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果壳中的宇宙读后感(实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
来看看吧。

果壳中的宇宙读后感篇一

我看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果壳中的宇宙》，是由物理学家史
蒂芬霍金著。

在看这本书的前言时，我就在于被霍金先生坚持不懈的精神
打动了，霍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他22岁时就被医生诊断
为萎缩性骨髓侧化症，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两年。可他没有
像别人一样秃废，他想既然如此，那我就只有在这两年中做
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来，他从此便开始努力学习与研究。可是
过不了多久他就开始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了，连上楼梯都十
分费力，可他仍没有放弃。两年转眼就过去了，可死亡并没
有降临到他头上，但他只能在轮椅上度日了，之后又一次手
术，不能说话了，可他并没有向病魔屈服，没有向命运屈服，
继续他的研究，终于通过他的努力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还
当上了剑桥大学的教授。

霍金的坚持、勤奋和顽强拼搏深深打动了我，在这样的巨人
面前，我无比惭愧，想想自己平时遇到一点困难就畏惧怕苦，
霍金一个残疾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登上了科学的顶峰，难到我
们不应该向他学习吗难到作为正常人的我们还有什么办不到
吗?难到我们不该像霍金一样努力吗?我们应该马上行动，努
力学习才有可能成为霍金这样的科学巨人。



果壳中的宇宙读后感篇二

怀着对这个有趣的题目的好奇心，我阅读了著名的物理学家
史蒂芬·霍金的《果壳中的宇宙》这本书，说实在的，很多
地方总要一遍又一遍地看，最终却还是一知半解，但对其大
概还是知道了一些，在这里谈谈我的一些感想。

通过了解，本书的题目乃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
姆雷特认为，即使把他关在果壳中，仍然自认为是无限空间
之王。作者把我们广阔的宇宙隐喻成一颗果壳，认为在广义
上，粒子、生命和星体的处境都和果壳相似。作为一位最富
有创见的科学巨人，提出整个宇宙是由一个果壳状的瞬子演
化而来，果壳上的量子皱纹包含着宇宙中的所有密码。

霍金在书里，告诉我们宇宙，告诉我们未来。相对论和量子
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尤其是前者，他完全是人类
智慧的伟大构筑。所以在《果壳中的宇宙》的第一章相对论
简史中主要是关于爱因斯坦的生平。这位在轮椅上度过后半
生的科学巨人，1879年诞生于德国的乌尔姆，次年他全家即
迁往慕尼黑。几经辗转后他在苏黎完成学业，与1900年从eth
的联邦高等工业学校毕业。1905年在专利局上任，写了三篇
论文，着三篇论文不仅奠定了他作为世界最主要科学家之一
的地位，而且开启了两项观念革命，着革命改变了我们对时
间、空间以及实在本身的理解。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以及爱因斯
坦是如何以它为基础进行下一步的思考和研究的，同时还说
明了霍金本人的看法。讲爱因斯坦是如何为20世纪两个基本
理论，即相对论和量子论。

第二章，讲了一种假设。时间的形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论使时间具有形态。这如何与量子论相互和谐。作者假设时
间是有形状的，并通过量子公式验证了这种假设与相对论的
理论是相符的。



第三章，讲了果壳中的宇宙：宇宙具有多重历史，每一个历
史都是由微小的硬果确定的。作者是在解说宇宙。他认为宇
宙有许多重的历史，每一个历史都可以是由微小的粒子构成。
奠基的量子论则是实验观测的被动产物，它的含义迄今还解
释不清。在广义相对论中，时空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背景，而
是宇宙演化的主动参与者。物质分布使时空弯曲。现在再去
侈谈宇宙之外的空间和时间，对这些概念进行所谓的思辨，
只能是倒退到圣奥古斯丁之前。牛顿的时空观是一个虚幻，
而虚幻的唯一功能是对软弱者的安慰。爱因斯坦的引力论是
将万有引力归结为时空的曲率。那么时空能否被弯曲得这么
厉害，以至于人们可以返回到过去改变历史呢？严格的科学
计算指出，这是不可能的。

第四章，讲的是预言未来：黑洞中的信息丧失如何降低我们
预言未来的能力。霍金先生预言在超引力的状态下（如黑洞）
时间弯曲，我们如何降低我们自身来适应未来。那么关于预
言将来的能力呢？现在看来它至少在三个层次上受到限制。

1、是动力学系统的混沌行为，使得拉普拉斯意义上的决定性
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2、在量子力学中状态是由波函数描述的，海森堡的不确定性
原理使得经典意义上的决定性被减半。

3、不平凡的时空拓扑，使波函数被密度矩阵所取代，就在这
里引进了热力学意义上的随机性。

第五章，讲了护卫过去：时间旅行可能吗？一种先进的文明
能回返以前并改变过去吗？宇宙的未来是怎样的呢？如果我
们承认科学定律的普适性和无穷威力，则不管人类的雄心有
多大，毕竟要受环境和人口问题的限制，我们不能和这些限
制作无望和愚昧的搏斗。人类只能采用一种明智和节制欲望
的生活方式。最后两章用宇宙中的各种条件来拟出我们作为
生物在时空中旅行的种种可能性以及我们与宇宙的关系，还



提出了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是否虚无等假设。

从《时间简史》首版以来的十年间，相对论家、宇宙学家和
粒子物理学家通力合作，在寻找宇宙最核心的万物理论上取
得长足进展。但和人们以往期望不同的是，我们可能不再具
有统一理论的唯一表述，这正如不能用一张地图描绘整个地
球表面一样。这种所谓的m—理论把超引力和五种弦理论在一
个单独的理论框架中统一起来。超弦理论是在不同情形下对
自然的方便的近似。但是m—理论的整体概况还是不很清楚。
我们的宇宙很可能是高维空间中的一个四维膜，我们的宇宙
果壳也就更加神奇了。困扰天体物理学家多年的暗物质很可
能是影子星系的贯穿高维空间到达我们星系的引力效应，引
力的近距效应和牛顿定律有偏差等等。四维膜之外的高维空
间的行为如何是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是只要它们对膜世界
具有相同的效应，对于它们的区别就没有意义。量子宇宙学
家就相信无中生有的场景而言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就科学的
方法论而言是不可救药的实证主义者，而就沉迷。

果壳中的宇宙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先不说其内容，光说其作者就足以让人们震撼和敬佩
的了。这位作者就是在剑桥大学担任教授职位的史蒂芬·霍
金先生。他是一位量子物理学家，他全身上下只有三根手指
能动。他就是用这三根手指用鼠标写出了一本本的书，《时
间简史》是他的代表作。

《果壳中的宇宙》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
对论，以及爱因斯坦是如何以它为基础进行下一步的思考和
研究的，同时还说明了霍金本人的看法；第二章讲了一种假
设。作者假设时间是有形状的，并通过量子公式验证了这种
假设与相对论的理论是相符的；第三章作者是在解说宇宙。
他认为宇宙有许多重的历史，每一个历史都可以是由微小的
粒子构成；第四章讲了一个预言，霍金先生预言在超引力的
状态下（如黑洞）时间弯曲，我们如何降低我们自身来适应



未来；最后两章用宇宙中的各种条件来拟出我们作为生物在
时空中旅行的种种可能性以及我们与宇宙的关系，还提出了
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是否虚无等假设。

这本书的内容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读了它，让我再碰到其他
奇怪的问题时不会再迷惑。

果壳中的宇宙读后感篇四

《果壳中的宇宙》这一书名出于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
它的.隐喻是多重的。哈姆雷特认为，即使把他关在果壳中，
仍然自以为是空间之王。从广义上看，粒子，生命和基本的
处境都和果壳类似，尚不清楚的是它们中有哪些自认为是无
限空间之王。现代量子宇宙学认为，整个宇宙是有一个果壳
状的瞬子演化而来，果壳上的量子皱纹包含宇宙中所有结构
的密码。

通过对此书的阅读后，使我看到了宇宙的无限空间，及众科
学家的伟大发现。爱因斯坦的两个基本理论：相对论和量子
论。广义相对论把空间和时间从一个事件在其中发生的被动
的背景转变变成为宇宙动力学的主动参与者。这就引发了一
个伟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1世纪仍然处于物理学的最前沿。

霍金教授以他独特的热情把我们带入了奇境里，粒子，膜和
弦做十一维运动，黑洞蒸发并且和它携带的秘密同归于尽，
我们宇宙创生的种子只不过是一个微笑的硕果。

科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去描述整个宇宙。
然而，大部分科学家遵循的方法是将这问题分成两部分。首
先，是一些告诉我们宇宙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定律：如果我们
知道在任一时刻宇宙是什么样子的，则这些定律即能告诉我
们以后的任一时刻宇宙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关于宇宙初始状态的问题。有些人认为科学只应过问



第一部分，他们认为初初始状态的问题应是形而上学或宗教
的范畴。他们会说，全能的上帝可以随心所欲地启动这个宇
宙。也许是这样。但是，倘若那样，他也可以使宇宙以完全
任意的方式演化。可是，看起来他选择宇宙以一种非常规则
的、按照一定规律的方式演化。所以，看来可以同样合理地
假定，也存在着制约初始状态的定律。

正如古老谚语所说的，充满希望的旅途胜过终点的到达。我
们追求发现，不仅在科学中，而且在所有领域中激起创造性。
希望我们以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坐起，体验果壳中的宇宙！

果壳中的宇宙读后感篇五

充满希望的旅途胜过终点的到达。我们追求发现，不仅在科
学中，而且在所有领域中激起创造性。但我认为，我们将永
远不会停止：我们若不更加深邃，定将更加复杂。我们将永
远处于可能性的膨胀的视界之中心。

——斯蒂芬·霍金

在阅读本书以前，我对物理和宇宙的认识完全停留在电影世
界：《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主人翁相信“以太”是一种生
活状态,一种代表空虚的信仰；《蝴蝶效应》以导演对“混
沌”的认知而塑造剧本。这本书提及的概念、理论以及推理
和应用颇深奥，说真的，我有很多地方地方看不懂,然而它最
迷人的地方不仅在于作者深入潜出、绘声绘色地讲授知识，
更在于引发了我无穷无尽的好奇心。

不得不提一点，这本书的翻译备受争议。许多笑话翻译者的
人指出《theuniverseinanutshell》的中文译名是《果壳中的宇
宙》，按照英语常识而言，这样的翻译是有误的。不知道是
这个译者摆了乌龙，还是他故意想为这本看似晦涩难懂的书
增加点平凡可爱的气息。inanutshell的中文意思是简短的描述，
解释的。所以叫《宇宙简史》会比较合适。不过，在我看来，



这样的翻译是合适的，因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句
话：“即便把我关在果壳之中，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

20世纪的改变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实际，因为基础科学的进步
而致使了技术的巨大发展。然而科学并非万能，它仅仅是解
释世界的一种方式。迷信科学，也是一种迷信。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宇宙起源和命运的认知，时
空也不想我们常识中认为的那样简单，弯曲的时空似乎有始
有终，似乎。问题接踵而来，康德提出的“纯粹理性的二律
背反”科学家也只能运用数学模型巧妙地回避，而非解决。

广义相对论的提出使得时间机器的构想成为可能。johntitor声
称自己乘着时间机器从未来世界穿越时空而来，丢下许多瞠
目的预言，他还公布了时间机器的图纸，似乎有点玄，不过
一些科学家说根据这个图纸的原理，的确能穿越时空。我一
头雾水，反正是看不懂。能在时空中穿越，仅仅想象也妙不
可言。

和一般书就是不一样，作者是物理学方面的大师，看不懂是
很正常的事。但我不觉得一定要带着明白些什么的目的来看
它，试着以一种孩子的心态来阅读，来想象，书上说到的任
何一个实验虽然都带有它的客观性和严谨性，但我们很容易
就能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那份热爱科学的由衷之情，用许
多看似幽默的词句引导着我大脑中任何一丝不确定的猜测和
推想。时间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它也是宇宙中的一员，
只是生为人类，我们还没有类似于了解它、发现它的基因，
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元素是在我们的百科全书之外的。它们
与“苹果落地”一样，都是存在着的逗我们开心的小道具；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就是靠它们来建立起来的，我们的思想
缺少不了它们，我猜想，它们也少不了我们的怪异大脑，因
为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去发问，不去思考，不去辩论，那么
这些宇宙理论也不会产生，更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似乎一切都混沌不清。说真的，我对本书讲述的问题还有不



懂的地方，准备读第二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