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 时间简史读书笔
记(精选9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一

用了很长时间读完了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

这本书是霍金的非常著名的宇宙学著作，涉及了人类对宇宙
研究的历史以及写作当时宇宙学最新的前沿性问题。它被翻
译成了40多种语言，销了1000多万册，被称作是国际出版史
的奇观。我想之所以这么火，那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么一部
深奥难懂的科学著作，写得却极其通俗有趣，贴切生动，像
我这种科盲都能读下去，且能读完。

当然，我不能说我完全读得懂，毕竟用于研究宇宙的理论和
学说太过“专业性和数学化”。我只能说是读了，大概了解
了人类对宇宙本质探索的历史和进程，粗略知道了人类历史
上有哪些科学家对“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作出了哪些
巨大贡献，并由衷地升华出了一种对这些引领人类理性精神
的伟大科学家的膜拜之情。我想，有了这些，这书我就没白
读。

读后，我有点儿感想：

其二，我的数理化基础太差，以至影响到我阅读这类书的效
果。不错，我喜欢读书，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我能读懂每
个句子，但却不能保证我通晓了全篇语义。这真是很遗憾!在
阅读中，我甚至想是否有必要系统地学习一下数理化知识，



时间简史读后感把小时候学过的捡拾起来，把那个年代没机
会学的补充完备起来。我知道这难以实现。

其三，小时候养成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向会影响到人一生的阅
读兴趣。小时候没有什么娱乐项目，读书就是最大的乐趣;那
个时候书又少，所以抓到带字的就看一看。家里的书，包括
哥哥们的语文课本(我的课本已全然是另一副样子)，借来的
书，得着就翻翻。记得家里当时有一本《辞海》分册，好像
是天文地理方面的，已没有了封面，是我最常翻看的一本书。
那时候小，爱幻想，对地上的事儿觉得没什么意思，对天上
的事儿却觉得很有兴趣。这兴趣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涉及
到这方面的书喜欢看，涉及到这方面的影像更喜欢看。

可惜，我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太差了!再说一遍：这真的很遗
憾!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二

爱因斯坦在发现广义相对论以后，曾经竭力在寻找一个理论，
以使令人讨厌量子论不再这么随意。我也曾经讨厌那种基于
统计学的偶然性，那个时候我相信世界是一部完美并且严格
的机器，每件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我对那些试图要证
明世界绝对准则的人和文章怀有很大的兴趣。霍金预言20xx
年左右人类能够发现绝对真理--数学上的，所以我也想看看
他写的这本通俗读物。

我是一个奇怪的人，充满矛盾。我希望上帝不玩骰子，可是
现实教育我上帝就是个赌棍。

我喜欢时间这个概念。我认为人存活依靠的是大量的记忆，
而这些记忆在时间上看上去是离散的，不连贯的。(显然，时
间和空间都是物质--但物质被证明并不是无限可分的!我这个
想法真可怕，我害怕会损害一切和空间时间有关的定理。因
为那些定理中，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的，是理想的数学状态。



好在霍金说，物质的不可分是因为我们能提供的能量不够大。
)在数学意义上，我们走过的时间显然是无限个点连起的连续
直线，但我们却只能存活在某些明确标出的点上。换句话说，
那些被我们抛弃的点是时间的渣滓。每个人的坐标点不尽相
同，但有些历史事件却显著地成为所有人或一群人存活的凭
籍--那被茨威格形容为聚集在避雷针尖的电荷。在霍金的描
述下，因果关系明显存在，但是被扩大到光速以内。这种宽
容的宿命论带给人无穷的遐想。

是不是会在某一天，所有的理论都被证明为正确的?

时间作为一个活动的直线轴看上去和沉静的空间相异。其相
异性在于--任何生物都倚赖时间，不论是一维、二维或者三
维空间里的生物。

对于宇宙的有限无界的概念，爱因斯坦早就想过。他用了一
个很简单的说法：能量应该守恒。如果宇宙是无限的话，能
量会源源不断地流失，于是熵必然减少--这在他看来是不可
能的，尽管热力学第二定理是一个非常局部的.定理。唯一能
够保证能量守恒的概念就是宇宙是有限的，并且是无界的。
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这是先哲对宇宙作出的
精准描述。

其实时间作为一个坐标轴早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了。我们
不论干什么事情，总会看看时间。关键在于，时间并非一个
孤立的、自在的直线。时间和空间有同一个出发点，也有同
一个终点。这就好比我们的地球，在引力场的作用下空间弯
曲，并形成一个球面--没有界限的球面。宇宙的无界也就是
指我们生活在一个四维的时间--空间里，这是一个四维的球
体，球面是无界的。可怜我无法想象一个四维的球究竟是什
么样子的。

按霍金的说法，其实有十维。这让我浮想联翩。我想到古代
神话：九重天+时间。



另外，佛教说：三十六重天，十八层地狱。似乎与九有关的
倍数都有很大的魔力。

书里比较吸引我的令一个说法是“空间和时间变成动力量。
当一个物体运动或一个力作用时，它影响空间和时间的曲率;
反过来，空间--时间的结构影响了物体运动和力的作用方式。
空间和时间不仅去影响，而且被发生在宇宙中的每一件事所
影响。”

这段话看起来，似乎说得和全息论是一个道理，但是前面的
光锥理论明显和这个理论有矛盾。这是我感觉很困惑。

后来我才发现，光锥是从狭义相对论推出的;那段话是从广义
相对论推出的。

也就是说，从局部理论推出的定理也只适合于局部讨论。这
本书提供的不是终极定理，而是对宇宙的一种科学意义上的
看法。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三

初中时曾尝试阅读《时间简史》，但年少知识不丰的我，根
本看不懂如此晦涩难懂的科普书，没了继续读的兴趣，只能
将之束之高阁。直到近来，友人推荐电影《万物理论》，观
后又想再读一读这本书，了解一下这个人。即使霍金已经用
十分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各种观点，但我依旧不敢宣称自
己完全看懂了。可阅读霍金，懂与不懂，都是收获。看完
《时间简史》，就好像沿着霍金的思绪畅游了一圈宇宙，感
觉奇妙，回过神来恍如隔世。总的来说，收获颇丰。其中引
我思考最深的有两点：其一是科学研究探索中所应秉承的批
判精神，其次是千千万万为科学研究事业做贡献的探索精神
和献身精神。

本书一开始，作者就用迷人的幻想，大胆的猜测，诱人的提



问，严谨的逻辑，形象的类比，有趣的比喻，美学的力量和
引人入胜的结构将宇宙天文学的历史和宇宙的形态娓娓道来。
书中处处洋溢着霍金的幽默，流露出科学家们的批判精神和
激情。物理宇宙学正是在这批判精神和激情中走过了漫长而
曲折的历程。从物理天文学的第一次冲突——牛顿与麦克斯
韦的冲突--开始，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解决了第一个矛盾。
狭义相对论的发展又很快使人们遭遇第二次冲突—牛顿引力
定律与狭义相对论的矛盾。这个矛盾被广义相对论解决之后，
第三次冲突，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即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
的矛盾。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从古希腊人关于“不可分割”的
原子猜想到20世纪弦理论，就是这样从一个个疑问开始，到
一个个理论、实验为止，由批判不断发现、不断实验、不断
否定与修正，由此不断前进。科学最基本的态度之一就是疑
问，最基本的精神之一就是批判。关于科学理论的哲学原理
是：不要迷信，尤其不要迷信科学，所谓科学就是可以被证
伪的。我们要承认科学理论也是一种假说，是既定条件下适
用的既定真理。辩证法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每
个阶段的真理连接起来形成真理的过程都只是相对的。

批判精神不仅在科学研究中尤为重要，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说到批判精神，自然可以想到鲁迅先
生，中国近代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中学时，感觉鲁迅先生的
文章行文古板，内容枯燥，索然无味。之所以能读下去，或
是教材的安排，或是应试教育的需要，才不得不浅薄的读一
读。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目光和观念变
得逐渐开阔。重温鲁迅先生的书，才开始有了感悟和强烈的
震撼。特别是《文学与出汗》堪称一绝。把“文学”与“出
汗”扯在一起，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若细细品味，方知其精
妙所在。

批判精神不仅在科学探索领域、忧国救民层面，在生活中出
现的几率也是极高的，它是一个人彰显理性的力气。老师在
对学生的谆谆教诲中，批判精神这个词总是脱口而出。然后，



更多时候批判精度的普及度并不与其在生活中被提及的频率
成正比。所谓批判精神，其实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
或显示作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与解剖，以期发现
问题或解决问题。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每个人
每天都浸泡在信息的海洋中。从电视新闻到手机博客，再到
网页贴吧，获得的信息数目数不胜数。然后随着信息量的剧
增，必然伴随着劣质信息甚至错误信息的数目剧增。正如柯
勒律所说的：“到处是海水，却没有一滴可以喝！”这样的
环境中，以沙里淘金的态度对信息进行辨别和萃取显得尤为
重要。如今，新闻都喜爱以“研究表明……”来提升自己的
可信度和权威性，然后研究成果不等同于结论，是否进行过
研究也还另说。研究者的期望、态度、价值观、研究方法以
及经济效益驱动都会左右所谓的研究。事情往往只有相对的
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批判精神的重要性就体现在此。

科学不仅使我们获得智慧，更提升我们科学的思想、精神、
态度，以及并非与生俱来的灵魂。《时间简史》中，作者告
诉我们，当今物理学界的主题是寻求量子引力论，将广义相
对论和量子力学合并在一起，对我们生存的宇宙作完整的描
述。从牛顿的绝对空间理论到爱因斯坦的绝对时间理论，再
到后来人们普遍认可的宇宙是运动的、膨胀的，并且看来是
从一个有限的过去开始并将在有限的未来终结的理论，是世
界上热烈投身大一统理论的先驱们和如今正致力于研究弦理
论的科学家们，以及未来还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与研究的后
继者们的无私奉献换来的。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冒险，或许终
其一生，换来的知识飘忽的结果，但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激情，
这激情激励着科学家们在探索的路上勇往直前。

本书的作者霍金，21岁时不幸患上了会使肌肉萎缩的卢伽雷
氏症，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43岁时，彻底丧失了说话能
力。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轮椅上，他的思想却遨游在广袤
的时空中，去解开宇宙之谜。霍金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是一个
充满传奇色彩的物理天才，也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折服的生活
强者。他不断求索的科学精神和勇敢顽强的人格力量深深地



吸引了每一个知道他的人。

身残如霍金尚可热烈献身科学，健全如你我有何理由在挫折
面前给自己退却的借口？生命是一次不易的体验，究竟要如
何度过，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碌碌无为是生，轰轰烈烈也
是生。而生命的意义就是热爱和创造美好，在岁月磨损的纷
扰中仍旧如萌芽般充满欣喜与感动，微笑着用力热情地去生
活。

最后，以一句我最喜爱的句子作结：愿你的生活，如喜悦的
诗。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四

逆时，顾名思义就是时间倒流。

超时，顾名思义就是时间跳跃。

逆时和超时，在大家看来，无非是两个新名词，不用提去实
现了。但是，假设在宇宙中有虫洞存在，两者就可能实现。

超时空旅行有个前提条件：假设100是光速，就是要把宇宙飞
船加速度达到99.99，还差0.01就到100。当近光速行驶一段
时间后，就会到达将来的一个时段。譬如，小明从8点钟开始
进行超时空旅行，会在9点钟到达。小军从9点钟开始进行超
时空旅行，会在10点钟到达。当然，你不只有一个小时可以
越过，有二、三、四、五、六个小时，甚至一年也可以越过。
而且，在未来的世界里，你可以见到另一个你，另一个你的
妈妈、爸爸呢!

逆时空旅行，是从b时点瞬间返回到a时点。它的前提条件是
要超越光速。这似乎无法达到。现在，有家公司制造的火箭
能加速到99.99，但仍未达到位居第一的光速。唯一的办法，
就是寻找宇宙中具备弯曲空间条件的虫洞。何谓弯曲空间呢?



就是能将时空弯曲的物质，缩短了a、b之间的距离为弯曲空间。
假设地球与比邻星之间的距离是200光年，那么如果虫洞存在
的话，它可以为地球与比邻星之间提供已经缩短了的捷径：
可能是150、100光年，甚至更近的距离。当飞船通过虫洞飞
速行驶时，它一定能打破光速堡垒，回到从前。而且同超时
空旅行一样，能看见当时你的家人和当时的你。遗憾的是，
至今科学家没有在宇宙中找到半个虫洞。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有更多惊人的发现和发明，一定有更
多的机器会超过《哆啦a梦》中所描述的!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五

这个问题我从小就苦苦思索，十多年过去，这个词语似乎刻
意的保存着自己的神秘感，让我始终无法解答。

我想，科学一定是一个庄重而有肃穆的词汇。就好像那实验
室中科学家们捣鼓的瓶瓶罐罐，抑或是宇宙飞船升天时电脑
显示器上一连串的数字，也有可能是当年比萨斜塔上抛下的
一个小球……这些无疑都是科学，但又似乎不是科学本身。

都说喜欢源于好奇，在无数次的追问与探索中，我渐渐迷恋
上了“科学”这个字眼，以及它背后无垠的浩瀚。我看科学，
离我那么遥远，可有时又觉得，它离我好近。

夜晚，我常独自仰望星空，想象着亿万光年外，那一颗小小
的寂寞的星球。它在我眼中那么小，正如地球在宇宙中那么
小一样。众所周知，地球，以及火星、水星等等，都以一定
的速度一定的路径围绕着太阳转动，日日，月月，年年，那
些星球在宇宙中，不过沧海一粟，人类在宇宙中，不过尘埃
一粒；众所周知，物质由无数个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核与
电子构成，电子按一定的轨道绕着原子核高度转动。我想，
那些星球，那些电子，是多么的相似！同样是渺小的，但都
永不停息地运动着，连运动方式都那么相似。那么，我可不



可以大胆的假设，整个宇宙，不过是一个原子的内部，那些
星球，不过是类似电子的物质，而我们的社会，社会中的人
类，不过是一些更小的单位；反过来讲，构成我们的世界，
甚至我们身体的物质，是不是也包含了一个宇宙，其中有更
小的生物在自由生活着，在写作业，上班，生老病死，或者
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思考着与我一样的问题…也许真的，
有宇宙中的宇宙，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个套着一个，环
环相扣，生生不息。好吧，这也许是异想天开，更可能是痴
人说梦，但一切皆有可能不是吗，想象力也可如这宇宙一般
浩大不是吗？很难想像，我们用显微镜观察着微小的物质，
而我们自己，也如尘埃一样，是另一个世界研究的对象。希
望有一天，我的想法能得到证实，或者推翻。

从一片星空，我便能联想许多，这样的思维过程是多么的酣
畅淋漓！人类果然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科学是什么，
也许就是一个思考，到验证，到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我更了解科学，对其的热爱又添几分。

初三的时候，我学习了杠杆原理。一开始觉得很没意思，几
根棒子翘来翘去，实在乏善可陈。老师不厌其烦的反复强
调，f越大，相应的力臂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一边啃着作
业一边神游太虚，感叹着学习的趣味性与枯燥性。不知哪一
刻灵光一现，我感到，学习与杠杆原理，似乎有异曲同工之
妙。f好比学习时下的功夫，对应力臂便是完全掌握需要的时
间。你越努力的学习，相对的，所花的时间也就越少，换而
言之，完全掌握一个知识的速度也就越快；反之，若消极怠
工，看似省力，花费的时间却更长。省力，便不省距离，只
有费力，才能省距离，杠杆如此，学习亦如此。不管怎样，
总是不能省功，心力时间的多少，端看你如何安排。

我想，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甚至是哲学道理之间，总有
一座桥梁。挖掘这座桥梁的过程，也是探索科学的过程吧。
我越来越喜欢这样思考，将文理联系起来，将理性与感性结
合，独自的，悠悠的思考。至此，我发现，我对科学到了爱



不释手的地步。

再后来，我总能时时在生活中发现科学的笑靥。我再不用死
啃公式概念，不用刻意翻阅名片著作，科学就在你我身边，
等着你我发现。我读的，是世界社会这本大书，每时每刻点
点滴滴的心得体会，或是一个小小的灵感，都是我的阅读体
验。当然，这是一本深刻且复杂的书，我读了十多年，不过
是它的扉页。

是的，我爱探索，爱思考，爱科学。

——你的脚下，我的枕边。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六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由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撰写的
《时间简史》。合上书，我还徜徉在宇宙的三维空间中。

我是一个疯狂的天文迷，所以我一翻开这一本着作，就像饿
狼遇见了鲜活的野鹿，能够饱食一餐。这一本书，讲述了在
这部书中，霍金描述了外层空间奇异领域，对遥远星系、黑
洞、粒子、反物质、时间箭头等进行了介绍，并对宇宙是什
么样的、空间和时间以及相对论等古老问题进行了阐述，使
我初步了解狭义相对论以及时间、宇宙的起源等宇宙学的奥
妙。

全书中最吸引我的便是关于黑洞的观点。书上说，我们生活
在地球上，地球存在于宇宙，那宇宙又在那里？科学家认为
宇宙开始于大爆炸，并由于爆炸的冲击力，宇宙正在膨胀，
宇宙光线红移可以证明。之后就有三种情况出现：一种是星
球的引力拉回宇宙，一直拉回到宇宙爆炸之前的状态。一种
是星球的引力无法拉回宇宙，所以宇宙一直膨胀，最后消失。
最后是宇宙大爆炸的力刚好避过被拉回，但宇宙膨胀的力被
无限减弱。而黑洞则是因恒星耗尽能量而坍缩，最后缩到其



引力足以影响光、空间和时间，光是最快的，超光速是不允
许的。再加上时间都被影响，可见黑洞的力量有多大。又因
为空间也被影响，所以黑洞看起来像一个洞，但是不一定是
黑的，黑洞有可能发光或发出其它射线，这点可由星系中心
是明亮的来证明，因为黑洞的引力，周围的星都被聚集在一
起，就形成星系，所以星系中心一般是黑洞。

这一本书虽然很薄，但我去整整读了半个月才基本啃下，但
还是有一些深奥的部分似懂非懂，就比如说关于时间和空间
的章节，三维空间的理解我总是没有办法深入分析，因为我
每每静坐沉思，越是深入思考，却觉得越有问题，破开一个
阻碍，却出现了更多的阻碍，越往深处走，阻碍越多。我突
然明白一些研究时间空间的科学家为什么到后来都疯了，原
因是他们研究地越多，悖论也越多，苦思冥想多年，被各方
面压力逼疯了。《时间简史》这一本书，仅仅凭着半个月的
研究，是绝对不可能全部明白的。

一遍翻完《时间简史》，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宇宙，空间，
时间等等似乎都展现在了我的面前。这一本书，每读一遍，
都有新的见解和体会。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七

之所以读这本书，是因为越发感受到时光飞逝，那么时间的
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但读完这本满篇都是晦涩的数学公式和
颠覆常识的科学理论的书，并未让我找到答案，反倒是一头
雾水更加的迷茫。我只能试着通过篇读书笔记，用自己的理
解外加想象，来复盘我所看过的这本书全部内容。

古往今来，很多人都在考虑着这些问题：谁是宇宙中心？宇
宙是不是静止的？若不静止有没有时空的起止点？无数人都
在为揭示真实而努力，有的甚至为坚守信念而被迫害。

对时空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万有引力论：物质间引力的大小依赖距离，距离变则引力
变，该理论暗含着引力的速度是无限的推论。这与相对论
中“任何物质的速度都不超过光速”有本质的区别。

2.狭义相对论：主要是在弱引力场下的物体高速运动时遵循
的理论，理论前提是光速对任何参照系而言都是恒定值。主
要的推论包括运动的时钟变缓，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当物体的
速度达到光速时,物体的一切生命活动将停止(长生不老)。

3.广义相对论:主要是讨论在强引力场下的物体高速运动时遵
循的规律。主要推论包括时空弯曲(当光线经过强引力场时光
线会变弯曲)，而万有引力是时空弯曲的必然结论--看似地球
在绕太阳旋转，实际上在四维时空是在走直线(这脑洞够大)！
另外，距离质量大的物体时间变缓。

研究发现，来自宇宙中其他星系的光谱出现红移，推知发光
体正在远离地球，进而得出宇宙膨胀的理论。在此基础上，
彭罗斯认为恒星坍塌后形成奇点，而霍金通过逆向思维，认
为膨胀的宇宙从奇点开始。从而推导出了宇宙的演化史，即
宇宙从奇点开始膨胀，后逐渐过渡到收缩，最终塌陷为奇点。

那么问题来了，奇点暴胀之前，以及塌陷为奇点之后又会发
生了什么呢？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但量子力学的发展提供
了可行的研究方向。

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即光既是粒子又是光波，这一特性使其
成为量子力学的研究对象。

当光波等以量子波包的形式发射时，粒子位置不确定性*速度
不确定性*质量；普朗克常数，即不确定性原理--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要想测定一个量子的精确位置的话，那么就需要用
波长尽量短的波，这样的话，对这个量子的扰动也会越大，
对它的速度测量也会越不精确；如果想要精确测量一个量子
的速度，那就要用波长较长的波，那就不能精确测定它的位



置。如处于量子叠加态的薛定谔的猫。

从而推知，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未来是不可预知，即便现在
也是不确定的，而这也成为平行世界理论的基础。

量子力学的发展促进了大统一理论的形成，可以合理解释电
磁力、强核力、弱核力的存在，但无法将引力(作用到非常大
的距离、总是吸引的，与另外三种力明显不同)纳入研究范围。
几个经典理论对引力的解释如下：

1.经典物理--实引力构成的引力波；

2.量子力学--两个物体粒子之间的虚引力子交换形成引力；

3.弦理论--粒子存在于h型管中，并相互牵引。

1956年人们认识到，物理定律符合cpt对称：即粒子与反粒子、
情景与镜像、时间前进与后退都应保持对成状态。进而得出
推论，当前我们认识的宇宙由于t不对称(时间只能前进不能
后退)，造成夸克比反夸克多，进而形成如今的宇宙。

看到这里我已经处于半疯癫的状态，觉得自己不脑洞大开一
下都对不起霍金教授了，于是大胆猜想：既然正粒子-正情
景-正时间，那么负粒子-负镜像-副时间，所以若想时光倒退，
我们是不是需要必须变成是负粒子状态呢？--好吧，我也不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质量小的恒星，燃尽后引力与斥力平衡形成白矮星、中子星
等；质量大的恒星，受引力塌陷而成黑洞--时空曲率无限大
的一种物质状态。黑洞的大小和形状，取决于质量和转速，
而与原物体性质无关。

尽管光线无法从黑洞逃逸，但黑洞并不是黑的，之所以观测
到螺旋状的星系中轴喷射x射线，原因在于星系周边存在黑



洞--真空中的正能量粒子、负能量粒子原本湮灭，但如果受
到黑洞吸引，负能量粒子进入黑洞，正能量粒子逃逸，从而
观测到x射线。在喷射过程中，黑洞能量会逐渐减少，质量也
就相应减少(e=mc2)，最终的状态会爆炸。

宇宙从奇点(无限密度时空曲率)爆炸，随后开始膨胀，由于
暴涨初期密度微小起伏形成不同的场，导致演化为不同星系。
而我们看到的宇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假设存
在很多宇宙，但适合生命生存的只有一些，这就是人存原理。

而无边界理论认为，与实时间不同，虚时间的存在让宇宙无
起点也无终点--时空如同地球表面一般是有限而无界的。

当前的宇宙存在三个时间箭头，即热力学时间箭头--物质无
序或熵增加；心理学时间箭头--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宇宙时
间箭头——宇宙膨胀而非收缩。

热力学时间箭头和心理时间箭头是统一的，如热量减少，计
算机(记忆)无序度也会减少；而宇宙时间箭头与热力学时间
箭头也是统一的，如可应用人存原理来解释，收缩的宇宙不
适于人类生存。所以当前的时间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

时间旅行理论上是存在的：超过光速，时间可能倒流。由于
目前物体速度无法超过光速，但若发生时空翘曲，那么经过
虫洞则有可能超越光速的限制。

作者试图使用一个理论对物理学进行统一，但发现无论是广
义相对论、量子力学，还是弦理论，大一统的理论是很难实
现的，即便发现了也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一是量子不确定
性的原理，二是复杂方程可能是无解的，比如现在都无法对
三体的运行进行破解(这与刘慈欣的三体不谋而合)。

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终于依靠理解力与想象力把这本
书读完了，读的时候很费力，读完的时候出于强迫症的本能



对摆脱这本书感到了些许解脱，直到写完这篇读书笔记，才
真正的如释重负--这倒不是因为我了解了时间的真谛，只是
对宇宙、对时间特别是对自己有了与以往些许不同的重新认
知。现在想想，读这本书还是受益匪浅。

一是让我从寡淡的生活泥淖中解脱出来，接触到了一些颠覆
常识的理论或猜想，让思维获得信马由缰的放荡，感受到了
难得的轻松与惬意；二是让渺小如我的个体，开始严肃的考
虑无限宇宙的终极问题：我们从哪儿来，将要到哪里去--能
坦然面对这些以往想都不敢想或者一闪而过的念头，让我感
知到了心理在磨砺中获得的成熟；三是除了科学理论或猜想，
这本书也让我了解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与逻辑，比如光谱红移
推导出了宇宙膨胀，比如突破常规思维的时空统一与终止，
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方法论，也必将让我受益匪
浅。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走进了一座非常富有的精神家园，
相对于宇宙的宏大、时空的神秘，现实中勾心斗角、尔虞我
诈以及种种的不如意又算得了什么？对个体而言，唯一能与
宇宙相提并论的，恐怕就是感知到真理的思想，这让我更坚
定地认为，思想才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也让最近一直患得
患失的我获得了精神的救赎与解脱。

“物理的终点是数学，数学的终点是哲学，哲学的终点是神
学。”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本书让我们的幻想或者梦想，
获得了一个相对科学的解释，也让我们看到了梦想实现的可
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小到微乎其微。相比于当下满大街充
斥的浓浓意淫气息的穿越桥段，这本《时间简史》要有意义
的多。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八

小时候躺在屋顶仰望星空，就知道星星一闪一闪，一会儿就
可以睡着了。上中学开始学习物理，接触引力，了解到星体



运行规律等等，完全是被灌输进来的，只知道可以应用到生
活场景。现在再来读这本书，不知道还能学进去多少知识，
更多的是让工作日不那么单调、让自己更充实、以后能给儿
子吹牛吧。

阅读科普读物，没有太多的感想，全是新奇、好玩儿，看一
段之后就觉得：“啊，牛顿啊，我知道，他最著名的是牛顿
定律，被一个苹果砸出来的”、“啊，伽利略啊，比萨斜塔
很出名的...”、“啊，亚里士多德，哲学家，貌似他的理论
被推翻了”......

但是......“牛顿定律是啥来着？比萨斜塔怎么着出的名来
着？亚里士多德的啥理论来着？...”

时间就像筛子，一点一点把哪些早前对于我不是那么重要的
细琐事情，从我脑袋里筛掉了。再从头了解一遍吧（没有列
举下面这些人物的全部成就，仅就读到的做列举）。亚里士
多德：提出地球是圆的，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天体
都围绕地球做圆周运转。

托勒密：根据地心说制成宇宙学模型，为预言天体在天空之
的位置提供了精密的系统。但为了正确的预言这些位置，托
勒密必须假定月亮轨道有时离地球比其他时候要近一些。
（为啥总是想把“托勒密”读成“托密勒”，有跟我一样的
吗）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中心，地球和其他行
星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

伽利略：用自己发明的望远镜观测木星，发现有卫星围绕木
星运行，证明不是所有天体直接围绕地球运行。（查了一下
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的实验，读书笔记.是自由落体实验：两
个质量不一样的铁球同时从等高的位置自由下落，落地时间
几乎一样，这个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物体从高空



坠落的快慢同物体质量成正比的观点）。

开普勒：修改正哥白尼的理论，认为行星不是做圆周运动，
而是沿椭圆轨道运行。

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物体如何在空间
和时间中运动的理论，还发展了为分析这些运动所需的复杂
的数学；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宇宙中的任一物体都被另外的
物体所吸引，物体质量越大，相互之间距离越近，则相互之
间的吸引力越大（原来牛顿不光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原来
并不真的是因为被苹果砸了才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而只是牛
顿说过，在他陷入沉思之时，一个苹果的下落使他得到万有
引力的思想。大惊）。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九

斯蒂芬霍金，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至少排在
牛顿、爱因斯坦之后，但那幅骨瘦如柴的他坐在轮椅上的图
像以及一本本畅销世界的科学著作，无不证明了他的伟大传
奇。《时间简史》是霍金的代表性之一，主要解释了宇宙大
爆炸和黑洞的一些理论和探索发现。

宇宙如何开端？生命的起源是什么？源于人类内心最根本的
求知欲，推动着我们不断地探索前行。霍金在《时间简史》
的第一章，概括描述了人们从古至今对宇宙认知的发展，提
出了在这个探索时间轴上的重要科学家及其贡献。为了更简
洁的说明这一章的内容，我们先来建立一个时间轴简图，如
图。

人类关于宇宙探索的时间轴

当今宇宙研究理论的基础，是艾萨克。牛顿爵士写的那本
《数学的自然哲学原理》（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著作，没有
之一）。这位传说被一颗苹果砸开窍的伟大科学家，“站在



巨人们的肩上”，为现代物理大厦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ps：
关于牛顿的生平品格以及他奉献余生的炼金事业，请大家到
网上查查，蛮有意思）。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太阳系的
天体运动解释中十分成功。直到这个时候，人们还主要是从
空间上认识宇宙，认为宇宙是绝对静止的空间。对于宇宙时
间上的开端，在静止的假设前提下，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
问题。要想探索宇宙在时间上的开端，必须跳出经典物理的
限制。当今描述宇宙的两大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
量子力学，分别从近乎无限大的尺度和近乎无限小（普朗克
常数）的尺度研究了宇宙的结构及各种现象（光看数字的话0
多的真是超乎想象，无论在小数点之前还是之后，绝对数的
你头晕脑胀）。任何理论都需要事实去证实，否则只能是假
想。提到这一点，埃德温哈勃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通
过天文观测，还在1929年观测到星系正远离我们而去，证实
了宇宙正在膨胀。这个发现暗示存在一个叫做大爆炸的时刻，
当时宇宙的尺度无穷小，而且无限紧密。哈勃的研究，为当
今最被广泛接受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时间简史》的第一章让我们大概了解了人类探究宇宙的历
史，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更详细的阐述现代宇宙理论和发现。
图1中的时间轴也会不断地丰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