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 时间简史读书笔
记(模板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一

小时候，夜晚看着满天的星星总有一种向往，幻想着能有来
自哪颗星星的神秘物种赐予我超本事；之后，当我明白大部
分的星星都是太阳，更加坚定有存在地外生命的星球。我们
看到的星星是几亿或几万年前的星星，也给宇宙涂上了神秘
的色彩。正是由于童年对宇宙的好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一本久仰其大名的宇宙科普读物——《时间简史》。

《时间简史》是著名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斯蒂
芬·威廉·霍金所著。然而在20xx年3月14日的早晨，史蒂
芬·霍金教授却在剑桥的家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得
不说霍金教授的离去是全人类的损失，几乎所有人都对这样
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离去致以自我最高的敬意与哀思，他
就像是群星的斗士，先我们一步去往辽阔无垠的宇宙世界，
成为我们仰望的星空。霍金教授以往说过，能够读懂这本书
中每一句的人就够资格攻读引力物理博士了，这给了我一些
安慰和继续读下去的勇气。

这本书在开头部分讲述了我们宇宙的图像。早在公元前340年，
人们就明白了我们的地球是圆球而不是平板。人们对真实世
界逐渐地了解，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静止的宇宙到膨胀的
宇宙。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了为什么各个行星绕着
其他星球转动。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所有物体都被另外的物
体吸引，物体质量越大，距离越近，相互吸引力也越大。可



是如果空间有限，由于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会使所有
星球都被吸引而坍缩，而事实上宇宙并不如此，所以应当有
无限多星体均匀地分布在无限空间中使这种情形不至于发生。
如果从另一方面研究，必须区域的星体会坍缩在一齐，再在
其外面均匀地加上无限多的星体对原先的星体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这些星体还是会坍缩在一齐。牛顿引力理论必然会导致
宇宙不可能静止。

关于宇宙的产生，此刻比较为大家理解的说法是大爆炸，而
在宇宙开端之前，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奥古斯丁以往说过：
时间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一个性质，在宇宙开端之前不存
在。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荒谬，也很难理解。
事实上，时间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必须改变
对时间的理解。大部分人包括亚里士多德和牛顿都相信绝对
时间。他们相信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可改变的，时
间和空间之间是独立的。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解释了：
对于所有观察者而言，光速都是一样的，并且当物体以接近
光速运动时质量会变得很大，要加速将变得更困难，所以它
永远达不到光速，因为那时它的质量就会无限大。然而这种
理论和牛顿引力理论不是很协调。

于是爱因斯坦又提出了革命性的广义相对论。他认为引力不
像其他种类的力，它只可是是空间——时间不是平坦的这一
事实的后果。大质量的物体会使空间——时间弯曲，地球围
绕着太阳转的时候虽然沿着弯曲的轨道做圆周运动，可是它
事实上是沿着空间中最接近于直线的轨迹运动。这就像一架
飞机在多山的地面上飞行，它在三维空间是沿着直线走的，
可是在地面上的影子却是弯曲的，因为地面不平坦。在太阳
周围的空间——时间由于其质量而弯曲，所以光线在太阳周
围就不能沿着直线走。在正常情景下很难观察到这个效应，
可是在日食时就可能观察到，这正好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正
确性。大质量的物体能够让时间变得慢一些。因为光的能量
和频率相关：能量越大，频率越高。当光经过大质量的物体
会失去能量而频率下降，光速恒定，必然导致时间变慢。



在1962年，验证到水塔顶上和底部的精确的钟时间不一样步，
接近地球的钟走得更慢。这种现象可能让人大跌眼镜了，以
我们以前所明白的，时间是绝对的。如果时间能够不一样步
的话，那么我们想像的时空隧道就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真实
存在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确多次存在穿越时空事件。1954年，在一
次热气球比赛中，哈里·洛根和德里克·诺顿乘做的热气球
在魔鬼三角地带神秘地失踪，经多方查找，仍无下落。
在1990年春天古巴的春季热气球比赛中的那只失踪了36年的
热气球，在原先失踪的地方又突然出现。洛根和诺顿仍然和
当年一样年轻，在他们看来仅有几秒钟的时间，对地球来说
却已经有36年。这让我想到了马航mh370。马航已经失踪半年
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不排除进入时空隧道的可能。也许
过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飞机或许真的会再次出
现，让我们为马航mh370默默祈祷。

何两个星系都在相互远离。

宇宙可能从大爆炸开始，并且到目前为止一向在膨胀，那么
宇宙有没有边界呢？如果有，宇宙外又可能是什么呢？我以
往十分愚蠢地做了一个简单的推论。我先假设宇宙是有界的，
如果有界，那边界外必定存在，每个边界都存在边界外，这
样无限个边界便是无限。而无限的宇宙意味着无限的物质，
这样很难让自我理解，于是我觉得可能是人对无限的理解有
错误。可是之后，我发现我把问题引到死胡同，以人太低能
无法理解结束了问题，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关于宇宙的边界
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
结合在一齐，就可能使空间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却没有任何
边界。这就类似于地球的表面，虽然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
但它却没有任何边缘，只可是地球表面是二维的。而空间是
三维的，第四维时间也是有限的。

将宇宙的资料分割成物质和力的这种做法一向沿袭至今。亚



里士多德认为物质是连续的，人们能够将物质一向分割下去。
我本来也一向这样觉得，可当我明白光速是所有物质运动的
速度的极限时，我就不太相信物质能够一向分割了。在狭义
相对论发表时，人们还认为原子不可分割，之后汤姆逊证明
了电子的存在，人们逐渐了解了原子的结构，质子和中子被
认为是物质的组成单位。事实上它们是由更小的粒子夸克组
成的。当然，此刻还不能说是否有比夸克还小的粒子。任何
粒子都有和它相湮灭的反粒子，也可能存在由整个反粒子构
成的反世界和反人。如果你遇到了反你和你握手，你们将会
在一个巨大的闪光中消失。

黑洞是时空的一个区域，它由恒星衰老坍缩而构成，其引力
十分强，以至于任何东西甚至光都逃不出来。黑洞中存在时
空曲率无穷大的奇点，在那里任何定律都失去作用，时间也
将终止。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必须有个开端，并且有个终
结，空间——时间在大爆炸奇点处开始，并会在大挤压奇点
或黑洞奇点处结束。当然，这只是基于必须科学理论的猜想，
包括大爆炸也是，宇宙的开始与结束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个
未解的迷。

《时间简史》这本书让我站在霍金的肩膀上，对宇宙稍微多
了那么一点点的了解。相对于宇宙，人类的力量是那样的微
不足道。如果宇宙注定要有终点，生命的存在就会那么没有
意义。无论是小到地上的蚂蚁，还是大到人类的礼貌都将会
消失在茫茫世界中。而我自我的所遭受的苦与乐，成功与失
败都必然湮灭在时间里，想到那里，不免有一些伤感。

一切存在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每个生命都要继续走下去。
前面的路依然看不到尽头，生命仍然因为本能，因为信念，
因为心灵的满足而活着，而这也就是宇宙之所以存在的意义。

那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望会指引每一个人去探
索和发现属于自我的星空，而人类就是这样在仰望星空的过
程中不断前行。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二

《时间简史》从思索宇宙的年轻人演讲到宇宙演化的图像，
从牛顿宇宙到相对论，之后讲了弯曲空间、黑洞、大爆炸、
虫洞等等理论。下面是本站小编向各位推荐的时间简史读书
笔记，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

《时间简史》，霍金用了最简单明了，深入浅出的解释深奥
的知识，可是对于我这个“理科文盲”还是具有与相当大的
挑战性的。花了很长时间去读它，至今也没能读完，虽然仔
细阅读，可还是有些云里雾里的。不过，虽然不能透彻的理
解其中各种原理推理，但仍然还是让我获益匪浅。

《时间简史》从思索宇宙的年轻人演讲到宇宙演化的图像，
从牛顿宇宙到相对论，之后讲了弯曲空间、黑洞、大爆炸、
虫洞等等理论。一个个理论诞生、发展，一层一层的剖析，
然后又被新的理论替代，每一个理论像一个个时代的英雄从
弱小到伟大，从成长到衰落。谁能相信，这种残废程度，这
样一个骨瘦如柴的人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拥有与肉体不相
符合的无与伦比的头脑。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是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家和宇宙论家。

这本书让我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这些知识让我们觉得深思
给人以启示。它把读者引向宇宙的起点和万物的本源，从而
引发我们对个人、对同伴、对事件、对社会、对生命、对世
界、对意识等等的思考，进而使我们在自身寻找本质。无意
中便提高了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如人存原理是指我们之所以
看到宇宙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如果它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
不会在这里去观察它。

一本好书不仅能教给别人知识，更主要的是能让读者有所思
有所感，虽然《时间简史》对我来说如若“天书”，但使它
我第一次对自然发出了质问与感慨。



一开始实在搞不明白霍老先生为何突发奇想写出这部怪书，
读后才有所发现和感触。

霍老谈论了他对宇宙外星生命问题的最新思考。他认为外星
生命几乎肯定存在于宇宙的许多其他地方——不仅是活在行
星之上，甚至还可能存在于恒星中心，甚或是漂浮于行星间
的广阔宇宙。《时间简史》这本书阐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
是从大爆炸到黑洞。让我们从身边的琐碎小事一下进入到浩
瀚的宇宙世界，让狭小的心胸变的宽广。

传统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静态的，牛顿的万有引力是静态宇
宙的核心理论，认为物体的运动和位置是可以根据物理规律
来预测的。但是，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静态的宇宙观束缚了
他们的思想。无限的世界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范围。霍金认为，
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并且不能超越我们这个“宇宙”。从
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出发，在光速的范围内产生了一个四维的
时间、空间椎体。

《时间简史》里面提到宇宙论，宇宙论其实是一门即古老又
年轻的学科。作为宇宙里高等生物的人类不会满足于自身的
生存和种族的绵延，还一代代不懈地探索着存在和生命的意
义。但是，人类理念的进化是极其缓慢和艰苦的。从亚里士
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伽利略的日心说的演
化就花了20xx年的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和光不是一种东西，
这很容易想象。比如在黑夜里虽然没有光，但仍然有时间。
光速和时间怎么联系起来对于我们这种非专业的大学生还不
清楚，因为并未做过深入的理解。

时间和光不是一种东西，这很容易想象。比如在黑夜里虽然
没有光，但仍然有时间。光速和时间怎么联系起来我还不清
楚。我不用去定义宇宙和时间的概念。宇宙形成之前是一个
无穷小的奇点，而且无限紧密，我在这里说成没有，这不是
唯心的没有，空间和时间在大爆炸时同时的从无生有。这就
会产生两个问题，那个无穷小的产生一切的奇点是什么和它



为什么要爆炸。那个奇点什么也不是，不是人类所认识的物
质，可以起个随便的名字，比如上帝。它就是一个无穷小无
限紧密的点，仅仅是一个点。它之所以要爆炸是因为它想那
样，因为现在有了一切所以它爆炸了。这是无法证明的，人
类的证明方法必然会引入第三方，为了证明第三方的正确又
必须引入第四方，这样的证明会无休止的循环下去。(看到后
来，才知道这应该算人择原理。)

空间和时间是一个整体，有空间的地方就有时间，有时间的
地方就有空间。那么宇宙在膨胀，时间就在延续，宇宙一旦
停止膨胀，时间也就停止。那就是世界末日。时间和空间只
能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的夹角只能是零。因为它们在大爆
炸之前交于奇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平行。时间和空间是一个
整体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单独存在。这样，接着我必然得说，
空间和时间是连续的，那么它们有速度吗?因为空间膨胀有速
度，所以时间也必然有速度，即空间膨胀的速度等于时间的
速度。

《时间简史》里试图把宇宙描述成一个有限但无边界的空间，
它是完全自足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就是存在。可是
我们这些常人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从另一个角度再给我解释
宇宙的起因，物理、天文、宇宙学和勇气的前沿被清晰地呈
现在《时间简史》之中。

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且人人拥有，只是，有些人习惯于把
时间收缩，收缩到一辈子就等于一天;而有些人，却可以将时
间无限膨胀，膨胀到令宇宙万物臣服于他的脚下。《时间简
史》的作者，斯蒂芬?霍金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时间的巨人。
他以坚强不屈的意志，在天体物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不仅告诉了我们宇宙是怎样诞生的?它从何而来?又向哪里
去的?更让我们认识到，时间竟可以这样书写!

书中告诉我们，现在生活的宇宙有自己的历史起点，它大约
诞生于150亿年前，那时，宇宙只是一个点，不占有空间，也



没有时间的概念。在这一点发生了大爆炸，时间和空间从此
开始，物质开始形成。最初，宇宙的温度极高，随着时间的
推移，空间越来越大，温度越来越低，宇宙中的能量与物质
不断发生复杂的反应，逐渐形成星系，空间继续扩大，大约
在距今50亿年前，太阳形成。大约在距今46亿年前，地球形
成。因为地球，才有了人类，有了创造新世界的我们!

按照霍金教授的理论，宇宙持续地在膨胀，也许在膨胀到一
定程度后，宇宙开始收缩，可能会收缩成一个点，一个不占
有空间的点。到那时，时间结束。到底会不会这样，现在还
说不定。

固然时间将会结束，但对我们而言，那只是科学的某个概念，
存在在未来的某个结点，也许那时又会有新的爆炸产生，新
的宇宙产生，新新人类产生。周而往复。然而，我们即已幸
运地存在于当下的空间内，就应该成为一个对得起“时间”
的人，决不能辜负了那50亿年前的爆炸。

对比霍金教授，我们是何等地幸福。21岁时，霍金患上了肌
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医生说他至多只能活两年半。这
种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面对死亡，他没有低头。他对自
己说：“时间只有两年半，不算多，要努力做些有意义的事，
让生命留下一点辉煌。”最终，他成功了，成为了伟大的天
体物理学家。他超越了时间与空间，与死神散跑。他的著作
《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风行世界。书中，解释了
宇宙、空间、时间以及黑洞的概念以及一些其它的内容，比
如不确定性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在测量一个天体的位置与速
度时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只能取其一。作者语言生动有趣
而不乏深刻，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了一位伟大物理学家的智慧
与幽默。也许，这就是为何一本科学类的著作能风靡全球的
原因所在吧!

通过阅读《时间简史》，普及天体物理的知识，让我对宇宙
的神秘产生了浓厚发兴趣，更惊讶于那是多少次的必然与偶



然，才有了太阳系，才有了地球，才有了孕育人类生命的场
所。月朗星希的夜晚，我便会摆上天文望远镜，通过自己的
观测，去感受天体的无限，去感知那遥远的夜空。同时，这
样的夜色下，也总是令我的思考走向深远，但是，就如同无
法洞穿那无穷的宇宙一样，我无法想象，霍金教授，是运用
了怎能样的力量才能完成这“时间”的书写!他的书中的内容
令我神往，他的精神更令我敬佩!

我们都只是时空间中，那微小的尘埃，但是，我愿意让这尘
埃能在时间的爆炸中，现出耀眼的光芒!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三

充满奥秘的世界，浩瀚无垠的太空，给予人类无尽的幻想。
世界之外，未来之变，如此神奇美妙！

捧着这本沉甸甸的书，我仔细端详着它的封面，一个大大的
钟表首先映入眼帘，这个钟表十分抽象，椭圆形的表盘，中
间深深地凹了下去。我想它代表的是浩瀚的宇宙，代表着时
间没有尽头。钟表上面是四个金色的大字“时间简史”。我
慢慢翻开书本，陶醉在书海中。在我没有读这本书前，我一
直以为它是一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巨著，读起来肯定会枯燥
乏味，甚至有些吃力，但是我现在不得不改变我的观点了。
霍金先生用非常幽默的语言，生动诠释了一些天文学的专业
知识，他把膨胀的宇宙比喻成不断进食的孩子，把恒星比喻
成吃的盐，一个个生动的例子不仅能让你快速理解宇宙的知
识，还能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读来生动有趣，让人不禁想赶
快通读全书，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

霍金有一句名言，我深深地记在心里，“身体和精神是不能
同时残废的”。虽然，他的身体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轮椅，但
是，它的思维却飞出了地球，飞出了太阳系，飞出了银河系，
飞到了上百亿光年外的宇宙深处。我十分佩服他对科学的热



诚，他认真思索并巧妙解释了科学理论的本性，即任何物理
理论都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只是暂时的，
而我们永远不能证明它。他还致力于研究量子引力。在他生
病期间，他不仅没有得到多余的休息，反而利用仅有的休息
时间更加刻苦地研究，废寝忘食，终于得出了量子引力论。

他不仅对量子引力有独到的见解，对宇宙黑洞的研究更是透
彻，可以说霍金与黑洞齐名。他首先发现并证实了黑洞有温
度有辐射，黑洞在逐渐缩小的过程中温度不断升高，辐射不
断增强，直至最后变为一个奇点，然后再逐渐增大，以此循
环。

读了这本书，我深深地爱上了宇宙，仿佛置身于浩瀚的太空，
探索着宇宙未知的秘密。我更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高尔基
曾说：“充分热爱科学，因为人类没有什么力量比科学更强
大！”的确如此，科学就是力量。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靠什
么来增强国力、发展经济、让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答
案只有科学。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四

也才明白，我的固有的观念‘如果所有因素都确定了，那么
结果必须是能够计算出来的’原先是一种‘宿命论’。天哪，
该怎样办？我本来还坚信人的思维也因为过往环境的确定性
而属于定数呢。先姑且不去思考思想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因
为在基于纯物质的理论基础搞清晰前去强迫自己想这个问题，
可能无异于思想上的自杀吧。

我感觉自己已经处于半混乱状态了。我们这个世界，无论多
么精彩或恶心，总有一天所有的这一切都但是会坍塌成黑洞
里的一个极小的点而已……想到那里我不自觉的伸出手来，
要去感受一下这周围的空气此刻是否还真实的存在着。而这个
‘此刻’又意味着什么？也是宇宙永恒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人类的目标，仍然是不断去认识和改造自己周围的世界——
无论这种认识会带来多么悲观的结果。是否存在有一天，事
实最后可怕到再没有人敢于去探索呢？我想必须不会的，要
不人类怎样会走到这天——在上帝的关怀下生活不是很温暖
的么。

我一想到那些为了科学而放下生活乐趣的人——他们才真正
在推动人类的前进——我就不由得要鄙视自己，同时鄙视了
其他象我一样为了生活而奔波的人。

当同学把我的书寄过来的时候，虽然少了好些，但是也发现
多了几本原本不属于我的书。很让我感兴趣的是有一本侦探
小说，但是翻了翻后意味索然，又无意识的拿起了这本《时
间简史》。但是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就
应是纯兴趣的选取吧，我仍然热爱科学的。第一次见它的'时
候好像是大一还是大二吧，但是它的出现并没有转移我们当
时打双扣还是电脑游戏的任何注意力。我记得高二的时候看
因斯坦传的时候也是抱着浓烈的兴趣在了解那些未知的不能
理解的东西的。当然因为高考的原因，这种兴趣很快给中断
了。但是为什么进入大学后反而失去了对科学的兴趣呢？那
里面当然有个人特性，但是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
也着实很有问题。

当爱因斯坦在无聊的专利局里花在总结狭义相对论上的时间，
被我们的教授们用来思考做什么了呢？难道当今的科学研究
真的就昂贵到那种程度使得连理论物理学家都完全没有施展
的空间了？如果有人鄙视我们所有的教授和所谓的专家，我
至少不会去谴责这个人。

什么叫做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什么是人道？完美的人道只会
让社会退步。必然有些人要牺牲自己的幸福，但是他们终将
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专注于科学的科学家是受我敬重
的，即便如霍金这样身形难堪，这难堪也只会在我的敬重中
增加震惊而已。



那么夫子提倡的仁德又居于何位呢？想到那里，又想打击一
下人为神话了的先古圣贤。都同样是人，为什么先古的就能
做到大圣大贤？再更广泛的打击一下那些人为夸张臆想以至
于捏造的行为。不论我的思想触动有多大，神，还是我最厌
恶的东西。

那么感情和艺术的地位呢？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里边有些是
很崇高甚至伟大的，但是它们毕竟都盘旋在思想体系之内。
要透过它们去创新到思想本身的起源以及好处，是不太可能
了吧？而这些东西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是必需的。可见我
们这个世界为了发展，所需的额外的代价是多么的巨大！

所有的理论，都是总结共性的基础上具有预见性。所以不要
在乎理论是否从字面上看起来是否肤浅，更就应注意它是否
有效——在此刻或者以后更长一点的时间。

正如书中处处注意处理科学与神学的关系一样，这本书给我
带来更多的就应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哲学理念上的冲击吧。
容我整理一下，让我思想重新有序，才能够再次平和的看待
这世界。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五

我感觉自己已经处于半混乱状态了。我们这个世界，无论多
么精彩或恶心，总有一天所有的这一切都但是会坍塌成黑洞
里的一个极小的点而已……想到那里我不自觉的伸出手来，
要去感受一下这周围的空气此刻是否还真实的存在着。而这个
‘此刻’又意味着什么？也是宇宙永恒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人类的目标，仍然是不断去认识和改造自己周围的世界无论
这种认识会带来多么悲观的结果。是否存在有一天，事实最
后可怕到再没有人敢于去探索呢？我想必须不会的，要不人
类怎样会走到这天在上帝的关怀下生活不是很温暖的么。



我一想到那些为了科学而放下生活乐趣的人他们才真正在推
动人类的前进我就不由得要鄙视自己，同时鄙视了其他象我
一样为了生活而奔波的人。

当同学把我的书寄过来的时候，虽然少了好些，但是也发现
多了几本原本不属于我的书。很让我感兴趣的是有一本侦探
小说，但是翻了翻后意味索然，又无意识的拿起了这本《时
间简史》。但是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就
应是纯兴趣的选取吧，我仍然热爱科学的。第一次见它的时
候好像是大一还是大二吧，但是它的出现并没有转移我们当
时打双扣还是电脑游戏的任何注意力。我记得高二的时候看
因斯坦传的时候也是抱着浓烈的兴趣在了解那些未知的不能
理解的东西的。当然因为高考的原因，这种兴趣很快给中断
了。但是为什么进入大学后反而失去了对科学的兴趣呢？那
里面当然有个人特性，但是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
也着实很有问题。

当爱因斯坦在无聊的专利局里花在总结狭义相对论上的时间，
被我们的教授们用来思考做什么了呢？难道当今的科学研究
真的就昂贵到那种程度使得连理论物理学家都完全没有施展
的空间了？如果有人鄙视我们所有的教授和所谓的专家，我
至少不会去谴责这个人。

什么叫做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什么是人道？完美的人道只会
让社会退步。必然有些人要牺牲自己的幸福，但是他们终将
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专注于科学的科学家是受我敬重
的，即便如霍金这样身形难堪，这难堪也只会在我的敬重中
增加震惊而已。

那么夫子提倡的仁德又居于何位呢？想到那里，又想打击一
下人为神话了的先古圣贤。都同样是人，为什么先古的就能
做到大圣大贤？再更广泛的打击一下那些人为夸张臆想以至
于捏造的行为。不论我的思想触动有多大，神，还是我最厌
恶的东西。



那么感情和艺术的地位呢？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里边有些是
很崇高甚至伟大的，但是它们毕竟都盘旋在思想体系之内。
要透过它们去创新到思想本身的起源以及好处，是不太可能
了吧？而这些东西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是必需的。可见我
们这个世界为了发展，所需的额外的代价是多么的巨大！

所有的理论，都是总结共性的基础上具有预见性。所以不要
在乎理论是否从字面上看起来是否肤浅，更就应注意它是否
有效在此刻或者以后更长一点的时间。

正如书中处处注意处理科学与神学的关系一样，这本书给我
带来更多的就应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哲学理念上的冲击吧。
容我整理一下，让我思想重新有序，才能够再次平和的看待
这世界。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六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又有没有终结的
时候呢？时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类能否赶上光速甚至超
越光速呢？人类能不能跨越时空隧道，回到过去或穿越未来
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心中都是谜，仿佛隔着一层薄薄的
细纱，充满了神秘感。霍金先生在《时间简史》这本书中以
通俗有趣的语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解说，读完一个章节，
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读下一个章节，真是欲罢不能啊！

起初我并不明白《时间简史》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数
以万计的读者追捧，被译成40余中文字，风靡全球。但是当
我真正接触这本书时，才发现霍金的著作是如此有吸引力，
他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诠释一个个艰深的宇宙学理论。在他的
文字下，所有古怪难懂的理论似乎都成了妙趣横生的笑话，
吸引着世人追随他的文字不断探索深入。

以地球是圆的这一理论为例，作者提出了两个小故事：一个
是亚里士多德在观测月食时发现地球把它的影子投影到月球



上，地球的影子总是圆的，因为月食的产生是由于地球运动
到太阳和月球之间引起的。另一个来源于古希腊人的经验，
他们观察到从地平线驶来的船，人们总是先看到船帆，其次
才见到船身。这两个小故事无疑增加了科学理论的趣味性。
从中可见霍金智慧的思维所散发出的光芒。

另外霍金在书中写到，宇宙的诞生源于一次空前绝后的大爆
炸，大爆炸大约发生在146亿年前，此后便有了空间与时间，
而且空间与时间是共生共灭的。大约在50亿年前，太阳诞生，
为地球孕育生命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大约46亿年前，地球诞
生。此后才出现了人类，才有了一切繁华文明的地方。据天
文学家观测，近地恒星正在远离我们的地球。这说明什么？
说明宇宙正在不断膨胀扩大，终有一日宇宙或许还会缩小，
逐渐变成一个点，时间与空间都将灰飞烟灭，化为乌有。当
然这是根据“物极必反”作出的大胆的猜测，或许会有些荒
谬，但这是后话，暂且不谈，就由时间来检验一切吧！眼下
最重要的是把握时机，建设好世界这个大家庭，以抵御一切
可能突发的变故（天灾人祸等）。

最让我钦佩的莫过于霍金伟大的精神品格。他在弱冠之年就
患上了硬化症，导致瘫痪。此后数十年间始终要依赖轮椅生
活，甚至只能靠计算机和语言合成器帮忙。记得他曾经说过：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
理想，有我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
的心。”这是多么热爱生活而发出的肺腑之言啊！他是物理
学家中的巨人，更是千千万万的青年学习的榜样！

时间简史阅读笔记篇七

自古以来，我们头顶的天空究竟有什么奥秘这一难题一向困
扰着人们。关于世界起源有我国的盘古开天辟地之说等，西
方世界则认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于是乎，在欧美能够
看到遍布大街小巷的教堂，大多数人都虔诚地信仰着上帝。
但是很可惜呀，哈勃望远镜把地球周围200亿光年范围内的空



间都检查了一遍，却丝毫没有上帝的影子。尽管这两种看法
很明显都是错误的，但它也反映出人类爱思考的一面，实在
想不出来时，就编一个盘古，上帝之类的出来，自圆其说。

你说什么是源头，你都能够怀疑这个源头的来源，结束这种
无休止的怀疑的最好方法就是相信一个最早的，没有“在那
之前”。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上帝，霍金呢，相信那个“奇
点”，可我呢，我不明白，上帝那么多人信，估计没什么可
信度，大爆炸理论也只是猜想，没有被证实。事实证明，没
有信仰的确是件很痛苦的事，脑中一片混沌，无法被拯救。

上面那个问题的确很折磨人，霍金教授自己也说的含含糊糊，
一笔带过了，我也略过吧。下面讲的是时间与空间、物质的
关系。在大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中，马克思简单的
说了下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而时间与空间则是物质运动
的表现，时间具有一维性。霍金和一大批物理学家却有不同
的观点。首先，物质与空间的关系就很微妙——物质是扭曲
的空间。可空间是什么呢难道是真空真空但是意味着什么都
没有——虚无。这一点目前科学界仍在作努力，他们试图发
现一种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东西，基本到不可再分割。可惜
在夸克这儿遇到了点障碍，因为夸克已经是一种猜想了，几
十年来一向都还未被证实。由于实验器材条件的限制，以及
理论上的一些缺陷，对微观粒子的观测一向都有障碍，无法
精确测得其运动状态。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就只能很郁闷地
整天苦思冥想，试图发现一种全新的理论，但在这几十年里，
一向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这本书中最引人思考的地方还是它的时空观。在相对论中，
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都不存在。此刻大部分人都已能理解绝
对运动的观点，也就是说静止是相对的，没有绝对静止。因
为缺乏绝对的静止的标准，我们无法确定在不同时刻发生的
事情是否处于同一空间位置上，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这很简
单——同一地点很好确定。但平常人所说的同一地点是指在
目前这个星球上的相对地点，把我们置身于宇宙之中，我们



的位置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永远没有重叠的两点。因为地
球本身正一刻不停地做着运动，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但
时间也变成相对的，就让人很难懂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时间的流逝似乎是一成不变的，按照它自己固有的规律行走，
不受我们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用时间来记录已经
发生过的事，把时间当做一个固定的标尺，我们在这样一个
统一的标尺下进行交流才不会有困难。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却无情的指出不存在什么绝对时间，时间只但是是物质运动
的附属品。我们通常所说的时间似乎没有方向，虚无缥缈，
看不见抓不到。在相对论中，时间是一维的，它的方向就是
宇宙膨胀的方向，我们的宇宙目前仍然在做膨胀运动。

关于时间的相对性我还是无法理解，霍金紧之后就介绍了黑
洞。我本以为我对黑洞是相当了解的，因为我经常能在科普
节目中看到关于黑洞的解释。黑洞是恒星老化后坍缩构成的。
恒星靠内部氢原子的聚变产生能量，释放光和热，太阳就是
这样。在内部原料用完后，就会发生坍缩，即向一点收缩。
当这一点十分十分小时，它的密度就会趋向于无穷大，同时
它的引力也会变成无限大。由于引力很大，没有什么东西能
够从它那儿逃逸出来，那里面也包括光。众所周知，人能看
到东西，是因为反射那个东西的光进入人眼。此刻那儿不会
有光发射出来，所以人类是不可能真正地看到黑洞的，但能
够根据可见星体的运动规律来推测。本来我以为这并有什么
大不了的，看不见就看不见呗。但霍金教授补充了一句，那
里是时间的终点，类似于奇点。

我想在这个年龄的大部分青年都思考过宇宙到底是什么，从
何而来，过去的就过去了么，未来又在哪里，命运是否早已
决定好了之类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会因想不出来而无限伤
感。确实如此，当你发现你根本不明白你所存在的地方到底
是什么，你到底为何而存在，心中肯定会有一丝落寞甚至悲
哀。过去我会刻意去逃避这些问题，想得太多或许会影响正
常的生活。有时候看新闻，也会发现一些人因为这些问题而
精神出现问题。我选取看这本书，就是想解决萦绕于心中头



的疑惑。但这本书只是说了一些猜想和让人费解的理论。此
刻，我能够稍微理解那些相信上帝或其它宗教的人，毕竟，
心中没有一个信仰会让人的生活失去方向，在人生的道路上
迷路。我只期望有一个能让人信服的说法让我来相信。我是
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到底谁才是世界的主宰，谁
也没办法证明。尽管我能够确信上帝佛祖什么的都是扯淡，
我也不会迷信和神有关的活动。因为我在心中已不明白把那
些个神啊仙啊骂了多少回，但此刻仍活的好好的，那些个神
仙连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人都治不了么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
己归结为一个宿命论者。因为这个世上巧合总是太多，比如
我的存在就很奇妙。试想宇宙中有多少分子原子，偏偏就有
那么必须数量的原子组成了我。话虽这样讲，但我也不会拿
命运当借口，很多失败的人总把原因归结于命运。我想一个
普通的人怎样可能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命运，不到最后一刻，
答案都不会揭晓。

暂时失败的人，也不代表就必须不能成功。很多人都会说命
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有这种态度又是从
何而来的，他们的出生难道也掌握在自己手里么你或许能够
说人们能够后天的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你要奋斗的
这种态度又是从何而来呢，答不上来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