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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霍金十问：留给世界的临别礼物

编者按：

世界再无霍金，时间永留“简史”。耗尽毕生精力研究星空的人，最终融入了星空。
英国《卫报》曾发表评论：“斯蒂芬·霍金，科学天空中最闪亮的一颗星，他的见解塑造了
现代宇宙学，他激励了全球千万读者。”确实，霍金留给我们的不只有卓越的科研成就，他
更是一位预言家：对于人类的未来，霍金曾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大胆预言，假如人类的
历程再走 100 万年，“人类的足迹必将进入那些从未涉足过的宇宙空间”。

霍金十问试答
标题概括文章内
容。

临终时，他一定会要说点什么的，对人类。

我指的是霍金，史蒂芬·霍金。

先知辞世，总会对人类说点什么，而且一定是他认为不能不说，不
说便是辱没了使命的话。于是，我嘱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霍金著作的
编辑团队，尽快联系霍金，在他神志清醒的时候，询问他想对人类说点
什么。可惜这事没有来得及完成。尽管如此，我仍坚信他会以某种方式
留下自己的临终之言，不是对某个人、某类人，而是对人这个物种。

介绍对霍金的印
象及与霍金的渊
源。

这便是《十问：霍金沉思录》。他的女儿露西·霍金透露，这是父
亲在地球上最后一年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项目。这十个问题也是他一生
的追问。如今，他拿这些问题向整个人类发问。重要的，不是他自己所
作的解答，而是他提请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单独作答。

评介《十问：霍金
沉思录》，为下文
做铺垫。

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
一、上帝存在吗？
上帝存在于信仰者的心中。霍金认定时间始于大爆炸，大爆炸之前

没有上帝存在的时间。我认为，如果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便是人类创
造了上帝。因为需要，所以创造。人类需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创造者。生
命的诞生和人类的进化，愈是具有偶然性，其不可穷究的科学依据便愈
需要被人格化。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人格化与非人格化两种，且都是
人类文明的成果。何况，任何一种宗教，究其根本，都不是为了将造物
主供奉在天上，而是敬爱于心中。

二、一切如何开始？
没有开始。佛教劝慰人类，生命在轮回中。人既如此，万物皆然。

个人生命的肇始只是轮回中的一个点。大爆炸也只是宇宙时间轮回中的
一个点，而不是起点。大爆炸只是开启了宇宙存在的一种新方式，而不
是开启了时间。霍金说大爆炸之前是“无”，老庄也说是“无”，但老
庄认为“无”即“有”。既然目前科学也无法判定毁灭的宇宙是什么，
我们便只能认定宇宙的毁灭只是它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轮回的一段历
程，而不是终点。无终即无始，一切皆为轮回。当科学的探索仍然是瞎
子摸象，或者只是一种假说，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哲学。

三、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生命吗？
有，但没有可能与人类交集，因而没有意义。既然宇宙无穷大，且

存在永无始终，其他智慧生命存在的概率便无穷大。无穷接近于有的概
率，我愿意认定为有。而在一个时间和空间无穷大的背景上，两种或多
种智慧生命交集的可能性则无穷地接近于无。宇宙只是一种存在，意义
是人类赋予的。智慧生命作为一种存在的意义，同样需要人类赋予，否
则无意义。

四、我们能预测未来吗？
能，但作用有限。有的宗教认为时间轮回，如果时间在无穷的轮回

中，那么人类往后看便是往前看。人类多少年来都是既顾后又瞻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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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预测未来只对有限的现实人生有意义，对宇宙观念上的判断没有意
义。

五、黑洞中是什么？
是恐惧。在宇宙学意义上，黑洞只是一种场，吞食什么和释放什么，

只是一种能量交换方式。它本身是宇宙的一种存在方式，毁灭不了宇宙，
即所谓毁灭的宇宙仍是宇宙。对于人类而言，黑洞是一种不可控的毁灭
力量，是一种对自然力的恐惧。

六、时间旅行可能吗？
能，其实人类一直都在穿越时空。思接千载，意通古今，都应该是

人类进行的时间旅行。人的生命既有肉体也有精神，可以通过不同的方
式实现时光旅行。即使肉体的时间旅行成为可能，人类最惯常和重要的
时间旅行也是在精神而不在肉体。

七、我们能在地球上存活吗？
已经在，但不可能永远。这既取决于自然规律，也与人类对物种生

态和生存环境的态度有关。“天作孽，尤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只
有善待自然，人类才能在地球上活得更长久。

八、我们应该去太空栖息吗？
应该，但未必可能。狡兔三窟，何况人类！宗教早就为我们描绘过

世界末日和诺亚方舟。但以地球生存环境恶化与人类寻找宜居星体的速
度看，人类可能在外太空尚未找到新居所，地球已变得不能居住。如果
我们将智能机器人也视为一种智慧生命，到太阳系或银河系生存是可能
的。我们可以根据球外星体的环境设计机器人，使其适应球外生存。

九、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过我们？
会，而且时间不会太久。若就智慧的发达而言，人工智能优化的节

律远快于人类进化。人工智能发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摆脱工具性，成为
一种自主智力。但这不意味着人工智能机器人作为一种生命体，整体上
超越人类。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理论上，人类有可能
较长时期主宰地球，但仅仅是理论上，客观的威胁一直存在，而且愈来
愈近。

十、我们如何塑造未来？
我赞同霍金的思路，但更强调人类理性和物种意识。我喜欢“塑造”

一词，充满了人性的善意与乐观。其实霍金所说的前九个问题，都是铺
垫，第十个问题，才是他临终前想向人类所说的话，是他作为一位先知
的警示、劝告和指引：“记住仰望星空，而非注目脚下。尝试理解你所
看到的，并追寻宇宙存在的原因。保持好奇心。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
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做到并取得成功。重要的是你不要放弃。释放你的想
象力，塑造未来。”

依次回答霍金的
十个问题，表达作
者对宇宙和人类
未来的思考。

⑦我们面对未来，塑造未来，首要的是培育自己的物种意识，着眼
于人类共同的处境，坚守人类共同的伦理。如果把科学和技术比作一头
猛兽，那么理性和伦理就是驾驭这头猛兽的缰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霍金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先知。

⑧人类，应该到了“杞人忧天”的时候。 高度评价霍金，并
忠告人类。

来源：2019-04-20 12 版《光明日报》作者：龚曙光

【时代警语】

记住仰望星空，而非注目脚下。尝试理解你所看到的，并追寻宇宙存在的原因。保持好奇
心。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做到并取得成功。重要的是你不要放弃。释放你
的想象力，塑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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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填入下列空格处的词语，正确的一项是（ ）
① 我嘱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霍金著作的编辑团队，尽快联系霍金，在他 清醒的时候，
询问他想对人类说点什么。
② 大爆炸只是 了宇宙存在的一种新方式，而不是开启了时间。
③ 在宇宙学意义上，黑洞只是一种场， 什么和释放什么，只是一种能量交换方式。
A.神志 开起 吞噬
B.神智 开启 吞食
C.神志 开启 吞食
D.神智 开启 吞噬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有人说“人工智能最终会取代人类”，你怎么看？请结合你的思考与理解，谈谈你对“人
工智能” 的看法。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湖南株洲五中 王谦书）

【相关链接】

霍金新书《十问：霍金沉思录》书评

去岁三月，当史蒂芬·霍金教授去世的噩耗借助现代通讯手段传遍全球之时，不同国家、
不同见解的人们都感到震惊和悲伤。在充斥着哀悼情绪的舆论场中，不是所有人都理解霍金辐
射或他与彭罗斯合作的具体过程；然而，他“学痞”的牛津经历、罕见渐冻人症的悲惨命运及
在疾病禁锢下仍然坚持科学研究的不屈意志，成为在世界范围内都令人敬仰的文化形象符号。
尽管 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基普•S.索恩盛赞他的科学成就：“牛顿给了我们答案，霍
金给了我们问题……当我们最终掌握量子引力定律并完全理解宇宙的诞生时，这可能主要归功
于站在霍金的肩膀上”，霍金依然十分谦虚，更愿意突出自身在科学普及方面的贡献：“对我
的同事们来说，我只是另一位物理学家，但对于更广泛的公众，我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
家之一。”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言，霍金是“人类精神力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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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我们之前，霍金最后完成了一本书，作为他的临别礼物：
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中文版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担纲出版，译名
定为《十问：霍金沉思录》。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的岁月里，这颗智慧的、虽饱
受疾病折磨却“在这个星球上过着一种非凡的生活、利用奇思异想和物理定律穿越宇宙”的大
脑仍然关心着宇宙的起源、时空的诞生、人类的过去与未来、走向和归宿，并给出一系列富有
洞见的论断。

全书之始“我们为什么必须问大问题？”一章便是极好的范例。霍金用“回忆往事”的方
式，通俗易懂而又逻辑清晰地陈述四个命题，表达了他写作此书的动力源：1.对宇宙起源、外
星文明等大问题的好奇与探求、尝试给出解释，是人类发展中的天性；2.相较于历史上尝试过
的其他手段，科学为我们更好地回答大问题提供了便利；3.然而，科学由于自身的专业和复杂
让公众感到望而生畏。从写作《时间简史》之时开始，霍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科学探索的进展
以及对“大问题”的回应更好地为非研究者所知，本书体现了他最新的尝试。4.科学探索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太空的探索赋予人类有关自身统一而非分裂的视野；反
过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也是继续推进科学发展以及增进对大问题的理解的前提。

在本书第八章中，霍金分享了他对于探索太空的思考，可以被概括为两部分内容：1.重要
性：为什么要探索太空，这有何积极影响？2.可能性：我们如何将探索太空的计划转换成为可
行的具体方案？

对于前一个问题，霍金首先承认探索太空或许“不会解决地球上的任何直接问题”，但却
有两点理由使得“试一试”很有价值：其一，继续人类历史上探索外部世界的光荣传统，“给
我们一个新的视角”，为人类的未来增加一种可能；其二，使得人类团结起来，去面对共同的
挑战。可以看出，霍金为太空探索意义所作辩护，正同构于上述他的四个命题（主要是 1 和 4）。
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霍金思维的缜密。

那么，倘使探索太空成为全球共识，会有何种影响呢？首先，这将是一场“持久战”。考
虑到路途遥远和载人航天在探索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太空的探索将以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为单
位。其次，进入太空需要不小的成本，需要占据全球 GDP 的一定的份额。然而，在霍金看来，
探索甚至国际间“竞赛”也会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其一，产生对于科学的迷恋并且加速相关
技术进步（正如冷战加快了人类登月的脚步）；其二，恢复公众对太空和科学的热情；其三，
也是最重要的，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加入科学共同体。霍金警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受科
学技术支配的社会，但越来越少的人想进入科学领域：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后一个问题，霍金亦给出了一些具体思考。想要探索并最终移居太空，有两大威胁必
须克服：恶劣的宇宙环境，和遥远的星际距离。对于前者，一个比较可信的方案便是在星体上
建立长期基地：月球、火星、泰坦等都是选项，太阳系外，发现时一度被调侃为“三体行星”
的比邻星-b 也可以纳入考虑。对于后者，传统的化学火箭“排气的速度和加速时失去的质量
比”不足以支撑恒星际（哪怕是前往比邻星）的旅行，需要探索新的驱动方式。霍金提及，他
在 2016 年加入了“突破摄星”长期研发计划，希望基于小型化航天器、光推进和锁相激光器
这样三个核心理念，创新宇宙探测方式。用他的话说，这一计划就好比“纳米飞船骑在光束上”：
通过将探测器做小而减轻质量，通过激光器阵列提供集中的能量，期望达到五分之一光速，到
达探测目标，再用另一束激光将信息返回到地球。

无疑，这些仅仅是构想。霍金坦承这一计划所面对的工程学上的挑战，但是他坚持认为，
“发回一个环绕我们最近邻居公转的可居住行星的图像，可能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极大的重要
性”。一个浪漫的比喻是，百年前爱因斯坦从对光的思考出发建立了相对论的恢弘巨厦，那个
16 岁男孩在光束上触碰到梦想；而未来的人类群体，亦将骑着光束到达新恒星，前进到未曾
开垦之地。在此章的结束，霍金与其说是劝告，不如说是对着宇宙、疾病和苦难，发出不屈的
呐喊：

“我希望是好的。我不得不如此。我们别无选择。”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编辑：张兰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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