存在，因为思想跑走了，灵魂出窍了，剩下的身体只能以无意识的形式存在。
　　
　　不过可惜的是那多在处理小翠与那多机缘巧合重回小翠原来世界的时候，把小翠思维的穿梭解释
成了小翠本人的失踪。如果是这样的话，费尽心机解释相对论，解释《时间简史》无非是论证同一个
人在两个空间同时共存的可行性，全都成了无用之功。
　　
　　故事最后出现了个神秘人物X，又提出了关于共存空间的另一种解释：射线轨迹的交点，每一个
交点都是一个不同的空间。我个人认为这个理论尽管十分新颖有趣，但在解释上太过牵强。毕竟，射
线交点是个二维的概念，很难解释两个人在各自偶然的人生轨迹相交后共同经历人生的状态，总不能
说两条线相交于一点之后就都发生偏折，合并成同一条线吧？就算脱离了二维扩展到三维空间，两条
线变成两个面（surface），相交后是一条线，共同人生发展的部分被解释了，但在相交之前，因为数
学上一个平面本身就是由无数四散发射的线所组成的，所以如果用面来解释，那么前面的多重空间理
论就需要被修改与“面“的概念统一起来：面与面之间的差异也许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根本性的世界的
差异，而同一平面上不同射线的差异需要一种更明晰更合理的解释：究竟什么阶段的选择差异造成了
面的差异，什么阶段的选择差异只造成同一平面/世界上的人生方向差异？
　　
　　总体来说，尽管《铁牛重现》未必是“那多手记”系列中情节上最引人入胜的一节，但将现有的
科学理论与杜撰故事结合起来的写作方式正是欧美经典的科幻小说的套路，那多在此体系上更有自己
的创新，试图将不同的体系结合起来加深故事的深度，尽管最后的理论有点画蛇添足之嫌，但整个体
系依然十分精彩；若能处理好体系中的缺口与相关细节，相信这个体系还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5、梗比较一般，没有其他几本那么入戏
46、不要因为一个不好就否定了全部！
    至少周德东的还是很好的，就是经典，建议你想看悬疑就看下
47、我喜欢那多的时候，是因为那本三国手记，主要的情节是吕布和赤兔那一段⋯⋯
48、那多烂尾最严重的一部
49、波粒二象性那里有点问题，光的干涉主要解释波动性而不是粒子性
50、　　为什么给五颗星呢？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好像是初中吧，萌芽连载，然后就看了一半，然后
就一直拖着，拖到了高三毕业，终于在不经意间想起了这本书，于是继续。给五颗星的原因并非只是
写的有那么好，只是怀念当初看书的那些日子~~~
51、科幻味道太重，技术解释看不懂，不过依然有惊喜，那就是那多的想象力。这次说的是：一个人
同时存在于几个世界！然后世界交错了，还涉及到博尔赫斯的小说，不过蔡骏引用的是《小径分叉的
花园》，那多引用的是《环形废墟》
52、有点意思
53、这部还可以，三星半
54、上高中时短暂的在杂志上刊载过的以小部分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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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可以穿梭平行世界好酷
56、哇，怎么到处都能看到你啊
57、　　前半部分还能接受，到了后面就开始乱七八糟，牛头不对马嘴。圆不了结局居然用相对论来
解释，而且看得出那多的物理很“好”，因为即使解释了也没懂到底是什么回事，整一个莫名其妙。
不过，这本书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就是打死以后再也不买中国作者写的悬疑小说了！
58、三分半。有一些理论懒得看，有关平行世界的。【kindle】
59、嗯~~~我试试看~~~
60、为啥总是虎头蛇尾呢？
61、虽说和《凶心人》《坏种子》写于相近的时期，但故事中有些探讨比故事本身好看，测不准和薛
定谔的猫很好理解，但把人带入量子力学的范畴内，展现宏观现实中的“测不准”再加上以人为点展
开的多重宇宙概念，读起来还是有意思的。
62、平行时空还是无数个时空，这是个问题
63、大部分手记都是在悬疑中穿插科幻，这本也不例外。(看到了已结婚的那多....)
64、涨知识了
65、　　——其实我一直对人的记忆活动感到兴趣。在大学里的门门考试，几乎都是靠着自己优秀的
记忆力，在考前的几天里突击背出来的PASS。然而一旦考完，只消过几个小时，再问起我关于这门课
的内容，我就一点也不记得了。说起来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仔细想想也有奇妙之处：这些记忆
，它确实存在于我的大脑某处，曾经鲜明正确，清晰无误，试卷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它现在却不再
出现了，认为它就此不翼而飞是荒谬的，合理的解释是它沉睡在某个角落，直到有一天会再次以本来
面目醒来。偶尔有过这样的深夜，赶稿子到恍恍惚惚、不辨梦境的时候，突然一联江淹的诗句就顺溜
地冒出来了，而就在之前一秒，我还以为自己会背的诗只剩下了“床前明月光”呢——还得特意提醒
一下自己接下来的并不是“地上鞋两双”。
　　这段意识流写得很到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此体会！
　　最后两章写得有点仓促收场的感觉，牛角的秘密也许会在以后的手记里被揭开了。
　　
　　
66、同意楼主。
67、送你回家的故事。
68、最近在睡前把那多的书一本本看了 这本最扯 但最喜欢 哲学加物理什么的最费脑子了 读来读去只
觉得很淋漓顺畅 联想到《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那本 多重空间理论 有点缺陷 但是很爽
69、好無趣=  =
70、现在看铁牛重临会想到《彗星来的那一夜》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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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其实我一直对人的记忆活动感到兴趣。在大学里的门门考试，几乎都是靠着自己优秀的记忆
力，在考前的几天里突击背出来的PASS。然而一旦考完，只消过几个小时，再问起我关于这门课的内
容，我就一点也不记得了。说起来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仔细想想也有奇妙之处：这些记忆，它
确实存在于我的大脑某处，曾经鲜明正确，清晰无误，试卷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它现在却不再出现
了，认为它就此不翼而飞是荒谬的，合理的解释是它沉睡在某个角落，直到有一天会再次以本来面目
醒来。偶尔有过这样的深夜，赶稿子到恍恍惚惚、不辨梦境的时候，突然一联江淹的诗句就顺溜地冒
出来了，而就在之前一秒，我还以为自己会背的诗只剩下了“床前明月光”呢——还得特意提醒一下
自己接下来的并不是“地上鞋两双”。这段意识流写得很到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此体会！最后两章
写得有点仓促收场的感觉，牛角的秘密也许会在以后的手记里被揭开了。
2、总体来说，这本书也不算好看，没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按照惯例，那多的小说是通过一篇真实
的新闻来勾起读者兴趣，继而引出主题。不过我对都江堰的铁牛并不感冒。这部小说又换了一个女主
角，林翠，梁应物也没有出现，相反，那个神秘人物X，最后发现是一只“大猩猩”，实在无趣的结
尾。但是，说了这么多不好的地方，终于说但是了，但是这本书还是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想象力。多
重空间理论写得不错，一个人同时存在于几个世界，这一点想象很有特色。但是作者为了证明其理论
的严谨性，用力过猛，花了太多篇幅来举例解释他的理论，导致读者读起来很费力，其实那些错综复
杂的科学理论我都跳过去了，我只关心故事情节，很没有追求，哈哈。另外，这本书还给了我另一个
惊喜，那就是提到了博尔赫斯的小说。之前蔡骏也提起过《小径分叉的花园》，这次那多又提到了《
环形废墟》，我立马去把《博尔赫斯小说集》给下载下来，虽然明知道晦涩难懂，但是毅然决然把它
加入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最装逼的小说”行列。总结：这本书可以看出那多依然在做创新，在
做尝试，还没有定型，现在的小说还算他的早期小说，不算好看。注：《铁牛重现》出版于2004年9月
3、每个世界都是一张平行的扑克牌。你从哪一张来？记得小时候，在夏夜，躺在草地上看着顶上漫
天的星星，黝黑深邃的天穹上，那些星星，好像就那样固定在上面，偶尔，很偶尔，可以看到流星闪
过。我总会有一点的恐惧：因为，我就会在当时幼小的心灵里，想象，如果我是在另外一颗星星上面
，一样地看着地球挂在头顶，但是熟悉的故乡却那么遥不可及，这该是一件多令人恐惧的事情。还好
，这只是幼童时候的想象。但是，在理论上，这种“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从哪里来”的疑问，从来
没有停止过。平行宇宙的理论，告诉我们有可能在平行的不同的世界上，你依旧在镜子的那一面存在
着。你也许永远无法看到自己，但是他就那么存在。只是，也许在这个世界里，你中午在食堂吃饭时
面前坐的是你的同事，在另外一个世界，由于很偶然的因素，你在酒店大快朵颐。也许，凭借某个原
因，你会从一个平行的世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熟悉与陌生就会交织着给你一个你无法接受的现实。
世界的未知和世界的可能，其实就来源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每一个可能就会带给这个世界上的自己每
一个未知，每一个未知则也会早就这个世界上的自己每一种可能。但是可怕的是，在一个新的可能出
现后，已知的现实能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呢？甚至还是带来恐惧？就像书中林翠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她
一直的探究，就是她认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不能不明不白。而“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跟随林翠来
到了她所感知的那个世界，却无法寻回自己的世界。等到“我”回到自己的世界后，却发现林翠不认
识自己了。也就是，到底，我应该在哪个世界里？平行的扑克牌中，哪一张才是真正熟悉的世界？
4、这是我看的第一个那多手记吧.现在回忆来说,感觉不错,就把你拉进故事里去,一开始人物啊场景的
描写都很有意思,那只铁牛真是很神秘呀,一边看着就一边有画面在脑子里出现,不过后面平行时空的出
现有点点乱了.
5、前半部分还能接受，到了后面就开始乱七八糟，牛头不对马嘴。圆不了结局居然用相对论来解释
，而且看得出那多的物理很“好”，因为即使解释了也没懂到底是什么回事，整一个莫名其妙。不过
，这本书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就是打死以后再也不买中国作者写的悬疑小说了！
6、毫无疑问，“那多手记”系列写得非常好看，不管文学上是否成功，从制造悬念吸引读者上来说
，那多的科幻小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铁牛重现》这个相对简单的故事里，尽管情节上的悬念并
非吸引读者的关键，但它却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多重空间理论。这个理论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
部分通过铁牛与研究员小翠的“穿梭”带出多重空间的可能性，另一部分通过小翠在计程车上解释《
时间简史》中一个粒子“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的试验来解释所谓的“空间穿梭”。这种穿梭其实很
有可能并不涉及人体的物理穿梭，而是共同主体的“投影”在不同世界的共存，而这种共存也极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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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非我们平时理解的同一时间体系内的同时存在，而更可能是各自在独自的时间体系内单独存在，
而反映在一个更高级的时间体系中（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体系）还是具有先后顺序的。这两种理论并不
是那多的首创（粒子的共存试验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形象解释），但他通过一个悬念故事把这
两个理论很形象的结合在了一起，自成逻辑体系，因果昭然，十分精彩。不过故事读完，在反复回味
的过程中，仍然觉得在那多的这个多元体系中存在一个缺乏剖析的缺口。前面已经说了，小翠也好，
主人公那多也好，在多元空间穿梭并非一种物理穿梭，也就是说，并不是物理性质的人从一个世界进
入到另一个世界，主体（或者投影）自身并没有移动，发生穿梭的其实是人的思想或精神；而且这种
穿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当世界A的思维穿梭进入世界B之后，后来的思维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仿佛电脑
上新文件覆盖了旧文件一样，所以不管是小翠还是那多，在穿梭的过程中自身的思维都是连贯的。但
故事没有涉及到的一个地方是当穿梭发生后，原有世界里的思维离开了自己的世界进入新的平行世界
，原有世界里的主体也好，投影也好，究竟会以什么状态存在？失踪是不可行的，这违背了原有的非
物理穿梭理论；那么唯一行得通的解释就是原有世界里留下来的主体只能以昏迷的状态存在，因为思
想跑走了，灵魂出窍了，剩下的身体只能以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不过可惜的是那多在处理小翠与那多
机缘巧合重回小翠原来世界的时候，把小翠思维的穿梭解释成了小翠本人的失踪。如果是这样的话，
费尽心机解释相对论，解释《时间简史》无非是论证同一个人在两个空间同时共存的可行性，全都成
了无用之功。故事最后出现了个神秘人物X，又提出了关于共存空间的另一种解释：射线轨迹的交点
，每一个交点都是一个不同的空间。我个人认为这个理论尽管十分新颖有趣，但在解释上太过牵强。
毕竟，射线交点是个二维的概念，很难解释两个人在各自偶然的人生轨迹相交后共同经历人生的状态
，总不能说两条线相交于一点之后就都发生偏折，合并成同一条线吧？就算脱离了二维扩展到三维空
间，两条线变成两个面（surface），相交后是一条线，共同人生发展的部分被解释了，但在相交之前
，因为数学上一个平面本身就是由无数四散发射的线所组成的，所以如果用面来解释，那么前面的多
重空间理论就需要被修改与“面“的概念统一起来：面与面之间的差异也许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根本性
的世界的差异，而同一平面上不同射线的差异需要一种更明晰更合理的解释：究竟什么阶段的选择差
异造成了面的差异，什么阶段的选择差异只造成同一平面/世界上的人生方向差异？总体来说，尽管《
铁牛重现》未必是“那多手记”系列中情节上最引人入胜的一节，但将现有的科学理论与杜撰故事结
合起来的写作方式正是欧美经典的科幻小说的套路，那多在此体系上更有自己的创新，试图将不同的
体系结合起来加深故事的深度，尽管最后的理论有点画蛇添足之嫌，但整个体系依然十分精彩；若能
处理好体系中的缺口与相关细节，相信这个体系还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7、为什么给五颗星呢？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好像是初中吧，萌芽连载，然后就看了一半，然后就一
直拖着，拖到了高三毕业，终于在不经意间想起了这本书，于是继续。给五颗星的原因并非只是写的
有那么好，只是怀念当初看书的那些日子~~~
8、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没有吸引我的地方，感觉全是叙述，旁白，以及没有意思的对白。还有故
事对象什么铁牛。。根本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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