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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一书的作者站在科学最前沿，谈天说地，评古论今，从文学、
绘画、雕塑、音乐、哲学、逻辑、语言、宗教诸方面围绕着知识的界限、科学的极限这一中心议题进
行阐述。
作者不光对过去的，也对现在的和未来的科学极限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这些都对我们认识科学及其发展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本书是一本高级科普读物，它勾画了科学发展模式：当科学处于发展阶段时，会有许多令人激动的
新发现、新公式和不同凡响的预言；当科学成熟时，科学本身越来越使人们坚信它能提供一切问题的
答案；然而，当科学变老时会发生什么呢？
科学到底能走多远？
这正是本书所要展开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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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巴罗，英国苏克斯大学天文学教授。
巴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处于研究前沿的科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
他那独具神韵的文体、对深奥思想的阐述能力以及创作的激情，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巴罗主要作品有：《万物理论》、《宇宙学的人择原理》、《世界中的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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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前言第一章 不可能之艺术　逆向思维的魅力　面孔与游戏　无所不能的神　悖论　视觉悖论　
语义悖论　确定性极限　宇宙速度的极限　本章概要第二章 进步的希望　越过彩虹　通过电讯大道到
波利尼西亚去旅行　进步与偏见　无限度知识的大观念　否定论　关于不可能性的19世纪观念　本章
概要第三章 着眼未来　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极限的含义？
　可能的未来　杂乱无章学　选择的极限和绝对的极限　我们是建筑师还是外科大夫？
　未来的市场　还余下多少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本章概要第四章 人类的存在　大脑何用？
　计数词　现代艺术以及文化死亡　复杂性比赛：攀不可能之山　难操作性　前沿精神　多样性的终
结　科学总是带给自己死亡吗？
　死与科学之死　极限的心理学　本章概要第五章 技术的极限　⋯⋯第六章 宇宙学的极限第七章 深
层极限第八章 不可能性与我们第九章 再论不可能注解内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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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书的主旨如副标题所述，讨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
　　科学的极限往往是世纪末的热门话题。
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登峰造极，祝捷庆功之余，极限论冒头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迈克耳逊说：“物理学大厦已经建成，它被将来新发现取代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
⋯⋯我们将来的发现必须在小数点后第6位寻找。
”然而，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建立使这种极限论成了笑柄。
　　科学的极限这个命题很难处理，弄不好就会陷入悲观论。
巴罗有鉴于此，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他将科学的未来按自然界的极限与人类认识能力的极限分为四种可能：自然界无极限，人的能力也无
极限；自然界无极限，人的能力有极限；自然界有极限，人的能力无极限；自然界有极限，人的能力
也有极限，并旁征博引地加以综述，这不仅给读者以充分想象的空间和选择的自由，而且不落窠臼，
“引而不发，跃如也。
”手法确实高明。
　　对极限的科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作者对此加以发挥，触及许多科学的前沿，谈天说地，挥洒
自如。
宇宙学是其专精，滔滔然笔锋所向，遍及暴胀宇宙、混沌宇宙学、多维空间、时间隧道、黑洞奇点等
假说和概念。
此外，超弦理论、分子生物学、认知科学等也是他讨论的领域。
这些科学前沿的假说和概念大多没有定论，为天马行空的思绪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
　　此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对各种悖论的讨论。
悖论的英文是paradox，也译为“佯谬”。
在物理学中，佯谬往往以理想实验的形式表现出来，对物理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爱因斯坦的“追光实验”启发了他对狭义相对论的研究；“双生子佯谬”及“祖父佯谬”　　促进了
对相对论含义的深入探讨；最近提出的“黑洞信息佯谬”，正在为广义相对论与量子论的结合催生。
“薛定谔猫佯谬”和“EPR佯谬”　　使物理学家争论至今，不仅加深了对量子力学解释的理解，而
且围绕后者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衍生出量子通信、量子编码、量子计算机等潜在新技术。
　　巴罗在《不论》中列举了十几个悖论，对它们的讨论深化了对各领域关键问题的认识。
悖论的实质是形象化地揭露矛盾———将矛盾的对立推到极至就成了悖论。
它显示出现有理论体系的局限，呼唤突破。
　　突破，首先要对旧体系说“不”。
如果不否定地心说，就无法建立日心说。
说“不”的最大好处是冲决藩篱，有助于突破。
但有利必有弊，说“不”最大的弊病是可能因此而人为地设限，使人被“不”　　吓住了。
因此，在科学前沿上，正确地拿捏说“不”的分寸是不容易的。
听到别人说“不可能”时，一定要追问：“根据是什么？
”　　例如，“不可能超过光速”的理论根据是狭义相对论，但超光速并非绝对不可能，而是必须突
破狭义相对论现有的理论框架。
如果说“不”者提不出根据，那么说“不”就只是他个人的信仰了，信仰各有所好，却无约束力。
最近有人写书否定地外文明的存在，其实这并无科学根据，更不能因此而阻挡人们去探索地外文明。
又如，霍根相信“科学终结”，而我们有权不信。
所以，追问说“不”的根据，这非常重要，否则就不敢突破，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其实，说“不”是为了求“是”，持这样的态度才不会为“不”　　所惑，才能从“不”中获取
最大的收益。
　　《不论》不仅泛论科学的各个方面，而且旁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技术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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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作者用质疑的多向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
这对惯于单向思维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不习惯，但不习惯不正标志着进入了新的境界吗？
由此可以扩大眼界，开阔思路。
当前正极力提倡创新，创新要克服保守，敢于突破；创新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不论》在这方面展现了广阔的天地，不仅使读者漫游了科学的最前沿，还介绍了各种不同的科学思
想方法，特别是多向思维、逆向思维以及跳跃式的联想，善加利用将会有助于创新。
例如，艺术家可以从中了解到科学与艺术原本相通。
科学前沿的一些新思想往往会激起艺术家的灵感，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作品来。
数学中的多维空间概念及哥德尔定理就在艺术界引起了回响。
读者如能以开阔的胸怀和勤思善问的头脑来读《不论》，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可能是从此书获
益的最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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