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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内容概要

《宇宙的最后三分钟》根据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描述。
随着大爆炸理论逐渐被大众和科学界所充分接受，人们越来越注重宇宙未来的研究。我们现在已有了
宇宙如何诞生的很好的概念，但宇宙将如何结束呢?它最终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宇宙是否会以爆炸或抽
搐的形式终其一生，或甚至永久消失?那时，人类又将如何人类或其后裔，无论是机器人还是人类自己
，能否幸免于难而永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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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作者简介

作者保尔·戴维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物理学教授。戴维斯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
位能用生动简洁的语言解释深奥科学概念的大师。《华盛顿时报》称他为“大西洋两岸最好的科普作
家”。主要作品有：The Mind of God，The Cosmic Blueprint，Siperfo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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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世界末日”第二章  走向死亡的宇宙第三章  最初三分钟第四章  恒星的末日第五章  黑夜降临
第六章  给宇宙过磅第七章  悠悠岁月第八章  慢道上的生命第九章  快道上的生命第十章  暴卒与再生第
十一章  世界无尽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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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编辑推荐

　　《宇宙的最后三分钟》的文字简洁、生动，读来饶有趣味。　　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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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精彩短评

1、对非物理学专业而言起点稍高，浅显的比喻再多一些就好了。
2、有些晦涩，脑已烧干，但出色的可读性吸引我不断读下去，必须要大赞一下译者。查了一下，译
者是上海天文台的研究员，翻译的如此精到自有所依。又想到了中国科普，中国缺乏的可能不是这么
优秀的科普作者，而是能理解欣赏作者的读者。没有科学文化和科学氛围的科普，就像在没有知识产
权保护下谈创新，怎么看都觉得像是胡扯。PS：该书成于94年，至此20年内又有哪些最近研究进展和
实验发现，就未可知了。我想中国公众也不关心吧。
3、多谢山幽的解释，关于热二这一块我的了解也不太专业，也可能是我先入为主的观念误解了作者
或译者的意思，受教了！:-)
4、多年前的先锋科普，今日统统是老生常谈的常识。有一点愿闻其详：太阳系是双星系统、另一颗
隐匿的伴星”死亡之星“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
5、宇宙其实是活着的。
6、我想我们今天所有对科学的猜想和假设，都有局限性。也许过了多年以后我们的后人看到，会发
笑。我们今天的理论在那时被证实是多么肤浅或者根本是错的！但细想一下，真的应该发笑吗！如果
没有我们今天对于科学的思考就没有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回到山幽网友的问题，没有什么能证明
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那么有什么来证明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至少我们今天的科学还不能证明！
前者都是前人的经验和现有科学能够证实的，后者更多的是存在理论上的或者有些是哲学的观念。我
们今天的观念是建立在今天的科学基础上的。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我们的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除非有
人能拿出切实的证据。我才相信！所谓的同时性，是个时空观的话题，太广泛和深奥。里面值得探索
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有一点我们今天连宇宙有多少个维度都没有分清。谈起时空问题似乎总有局限性
！更多的问题还是留给我们的后人去讨论和考虑吧！但是无论如何，我要顶这位作者！伟大导师并不
是说阐述多么深奥的道理，而是他让我们有可能看的更远了！给了我们更广阔的思考空间！这对于重
组我们的意识，有决定性的价值！顶！！！！！！！！！！！！！！
7、翻译很不错，注释很详细了但再多点就更好~很平易近人的科普，不过离预期还有点差距，原因大
概就在于连一些基本的公式和方程都不给.....而且科普一旦过了十年就仿佛过了千年。。。。。
8、有意思，不过这东西中文看着都累，英文的肿么办哎哎⋯⋯
9、对啊，自组织和耗散结构真的是宇宙的王道，而这些都不是平衡的。但是热二是线性的，和相对
论不矛盾的啊，参考系可以随时转换也可以不用转换的，或许转换和不转换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各
有洞天，会不会这样？
10、　　　　已经很久没有哪本书能让我像对《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一样在拿到手的第一天就读完了
，原因之一是这本书比较薄，另一个原因则是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有趣。
　　
　　　　对宇宙命运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忋人忧天，但如果我们真的要思考
一些最为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最不能回避者之一。宇宙是否有开始与结束，涉及到这样一个
问题：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永恒。
　　
　　　　小学时代曾很喜欢《十万个为什么》系列图书，有一本上曾提到过一些关于宇宙生命的问题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本出版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上是这样说的：宇宙没有生命的开始，也没
有生命的结束。也就是说，那本书认为宇宙是永恒的。这或许也是大多数人对宇宙生命的感觉。但遗
憾的是，就我们目前所知，这种认识非常可能是错误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一个封闭系统中的“熵”总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直到达到平衡
，这种平衡有个专用名词，叫“热寂”。简单来说，就是通常情况下，热量只会从温度高的地方流向
温度低的地方，比如一杯开水放在桌上会慢慢地冷却，水温会慢慢地变得和室温一样，而一杯冰块放
在桌上则会慢慢融化，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也会变成温度和室温一样的一杯水。一般情况下，我们
不会看到室温条件下一杯水温度不断地升高直到沸腾蒸发，也不会看到室温条件下一杯水温度不断降
低直到结成坚硬寒冷的冰块。当然，通过给水加热或冷冻我们可以做到，但是那样会消耗额外的能量
，如果把产生这些额外能量的物体也算入系统的话，会发现整个系统中热量还是从高处流向低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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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个系统中的“熵”还是增加的。
　　
　　　　熵也可以认为是系统的无序度，说熵的增加就相当于说系统的无序度在增加。关于熵只会增
加不会减少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把一个玻璃杯子打碎，但是要把它恢复原状却是几
乎不可能的事。在这儿，完好的杯子对应着较低的无序度，破碎的杯子则对应着较高的无序度。当然
，用某种特殊的技术或许可以再把杯子复原，但如果把使用这种技术所涉及的物体全部算入系统的话
，整个系统中的无序度还是有增无减。
　　
　　　　熵的伟大的发现是19世纪的科学家作出的，当时人们仅将它用于热力学范畴，但是人们很快
发现它其实适用于整个宇宙，因为整个宇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封闭系统。不过直到很久之后，人们
才意识到这个定律如果作用于整个宇宙的话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整个宇宙中的熵也是一直在不断增加
的话，那么它必定会有一个起点，而且它应该也会归结于热寂。也就是说，只要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正
确的，那么宇宙就不太可能是永恒的，至少，它应该会有一个起点。
　　
　　　　进入二十世纪后，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关于宇宙起源的证据，创立了宇宙的大爆炸学说，指
出宇宙起源于非常久远（但不是无限远）之前的一次大爆炸，目前这个学说在解释宇宙中的各类现象
以及观测结果方面是最为成功的，存在的争议通常并不是大爆炸是否真的发生过，而是它发生的确切
时间，现代科学家通常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150亿年以前。
　　
　　　　大爆炸学说在解释了宇宙起源的同时也预言了宇宙可能的结局，在这个学说中，宇宙的命运
其实早在它创生的最早三分钟就已经决定了，就像一颗子弹，是否能命中目标其实在它离开枪筒前的
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按照物理定律演化而已。这个学说认为，取决于宇宙总质量以及
大爆炸的张力的不同，宇宙可能会有三种结局：永远扩张下去、达到某个平衡点并保持平衡、扩张到
顶点后向内收缩（坍缩）。
　　
　　　　对于永远扩张的结局来说，宇宙的生命将没有终点，宇宙将无限地扩张、存在下去。但宇宙
中的总物质是有限的，于是，经过一段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之后，宇宙的密度将会变得非常非常小，可
供智慧生命利用的能量也将变得越来越少。而且，经过足够长时间后，质子也会衰变为正电子，大部
分电子和正电子将会相互湮灭，最终宇宙将成为一锅非常稀的汤，近乎真空。
　　
　　　　在这种情况下，智慧生命不可能以现在我们这样的形式存在，由于可利用的能量越来越少，
那时的智慧生命将不得不放慢思考的速度，如果智慧生命放慢思考的速度与宇宙扩张的速度保持一致
的话，对智慧生命来说，他们就感觉不到一切变慢了。随着宇宙的无限扩张，他们的思考速度也将无
限放慢，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他们感觉上一切还是以正常速度进行的，并且他们将会有无限的时间
来思考无限多个问题。对于这样的生命，书中形象地形容为“慢道上的生命”。
　　
　　　　如果宇宙的结局是坍缩，那宇宙将会有一个生命的终点。但对于智慧生命来说，收缩开始的
时间点非常重要，如果收缩开始于类似于一亿亿亿亿亿亿亿亿⋯⋯年这样极为遥远的将来的话，他们
将首先面对宇宙变成近乎真空的稀汤的情况，如果收缩开始于近一些的时间，比如一千亿年以后，那
又将面对另一种情形。随着宇宙的收缩，宇宙中的背景温度将会不断上升，等升到20摄氏度左右时，
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就将面临灾难：行星上的热量无法辐射出去，冰川将融化，海洋将蒸发，星球上的
生命，无论躲在哪儿，都无法躲避炎热（当然，到时的生命或许已进化得适应这种炎热的气候）。再
收缩下去，类似于现在地球上的生命形式都将无法生存，夜空将不再是黑色，而是慢慢变成暗红色，
再变成红色，再变成黄色、白色⋯⋯，接着，当环境温度与太阳这样的恒星的温度接近时，恒星的热
量无法发射到太空，不得不积蓄在内部，直到达到爆炸的临界点。然后，宇宙的面貌将变化得越来越
快，从几百万年一个变化到几万年一个变化，再到几千年一个变化、几百年一个变化⋯⋯
　　
　　　　对于收缩中的宇宙中的生命来说，过程可能要凶险一些，首先要设法在不断升温的环境中生
存下来，接着还要面对宇宙生命即将终结的问题。但是，当温度不断增加时，基本粒子的运动也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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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断加快，智慧生命或许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设法做到让自己思考的速度也同步加快。这样的话，虽然
宇宙的生命离终点越来越近，但生存于其中的智慧生命却可以不断加速地思考，甚至可能可以做到在
宇宙毁灭前无限短的一瞬间进行无限次思考，这样，宇宙虽然无法避免毁灭的结局，但对于那些智慧
生命来说，或许在一切结束之前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关于生命意义的终极问题了。书中把这种结
局的宇宙中的生命形容为“快道上的生命”。
　　
　　　　无限扩张与坍缩在很多书上都曾有过介绍，除此之外，《宇宙的最后三分钟》还介绍了另外
一种可能。量子理论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真空，我们现在所说的真空，在极短的时间内，里面会突然
凭空产生出一些粒子，然后在极短的时间之后它们又凭空消失。所谓的真空，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
沸腾”的。所有的物体都有向更稳定的低能级转换的倾向，包括真空本身。而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中的
真空，可能并不是能级最低的“真”真空，而是一种次稳定的“伪”真空，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不幸的确如此的话，那我们宇宙的“伪”真空就有向“真”真空转换的可能，根据量子
的隧道效应，这种转换可能会在任意时刻任意地点发生，一旦发生了，那么以那一点为中心，我们的
整个宇宙都将以光速转换，或说毁灭。这种毁灭是完全无法预测，也完全无法预防，所以书中给这一
种可能取了一个可怕而形象的名字，叫“暴卒”。
　　
　　　　或许我们的宇宙终究难逃毁灭的命运，但是对于智慧生命而言，除了与宇宙同生死外，是否
还有别的出路呢？书中也给予了一定的探讨，比如，书中提到将来的智慧生命体或许能以现在的宇宙
为“母宇宙”，创造出若干“婴宇宙”来，当我们的宇宙将毁灭时，就迁移到“婴宇宙” 中去。对于
这类设想，本书并没有涉及太多，因为毕竟它的主题主要是描述宇宙的结局，关于这个主题，另外一
本叫《平行宇宙》的书对此做了详细的探讨，那本书也非常有趣。
11、作者写得一起呵成，读者看得畅快淋漓。
12、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认识有猛烈提高。
13、我们过于渺小，因此要尽可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14、直到世界尽头
15、如果注定是这般结局，宁愿从不曾开始。想到了银翼杀手的台词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 in
time, like tears in rain
16、和之前听过的中国天文学会副主席的讲座相比，此书略为啰嗦。
17、这本书是一本顶级的概述，二流的科普。
18、再次让我想起那篇《朝闻道》
19、写的很好哟——顿时让我的物理汗颜。
20、语言都挺通俗，主题也很有趣，翻译相对而言也不错，只是框架脉络不太清晰，常常出现同义反
复的段落，扣一星。最后的话引人深思：在一项永远完不成的计划中能有真正的目标吗？如果生存本
身就是向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的地的一场永无止境的旅行的话，那么这种生存有意义吗？要是宇宙有
一个目标，并且它达到了目标，那么宇宙一定会寿终正寝，因为它的继续存在既没有理由也毫无意义
。相反，如果宇宙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不难想象，对宇宙来说根本不会有任何最终的目标。这样，宇
宙的死亡也许正是为宇宙的成功所必需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在宇宙的最后三分钟结束之
前，它的目标也许会被我们的后裔所认识。
21、关于宇宙归宿的最新观念，我真真是学到了
22、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一个封闭系统中的“熵”总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直到达到平衡，这
种平衡有个专用名词，叫“热寂”。
    熵的伟大的发现是19世纪的科学家作出的，当时人们仅将它用于热力学范畴，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它
其实适用于整个宇宙，因为整个宇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封闭系统。
    ------------------------------------------------------------------------
    1、热二适用于孤立系统；封闭系统是不同于孤立系统的，封闭系统的熵可以减少
    2、整个宇宙是封闭系统？？？开什么玩笑
    即使说是宇宙是孤立系统，我也要提出异议：您是怎么构想宇宙的图景的？又是怎样证明宇宙符合
您所构想的图景？它真能构想成一个我们理想中的孤立系统？
    3、热二来自于线性平衡系统热力学，在非平衡态中不适用；宇宙中多数区域都是非平衡态，能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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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二来讨论的区域实在不多；特别在非线性非平衡态时，常常会出现自组织现象与耗散结构
    4、热力学讨论系统性质时，常常讨论对于系统内某两点的初始状态和末状态，这需要经典思维中的
同时性概念，可是在宇宙尺度中根据相对论都不能轻易说“同时”，也就是说热二的逻辑前提都不存
在了
    所以热寂说值得商榷
    ps.关于封闭系统这个问题，很可能是译者译错了，他很可能没有热力学的专业背景，他可能
把isolated system翻译成了封闭系统。
    open system（敞开系统):系统与环境既有能量交换，也有物质交换
    closed system(封闭系统)：系统与环境只能量交换，没有物质交换
    isolated system(孤立系统或隔离系统)：系统与环境既没有能量交换，也没有物质交换
23、有点深，概念的技术含量比较高，不过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
24、大刘的宇宙模型就是从这里来的吗~~
25、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
26、看到最后的第十章开始，已经无法再烧脑下去了。文科生也只能望其项背，感受些宇宙世界里稍
纵即逝的幻想，即便这些可能本来就是真的。书写得不错，没有特别多的主观描述，都是基于广泛的
科学理论和推理。
27、一蹶不振了⋯⋯
28、要是宇宙有一个目标，并且它达到了那个目标，那么宇宙一定会寿终正寝，因为它的继续存在即
没有理由也毫无意义，相反，如果宇宙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不难想象，对宇宙来说根本不会有任何最
终目标。这样，宇宙的死亡或许正是为宇宙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29、這類書是我的最愛。人在宇宙面前怎能不顯得渺小卻神奇？
30、刚看完《极简宇宙史》，发现书柜里这本2009年1月买的小书，虽然出版已近10年，但基本理论还
没有大的变化，再读一遍（2017年2月21日读完，今年第8本）。又是一本烧脑的书，快把我可怜的脑
袋瓜子烧成一锅基本粒子的浓汤了，看多了会崩溃的，打住！下一本书换换口味，看一本文学名著吧
。
31、想起克拉克“承认"阿西莫夫是世界上最好的科普作家，就莫名的觉得温暖。#科普原是一件很浪
漫的事#
32、过于科普，不如好好听一学期天文学前沿和概论
33、看到第六章阵亡...果然高中物理没学好，真是不能指望后来就全明白了...
34、回味小时候对天文的热爱
35、还不错
36、我是很想知道，大家琢磨完宇宙的最终奥秘之后，是怎么面对大白菜又涨了一毛钱的问题的？
37、如果真的有造物的大神让你可以在末日问祂一个问题，我想不假思索的回答应该是“创造过，持
续了，毁灭着。”单单没有爱过吧，神如果有必然是自足的，才不会有lonely或alone的纠结，人因为
软弱才会结成群体，因为有了群体才会感觉孤单（文科生还真是会把自然科学解释得这么唯心╮(╯▽
╰)╭
38、虽然没有任何修辞，也没有抖机灵，但就是有趣
39、万事万物皆有始有终
40、还行，也没啥新内容。
41、无能量消耗的思维系统，一个绝妙的构想。
在我看来，永久的黑暗与沉寂有其独特的美感。
无论宇宙最终结局如何，Carpe Diem对人类总是普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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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精彩书评

1、读完保尔戴维斯的《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虽然第一章 就是 “世界末日” 描述的极其惨
烈形象 　　 　　却没有出现 友人极度担心的 悲哀绝望 的读后感 　　 　　 　　 　　150亿年前的那一
次大爆炸 　　 　　空间 时间 物质 能量的最初开端 　　 　　 　　 　　那些构成你、我以及整个世界
的原始物质 　　 　　经过了多少亿亿亿次的发展变化 排列组合 失败成功 　　 　　才让我们得以在同
一个时空 存在 　　 　　所有 都 已经是奇迹 　　 　　瞬间 其实 已经永恒 
2、　　已经很久没有哪本书能让我像对《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一样在拿到手的第一天就读完了，原
因之一是这本书比较薄，另一个原因则是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有趣。　　对宇宙命运的思考，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忋人忧天，但如果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些最为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
是最不能回避者之一。宇宙是否有开始与结束，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永恒。
　　小学时代曾很喜欢《十万个为什么》系列图书，有一本上曾提到过一些关于宇宙生命的问题。我
很清楚地记得，那本出版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上是这样说的：宇宙没有生命的开始，也没有生
命的结束。也就是说，那本书认为宇宙是永恒的。这或许也是大多数人对宇宙生命的感觉。但遗憾的
是，就我们目前所知，这种认识非常可能是错误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一个封闭系统中
的“熵”总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直到达到平衡，这种平衡有个专用名词，叫“热寂”。简单来说，
就是通常情况下，热量只会从温度高的地方流向温度低的地方，比如一杯开水放在桌上会慢慢地冷却
，水温会慢慢地变得和室温一样，而一杯冰块放在桌上则会慢慢融化，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也会变
成温度和室温一样的一杯水。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看到室温条件下一杯水温度不断地升高直到沸腾
蒸发，也不会看到室温条件下一杯水温度不断降低直到结成坚硬寒冷的冰块。当然，通过给水加热或
冷冻我们可以做到，但是那样会消耗额外的能量，如果把产生这些额外能量的物体也算入系统的话，
会发现整个系统中热量还是从高处流向低处，整个系统中的“熵”还是增加的。　　熵也可以认为是
系统的无序度，说熵的增加就相当于说系统的无序度在增加。关于熵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的另外一个例
子是，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把一个玻璃杯子打碎，但是要把它恢复原状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在这儿，
完好的杯子对应着较低的无序度，破碎的杯子则对应着较高的无序度。当然，用某种特殊的技术或许
可以再把杯子复原，但如果把使用这种技术所涉及的物体全部算入系统的话，整个系统中的无序度还
是有增无减。　　熵的伟大的发现是19世纪的科学家作出的，当时人们仅将它用于热力学范畴，但是
人们很快发现它其实适用于整个宇宙，因为整个宇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封闭系统。不过直到很久之
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个定律如果作用于整个宇宙的话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整个宇宙中的熵也是一直在
不断增加的话，那么它必定会有一个起点，而且它应该也会归结于热寂。也就是说，只要热力学第二
定律是正确的，那么宇宙就不太可能是永恒的，至少，它应该会有一个起点。　　进入二十世纪后，
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关于宇宙起源的证据，创立了宇宙的大爆炸学说，指出宇宙起源于非常久远（但
不是无限远）之前的一次大爆炸，目前这个学说在解释宇宙中的各类现象以及观测结果方面是最为成
功的，存在的争议通常并不是大爆炸是否真的发生过，而是它发生的确切时间，现代科学家通常认为
这个时间应该是150亿年以前。　　大爆炸学说在解释了宇宙起源的同时也预言了宇宙可能的结局，在
这个学说中，宇宙的命运其实早在它创生的最早三分钟就已经决定了，就像一颗子弹，是否能命中目
标其实在它离开枪筒前的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按照物理定律演化而已。这个学说认为
，取决于宇宙总质量以及大爆炸的张力的不同，宇宙可能会有三种结局：永远扩张下去、达到某个平
衡点并保持平衡、扩张到顶点后向内收缩（坍缩）。　　对于永远扩张的结局来说，宇宙的生命将没
有终点，宇宙将无限地扩张、存在下去。但宇宙中的总物质是有限的，于是，经过一段非常非常长的
时间之后，宇宙的密度将会变得非常非常小，可供智慧生命利用的能量也将变得越来越少。而且，经
过足够长时间后，质子也会衰变为正电子，大部分电子和正电子将会相互湮灭，最终宇宙将成为一锅
非常稀的汤，近乎真空。　　在这种情况下，智慧生命不可能以现在我们这样的形式存在，由于可利
用的能量越来越少，那时的智慧生命将不得不放慢思考的速度，如果智慧生命放慢思考的速度与宇宙
扩张的速度保持一致的话，对智慧生命来说，他们就感觉不到一切变慢了。随着宇宙的无限扩张，他
们的思考速度也将无限放慢，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他们感觉上一切还是以正常速度进行的，并且他
们将会有无限的时间来思考无限多个问题。对于这样的生命，书中形象地形容为“慢道上的生命”。
　　如果宇宙的结局是坍缩，那宇宙将会有一个生命的终点。但对于智慧生命来说，收缩开始的时间
点非常重要，如果收缩开始于类似于一亿亿亿亿亿亿亿亿⋯⋯年这样极为遥远的将来的话，他们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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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先面对宇宙变成近乎真空的稀汤的情况，如果收缩开始于近一些的时间，比如一千亿年以后，那又将
面对另一种情形。随着宇宙的收缩，宇宙中的背景温度将会不断上升，等升到20摄氏度左右时，像地
球这样的行星就将面临灾难：行星上的热量无法辐射出去，冰川将融化，海洋将蒸发，星球上的生命
，无论躲在哪儿，都无法躲避炎热（当然，到时的生命或许已进化得适应这种炎热的气候）。再收缩
下去，类似于现在地球上的生命形式都将无法生存，夜空将不再是黑色，而是慢慢变成暗红色，再变
成红色，再变成黄色、白色⋯⋯，接着，当环境温度与太阳这样的恒星的温度接近时，恒星的热量无
法发射到太空，不得不积蓄在内部，直到达到爆炸的临界点。然后，宇宙的面貌将变化得越来越快，
从几百万年一个变化到几万年一个变化，再到几千年一个变化、几百年一个变化⋯⋯　　对于收缩中
的宇宙中的生命来说，过程可能要凶险一些，首先要设法在不断升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接着还要面
对宇宙生命即将终结的问题。但是，当温度不断增加时，基本粒子的运动也会不断加快，智慧生命或
许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设法做到让自己思考的速度也同步加快。这样的话，虽然宇宙的生命离终点越
来越近，但生存于其中的智慧生命却可以不断加速地思考，甚至可能可以做到在宇宙毁灭前无限短的
一瞬间进行无限次思考，这样，宇宙虽然无法避免毁灭的结局，但对于那些智慧生命来说，或许在一
切结束之前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关于生命意义的终极问题了。书中把这种结局的宇宙中的生命形
容为“快道上的生命”。　　无限扩张与坍缩在很多书上都曾有过介绍，除此之外，《宇宙的最后三
分钟》还介绍了另外一种可能。量子理论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真空，我们现在所说的真空，在极短的
时间内，里面会突然凭空产生出一些粒子，然后在极短的时间之后它们又凭空消失。所谓的真空，其
实是无时无刻不在“沸腾”的。所有的物体都有向更稳定的低能级转换的倾向，包括真空本身。而我
们现在这个宇宙中的真空，可能并不是能级最低的“真”真空，而是一种次稳定的“伪”真空，当然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不幸的确如此的话，那我们宇宙的“伪”真空就有向“真”真空转
换的可能，根据量子的隧道效应，这种转换可能会在任意时刻任意地点发生，一旦发生了，那么以那
一点为中心，我们的整个宇宙都将以光速转换，或说毁灭。这种毁灭是完全无法预测，也完全无法预
防，所以书中给这一种可能取了一个可怕而形象的名字，叫“暴卒”。　　或许我们的宇宙终究难逃
毁灭的命运，但是对于智慧生命而言，除了与宇宙同生死外，是否还有别的出路呢？书中也给予了一
定的探讨，比如，书中提到将来的智慧生命体或许能以现在的宇宙为“母宇宙”，创造出若干“婴宇
宙”来，当我们的宇宙将毁灭时，就迁移到“婴宇宙” 中去。对于这类设想，本书并没有涉及太多，
因为毕竟它的主题主要是描述宇宙的结局，关于这个主题，另外一本叫《平行宇宙》的书对此做了详
细的探讨，那本书也非常有趣。
3、的确，越深入思考，越觉得生命无意义：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赋予过去、现在和未来意义，最终
的一切（甚至时空）都会在宇宙最后的三分钟后泯灭。文章的最后有个问题，一个对于生命来说的终
极问题：如果宇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一个没有目标的旅程，存在有意义吗？如果宇宙的存在是
有意义的，生命能在最后的时刻体会到吗？或许可以这样安慰：意义对于无限是没意义的，意义只存
在有限中！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必须赋予生存下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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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宇宙的最后三分钟》的笔记-第139页

        要是宇宙有一个目标，并且它达到了那个目标，那么宇宙一定会寿终正寝，因为它的继续存在既
没有理由也毫无意义。相反，如果宇宙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不难想象，对宇宙来说根本不会有任何最
终的目标。这样，宇宙的死亡也许正是为宇宙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在宇宙
的最后三分钟结束之前，它的目标也许会被我们的后裔所认识。

结尾这段话让我想到大刘的《朝闻道》里霍金的问题。

2、《宇宙的最后三分钟》的笔记-第80页

                对此处讲的关于质子嬗变的理论和实验比较感兴趣，以后有机会延伸阅读。        关于质子衰变
的实验，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有一个盐矿，它深入地下600米。这台设备由装有10000吨极
高纯度水的方形水罐和周围的一些探测器组成。        虽然质子衰变实验没有达到它们的主要目标，但
正是这些实验无意中检测到了超新星1987A发出的中微子。        这些真实的事件很带有传奇的色彩，可
作为故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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