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时间简史读书心得(模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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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简史读书心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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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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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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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简史读书心得篇二

《时间简史》是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黑洞理论和大爆炸理
论的创始人斯蒂芬霍金写的一部宇宙学经典著作。是普及高
级理论物理的科普模型。

“任何理论都是暂时的：你永远无法证明它。无论实验结果
与某个理论一致多少次，你永远无法断定下一个结果不会与
之矛盾。”是我看《时间简史》得出的结论。这句话的大致
意思是，一切物理理论永远不能说是真的。即使准确推测了
上千次，只要下次出现不一致的推断，这个理论也是站不住
脚的。

当我在网上读到马克思的座右铭时，想想一切，然后改变



言之也就是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是人类前往的动力，只有这
样文明才会进步，不然将会面临的结果只会停滞不前。以前，
我从来没有过这个观念。

读了这本书后，脑中一直旋绕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宇宙到底
有没有过大爆炸?宇宙到底是不是一个无限小的一个点?会坍
塌，还是最后趋于稳定?宇宙是无边无际的还是有尽头的的?
人类能否发明出时光机回来过去?所有问题迎面而来。

霍金曾说过：“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完成我对宇宙的认识，
这包括宇宙为什么会存在。”包括霍金在04年也宣布过关于
黑洞的理论存在的错误。他说：“黑洞并非如他和其他大多
数物理学家以前认为的那样。

宇宙是神秘的也赋予黑暗，但是在我们内心之中有拥有着这
样的宇宙!

时间简史读书心得篇三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想换一本书来写读后感，不是不喜欢，
而是这本书超出我能力范围太多了……你要是问我：“唉，
你觉得《时间简史》里哪种理论最有意思?”就好比问一头大
猩猩：“唉，你觉得我手机里哪个游戏比较好玩?”回答你的
必然只有满脸大写的懵。

其实我在看完第一章之后，就已经深有感触了，不是震惊，
不是佩服，是疑惑。原因有二：一方面在我在怀疑自己和霍
金大大同为人类，为什么他懂那么多，我简直如白痴，到底
是不是发育的时候少长了名叫大脑的东西;另一方面在怀疑到
底是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我没有悟得其中真谛，
还是我空活了十几年可能学了一门假汉语，才导致明明每一
个文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却难如外星文。

如果写到这里还拿不出来点干货，就会让我虽然已经较明显



的凑字数显得更加明显。好吧，在《时间简史》中，头脑超
人的霍金大大的文风却走的是低调的亲民路线，他力图以咱
们凡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解黑洞、宇宙起源和命运、黑洞和
时间旅行、宇宙爆炸和重生等高深理论，一点都没有知识分
子的傲娇气质，用的比喻和借代的事物都是身边平凡之物，
将高端的物理学降下神坛，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点令我大为
佩服，但随即发现还是读不懂……但它还是或多或少地改变
了我对物理学、宇宙以及时间本身的观念。

书中第三章《膨胀的宇宙》，讲的是宇宙从微量的原子迅速
膨胀到爆炸，然后万有引力再把同种物质吸引到一起，然后
再炸、再吸、再炸……我们今天的宇宙就是被炸了成千上万
次形成的(心疼宇宙一秒)。因为宇宙是炸一次大一次的，所
以我们亲爱的宇宙在被虐的同时，无限扩张着自己的疆土，
到今天现在甚至下一秒都是，突然觉得《赤壁赋》中“寄蜉
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句形容人类真的好贴切，苏
轼他老人家也真是意外地有远见呢!

作为一个用尽自己一生一世也要将唯物主义供养的人，我从
小到现在却一直痴心妄想着回到过去，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时
间旅行。《时间简史》既给我一份打击，又给了一份希望，
打击是因为根据爱因斯坦e=m的公式，越接近光速的物体质
量会越大，所需推动它的能量就越大，你的速度无限接近光
速时，所需要的能量就是无限大。所以你的时光机还没完成
预热，发动机就因为燃料不足而熄火了。所以在排除神奇外
星老司机开ufo带我飞的可能后，就只剩通过虫洞一条路了，
这也是现在阶段唯一可能的情况了。排除虫洞中那大到不可
思议的引力的影响，不确定性还有两点：一是虫洞连接的是
另一平行宇宙还只是受引力弯曲的同一宇宙，换句话说就是
你旅行后看到的将是另一个世界的你或以前的你;二是通过虫
洞旅行，那么“这位空间旅行者可以利用相对于地球静止的
虫洞，作为从事件a到事件b的捷径，而后通过一个运动的虫
洞返回，并且在他出发之前回到地球”(引号内摘自《时间简



史插图版》p202图10.5)，那么你会在旅行前看到已经回来的
你、一分钟后的你、五十九秒后的你、五十八秒后的你、五
十七……理论上可能存在无限个你同台竞演，场面乱到飞起。
虫洞旅行虽然感觉各种不靠谱，但起码还是给时间旅行一点
希望的吧。

《时间简史》让我看到了比言情小说更虐的文字，在让我对
物理的认识更进一步的同时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无止
境。我们现在学习的知识根本不值得骄傲，努力学习吧，我
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有位名人这样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清楚，
有人问我，我想给他解释，却茫然不解了。”有一群科学家，
就是冲着空间和时间的神秘，不断地奋斗。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霍金，我想他的著名更是因为他是个身残志坚的睿智者。

霍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得了卢伽雷氏症病，从此被禁锢在轮
椅上，到后来他得了肺炎，做了穿气管手术，剥夺了他说话
的功能。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一蹶不振，虽然他全身只有三
根手指能动，但他却用惊世骇俗、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大
胆提出了目前最伟大的宇宙学说，解开了许多宇宙之谜。

《时间简史》是霍金的著作。书中霍金对时间本质、宇宙由
来作出了权威性的总结，他的理论和构想已经成为科学领域
的里程碑。由于过于深奥，我选择了一种谁都能看懂的版本
略探一下霍金的著作。

《时间简史》中，有很多内容仅仅是假说，但这又不同于生
活中的那个假说，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才能大胆提出来的
假说。不过我读得依然很吃力，每一章只有小小一页纸，但
其中看懂它需要的知识储备绝不止一座山。原本我想着这篇
读后感应该是一行一个问题，满页纸都是问号，虽然足以证
明我读过《时间简史》，但我还是决定简洁为好，挑一个自
己喜欢、有自己的见解的内容谈一谈。



有关宇宙的起源，书上说宇宙曾经是一个体积很小、密度很
大、很烫的点，爆炸后，温度逐渐降低，直到今天的状态，
然而目前宇宙仍然在不断地扩大，书中还说这是一个空间有
限但没有边界，就像地球一样的封闭宇宙。书中还讲到科学
家们对大爆炸的过程的一个猜测，提到什么中子、质子一些
我仅仅听人提到过的科学名词。我勉强能看完，能懂多少又
是另一回事了，我没法质疑这些我听不懂的东西。但是之中
还提到温度在 十亿摄氏度以上，大爆炸后温度又迅速下降了
一百万摄氏度左右。

我只知道温度是用温度计来测量的，温度计又是利用液体热
胀冷缩原理来制作的，其实我只是质疑一下有没有一种液体
能够测量十亿以上的温度，霍金等这些睿智的科学家是如何
判断的。我非常震惊，霍金竟然能在这种只有猜测，而很少
有证明的科学世界里遨游而且不会迷失方向。

猜测是谁都可以有的，对于宇宙的大爆炸，我有一种猜测，
但只是猜测。

有人说读《时间简史》艰涩难懂，但我读《时间简史》，仅
仅是在读一本科幻小说，根本无法理解，便无所谓难懂与否
了。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以我现在的知识储备，
连聆听大师教诲的资格都没有。今后，除了不断学习补充知
识，别无他法。

我希望若干年后，经过不断地努力，当我捧起《时间简史》
原版时，能理解得比现在多吧。

课余时间，我饶有兴趣的简读了一本畅销全世界的科学著
作—《时间简史》，其作者是当代著名的宇宙学家、理论物
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这本科学著作可以说的上是将爱
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的最完美的一本书，



出这点之外，此书还详细的阐述了黑洞效应和大爆炸及宇宙
奇点问题。

倘若这本书以数学公式、证明过程和科学术语为主，那么我
认为它不可能这么畅销全世界。这本书正是以它通俗的语言
文字、幽默的插图、强有力的论证过程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将
读者带入广漠无垠的宇宙，去体会黑洞边缘的神秘，去感受
大爆炸的壮阔，发人思考，引人入胜。

《时间简史》的重点就是概述黑洞和宇宙奇点大爆炸理论，
它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一步一步的探讨，补充了广义相
对论中的一些不足。作者认为宇宙是从一个密度、时空曲率
无限大的奇点通过大爆炸而开始的，在大爆炸中，物质的温
度非常高。在随后过去的一秒钟中，宇宙的温度急剧下降，
下降到大约100亿摄氏度，于此同时也在不断地膨胀，就使得
正电子和反电子(带正电荷的电子)互相碰撞以此湮灭，并释
放出大量光粒子，来维护宇宙的平衡。到了后来，得以有强
力的作用从而使物质不断聚拢，聚拢，这就形成了古老的星
球和星际物质。我们的地球，也是通过这样的物质聚拢才形
成的。

而书中的另一伟大成就是对黑洞的研究，黑洞最开始是爱因
斯坦在《相对论》一书中作出的一个预测，他假设如果存在
一空间的曲率非常大，物体的逃逸速度非常快，快到连光也
不能逃离这样的空间。那么这样的空间可以称之为“黑洞”。
但他认为既然连光也不能逃离黑洞，读书笔记.那么我们也无
法观测到它，它名副其实是一个非常黑的洞。但霍金结合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后提出：黑洞其实不“黑”，
它可以放射出正反粒子，而且它还有这很高的温度。正因为
它放射出的正反粒子互相湮灭了，所以我们很难观测到它。
黑洞以极高的速度放射能量，当能量耗尽时则会向宇宙大爆
炸那样从一个奇点发生强烈的爆炸，并在宇宙中消亡。



时间简史读书心得篇四

这几天在读霍金的《时间简史》。

很多人会质疑：你能读懂吗?我看了几十页就看不下去了。

读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引用书签里的一句话：懂与不懂都是收
获。

我很喜欢祖先发明的“宇宙”这个词，仿佛从字眼里你就能
想象那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了时空这个
概念，宇——空间的总称，轴——时间的总称。如今我们探
讨宇宙时，都会把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而我总是会在这
上面糊涂，估计是自己无法用思维的概念去思考和想象。有
时我会觉得自己明白了时空的道理，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糊涂，
我想读这本书一定对我有这方面的帮助。

在读霍金的《时间简史》时，他在书中首先提出了几个问题，
这些也是我们认识宇宙和时间议题最初的也是最难以解释与
理解的几个问题。但它却与我们所生活的星球与宇宙息息相
关。科学总是在众多的不同问题中不断进步与发展，这是霍
金先生提出的几个问题，先不管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些个问题
怎么回答，就我自己从这些问题中却也得到了一些其他的认
识。

它从何而来，“在1920xx年，埃德温·哈勃作出了一个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观测，即是不管你往那个方向看，远处的星系
正急速地远离我们而去。换言之，宇宙正在膨胀。这意味着，
在早先星体相互之间更加靠近。事实上，似乎在大约100亿
至200亿年之前的某一时刻，它们刚好在同一地方，所以那时
候宇宙的密度无限大。这个发现最终将宇宙开端的问题带进
了科学的王国。哈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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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所
有科学定律并因此所有预见将来的能力都失效了。如果在此



时刻之前有过些事件，它们将不可能影响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不理它们，因为它们并没有可观测的后果。由
于更早的时间根本没有定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
时间在大爆炸时有一开端。”

今天才偶然发现，霍金自己都说，这是一本很长很长的书，
长到几乎要把整个时间都包含进去，然而，时间又是根本没
有始终的，它不可能被任何空间所包含，所以，时间的无始
无终也就成了书的作者霍金教授在整本书结束的时候要表达
的终极意图。

《时间简史》，它用非常客观的视角来阐述时间在何处开始，
在何处终结，宇宙的无限性和有限性依据何在。霍金教授在
撰写整本书的时候，把自己放置在了外层空间的一个奇异领
域，用一种置身其外的态度对遥远星系，黑洞，夸克，大统
一理论，“带味”粒子和“自旋”粒子，反物质，“时间箭
头”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突然感觉，《时间简史》不仅是一本科普的哲学的书，而是
一本融入了人作为人类永恒的不断去追求真理的书，如果时
间终结了，那时尚，文化，艺术，甚至悲欢喜乐都会去哪呢?
总要有人去思考和追寻吧。

如今读完《时间简史》，我最大的感受是科学的力量和高度。
也深刻地认识到文理原本是没有界限的，作为一个有完整人
格的人，无论文理科，都应该广泛涉猎各领域的著作，扩展
自己的知识面。

领略过《时间简史》，对于终极关怀，对于时间，对于宇宙，
对于生命乃至对于人类最伟大的思考，我都有了更为深刻的
认识。更为深刻的认识必然铸造更为深刻的人格，自己在不
断成长，我很高兴。



时间简史读书心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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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论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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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的曰心说的演化就花了20__
年的时间。令人吃惊的是，尽管人们知道世间的一切都在运
动，只是到了本世纪20年代因哈勃发现了红移定律后，宇宙
演化的观念才进入人类的意识。人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宇
宙还会演化。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表明，宇宙的物质在引力
作用下不可能处于稳定的状态。即使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论中，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得到一个稳定的宇宙模型，
他曾将宇宙常数引进理论中。他们都希望在自己的理论中找
到稳定的宇宙模型。可见，宇宙演化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这
些天才的头脑之中。

霍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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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贡献是在他20年之久被卢伽
雷病禁锢在轮椅上的情况下做出的，这真正是空前的。因为



他的贡献对于人类的观念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媒介早已有许
多关于他如何与全身瘫痪作搏斗的描述。尽管如此，译者之
一于1979年第一回见到他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第
一次参加剑桥霍金广义相对论小组的讨论班时，门打开后，
忽然脑后响起一种非常微弱的电器的声音，回头一看，只见
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斜躺在电动轮椅上，他自己驱动着电开关。

译者尽量保持礼貌而不显出过分吃惊，但是他对首次见到他
的人对其残废程度的吃惊早已习惯。他要用很大努力才能举
起头来。在失声之前，只能用非常微弱的变形的语言交谈，
这种语言只有在陪他工作、生活几个月后才能通晓。他不能
写字，看书必须依赖于一种翻书页的机器，读文献时必须让
人将每一页摊平在一张大办公桌上，然后他驱动轮椅如蚕吃
桑叶般地逐页阅读。人们不得不对人类中居然有以这般坚强
意志追求终极真理的灵魂从内心产生深深的敬意。从他对译
者私事的帮助可以体会到，他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每天
他必须驱动轮椅从他的家——剑桥西路5号，经过美丽的剑河、
古老的国王学院驶到银街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办公室。
该系为了他的轮椅行走便利特地修了一段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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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金，这样一位终年坐在轮椅上的人，依靠一个电脑发声合
成器，以正常人十分之一的速度与人“交谈”，但他却同其
他科学家一样，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人：执著的探索精神是
生命的最大动力。在我心中，除了这本著作所带来的洗涤与
震撼外，剩下的只是对这颗伟大心灵的崇拜与敬仰!



时间简史读书心得篇六

这个春节花了半天时间看《时间简史》，实话说虽然这本书
已然经过编撰，评述已经更加通俗易懂，可是从小物理成绩
就差的我读起来依然稀里糊涂，贸贸然写下一点读后感表示
一下对自我的嘲讽。

看过《时》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个物理学是人类在总结对
宇宙和时间的一个渐进认识的过程，从哥白尼到伽利略，再
到马赫，牛顿，以及之后的爱因斯坦再到当代的霍金。都是
后人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然后实
验验证得出结论的过程。牛顿说他不是个伟人，只是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就是这个道理。伽利略经过研究哥白尼的地心说
而提出日心说和地动说，牛顿在此基础上研究出万有引力定
律，爱因斯坦再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再到此刻霍
金的时间简史，他们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加上自我的思考，
总结提出了新的理论。可见没有事物的发展是一触而就的，
人类社会的提高就是来源于人类对未知事物不断地孜孜以求
的思考，辩证和总结。

虽然从小物理很差，可是我一向以来对天文和地理很感兴趣，
中考时候地理甚至还拿过满分，只是对理论物理这样的抽象
的纯理论基础学科理解起来很困难，肯能是抽象思维本事不
足吧。所以看了《时间简史》后对其中所阐述的理论还是有
一些自我的看法。

看这个宇宙，我认为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节点能够让宇宙中
遥不可及的两个互不关联的节点建立最短的联系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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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发展速度用不了多少代人就能够
让我们人类走出太阳系，甚至走出银河系，在宇宙这个服务
器肆意漫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