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时间简史读后感 时间简史读书心
得(实用10篇)

诚信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它反映了一个人的品质
和道德观念。在工作中，我们应该如何尽职尽责，做到言行
一致，以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诚信是学生的基本条件，作
弊行为是对学术诚信的背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诚信意
识？以下是一些值得借鉴的诚信经验，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一

《时间简史》是由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黑洞理论和“大爆
炸”的创始人史蒂芬。霍金写的。这一本书对宇宙学思想和
理论进行了系统、起全面的解，整合了大量背景信息和理论
资料。这本书带我们遨游了遥远的星系和奇妙的黑洞以及无
比广阔的宇宙。

其中，书中著名的广义相对论最吸引我的眼球。宇宙以前非
常小，然后宇宙空间会膨胀起来，还产生了一系列的大爆炸。
多么神奇啊！宇宙会慢慢膨胀，才能产生出我们熟悉的地球、
太阳、水星和土星等多个星球。广义相对论本身是不能解释
这些特征或回答这些问题的，因为它预言，宇宙是从在大爆
炸奇点处的无限密度起始的。广义相对论和所有其他物理定
律在奇点处都失效了：人们不能预言从奇点会出来些什么东
西。

神奇吗？想不到，平时我们口中经常提到的宇宙中居然还有
这样的奥秘。这些奇特的物理定律是我在看这本《时间简史》
中才认识到的。然而，命运永远不遂人意。拥有如此高智慧
的物理学家霍金却患有一种可怕的疾病——卢伽雷氏症。它
会使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全身瘫痪而死。不过，霍金先生对诊
断结果的反应却让我出乎意料。他并没有屈服在病魔下，而
是顽强的与病魔作斗争，不轻言放弃。霍金先生的这种精神



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啊！

《时间简史》上的各种理论十分的神奇与奇特，让人忍不住
去探索。可惜我现在的年纪仍然不能够将《时间简史》中的
知识完全汲取。希望，若干年后，我再一次捧起这本《时间
简史》，能够完全读懂它、理解它。

结论：

霍金著的《时间简史》中有十分奇妙的宇宙论，足以让我们
大开眼界，它蕴含了霍金一生中大量的学术研究。我们也了
解到了霍金的生活多么的艰难，但是他却有一颗顽强斗争的
心。这次的研究报告让我们受益匪浅啊！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二

浩瀚的宇宙，神秘的地球，以及那些目前为止人类尚不足以
弄明白的事物总是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们。
无论是年少的还是年长的，人们总是去不断的学习，为的是
能更好地了解我们周围的各种事物。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利
用空闲时间我认真地读了霍金先生写的《时间简史》一书，
读完之后掩卷长思，细细的领略其中的哲理，让人耳目一新。

对于霍金先生写的这本《时间简史》由于自己认知水平有限，
不得不一字一句地慢慢理解，可仍然还是有不少地方弄不明
白。也难怪就连霍金先生在某一场合也曾说过，能够读懂全
书的每一句话的人，就已经够格攻读引力物理博士学位了。
虽说只学到了点皮毛，但对自己的知识面还是个很大的扩充
并对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了不小
的提高，这让我不觉得对霍金先生深厚的学术造诣敬佩不已。

首先，这本书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的著作，他教会了我
们如何正确地看待世界以及我们周围的许许多多的奇异的事
情，让我们学会了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不是遇到难



懂的事物就盲目的相信迷信之类的歪理邪说。任何事情的存
在都有其存在的意义。看待事物要用科学的眼光，同样对待
学习我们也要用科学的方法。科学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无
不都是科学家们大胆假设小心论证而发现的，因此在学习生
活工作方面我们也应该贯彻这种思想方法。

其次，就是读完了全书之后，脑中一直萦绕着许许多多的问
题。宇宙到底有没有过大爆炸？宇宙到底是否曾经是一个无
限小的点？宇宙到底是不是在无限的膨胀还是最后会坍缩，
还是最后趋于稳定？宇宙到底在时间上要不要有个开端？宇
宙是无限的还是有尽头？到底广义相对论正不正确？人类到
底还能在创造出什么样的理论去解决什么样的难题？人类能
否发明出时光机回到过去或是来到未来？2222年人类的科技
又将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人类最远能到达宇宙的什么地方？
黑洞到底是什么样的？难道光速真的就是速度的极限，以致
于黑洞成为人类无法逾越的鸿沟？物质的最小部分又是什么？
所有的问题接踵而来，让人应接不暇。但是这种种的问号又
是那么的有趣，那么的'吸引我们的目光，让人浮想联翩。可
能这一切一切的问题，你或许现在就能给出一个“满意”的
答案，可是谁又能知道，你给出的答案或许就像是从比萨斜
塔上落下的那两个不等重的铁球不同时落地的“真理”呢？
可能仅仅在当时的情境下被人们所认可，但是随着科技的发
展和人类的进步，将会有更多的伽利略站出来，告诉你不是
这样的；也会有更多的哈勃望远镜向你展示，原来宇宙真的
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而是真真切切的正如你眼前所视，
此时你可能会有所迷惑，到底什么才是真理？没有人能给你
一个满意的答案，正如没有人能预测你的未来会怎么，一切
都要交给时间。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就能进行太空旅行，
或许仍然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无所适从。

最后，从这本著作中，我深深的了解到科学上的很多重大的
进展都是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们不盲目的追随权威，而是有自
己的思想和见解，有时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提出自己的理
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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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史》就是这样一本让人有所思有所感的好
书。而对于这本书的作者霍金先生，我更是被他的人格魅力
所折服，他的生平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在科学成就上，他
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贡献对于人类的观念
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的贡献竟然是在他20年之久被卢伽
雷病禁锢在轮椅上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空前的他
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身体的不幸让霍金体会到了地狱般的
煎熬，然而他却以孜孜不倦的科学精神在自己的地域中缔造
了人类的天堂。不幸中的大幸，正如霍金本人自述：“幸亏
我选择了理论物理学，因为研究它用头脑足矣。”这正证明
了约翰弥乐顿的名言：“头脑是他自己的住所，他在其中可
制造地狱的天空，也可制造天堂的地狱。”

让我们记住霍金和他的《时间简史》，更让我们铭记自己内
心深处的感悟。

好书，好感！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三

现代杰出的物理学家，被誉为“宇宙之王”、“爱因斯坦之
后最杰出的思想家、理理物理学家之一。”1942年生于英国
牛津，毕业于牛津、剑桥大学，并获得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
学位。21岁的他，患上了渐冻人症，被禁锢在轮椅上20年，
他的贡献正是在轮椅上做出来的，他，就是身残志坚的霍金
先生。

《时间简史》是一本优秀的天文科普作品，它使我认识
到——在世界之外，未来之变是多么神奇和美妙。《时间简
史》清晰地解读了宇宙的很多问题，将高深的理论物理学通
俗化，增配大量图片，让读者更加理解霍金的思路。

读了这本《时间简史》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许多天文科普知



识，让我更加全面地了解禁锢在轮椅上20年的成功人士——
霍金。

霍金虽然是一位残疾人士，只能通过语音合成器向外发出告
示，只能靠助理和家人的帮助下生活，只能靠轮椅到世界各
地演讲，只能靠三根手指去控制轮椅，虽然他的身体残疾了，
但他的脑子和心灵都没有残疾，正如他所说的：一个人，身
体有残疾绝不能让心灵也有残疾。

我也要学习霍金的这种身残志坚的精神，在学习中遇到困难
不低头，勇敢去面对现实，在生活上，微笑地面对生活上的
点点滴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遇事无难易，而勇于
敢为”正是我以后奋斗的目标。

霍金一生的坚强，一生的志气值得我们学习，他面对困难不
低头的意志更值得我们学习，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完全读懂这本
《时间简史》，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会重新拿起这本书，
细细地品味，书中的宇宙论，书中的霍金意志。

世上永无霍金，时间永留简史。世界上永远都不会再次拥有
霍金，但是，霍金的智慧和《时间简史》永远留在世界上，
保留着。

史蒂芬霍金是当代享有盛誉的伟人之一，被称为在世的最伟
大科学家，当今的爱因斯坦。他在统一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两
大基础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方面取得
了巨大成就，而这一本《时间简史》就是他的智慧结晶之一。

《时间简史》这本书主要围绕我们从何而来?宇宙为什么会是
这样子的?等等几个深奥的宇宙秘密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其
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讲解黑洞的那部分，也就是书中的第
六章。主要说了黑洞是如何形成的，黑洞是怎么被发现的，
黑洞的特性，以及它带来的能源——引力波有什么用途。在
这些分支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黑洞是如何形成的，我从书上



了解到黑洞的形成过程：先有一个质量为10个太阳以上的恒
星在核心中燃烧氢元素，接着当氢元素燃料被耗尽的时候，
一个气体的外层开始膨胀，成为超巨星，这是一个质量从10
超过30个太阳质量的大质量恒星，最后具有30个太阳质量以
上的恒星引力坍缩成一个黑洞(具有1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变成
中子星)。其次，我感兴趣的就是黑洞对于光的影响。在没有
发现黑洞这个天体前，我们认为光的速度是无限的，只要有
缝隙，它都能穿过，可认识了黑洞以后，我们又认识到光的
速度是有限的。否则它怎么穿不过黑洞呢?黑洞的引力对光的
限制实在是太强大了，它不是慢慢的吸收光线，而是吞噬光
线。

你最后一次读书是什么时候?毫无疑问，阅读是一项无价的活
动。但读书的的习惯却却在衰减。大多数人声称他们没有时
间阅读。但是普通人看电视的时间却超过两个小时。阅读是
一种思维训练，它和体育锻炼一样的重要。

时辰，古时一天分12个时辰，采用地支作为时辰名称，并有
古代的习惯称法。时辰的起点是午夜。顾炎武《日知
录》：“自汉以下。历法渐密，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盖
不知始于何人，而至今遵而不废……然其(指杜元凯注)曰夜
半者即今之所谓子时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
卯也，食时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
哺时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
分为十二，始见于此。”

既然日影可以用长度单位计量，所以才有“一寸光阴一寸
金”的俗语。圭表所测得的每一太阳方位，渐渐有了一个固
定的名称，这就是时辰的来历。到了隋唐，“太阳方位计
时”正式演变为“十二时辰计时”。“百刻制”与“十二时
辰计时”并用，使得中国古代的计时制趋于完善。

明末清初，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中国，在采用十二时辰的同时，
也兼用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计时法。由于百刻制不能与十二个



时辰整除，不好计算，又先后改为96刻、108刻和120刻。到
了清代才正式规定一昼夜为96刻，每个时辰八刻，又区分为
上四刻和下四刻。

中国古典小说常有“午时三刻开斩”的说法，如，《西游记》
第九回：“却说魏征丞相在府，夜观乾象，正萟宝香，只闻
得九霄鹤唳，却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着他午时三
刻，梦斩泾河老龙。”午时三刻，按照的计时方法，是差十
五分钟到正午12点。按阴阳家说法，此时是阳气最盛，而现
代天文学认为正午最盛，两者说法略有不同。午时三刻是古
代重罪犯人行斩刑的时辰，此时开刀问斩，阳气最盛，人死
后的阴气会立刻消散，罪大恶极的犯人，被斩后“连鬼都不
得做”，以示严惩。罪刑轻者，可在正午开刀行斩刑，让其
有鬼做。

古代使用铜壶滴漏计时，以下漏击点为名。一更分为五点，
所以，一点的长度合24分钟。如《西游记》第九回：“却说
那太宗梦醒后，念念在心。早已至五鼓三点，太宗设朝，聚
集两班文武官员。”

在你的一生中，你会经历无数的改变(学校、工作或城市)，
这时需要你用新的关系取代旧的关系。有时，这些调整比预
期更难或需要更长时间。而阅读有助于减少疏离感和孤独感。
特别是在你觉得你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的时候。

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对你来说时非常有益的。事实上，阅
读能让你变得更聪明。研究也表明，阅读不仅使你的思维更
加流畅;还有助于改善你的理解能力和提高情商。

充满奥秘的世界，浩瀚无垠的太空，给予人类无尽的幻想，
太多的未知的真理等待人们去发现，去相信。遥不可及的天
外，有一位追寻者执着的奔跑在天文学的探索之路上，只为
触及那璀璨的真理之光。他叫霍金，用物理的思想诠释了天
文学的现象，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这部科普巨著——《时间



简史》。

对于天文爱好者，阅读《时间简史》也许是对宇宙了解的最
好途径。霍金提出：宇宙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这个问题，
唯有让时间来判断。有始有终是万物不变的规律。永恒之所
以长久，是因为没有找到它的尽头。如果了解到宇宙的起始
点，我们就能得知，由人类创造的高级文明社会在爆炸中何
时完结。从他发现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时，引力，量子力学
与统计学就被深深地联系到了一起。也因此，人类才认识到
黑洞的强大生命力和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空间与时间相对
论的提出让人类对宇宙的起源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没有绝
对的事物，一切都是相对的。时间从无限的过去向无限的将
来流逝。《时间简史》告诉了我们：时间和空间都是依附于
物存在的，宇宙则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未知物。

常人无法想象的科学探究在霍金的努力下得到了一次次的验
证。霍金曾说：“身体和精神是不能同时残障的。”虽然，
他的身体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轮椅，但是，他的思维却飞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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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了神秘莫测的黑洞。他在大脑中想象着，
论证着，计算着。霍金，以不容置疑的姿态站立在科技的最
高峰，他用卓越的思想无限延长生命的价值，他是人生的斗
士!

《时间简史》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对于宇宙的概述有多么详
尽，多么准确，而在于它开启了人们对于未知事物思考的新
方式，在于它为现代科学的前进铺设了一条可行之路。我们
要善于将模糊的东西清晰化，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做到最大
限度的解决，更要擅于运用创新的头脑，将不可思议与学术
理论挂钩。

当《时间简史》让我对于宇宙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时，我对
于霍金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命运也许给予霍金一个破败花
架般的身体，但是不能阻止他用思想让生命花繁似锦。《时



间简史》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个未知的真理。我深知，只有努
力学习，以后才有如此成就。

也许你还在徘徊，幻想着能得到他人的感恩。也许你还在思
考，审视着自己走过的人生。为何感恩总是要躲在某个角落;
为何我们苦苦追寻也不曾找到它的背影;为何它会在夜晚被墨
色深深的隐去;为何我们会被它所感动，只因我们在感恩中成
长。所以，感恩是我们必修的学科。

当我们刚睁开眼睛审视这个陌生的人世时，我们就已经让周
围关心我们的父母、亲人欣喜若狂，同时也让我们父母在接
下来的人生中开始了无尽的担忧与期待。他们担心的是我们
的健康，是我们人生旅途的坎坷与否;他们期待的是我们第一
句含糊不清的“爸爸、妈妈”，我们第一次得到老师的表扬，
第一次拿回优异的成绩单，以及我们成长过程中许许多多的
第一次。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感恩吗?曾经读到《时
间简史》，它的作者想必大家不会不熟悉吧。他就是史蒂芬~
霍金，一个身患[size=12。0pt]卢伽雷氏症，只有三个手指能
动的人。

但他的生命确是不平凡的，他的思维已深入遥远的宇宙，他
用毕生心血终于写出了长达几十万字的《时间简史》。你一
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霍金却做到了，是他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有一次，一个记者问霍金：“霍金先生，卢伽雷
病已经将你永久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很多
的出路吗?”但是他却说：“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
能思维，我有终身追求的理想，我有爱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与
朋友。”我想，不论是遭遇失败还是不幸，我们都应该感谢
生活。

只是这样，失败时，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幸时，
我们还能感受到安慰和温暖。这些就能帮我们找回勇气，战
胜困难，并获取前进的强大动力。生活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来
创造，一颗感恩的心需要生活来滋养。感恩是一首歌，唱响



生命的节奏;感恩是一杯茶，温暖冰冷的手心;感恩是一阵风，
吹拂我们的脸庞。

所以，不要抱怨生活的不如意，笑着面对生活，感恩会指引
你前进的方向。朋友，学会感恩吧，感谢命运，感谢人民，
感谢思想，感谢一切我要感谢的人。不要让爱你的人失望。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四

道说：这里是人间;佛说：这里是六道之一;上帝说：这里是
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战场;哲学说：这里是无穷的辩证迷雾;物
理说：这里是基本粒子堆砌出来的聚合体;人文说：这里是存
在;历史说：这里是时间的累积。所有的解释都在这里，看来
这个世界是有无数面的不规则体。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颜色只是太阳照射后反射出来的，这是太
阳固有的颜色，试想有一天太阳的颜色转变了，那这整个世
界都不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宇宙中有一样叫黑洞的东西，据说只要进去，那就出不来了，
大家爱好物理的都会应该记得一句话，“所有的时间与空间
不会消失，只会转化”。那么，那些消失的东西转化去哪里
了呢?或许转化为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去了，也或许这条法则
根本不成立，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这条曾经被人认为是亘
古不变的定律，就被一座在美国西部的森林所打破了。

所以我更想要的是“怀疑”这本伟大的科学著作，可那种已
经在星河中的观点，是我这种还在仰望星空的人所能“怀
疑”的吗?可即使不能，我们也不应该停止探索的步伐，因为
太阳底下无新事，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都在那儿，他就这样发
生，他就这样运动，只在于你有没有发现。

现实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的东西，无论科学有多先进，思想



有多进步，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做的东西是否存在，你只知
道你做过，你看到你生活在地球上，既然宇宙那么茫然，那
么浩瀚，你怎么知道这“地球”就不在“黑洞”里，你怎么
知道人类就不是一种物种转化为另一种物种的衔接点?又或许
像人类创造的机器人一样，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被“创作”出
来的?又或者向人们所说的：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你怎
么知道你不是在那一线之中，越发深刻“思考”，越深刻的在
“恐惧”中。

我相信，我可以坚持去“怀疑”，我想要看到我向往的境界。

心怀宇宙，就可以用位于颅腔内那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部
分，超越星河，奔向人不可企及的科幻世界。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五

浩瀚的宇宙，神秘的地球，在《时间简史》之后，一个个揭
开了神秘的面纱。

斯蒂芬·霍金，《时间简史》的作者。他面对困难，没有恐
惧，克服疾病，创造奇迹。他让我们知道，缺陷不是成功的
障碍。他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为自己热爱的科
学奋斗了一辈子。我们可以说霍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
家。

拿着这本沉重而充满知识的书，我仔细地看着它。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个大钟表，一个椭圆形的表盘，中间凹得很深，
无尽的时间应该是它的代表。我以为这本世界著名的科普书
会很无聊，可能会有点费力，但现在我不得不改变主意。

霍金先生把复杂难懂的句子变成幽默的语言，帮助你快速理
解宇宙的知识和奥秘。

我深深地记得霍金先生的名言，那就是“如果人们没有梦想，



就等于死亡”。是的，霍金先生多年来一直被限制在轮椅上，
但他的思想仍然很活跃。它飞出地球，太阳系，银河系，甚
至在数百亿光年之外的宇宙中。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六

史蒂夫·霍金，那个在轮椅上以一种奇怪姿势坐着，身体只
有极少部分可以动的男人，却在思考着我们的宇宙。

在他之前，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伽利略、亚里士多
德……

人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去认识这个宇宙，尽管我们对于这个
宇宙来说甚至连大海里的一滴水都算不上。

这本书给我的感慨不仅仅是惊讶于宇宙的神奇，还发现了自
己的渺小。平时对物理数学不屑一顾的我从翻开书的第一页
就碰了钉子。

我臣服于他们天马行空但却又切合实际的猜想。

举个例子，你也许从没思考过速度这个问题，至少是深入地
思考过。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猜想。

不得不说，世界很神奇，而这些科学家却更为厉害，从这些
平常的事件中发现神奇。

也许你会觉得有些糊涂了现在。

不过还有更玄的呢！

在众多科幻电影、图片中，黑洞都被幻想成了一个洞，但事
实并非如此。我觉得黑洞依然是一个球状的，是质量无比大，
密度无比大的球状，那是恒星的最终结局，并且根据牛顿的



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物体的引力由它的质量
和密度决定。对于恒星坍缩而成的黑洞那么它的引力自然是
无比的大！

更恐怖的是，光是被人们看作粒子或者波，所以光同样也会
受到引力的吸引，所以在黑洞连光也无法逃逸，会被强大的
引力吸想黑洞。

这篇我觉得根本算不上是读后干，我只是想把我说的一点点
写出来，甚至还有许多是错的。

现在每当我翻开《时间简史》我都会_一次我的观点，感觉在
接受一次洗礼，人类智慧的洗礼！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七

所有的物理理论都是临时性的...也才知道，我的固有的观
念‘如果所有因素都确定了，那么结果一定是可以计算出来
的’原来是一种‘宿命论’。天哪，该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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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考虑思想究竟是怎么产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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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会坍塌成黑洞
里的一个极小的点而已...想到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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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啊宇宙，你为何如此的存在呢?他们把宇宙大爆炸那一刻
称为奇点，奇点之前就不负责任的不追究了?怎么能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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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终于可怕到再没有人敢于去探索呢?我想一定不会的，要不
人类怎么会走到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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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生活乐趣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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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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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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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应
该是纯兴趣的选择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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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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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什么进入大学后反而失去了对科学的兴趣呢?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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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做什么了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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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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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我最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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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它们毕竟都盘旋在思想体系之内。要
通过它们去创新到思想本身的起源以及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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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该注意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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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更多的应该不是科学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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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补充以下摘录：

迄今为止，大部分科学家太忙于发展描述宇宙为何物的理论，
以至于没工夫去过问为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以寻根究底
为己任的哲学家跟不上科学理论的进步。在18世纪，哲学家
将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作他们的领域，并讨论
诸如宇宙有无开初的问题。然而，在19至20世纪，科学变得
对哲学家，或除了少数专家以外的任何人而言，过于技术性
和数学化了。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范围，以至于连
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
余下的任务仅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
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八

今年春节花了半天时间阅读《时间简史》。老实说，虽然这
本书已经编辑好了，而且它的评论也更容易理解，但当我还
是一个物理成绩很差的孩子的时候，我还是很困惑。贸易轻
率地写下了一点阅读感受，以示讽刺。

读了《时间》后，我的第一印象是，从哥白尼到伽利略，到
马赫、牛顿，再到后来的爱因斯坦到霍金，整个物理学是人
类总结对宇宙和时间的理解的渐进过程。这是后人在总结前
人研究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然后通过实验验证得出
结论的过程。牛顿说他不是一个伟人，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是事实。伽利略通过研究哥白尼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
和地震学理论。牛顿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
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以及霍金的时间简史。
他们都在以前的研究中加入了自己的想法，总结并提出了新
的理论。可以看出，万事万物的发展迫在眉睫，人类社会的
进步来自于对人类不断追求的未知事物的思考、辩证法和总
结。

虽然物理学从小就很差，但我一直对天文学和地理学很感兴
趣。地理在高中入学考试中甚至得了满分，但是像理论物理
这样抽象、纯粹的理论基础学科却很难理解。会不会是抽象
思维能力不够？因此，读了《时间简史》后，我对其中阐述
的理论仍有一些看法。

在我肤浅的理解中，《时间简史》似乎向读者描述了一个整
个宇宙都是服务器的世界。宇宙中的所有物质小到基本粒子，
大到小行星、彗星、行星、恒星甚至星系都是连接到服务器
的节点。它们独立运行，并通过服务器相互连接，依靠各种
基本物理定律进行交互。服务器的操作是单向和不可逆的，
不能存档，当然也不可能存档。每个节点通过各种光波等相
互通信。由于彼此之间的距离以及对各种光波传播路径的各
种影响，会出现网络延迟，导致节点之间的异步通信。由于



自身运行速度的质量和其他原因，节点相对于其他节点的运
行时间是不确定的，但是每个节点相对于整个服务器的运行
时间确实是固定的.。因此，观察节点a处的节点b和节点c以
及节点d处的节点b和节点c的状态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而在服务器处观察节点a、节点b、节点c和节点d的状态可能导
致确定和一致的结果。这让我想起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也
是一个服务器。每个人都是这个服务器的一个节点。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特点，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许多人似乎遥不可
及，但他们在这个大服务器下相互交流，即使它非常微妙。
有一种社会学研究理论，即使是两个完全不可能认识的人也
只能通过六个中间人建立联系，这是从大量统计研究中得出
的结论。另一方面，看着宇宙，我认为有相似的节点可以使
宇宙中遥远的两个不相关的节点建立最短的连接路径。这就
像一些物理学家正在研究的虫洞理论。

我相信，按照目前人类科技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走出太阳
系，甚至走出银河系，在几代人的时间内自由地在宇宙的服
务器上漫游。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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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最高的敬意与哀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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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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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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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我们现代的宇宙图象才被奠定。美国天文学家埃得
温·哈勃证明了，我们的星系不是唯一的星系，并且他用绝
对光度计算出了我们与其他星系的距离。那么那些星球离我
们那么远，我们怎样区分它们的种类呢?不一样恒星的光谱不
一样，并且某些颜色在光谱里找不到。因为每一种化学元素
都会吸收独特的光谱线组，根据失去的谱线能确定恒星大气



中存在的元素。20年代天文学家观察光谱时发现了一种奇异
的现象，所有星系的线光谱和银河系一样具有吸收的特征线
组，可是这些线组都会出现红移现象，即向光谱的红端移动。
人的眼睛看不一样频率的光颜色不一样，人眼睛能看到的频
率最低的光是红色，频率最高的光是蓝色。如果星系离我们
远去，由多普勒效应我们能够明白眼睛看到的光的频率会减
小，即出现红移现象;而如果星系靠近我们，眼睛看到的光的
频率会增大，则出现蓝移现象。那么如果星系运动是紊乱的，
红移光谱和蓝移光谱会一样多，可是事实却是大部分星系出
现红移现象，这意味着星系都在离我们远去，宇宙在膨胀!而
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并不特殊，仅有所有星系都相互离开才
能出现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我们能够想象这样一种情形：一
个气球上画了很多斑点，当气球膨胀时任何两点的距离都在
增大。类似的，这样就能够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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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很难让自己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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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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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自己的所遭受的苦与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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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和发现属于自己的星空，而人类就是这样在仰望星空的过
程中不断前行。

时间简史读后感篇十

时间旅行，似乎一直深得科幻作家们的喜爱。一次跨越时间



的旅行包含了道德问题、人性问题以及任何可能的，能够想
象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可以假设人们从未来旅行到同一
宇宙的过去，也可以假设人们从未来旅行到一个平行宇宙的
过去。任何一点小小的改变都会使得这次时空旅行产生不同
的`结果，也会塑造无数的可能的未来，似乎现实又证明时空
旅行无法实现。

如果时空旅行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在有人类存在的未来为何
没有人穿越回来？是已经穿越回来没有显现还是说没有穿越
回这个时代？不管怎样，现实似乎显示在人类存在的未来是
无法进行自由的时空旅行的。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绝望
的事。这似乎说明着人类的思维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区域，很
少或者基本上不能再作出类似于从前的贡献：古人幻想飞行，
于是我们有了飞机；古人幻想攻城利器，于是我们造出了毁
灭世界的原子弹；古人幻想思想融汇交流，于是我们发明了
电话和网络。

而现在呢，我们幻想时空旅行，我们幻想黑洞时间，我们幻
想大爆炸之前与反宇宙，这些又有多少能够实现呢？所以说
啊，可怕的不是未来，可怕的是没有希望的未来。若是接下
来20xx年，20xx年，或者120xx年都无法在时间研究上再进
一步，那么思维的停滞，对于未来的绝望将会怎样制约着人
们？这一切都无法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