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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多彩的镜子》

内容概要

本书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优雅而富有诗意，并且总是能以极具原创性的
声音进行表述。戴森将关于宇宙中的生命这一大主题的各种话题，灵巧地编织在
了一起。通过对人类状况缜密的思考，就未来的生物技术形成了一种鼓舞人心且
令人大开眼界的观点。
—————————————————————————————————————
《一面多彩的镜子》无意将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全部思想整
合成一种统一的理论。相反，本书强调的是宇宙得以呈现给我们的种种方式，以
及我们作为其过程的观察者和参与者，该如何对其作出回应。
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和自命的科学异端，戴森的绝大部分工作完成于20 世纪，
但是他也许会作为21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为后世所铭记。他的演讲和著
作在论及未来事物的本质时，向来不乏充满远见卓识的推测；而他最新的这本书
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关于生物技术、生命在宇宙中的命运以及生物学与宗教之
交汇的文章合集。
— — 《种子》杂志
无论是对科学家还是对普通读者来说，戴森的这部演讲集都是引人入胜的，
都会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感。
— —《自然》杂志（生物技术分册）
妙笔写科学，优美而清晰，明显带着激情。戴森以其非凡的头脑，创建了各
种出人意料的联系。广大读者定能从本书的智慧中获得极大的愉悦。
——马赛洛·格莱泽（Marcelo Gleiser），
达特茅斯学院物理学与天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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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多彩的镜子》

作者简介

弗里曼· 戴森（Freeman Dyson， 1923 －），他证明了施温格与朝永振一郎的
变分法方法和费曼的路径积分法相互等价， 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建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是量子电
动力学的第一代巨擘。他发表于 1956 年的论文《自旋波》堪称物理学史上的 重量级论文之 一。1960 
年，他又提出了旨在 有效利用外太空能量的“费曼球”理论。因 为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先后获得了
伦敦皇家 学会休斯奖、德国物理学会普朗克奖、奥本 海默纪念奖、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的哈维奖等
多项殊荣。
戴森教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大科学家， 更是一位科学界的通人。1953 年后，他一直 在举世闻名的普
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 与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费米、费曼、杨振 宁、李政道和维纳等科学
巨匠有密切的交往， 对美国科学界近几十年的发展动态和内幕相 当了解。他一生优游于数学、粒子
物理、固 态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等广 阔的学科领域，同时又热爱和平，关心人类 命
运，思索宇宙与人类心智的奥秘，检讨人 类道德伦理的困境。他重视普及性读物的撰 写，先后出版
了《全方位的无限》、《武器 与希望》、《宇宙波澜》、《想象的未来》、 《太阳、基因组与互联
网》、《想象中的世界》 等多部广受读者欢迎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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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多彩的镜子》

精彩短评

1、脑洞好大
2、让普通读者也能感受一下大师的思想，还通俗易懂，比时间简史有趣
3、“每一种态度都是人性这条完整消息中的一个音节，需要我们全体参与，才能将这条消息的含义
完整地表达出来。” / 不会太科普  但长篇大论还是会略感无趣  摘录都是几十年前的语录或者研究 / 宇
宙未必永存  但永远值得思考
4、第二章里提到的“个体人类的破坏力会被技术加强”的观点深得我心，于是就手不释卷了⋯⋯总
的来说讲得非常好，即使不学无术如我也能完全看懂这些证明。从第五章开始的学术气息更是让人摩
拳擦掌，确实是叫人很有兴趣读下去。可惜整个说明的过程在文笔上还有所欠缺，不得不只给4星。
5、断断续续的看完了，有些内容已经遗忘，但印在脑子里的想法是：牛逼。刚读完的人类经验种种
，更让我觉得戴森不愧为牛人
6、非常有启发性。五星推荐！
7、年度十佳，牛叉
8、值班读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的书，《一面多彩的镜子：论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里面提出
“生命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生命只能是血肉组成的吗？如果是这样，人
类在宇宙中实在是太偶然了！我曾经畅想过融化的金属作为血液的可能性，为什么不行呢？前几天读
到其他书提到的人择原理，说是宇宙就是为人类而一直在做着准备。那么如果没有人类，宇宙在其他
生物中的眼中还那样吗？笛卡尔的“我知故我在”被批评为唯心主义，我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敢畅想了
！[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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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多彩的镜子》

精彩书评

1、周末在家，有时间拿起王志毅博士几个月前送的书，那是启真馆制作、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的书
《一面多彩的镜子：论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是具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大家写的科普读物，涉及科学
的诸多领域。作者把科学家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爱因斯坦是刺猬，冯·诺伊曼是狐狸。他认为，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是土地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气象学问题。他认为，如果生命是数字的，就可以永远
存在下去，但是物理学定律和信息论定律却只允许模拟生命存活。他也认为，下一个冰河期本应该已
经到来，而人类活动却推迟了冰河期的到来，这应该是好事！书中还介绍了寻找外星生命的各种实践
，还涉及神经、幻想文学、宗教思想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里面提出“生命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
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生命只能是血肉组成的吗？如果是这样，人类在宇宙中实在是太偶然了！我曾
经畅想过融化的金属作为血液的可能性，为什么不行呢？前几天读到其他书提到的人择原理，说是宇
宙就是为人类而一直在做着准备。那么如果没有人类，宇宙在其他生物中的眼中还那样吗？笛卡尔的
“我知故我在”被批评为唯心主义，我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敢畅想了！我一直赞叹生命之奇妙，想象其
他形式生命的可能性，这本书给我新的启示：也许生命可以不是由血肉构成需要恒定温度作为条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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