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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理论物理来说应该只是入门书吧，但对于我却是又一次的科普了。量子世界充满着模糊和不
稳定性。它呈现给我们的物理过程图像，完全不同于日常经验所引导我们所预期的。
2、尽管有很多地方还没有看懂，但是看过之后还是觉得很有意思。长知识，开脑洞。
3、这世界不只是眼前的经典物理，还有波函数和量子理论。（其实读到叠加原理的时候智商就不够
用了⋯⋯
4、虽然只是一本小书，内容涵盖范围却非常广。深度当然不够，但是对一本入门读物来说，刚刚好
。
5、一般量子理论科普的简洁加强版
6、这种小书好，睡前八十多页了解一个事情，虽然有些还是不太懂，不过对于一本书来说够了
7、狄拉克亲传弟子所写，通俗流畅，冷静克制，极少的数学公式和物理原理讲清了EPR、观测者世界
，入门的好书。
8、kindle版
9、1
10、对于外行来说太简略，对于入门的人来说又太简单
11、呃...难了。不过看一些不懂的书有益身心健康。
12、浑沦吞枣看完
13、一本量子力学的通识读本，不断呈现出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体系的seeking compatibility - 不过，
但凡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更加激烈的revolution应该也不会远了
14、很简短的一本量子理论发展史，一句话评论：我看不懂。。
15、一知半解，虽然很浅。
16、看不太懂哈哈哈哈otz
17、如果物理白痴也能投票，我更倾向确定论解释，只是人类还理解不到原理。人类作为四维世界中
的三维生物，是没有资格去相信平行宇宙这种天方夜谭的。
18、非历史地学量子力学可以是灾难性的体验。但是面对这种接近完美的历史解释，又难免疑惑有没
有更直接的理解此类事情的方式。
19、主要还是讲历史，顺带粗略地讲了下相关的理论。P.17 “德布罗意王子”不是很恰当，应为“亲
王”；P.64 “第十六颗卫星——土卫七”应该是原文有误。
20、似乎是介绍得很清晰，但是仍然有些东西是我这样脑子笨的文科生看不太懂的，但是量子力学的
发现的贡献绝对是爆炸性的，就如同20世纪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探讨。
21、不推荐本书。对于量子理论的门外汉来说，本书依旧晦涩难懂，即便作者已经尽可能的降低了难
度。同时本书对量子理论发展过程进行介绍的逻辑让人摸不着头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作者想到哪儿
就说哪儿。
22、读此书一方面是起于一个研究太阳物理的好友，一方面是因为近来不断有人文学者用量子力学来
分析文学作品，我觉得后者有点儿过了。不可测定理论、多重平行世界、波粒二象性等概念-机制的提
出的确像作者说的“约束了形而上学”。但值得讨论的是，爱因斯坦由提出到后来厌弃量子理论的背
后，究竟是什么？另外，就哲学和量子力学而言，coherence和decoherence这两个概念似乎可以进一步
考察，卢卡奇曾经不厌其烦地使用coherence。
23、感觉我高中的时候应该能读懂
24、只是花了一个半小时听了一遍，很自然无法完全理解，其实能达到30%已经算不错了。但是作为
非物理专业，更重要的是对于其思想的理解以致对自己思维的开拓。可以通过这里的思想尝试理解市
场行为。在这方面认为达到了40%。还是要再复习的。不得不说，牛津通识读本确实很好！要读很多
本！
25、短小 还算清晰
26、如果研究量子物理能教会人们什么，那一定是世界充满了惊奇。
作者很善于把物理学概念比喻得生动形象。
27、1-翻译不是很过关。2-感觉科学发展到前沿与哲学仅一线之隔。3-幸亏物理学家们擅长打比方，
不然我万万看不完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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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作为科普书水平是良好的
一直想打通量子理论、佛学和历史哲学
29、对量子的理解只能达到能明白波粒二相性的水平
30、看不太懂
31、是通识，不是科普啦。
32、用兔同学送的阅读架读完的第一本书竟然如此有逼格。。。
33、受益匪浅，无论是物理上，还是哲学上的。量子理论的的确确的改变了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
，即以一种量子概率去思考事情。世界的朴素客观性给人以希望，但我们更多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本来
的面貌。物理有些时候真的是哲学的根基，我们的一些看世界形而上的思想是一定要和真实世界统一
起来的，不管这让人们感到乐观，还是悲观。
34、重要问题都谈到了，但是谈得太浅。
35、深度差不多刚刚好，在抛开数学公式的情况下，我还是有大量段落需要反复阅读才能读懂。但一
直知道自己智商不高，这样也正常。虽然因为看了大量科幻小说，对于量子理论过多或少有些了解，
但读完此书才算有比较系统准确的理论基础。
36、大家还是需要科普的
37、看不懂
38、讲述量子物理的瑰丽与所以然。感慨数学工具和哲学才是人类思维的终极。当工具走在理论前面
，人类可以用数学工具推理、验证理论，却无法测量，或理解。如玻尔所说，世界不仅比我们想象的
要奇怪，而且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还要奇怪。这是少数人的幸运。也是多数人的悲哀。
39、读到后期智商就不够用了。。。
40、激发了激情
41、曾经还是个科学青年

Page 6



《量子理论-牛津通识读本》

精彩书评

1、不可捉摸的现实 李淼/文 对于我们的世界，科学家有两套体系来解释。 第一套体系已经存在了300
多年，这就是牛顿的力学体系，机械论。事实上，这套体系的核心概念至少存在了2000多年，从亚里
士多德开始，认为世界像一个大钟一样一旦上紧了发条，就有条不紊地运行下去，直到永远。这套体
系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吻合，里面的概念都可以用我们眼睛看到的具体事物来实现。 第二套体系存在了
不到100年，严格说来是90年，这就是几位最幸运的天才在1925年前后发现的量子力学体系。根据这套
体系，我们人眼看到的并不是世界背后最基本的元素，例如一个物体的状态不可以用它的位置和速度
来描述。根据海森堡，我们可以谈一个粒子的具体位置，也可以谈它的具体速度，但不能同时谈它的
位置和速度。这样，我们熟悉的简单决定论就失效了：当我们知道粒子的位置时，为了预言它下一刻
的位置，就必须知道它的速度。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 不确定性原理完全违背了我们的
直觉。但事情不会到此为止，量子论总是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比如纠缠，这个现象说，相隔
遥远的测量结果会互相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看起来是瞬时的，这就是量子物体之间神秘的纠缠。但是
，你却不能通过这种纠缠实现瞬时通信，更不能实现心灵感应。 还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例如
，你无法区别两个电子，它们不同于两个人，可以叫作张三和李四。两个电子确实有两个，但不能被
我们标记为甲电子和乙电子。在某个时刻你看到的两个电子，在下一个时刻你已经无法区分谁是谁了
。 我们可以将量子世界的特点一直罗列下去，但这不是这篇序言该做的事情。其实，这也不是英国著
名物理学家约翰·波尔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在这本小书中想做的事情。量子世界虽然不可思
议，就像该书首页引用的费曼名言“我认为我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所说的，但
如果没有量子论，太阳不会燃烧，原子会四分五裂，我们熟悉的整个世界会四分五裂。 这本书不能看
作普及量子论的科普书，但它还是某种形式的科普。它不为完全不懂量子论的人解释量子论，但它梳
理了量子的基本概念和性质。与普通量子科普书不同的是，作者想告诉我们量子世界是如何令人惊讶
，物理学家如何试图把握这个理论，如何提出不同的解释，比如哥本哈根解释、新哥本哈根解释、隐
变量、贝尔关于量子的非实在论的工作，甚至还有多世界解释—我们的世界通过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
不断地分裂成更多的世界，等等。因此，这本书不仅应该推荐给普通人，更应该推荐给物理系的学生
和物理系的教授阅读。 确实，阅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我又重新理解了过去以为已经理解的各种理论
，多世界也好，测量问题也好，意识在量子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好。反正，这是一本值得任何对自然抱
有好奇心的人静下心来认真看一遍的书。我个人觉得这本书不那么容易懂，却还是要推荐给大家，书
中的每句话都是作者认真思考过的。 最后，想谈一谈作者本人，约翰·波尔金霍恩。我们读研究生的
时候，一些对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就已经熟悉他的名字了。他研究过夸克，以及粒子
作用的一些性质。当我陷入超弦理论时，我还阅读了他和别人合著的一本关于粒子散射的名著。尽管
他的物理学成就足以引起任何一位同行的敬意，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在中年时放弃了专业物理
学家身份，成为一名专业牧师。当然，在成为专业牧师后他并没有放弃物理学，例如你手中的这本书
就是他在2002年出版的。 当他退出物理学界时，他47岁，这是1977年，那时我快高中毕业了。他说，
他在25年的物理学职业生涯中已经做了能够对物理学做的事，他的最重要的研究也许已经做了，因此
，神职工作应该是最好的第二个职业生涯。确实，他在第二个职业生涯中做得十分出色，56岁时担任
了剑桥三一教堂的院长，同时担任皇后学院院长，直到66岁退休。 波尔金霍恩除了专著外还写了几本
科普著作，写得最多的还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共26本，还获得了邓普顿奖金。他认为存在自由意
志，这一点我很喜欢，因为我也相信人有自由意志。但他不认为自由意志与量子世界的随机性有关，
我却坚定地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与量子有关，不一定是简单的随机性，也许与霍金的“无界理论”有些
关系，我不确定。不管怎样，他是我的一个榜样，成功地实现了第二个职业生涯，当然，我不是有神
论者，我的第二个职业生涯将是什么我还很模糊。作为序言，我扯得有点远了，但我觉得了解作者本
人对阅读他的著作有帮助。 李淼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天体物
理专业，1984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89年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学习
，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费米
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2013年加盟中山大学。研
究领域为宇宙学、弦论、高能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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