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洞之于日常生活，好像
并没有因为一张照片而与我们
拉近距离。关于黑洞的清晰概
念，我们太过陌生；关于宇宙空
间的感知，我们太过力不从
心。物理学的知识，总是显得
神秘而又高深，让人头疼的公
式背后，说着无数有关物体与
空间的秘密。其实，有那么一
群物理学家，他们有趣而又浅
显地言说着物理，让“高大上”
的理论知识不再“装酷”。

本期推荐书目带你了解关
于物理学的那些秘密，让你读
懂：什么是平行宇宙？时间的
形状是啥样？从简单有趣的小
故事进入物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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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
罗兰·勒乌克等 著

珠海书城本周
畅销书排行榜

1.《习近平在正定》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2.《解码》 刘福祥 著

3.《全球科技通史》 吴军 著

4.《人设》 李尚龙 著

5.《1分钟物理》 中科院物理所 编

6.《世间风物好》 梁实秋 著

7.《身边的世界简史：腰带、咖啡和绵

羊》 宫崎正胜 著

8.《我把愿望放在你那里》 波儿 著

9.《下雨的书店：世上最好的书》

[日]日向理惠子 著

10.《睡不着觉？》 王蒙、郭兮恒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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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秩序》
卡洛·罗韦利 著

《上帝掷骰子吗》
曹天元 著

《时间的形状》
汪洁 著

《平行宇宙》
加来道雄 著

这本书是关
于 量 子 论 的 故
事。量子论是一
个极为奇妙的理
论：从物理角度
来说，它在科学
家中间引起了最
为激烈的争议和

关注；从现实角度来说，它给我们
的社会带来了变化和进步；从科学
史角度来说，几乎没有哪段历史比
量子论的创立得到了更为彻底地
研究。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它
的基本观点和假说至今没有渗透
到大众的意识中去，这无疑又给它

增添了一道神秘的光环。
这本书带读者经历一次量子

之旅，从神话时代出发，沿着量子
发展的道路，亲身去经历科学史
上的乌云和暴雨，穿越重重迷雾
和 险 滩 ，和 物 理 学 家 们 并 肩 作
战。除了回顾基本的历史背景，
还逐一摸索量子论面前的不同道
路。让人惊叹的，不仅仅是沿途那
绚丽风景，更来自于人内心深处的
思索和启示——那是科学深植在
每个人心中不可抗拒的魅力。

作者简介：
曹天元，出生于上海，现居香

港。

一 直 以 来 ，
你一定会有这样
的 疑 问 ：永恒流
淌的时间，是真
的 摸 不 着 看 不
见，还是有形状
和终点？我们所
处的空间，是三
维 四 维 还 是 五

维？我们能不能坐上时光机，任意
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或前往未来？
这些，都将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本书的上部回顾了物理学的
历史，在下部，作者细致地剖析时

空真相，带你领略神奇的四维时
空奇境，了解整个宇宙的“终极”
图景，再回到原子的深处见识不
可思议的微观世界，然后看一看当
下物理学的新进展——万物理论。

这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相
对论，用通俗幽默的语言讲解深
奥的科学道理。

作者简介：
汪洁，科普作家，同时兼任中

科院上海天文台“天之文系列科
普讲坛”讲者、浙江省科技馆“科
学脱口秀”讲者、“万有青年大烩”
讲者、“科学声音”组织成员。

本 书 中 ，作
者加来道雄以其
无 与 伦 比 的 解
说才能，讲述了
现 代 物 理 学 得
出 的 一 种 令 人
难以置信、激动
人心的可能性，

即，可能存在着广阔无垠的宇宙
之网，里面排列着许多宇宙，也
许是无穷多个宇宙，而我们这一
宇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他运
用 生 动 巧 妙 的 类 比 ，幽 默 的 语

言，耐心地向读者介绍有关平行
宇宙的种种话题，从量子力学、
宇宙学，到最新出现的 M-理论，
一路娓娓道来。

作者简介：
加来道雄，美籍日裔人，纽约

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理论物理
学教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著名
的科学畅销书作者。他的著作广
受赞誉，《构想未来》《超越爱因斯
坦和超空间》《平行宇宙》，曾被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提名
为最佳科学读物。

黑 色 的 夜
空，几百年来让
天体物理学家们
魂牵梦萦；黑体
辐射的研究孕育
了随后的量子革
命；黑洞一直是
宇宙中极富魅力
的独特存在……

黑 体 、黑 洞 、暗 物 质 、暗 能
量 ——为什么物理学家喜欢用

“黑暗”来形容这些晦涩的科学发
现呢？

罗兰·勒乌克和文森特·博滕

斯，通过追溯这些物理概念的发
展演变史，深入探究“黑暗”在不
同的领域分别代表了什么，试图
在物理的复杂性中驱散黑暗，让
人能够从物理学的“黑概念”里得
到收获与启发。

作者简介：
罗兰·勒乌克，法国科普作

家，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天文学
家，著有《黑洞》《外星人有几根手
指》等。

文森特·博滕斯，法国科学哲
学家，著有《巴什拉》《机器：知识
的工具》等。

时间是什么，是如何诞生的？
为何时间永远向前，无法倒流？关
于时间，我们有太多的疑问。

该书作者卡洛·罗韦利著有科
普著作《七堂极简物理课》，曾风靡
全世界。其著作《时间的秩序》给读
者带来了更多惊喜。因为罗韦利既
是风趣幽默的科普作家，还是实打
实的物理学家，投身物理学研究时
间已有 35 个年头。关于写作该书，
他说：“我们都知道时间是个核心问
题，而它却阻挠了我们理解物理世
界。”

本书从最基本也是最难解释的
问题开始写作：何为时间？物理定
义的时间体系和我们人体感知到
的，有时会不一样。时间的实质可
能关系到我们大脑的独特结构。但
这并不意味着对时间的认知更多地
取决于我们本身，而非大自然。确
切的说法是，我们对时间的认知也
反映了我们和宇宙万物之间的关
系。就像 15 世纪哥白尼发现我们
在围绕太阳转动，而非以前广为人
知的地心说。这个真理诠释了人类
和太阳之间的关系。罗韦利认为，
我们和时间流逝之间或许也存在类
似的联系。

此外，地球上的时间并非统一
的。平原的时间流逝得比高原慢，
尽管很难察觉。那么，该如何定义

“当时当刻”？各地的“当时当刻”千
差万别。严谨的说法应该是，当地
的“当时当刻”。

很多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的“时
光倒流”令人着迷。真的能倒流？
目前，科学家把时间形容为“单向的
箭头”，有去无回，无法掉头。为解
释这一现象，科学家在时间概念中
引入熵的概念，它最初应用于化学
及热力学，后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学
科 ，用 来 形 容“ 越 来 越 混 乱 的 状
态”。时间或者地球史也是越来越
趋向于混乱。

现在的两大主流派别，无论是
圈量子重力论还是弦理论，在同一
问题上达成共识：重新认识时间和
空间。未搞清这两大基础问题，就
无法继续缔建新的理论。其实，对
时间的思考，既是技术问题，也是哲
学命题。

（文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