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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和另一部于1988年首版的书《时间简史》(以下简称《简史》——编者注)在书名上只有两个字母
的差别。
《时间简史》曾荣登《伦敦星期日时报》畅销书榜达237周之久，在地球上大约每750人(包括儿童)就
拥有一册。
就一部论述当代物理学一些最艰深问题的著作而言，其成功是非同寻常的。
因为那些艰深的问题又是最激动人心的，由于它们论及重大的基本问题，比如关于宇宙我们究竟知道
了什么?我们如何知道这一切?宇宙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那些问题是《时间简史》的精髓，也是本书
的焦点。
在《时间简史》出版以来的岁月里，来自全球读者的反馈蜂拥而至。
他们不分年龄，也不分职业。
人们不断地要求出一种新版本，这种版本既保留《简史》的精髓，又能以一种更清晰更从容的方式解
释最重要的概念。
从反馈中还得知，尽管有人或许认为这样一部书应取名为《不甚简明的时间历史》，很少有读者要寻
求一部长篇大论，那相当于大学水平的宇宙论课程。
于是，就采取现在的做法。
我们在撰写《时间简史(普及版)》时，保持并扩展了原书的主要内容，还顾及它的长度和可读性。
这的确是一部时间的更简明历史。
尽管我们删除了一些较专业的内容，却对该书中真正核心的材料进行了更深入的处理。
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得大于失。
我们在此还不失时机地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并且纳入了理论和观测的新成果。
《时间简史(普及版)》描述了在寻找一种物理学所有力的完备统一理论方面最近获取的进展。
它特别描述了在弦理论以及在表观上不同的物理理论之间的“对偶性”或者对应中获得的进步，这种
对偶性表明存在一种物理学的统一理论。
在观测方面，这本书包括了诸如那些通过宇宙背景探测器(COBE)和哈勃空间望远镜所得到的新的重要
发现。
大约40年前，里查德·费恩曼说过：“我们有幸生活于仍在进行发现的年代。
这正如发现美洲一样——你只能发现一回。
我们生活的年代正是我们发现自然基本定律的年代。
”今天，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理解宇宙的本性。
我们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想和大家分享这些发现的喜悦，以及由此而涌现出来的现实世界的新的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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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蒂芬·霍金那本畅销世界的《时间简史》已成为科学著述的里程碑。
这不仅归因于作者迷人的表达方式，还归因于他讨论的令人敬畏的主题：空间和时间的本性，上帝在
创生中的作用，宇宙的历史和将来。
但是，在它问世后的岁月里，有些读者一直不断地向霍金教授诉说，该书某些最重要的概念理解起来
非常困难。

　　这就是写作《时间简史(普及版)》的缘起和理由：作者希望读者更容易接受它的内容——同时还
纳入最新的科学观测和发现。

　　虽然本书在篇幅上的确是“更简明”些，但它实际上却扩大了原书伟大的论题。
删除了纯粹技术性的概念，诸如混沌的边界条件的数学等等。
相反，包括相对论、弯曲空间以及量子论的课题，它们虽然具有无穷的趣味，但却由于散布于原书而
很难理解，现在则各自分章论述。

　　在重新组织本书之际，作者得以扩展特别有兴趣的领域并收入最新的进展，从弦论的最新发展，
到寻求物理学中各种力的完备统一理论令人神往的进展。
如同本书早先的版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寻找时间和空间核心可望而不可及的秘密这一未
竞之业中，《时间简史(普及版)》将引导世界各地的普通读者。

　　37幅色彩缤纷的插图为文字增辉，使《时间简史(普及版)》令人振奋地傲然屹立于科学文献之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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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蒂芬.霍金是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他还为普通读者撰写过文集《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霍
金讲演录）和（果壳中的宇宙）。
列纳德，蒙洛迪诺是位物理学家；他是这个新版的合作者，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过教，曾为《星际航行
：下一代》写过剧本。
他著有《欧几里得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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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思索宇宙    我们生存在一个奇妙无比的宇宙中。
只有凭借非凡的想象力才能鉴赏其年龄、尺度、狂暴甚至美丽。
在这个极其广袤的宇宙中，我们人类所处的地位似乎微不足道。
因此我们试图理解这一切的含义，并且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角色。
几十年前，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有人认为是伯特兰·罗素)作了一次天文学讲演。
他描述地球如何围绕太阳公转，而太阳又如何围绕着一个巨大的恒星集团的中心公转，我们把这个集
团称做银河系。
讲演结束之际，坐在屋子后排的一位小个子老妇人站起来说道：“你讲的是一派胡言，实际上，世界
是驮在一只巨大乌龟背上的平板。
”这位科学家露出高傲的微笑，然后答道：“那么这只乌龟站在什么上面呢?”“你很聪明，年轻人，
的确很聪明，”老妇人说，“不过，这是一只驮着一只，一直驮下去的乌龟塔啊!”当今大多数人会觉
得，把我们的宇宙喻为一个无限乌龟塔的图象相当荒谬。
但是我们凭什么就自认为了解得更好呢?暂时忘却你所知道的——或者认为你所知道的有关空问的知识
。
然后抬头凝视夜空。
你对所有那些光点做何解释呢?它们是微小的火焰吗?它们究竟是什么?真是难以想象，因为这远远地超
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
如果你是一位定期的观星者，你也许见到过，在晨昏时刻徘徊于地平线附近的闪烁光点。
它是一颗行星，即水星，但是它和我们自己所在的这颗行星毫不相像。
水星的一天相当于该行星年的2／3。
太阳出来时，水星表面温度高达400摄氏度，而在深夜它几乎降到一200摄氏度。
尽管水星和我们地球的差别如此之大，但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典型的恒星，恒星是一个每秒燃尽几十
亿磅(1磅=454克)物质的巨大火炉，而它的核心温度达到几千万摄氏度。
行星和恒星究竟离我们多么遥远?这是另一桩难以想象的事。
古代中国人建筑石塔以便更近地观测星空。
以为恒星和行星比它们在实际上离我们更近得多是很自然的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毕竟没有和巨
大空间距离打交道的经验。
它们离我们的距离是如此之遥远，用我们测量大多数长度的办法，即用英尺或者英里去度量，是没有
什么意义的。
取而代之，我们使用光年，那是光在一年中行进的距离。
一束光在一秒钟内行进186000英里(1英里：1.6093千米)，这样，一光年便是一个非常长的距离。
除了我们的太阳，最近的恒星叫做比邻星，大约在4光年之外。
这是那么遥远，甚至利用当今正在设计的最高速的宇宙飞船，也需要花费大约10000年才能到达那里。
    古人曾努力尝试理解宇宙，但是他们还没有发展出我们所知道的数学和科学。
今天我们拥有强有力的工具：诸如数学和科学方法的智力工具，以及电脑和望远镜等技术工具。
科学家借助这些工具把大量关于空间的知识拼凑在一起。
但是关于宇宙，我们究竟知道什么，并且我们何以得到这些知识呢?宇宙从何处来?它又向何处去?宇宙
有一个开端吗?如果有的话，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它会到达一个终点吗?我们能在时
间中返回到过去吗?物理学中最新的突破，使我们有可能为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答案，而新技
术是实现这些突破的部分原因。
对我们而言，这些答案有朝一日会变得和地球围绕太阳公转那么显而易见——或许变得和乌龟塔一样
荒谬，只有时间(不管其含义如何)才能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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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迷人而清澈⋯⋯光辉四射的巨著。
”——《纽约客》“童真好奇与天才智慧的结合。
当我们领略霍金宇宙之际，为他精神的瑰丽所惊异。
”——《伦敦星期日时报》“既生动活泼，又发人深省⋯⋯霍金无疑具有教师天赋。
”——《纽约时报》“当代物理学家关于宇宙构成以及演化理论的权威性总结。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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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间简史（普及版）》作者史蒂芬·霍金被全世界公认为“继爱因斯坦以来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
霍金用浅显的文笔告诉您一个关于时间本身的故事，让人人都能读懂。
同时精彩的插图说明使您更能体验到星系际太空的广漠、黑洞的奇妙性质以及物质与反物质碰撞的粒
子物理世界！
相对论、黑洞、弯曲空间⋯⋯这些词给我们的感觉是艰深、晦涩、难以理解而且与我们的生活相去甚
远。
但是时间呢？
每时每刻伴随着我们、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时间呢？
我们又了解多少？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间简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