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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多数词汇都蕴涵一段认识的历史一样，时间一词，也全息地蕴涵着人类的一切文

明的影子，仿佛是一条时间隧道，贯穿着亘古和未来。关于时间是什么？古代罗马神学家圣.

奥古斯丁曾经回答说：“如果没有人问我时间是什么，我就知道；但若任何人请求我告诉他，

我就无能为力了。”（《关于时间：爱因斯坦未完成的革命》P7） 

    在我们的日常汉语里面，与“时间”同样常用的同义词有“时光”和“光阴”。我不知

道我们的先人为什么把时间称为“时光”和“光阴”，在用于表示时间的词汇里镶嵌着一个

“光”字。有趣的是，西方科学在探索时间性质时总联系着对光的性质的研究，从迈克尔逊

与莫雷根据光在以太中不同方向传播设想来测量以太漂移速度的实验，到爱因斯坦透过对相

对运动的观察者观测光信号的同时性的追究而导致时间与运动密切相关的相对性的发现，对

光的传播的研究总是伴随着对时间概念的思考，东西方文明在此真可谓巧合。 

    另一个与时间密切相关的常用词汇是“宇宙”或者“时空”，古人云：“上下四方曰宇，

往古今来曰宙”，古代中国人的宇宙包含着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空间和时间是紧密联

系的。西方科学从牛顿的绝对时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到量子力学的量子时空，对时间的

探索总是密切联系着对空间的理解，这又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巧合，类似的巧合还可以在更

多的文明之间找到印证，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在我们共同生活其中的这个世

界里，时间似乎是个从古至今始终未解的永恒谜题。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哲学和宗教都曾经对时间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或感慨，例如佛教认

为世界是处于永恒流动变迁的无常当中，面对时间的无限和生灭的短暂，释迦告诉须菩提说：

“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

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金刚波罗密经》）。又

如基督教的圣经记载：“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

岁’”，阐述神创造时间。面对时间如流水东逝，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

进同一条河流”，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相对于哲学和宗教的冥想，科学把时间正式作为研究的对象，是近代以后的事了。《关

于时间》就是一本从西方科学的视角比较全面地探讨时间问题的面向普通读者的读物，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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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戴维斯力图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向我们介绍由爱因斯坦发起的迄今尚未完成的人类对时

间概念理解的革命，对诸多有趣的话题如“量子时间”“虚时间”“黑洞”“时光倒转”，书里

都以大量篇幅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并且其中没有罗列令人望而生畏的数学公式。尽

管如同作者在前言所说的，“对时间的科学研究常常使人忐忑不安、迷惑不解和心惊肉跳，

有时又让人模不着头脑”，以至于“当你读完这本书后，也许你对时间的理解比没看本书之

前还要困惑。事实上，在写完这本书后，我自己感觉更加迷惑不解了”，但是书中介绍的科

学家们对时间的思考和在书的末尾所开列的至今悬而未决的 12 个时间难题，对于有兴趣于

探讨这个亘古之谜的人们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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