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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内容概要

随着大爆炸理论逐渐被大众和科学界所充分接受，人们越来越注重宇宙未来的研究。我们现在已有了
宇宙如何诞生的很好的概念，但宇宙将如何结束呢？它最终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宇宙是否会以爆炸或
抽搐的形式终其一生，或甚至永久消失？那时，人类又将如何？人类或其后裔——无论是机器人还是
人类自己——能否幸免于难而永复存在？
本书根据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描述。本书的文字简洁、
生动，读来饶有趣味。
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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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作者简介

作者保尔·戴维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物理学教授。戴维斯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
位能用生动简洁的语言解释深奥科学概念的大师。《华盛顿时报》称他为“大西洋两岸最好的科普作
家”。主要作品有：The Mind of God，The Cosmic Blueprint，Siperfo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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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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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最初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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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快道上的生命
第十章 暴卒与再生
第十一章 世界无尽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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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精彩短评

1、这本书的前面所说的大爆炸大挤压都算老生常谈了，对生命如何面对宇宙末日的谈论也比较理想
化。精华是第十章的真空衰变理论和婴儿宇宙设想
2、高中读的，比较现代的宇宙学启蒙
3、宇宙的未来也是一个过程，书名和内容是一个悖论。
4、借我这本书啦！
5、生命归根到底，毫无意义。但是你不觉得生命中的每个细节都是美好的么，为了这些美好，我宁
愿好好的活下去。
6、这个绝对不算重口了！！
7、有意思
8、科普童叟无欺级读物
9、藏书
10、夜空为什么是黑色的?那是因为宇宙的时空是有限的。这就注定了宇宙有个起始点，就是大爆炸。
这也注定了宇宙将有一个终结点。那么在一个逐渐走向死亡的宇宙中，生存最终是不是徒劳无益的呢?
11、　　读完保尔戴维斯的《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虽然第一章 就是 “世界末日” 描述的极其惨烈形象 
　　　　 
　　　　却没有出现 友人极度担心的 悲哀绝望 的读后感 
　　　　 
　　　　 
　　　　 
　　　　150亿年前的那一次大爆炸 
　　　　 
　　　　空间 时间 物质 能量的最初开端 
　　　　 
　　　　 
　　　　 
　　　　那些构成你、我以及整个世界的原始物质 
　　　　 
　　　　经过了多少亿亿亿次的发展变化 排列组合 失败成功 
　　　　 
　　　　才让我们得以在同一个时空 存在 
　　　　 
　　　　所有 都 已经是奇迹 
　　　　 
　　　　瞬间 其实 已经永恒
12、不是科幻，更似科普
13、　　       书中有很多理论的入门解释和思想实验，看多了容易混乱抓不住重点。我试着理顺下脉络
，就是找找中心思想。希望给有需要的人带来帮助。
　　
　　一、世界末日
　　       地球每相隔几百万年就会受到地外小行星、彗星威胁，假如人类有足够长久的社会存在，一
定可以运用高度发展的技术控制大尺度的物理系统得以幸免于难。
　　        但是整个宇宙也有其诞生、演化、死亡的规律，人类能否运用技术得以避免一同消亡的命运
呢？
　　
　　二、走向死亡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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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迟早会走向处于热动平衡的热寂状态，即宇宙的死亡状态。这也
证明了宇宙的寿命是有限的，它诞生于过去某个确定的时间。
　　
　　三、最初三分钟
　　       整个宇宙起源于大约15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这个事件确定了宇宙朝着它最终的归宿演变。
　　       宇宙膨胀、宇宙背景热辐射、化学元素的相对丰度，成为支持大爆炸理论的有力证据。
　　        宇宙暴胀行为的机制要运用到量子真空概念。真空有一种或多种激发态，它被称为伪真空态
，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真空状态，会向下衰变到它的基态——真真空态。（真真空态是稳定的，不会衰
变）
　　        伪真空包含的能量巨大，能量的巨大吸引效应与它的负压力的巨大排斥效应相互竞争，最终
压力获胜，产生一种非常大的排斥力，将宇宙冲开，使宇宙在每10-34秒（-34是指数）增大一倍。
　　
　　四、恒星的末日
　　       超新星爆发是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方式，把自身撕成碎片，作为遗迹会在中心处留下一颗中子
星或一个黑洞，而外面包围着抛射出来的弥漫气体。
　　       而红巨星阶段标志着太阳一类小质量恒星的生命结束期的开始，在这之后红巨星会收缩变成
有行星大小的白矮星。
　　
　　五、黑夜降临
　　        黑洞的引力巨大无比，周围的时空会变得无限弯曲。两个黑洞的合并过程会释放出远远超过
当它还是灼热气体球时，由热核过程所放出的能量。
　　       引力虽然是自然界最微弱的力，但它的累积效应不可小觑。因此，引力对天文尺度上的物体
有决定性的作用，宇宙也会受到引力的影响。
　　
　　第六章、给宇宙过磅
　　        宇宙的最终命运不是永远的膨胀下去就是停止膨胀开始坍缩。这个答案取决于：膨胀速度与
宇宙总引力的谁大谁小。
　　        膨胀速度可以用红移效应来确定。
　　        在测量宇宙总质量过程中，科学家发现，可观测的物质仅占宇宙总质量很小一部分，还有大
量未发现的暗物质。
　　
　　第七章、悠悠岁月
　　       若假设质子会发生衰变，那表示所有的物质都将是不稳定的。在经过漫长的令人难以置信的
时间后，宇宙中的普通物质已经消失。所有的黑洞都已蒸发。一些较重的粒子会很快衰变，宇宙便走
完了自己的历程，不会有任何事件来打破宇宙空虚荒凉的状态。
　　
　　第八章、慢道上的生命
　　       若假设宇宙将会永远不断地膨胀下去，并且人类会一直生存下去，朝着技术发展的极限迈进
。当宇宙的资源越来越少，人类可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宇宙，并且使社会的活动速率与宇宙的衰退要匹
配，从而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永恒的主观感受 （即存在）。
　　       另一种假设，宇宙从无特征的初始状态发展到结构越来越复杂的状态，是一种进步，而熵的
增加或许是结构复杂性的附加效果。
　　
　　第九章、快道上的生命
　　       如果宇宙的最终命运是坍缩，那么所有的事物，包括时间和空间都将不复存在。
　　       若存在超级生命，他们只能在所能利用的时间内，做到对生存的充分理解，然后就能顺乎天
命的面对自己必然死亡的命运了。
　　
　　第十章、暴卒与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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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宇宙可能处于一种伪真空态中，在一定的概率下，会向下衰变成它的基态——“真”真空态
，宇宙会以光速的速率暴缩成一个时空奇点，而一切东西都将立即湮没，不复存在。
　　       或许超级生命可以创造一个婴宇宙使生命继续存在。
　　
　　第十一章、世界无尽头吗
　　       循环模型、无序暴胀模型、稳恒态模型是几个可能会摆脱宇宙末日的数学模型。
　　       但是，如果宇宙有一个目标，并且它达到了那个目标，宇宙一定会消亡，因为它的继续存在
既没有理由也毫无意义。相反，若宇宙永远存在下去，对宇宙来说根本不会有任何最终的目标，那么
生存的意义又何在呢？也许，宇宙的死亡正是为宇宙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14、不错的书
15、神奇
16、翻译质量极其糟糕
17、报告，这本书很容易读，不到一会儿功夫就看完四分之一，但好像没啥意思啊⋯⋯
18、二十多年前的这本书里就预言人类最可能探测到的引力波就是两个黑洞激情嘿咻产生的时空扭曲
，今日果然成真
19、已购
20、我不仅喜欢它的话题，更喜欢他的简洁和生动。
21、都是让人感兴趣的题目~~可惜对于我这个彻底的“文科生”而言还是专业术语太多了···
22、跟时间简史差不多，部分段落甚至惊人得相似。本来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雷同也情有可原。
23、小时候读的，大概了解了大爆炸理论和暴胀理论，以及确定宇宙最终走向的质量临界点什么的。
还是蛮有意思的一本书。
24、我还一直以为我家里有一本时间简史，结果是这本【。
25、我觉得我是不适合读科普了。
26、1：让你轻松了解天体物理
2：可以拿本书交换其他好书（我换了《数字化生存》）
27、晕，这书这里也有
28、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的不懂。电子与它的正电子在一个相当大的轨道运动，而且要湮灭
必须先形成偶电子素，对于大多数电子和正电子形成偶电子素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与此同时它们一
百万年才能移动一厘米，于是旋入过程遥遥无期。但是书上提到它们的运动直径会有几万亿光年，可
宇宙直径一共一百三十七亿光年，哪有几万啊！书里是不是乱讲啊？2月26 ，137亿光年是可见宇宙的
范围，视界之外仍有无穷尽。
29、太赞了.
30、: �
P159-49/4824
31、越看越冒冷汗⋯⋯最终觉得人类还是被毁灭得了⋯⋯
32、　　的确，越深入思考，越觉得生命无意义：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赋予过去、现在和未来意义，
最终的一切（甚至时空）都会在宇宙最后的三分钟后泯灭。文章的最后有个问题，一个对于生命来说
的终极问题：如果宇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一个没有目标的旅程，存在有意义吗？如果宇宙的存
在是有意义的，生命能在最后的时刻体会到吗？或许可以这样安慰：意义对于无限是没意义的，意义
只存在有限中！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必须赋予生存下去的意义！
33、好书！有这么大的尺度，其他问题看的更开了。
34、没意思就没意思，可能你对那没啥兴趣吧。
35、尤内弗斯先生，请问您要点 doomsday 套餐，还是 ragnarok 套餐，或者是armageddon 套餐呢？
36、　　翻译质量还算中规中矩，至少译者把想要原文表达的意思表达出了。这也是我对翻译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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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一贯要求：把含义交给翻译家，把艺术交给天才，把感悟交给自己。
　　
　　下面是一些随想，小小感慨一下：
　　1）有限与无限
　　   雷锋同学曾经说过，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地为人民服务中去。这至少说明他取得了有
限和无限的和谐。
　　2）感知与存在
　　   《大秦帝国》是我们都能感知的“历史”，“他”的存在却与我们无关。生命在于对存在的感
知？
　　3）进化与退化
　　   恐龙与细菌相比，谁更高级？谁在进化，谁在退化？古尔德在《生命的壮阔》中说，在一般意
思上，恐龙的灭绝是由于其适应能力的“进化”，而细菌没有这种“进化”，却作为种群存活了下来
。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抢打出头鸟”。
　　4）微观与宏观
　　   英国谚语说：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少了一匹战马，
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
　　5）熵与自组织
　　   杯里的水变冷了，但却更甜了。
　　6）力与维度
　　   李斯在《流血的仕途》中试图说明，腰斩只感受到了一个维度，而四马分尸却能感受到四个纬
度。
　　7）平衡与搏弈
　　   隔壁小强说，气球吹大了容易破，吹小了不好玩。
　　8）量子借贷
　　   原来量子借贷也需要归还。《自私的基因》中，基因对周边环境的获取迟早也是需要归还的。
　　9）开始与终结
　　   什么是开始？什么是终结？书名中的最后三分钟和书中论述的没有终结绝对是个悖论。终结应
该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开始。在寻找终结的过程同时也许变成了寻求开始。
　　10）因与果
　　   历史是可追溯的。《梦的解析》把梦境和性的观念和行为推及到咱们的幼小时代。《男人来自
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因生理和环境把男人和女人区分开来了。
　　11）质与量
　　   语言总是带有歧义性的，所以逻辑证明与精确描述把自己交给了数学。生活中对未来的追求往
往带来对未来的怀疑和否定。所以否定之否定才更具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吧。
　　   在完成《时间简史》写作的若干年后，Stephen Hawkings又写了一本书《霍金讲演录——黑洞、
婴儿宇宙及其他》，也许它是答案的一种探索。人要生生死死，而宇宙呢？
37、泪流
38、有时候，永恒，不死和无聊是同义词。死亡，消灭才是永恒的。而这也不是坏事
39、宇宙学就是个混账东西, 太过在意反而使自己脱离现实. 因此从宇宙学的观点看事物的人一定不是
现实的人。
40、有朋友因为这本书而崩溃，所以科学其实是一种人生观和哲学
41、　　虽然开头有点造作, 但接下来的章节都写得特别好, 几乎对每一种流行的看法都有阐述, 而且深
入浅出, 适合任何层次的人阅读, 尤其是对了解大爆炸模型有帮助.
　　我原本算有个比较清晰的宇宙观, 但看完该书后反而变模糊了, 宇宙学就是个混账东西, 太过在意反
而使自己脱离现实.
42、这本科普书似也是极好的
43、“要是宇宙有一个目标，并且它达到了那个目标，那么宇宙一定会寿终正寝，因为它的继续存在
既没有理由也毫无意义。相反，如果宇宙会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不难想象，对宇宙来说根本不会有任
何最终目标。这样宇宙的死亡也许正是为了宇宙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0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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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44、也许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后，一切都会毁灭，所有的物质、精神、文明，都会不复存在。和无垠的
宇宙相比，我们的存在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事情，所以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45、　　读完保尔戴维斯的《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虽然第一章 就是 “世界末日”  描述的极其惨烈形象
　　
　　却没有出现 友人极度担心的 悲哀绝望 的读后感
　　
　　
　　
　　150亿年前的那一次大爆炸 
　　
　　空间  时间 物质 能量的最初开端 
　　
　　
　　
　　那些构成你、我以及整个世界的原始物质 
　　
　　经过了多少亿亿亿次的发展变化   排列组合  失败成功
　　
　　才让我们得以在同一个时空 存在 
　　
　　所有  都  已经是奇迹  
　　
　　瞬间  其实  已经永恒 
　　
　　
　　
　　
　　
　　
46、探寻宇宙终极秘密，结局肯定会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心理学结束。求之不得，终结于神学。
47、有些启发。关于宏观的视角。
48、比最初三分钟好
49、很认真的物理思考
50、查漏补缺
51、最终时刻时间流的想象真是让人安慰⋯⋯
52、小时候看过的
53、挂吧 挂吧
54、关于宇宙末日的问题太过玄奥、涉及的时间长度超过通常的理解，仅备开拓眼界。比如，到宇宙
热寂，即形成稀薄的粒子汤的时候，文明社会仍然可以以极低的能量休眠。眼下更应该关心的似乎是
，110年后那颗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撞上地球的小行星真的会撞上吗？或者，人类会毁于小行星或者彗
星碰撞吗？
55、虽说都是猜测，但是依旧趣味无穷

56、高中的那段时间啊
57、想知道宇宙的终极命运吗？  这本书告诉你   书中有开放封闭平衡等三种不确定的未来      不过，最
近十年来这个领域有许多新的进展：现在可以确定由于暗能量的存在，宇宙终将走向终极寂寥
58、全民引力波的时候凑个热闹，好老的一本书，今天再看靴微有点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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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59、图个乐子...写得浅显得我都能看得懂，所以推荐！！！！
60、这本书让我坚信2012只是一个荒诞的谣言，宇宙中必然有其他生物存在--读着有点累～
61、末世的命运早已在创世之始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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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完保尔戴维斯的《宇宙的最后三分钟》虽然第一章 就是 “世界末日”  描述的极其惨烈形象却没
有出现 友人极度担心的 悲哀绝望 的读后感150亿年前的那一次大爆炸 空间  时间 物质 能量的最初开端 
那些构成你、我以及整个世界的原始物质 经过了多少亿亿亿次的发展变化   排列组合  失败成功才让我
们得以在同一个时空 存在 所有  都  已经是奇迹  瞬间  其实  已经永恒 
2、书中有很多理论的入门解释和思想实验，看多了容易混乱抓不住重点。我试着理顺下脉络，就是
找找中心思想。希望给有需要的人带来帮助。一、世界末日地球每相隔几百万年就会受到地外小行星
、彗星威胁，假如人类有足够长久的社会存在，一定可以运用高度发展的技术控制大尺度的物理系统
得以幸免于难。但是整个宇宙也有其诞生、演化、死亡的规律，人类能否运用技术得以避免一同消亡
的命运呢？二、走向死亡的宇宙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迟早会走向处于热动平衡的热寂状态，即
宇宙的死亡状态。这也证明了宇宙的寿命是有限的，它诞生于过去某个确定的时间。三、最初三分钟
整个宇宙起源于大约15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这个事件确定了宇宙朝着它最终的归宿演变。宇宙膨胀
、宇宙背景热辐射、化学元素的相对丰度，成为支持大爆炸理论的有力证据。宇宙暴胀行为的机制要
运用到量子真空概念。真空有一种或多种激发态，它被称为伪真空态，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真空状态，
会向下衰变到它的基态——真真空态。（真真空态是稳定的，不会衰变）伪真空包含的能量巨大，能
量的巨大吸引效应与它的负压力的巨大排斥效应相互竞争，最终压力获胜，产生一种非常大的排斥力
，将宇宙冲开，使宇宙在每10-34秒（-34是指数）增大一倍。四、恒星的末日超新星爆发是大质量恒
星的死亡方式，把自身撕成碎片，作为遗迹会在中心处留下一颗中子星或一个黑洞，而外面包围着抛
射出来的弥漫气体。而红巨星阶段标志着太阳一类小质量恒星的生命结束期的开始，在这之后红巨星
会收缩变成有行星大小的白矮星。五、黑夜降临黑洞的引力巨大无比，周围的时空会变得无限弯曲。
两个黑洞的合并过程会释放出远远超过当它还是灼热气体球时，由热核过程所放出的能量。引力虽然
是自然界最微弱的力，但它的累积效应不可小觑。因此，引力对天文尺度上的物体有决定性的作用，
宇宙也会受到引力的影响。第六章、给宇宙过磅宇宙的最终命运不是永远的膨胀下去就是停止膨胀开
始坍缩。这个答案取决于：膨胀速度与宇宙总引力的谁大谁小。膨胀速度可以用红移效应来确定。在
测量宇宙总质量过程中，科学家发现，可观测的物质仅占宇宙总质量很小一部分，还有大量未发现的
暗物质。第七章、悠悠岁月若假设质子会发生衰变，那表示所有的物质都将是不稳定的。在经过漫长
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后，宇宙中的普通物质已经消失。所有的黑洞都已蒸发。一些较重的粒子会很
快衰变，宇宙便走完了自己的历程，不会有任何事件来打破宇宙空虚荒凉的状态。第八章、慢道上的
生命若假设宇宙将会永远不断地膨胀下去，并且人类会一直生存下去，朝着技术发展的极限迈进。当
宇宙的资源越来越少，人类可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宇宙，并且使社会的活动速率与宇宙的衰退要匹配，
从而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永恒的主观感受 （即存在）。另一种假设，宇宙从无特征的初始状态发展到
结构越来越复杂的状态，是一种进步，而熵的增加或许是结构复杂性的附加效果。第九章、快道上的
生命如果宇宙的最终命运是坍缩，那么所有的事物，包括时间和空间都将不复存在。若存在超级生命
，他们只能在所能利用的时间内，做到对生存的充分理解，然后就能顺乎天命的面对自己必然死亡的
命运了。第十章、暴卒与再生宇宙可能处于一种伪真空态中，在一定的概率下，会向下衰变成它的基
态——“真”真空态，宇宙会以光速的速率暴缩成一个时空奇点，而一切东西都将立即湮没，不复存
在。或许超级生命可以创造一个婴宇宙使生命继续存在。第十一章、世界无尽头吗循环模型、无序暴
胀模型、稳恒态模型是几个可能会摆脱宇宙末日的数学模型。但是，如果宇宙有一个目标，并且它达
到了那个目标，宇宙一定会消亡，因为它的继续存在既没有理由也毫无意义。相反，若宇宙永远存在
下去，对宇宙来说根本不会有任何最终的目标，那么生存的意义又何在呢？也许，宇宙的死亡正是为
宇宙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3、翻译质量还算中规中矩，至少译者把想要原文表达的意思表达出了。这也是我对翻译作品的一贯
要求：把含义交给翻译家，把艺术交给天才，把感悟交给自己。下面是一些随想，小小感慨一下：1
）有限与无限雷锋同学曾经说过，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地为人民服务中去。这至少说明他取
得了有限和无限的和谐。2）感知与存在《大秦帝国》是我们都能感知的“历史”，“他”的存在却
与我们无关。生命在于对存在的感知？3）进化与退化恐龙与细菌相比，谁更高级？谁在进化，谁在
退化？古尔德在《生命的壮阔》中说，在一般意思上，恐龙的灭绝是由于其适应能力的“进化”，而
细菌没有这种“进化”，却作为种群存活了下来。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抢打出头鸟”。4）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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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宏观英国谚语说：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少了一匹战马，
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5）熵与自组织杯里的水变冷了，但却更甜了。6）力
与维度李斯在《流血的仕途》中试图说明，腰斩只感受到了一个维度，而四马分尸却能感受到四个纬
度。7）平衡与搏弈隔壁小强说，气球吹大了容易破，吹小了不好玩。8）量子借贷原来量子借贷也需
要归还。《自私的基因》中，基因对周边环境的获取迟早也是需要归还的。9）开始与终结什么是开
始？什么是终结？书名中的最后三分钟和书中论述的没有终结绝对是个悖论。终结应该是另外一种形
式的开始。在寻找终结的过程同时也许变成了寻求开始。10）因与果历史是可追溯的。《梦的解析》
把梦境和性的观念和行为推及到咱们的幼小时代。《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因生理和环境把
男人和女人区分开来了。11）质与量语言总是带有歧义性的，所以逻辑证明与精确描述把自己交给了
数学。生活中对未来的追求往往带来对未来的怀疑和否定。所以否定之否定才更具一般意义上的进步
吧。在完成《时间简史》写作的若干年后，Stephen Hawkings又写了一本书《霍金讲演录——黑洞、婴
儿宇宙及其他》，也许它是答案的一种探索。人要生生死死，而宇宙呢？
4、虽然开头有点造作, 但接下来的章节都写得特别好, 几乎对每一种流行的看法都有阐述, 而且深入浅
出, 适合任何层次的人阅读, 尤其是对了解大爆炸模型有帮助.我原本算有个比较清晰的宇宙观, 但看完
该书后反而变模糊了, 宇宙学就是个混账东西, 太过在意反而使自己脱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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