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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知名科学家，霍金非常活跃，
轮椅和身体疾病并不能限制他思维的翱
翔。他的言论，有时超出了其主要研究的领
域，引发广泛探讨。但不论人们认同或是反
对，都承认其观点有创新性。

我们来自哪里，去向何方？霍金的思考总
能让人们再次仰望星空，让思绪投向遥远的
宇宙与未来。

宇宙起源

2006 年霍金曾表示，爱因斯坦的广
义相对论无法解释宇宙如何由大爆炸形
成，如果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相结合，
就有可能解释宇宙是如何起始的，“这是
回答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的宇宙
学核心问题”。

他和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一起证明
了奇点定理，认为宇宙起源于一个时间和
空间消失、物质密度无限大的奇点。

在霍金想象中，宇宙起源有点像沸腾水
中的“泡泡”。他认为，宇宙的开端，可能出现
了许多“小泡泡”，然后再消失。“泡泡”膨胀的
同时，会伴随着微观尺度的坍缩。一些坍缩的
“泡泡”，由于不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来不及
发展出星系和恒星，更不用说智慧生命了。但
一些“小泡泡”膨胀到一定尺度，就可以安全
地逃离坍缩，继续以不断增大的速率膨胀，形
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

“我们已经观察到，宇宙的膨胀在长期

变缓后再次加速，现有理论仍不能很好地解
释这个现象。宇宙学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
学科。我们正接近回答古老的问题：我们为
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他说。

黑洞理论

1974 年，霍金提出了著名的“霍金辐射”
学说，该学说是霍金对天体物理学作出的最大
贡献之一。

霍金在该学说中指出，黑洞在特定条件
下会放射出一种微小的放射物，最后所有的
黑洞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蒸发掉。但是
根据量子力学所描述的微观粒子的运动规
律，黑洞及被其“吞噬”掉的物质是不会简单
消失的。

30 多年来，霍金试图以各种推测来解释
这些相矛盾的观点。他还曾提出，黑洞中有关
量子力学的规律是不同的。但是他的这一观点
遭到了他的同事和其他国家科学家的质疑。

霍金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后在 2004 年
柏林的一次会上提出，一些被黑洞吞没的物
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从黑洞中“流淌”
出来。也就是说，黑洞既“破坏”也“建设”。

人类未来

霍金 2008 年曾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大胆预言，假如人类的历程再走 100 万年，
“人类的足迹必将进入那些从未涉足过的宇

宙空间”。他说，新世界的发现对旧世界产生
了深远影响，“否则我们就不会见到现在满世
界的麦当劳和肯德基了”。

霍金说，人类向外太空扩展将带来比发
现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更巨大的影响，彻
底改变人类未来。他认为，人类将在 30 年内
在月球上建立基地，以开展长期的宇宙探索
活动；在 200 年至 500 年内，人类将发明新的
推进系统，让在太阳系外的宇宙空间开展载
人探索变得可能。

“请(对宇宙)充满好奇，”他说，“我们必须为
了人类继续走向太空。如果不逃离我们脆弱的
星球，我们将无法再生存 1000年。”

霍金说自己时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人
类(在宇宙中)是孤单的吗？”“答案很可能是
‘不’。”

这位身体无力却思想飞扬的科学家说，
如果外星生命有足够智慧，以至于能向太空
中发送信号，那么他们肯定也聪明到了可以
制造破坏性核武器的地步了。他本人倾向于
这样一种假设——— 宇宙间的原始生命是非常
普遍的，但是智能生命却相当罕见。

人工智能

霍金坦承人工智能的初步发展已证明了
其有用性，但他担心这类技术最终会发展出
与人类智慧相当甚至超越人类的机器。“到时
它(机器)将可能以不断加快的速度重新设计
自己，而人类则受制于生物进化速度，无法与

其竞争，最终被超越。”
2014 年，霍金曾与另外几位科学家为英

国《独立报》撰文，称人们目前对待人工智能
的潜在威胁“不够认真”。“短期来看，人工智能
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谁在控制它。而长期来
看，这种影响将取决于我们还能否控制它。”如
何趋利避害是所有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过也有科学家认为，霍金对人工智能
的未来过于悲观。他们指出，至少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人类会完全掌控这类技术的发
展，利用它来解决许多现实问题，而要让人
工智能技术得到“充分发展”，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综合本社记者杨骏、张忠霞、刘石磊、
郭爽报道)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让我们再次回望霍金的那些预言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
14 日凌晨在英国剑桥的家中去世，享年 76 岁。天才的离去不禁
让全球叹息。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霍金是一个“卓越、非凡的人”，是“他
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万维网之父”、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说：“我们失去了一
个伟大的头脑和一颗美好的心灵。”

霍金在宇宙和黑洞研究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美国航天
局将他称为“科学使者”，“他的理论解锁了我们和世界正在探索
的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宇宙”。

欧洲航天局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引述霍金的话“记得仰望星
空”，并写道：“怀念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他告诉我们，
梦想的实现没有限制。”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说：“霍金的离去留
下了一个知识的真空。但这并不是空无。那应被看做是一种渗透
时空、无法被衡量的真空能量。”

除学术研究外，霍金对科学普及的贡献也为人所称道，他
写的《时间简史》成为全球畅销书。俄罗斯科学院天文研究所
天体物理与演化研究部主任德米特里·维伯说：“霍金为天文
学和物理的普及作出了异乎寻常的贡献，使相关科学知识的
传播广度达到短时间内难以逾越的程度。他的科普著作出版
量巨大，并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这样的科普效果世所罕见、
难以超越。”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刊文称，很多科学家认为霍金应
获得诺贝尔奖，而霍金却没有等到这一奖项。但无论如何霍金
都在科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参与拍摄的科技影视作品使
他在科普界广受好评。

英国科学协会首席执行官凯瑟琳·马西森说：“霍金是真
正的天才，与公众接触多且受到敬仰。他出版《时间简史》时，
大多数人认为一本物理学书籍不会有人买。但霍金知道人们
想读它，结果也确实如此。他写得很明白，作了解释，却没有噱
头。他让我们都很好奇。人们都敬仰他，这种公众敬仰打破了

大众文化和科学之间的种种界限。”
“霍金将因其对科学的惊人贡献被铭记——— 他让复杂的

理论和概念走近公众，”美国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
德拉发表声明说，“他也将因其精神，以及对获得宇宙完整理
解的无尽追求被铭记，尽管曾面对众多障碍。愿他安息，他的
遗产和辉煌永存。”

俄罗斯应用物理研究所高能天体物理实验室研究员克
拉西利希科夫认为，霍金边从事科研边与疾病斗争的历程激
励了无数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天体生物学高级讲师布伦丹·
伯恩斯说：“作为同行科学家，我为斯蒂芬·霍金取得的成就
感到震撼。他了不起的睿智和洞见塑造了我们对宇宙和我们
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看法。”

霍金离世后，美国行星学会在推特上写道：“再见，霍金博
士。谢谢你与这个暗淡蓝点(太空探测器“旅行者 1 号”拍摄的
地球)分享你的美丽思想。”(综合本社记者郭洋、张家伟、郭

爽、栾海、周舟报道)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 14 日就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逝世答问时说，霍金先生
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与疾病顽强斗争的科学斗
士，他本人和他作出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

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霍金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
家，也是一位与疾病顽强斗争的科学斗士，为科学为人类作出
了巨大贡献。

他说，霍金先生生前曾三次来华，中国领导人曾会见他，
中国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们也同他进行过愉快的交流。霍金
先生关心中国的发展建设，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作出了很高的
评价。他也十分喜爱中国文化，曾十分坚持并最终在助手的
帮助下实现了登上长城的愿望。

“我们对霍金先生不幸去世表示哀悼和惋惜，向他的家
属表示慰问。霍金先生和他作出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陆慷
说。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14 日去世，人们
纷纷感到惋惜。就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
等人那样，霍金被认为是科学在我们这个时
代的一大代言人。那么，霍金自己愿与历史上
哪位科学家相比呢？记者曾有幸获得他的答
案。

霍金与上述几位科学巨匠的人生确实
有些时间上的巧合：霍金生于 1942 年 1 月
8 日，而伽利略去世的日子是 1642 年 1 月
8 日；霍金 3 月 14 日去世，而 1879 年 3 月
14 日是爱因斯坦的生日。在科学史上，类似
巧合常为人津津乐道，比如牛顿在伽利略
去世后一年内出生。

霍金自己最希望与哪位前辈产生关联
呢？2011 年，记者常驻英国时曾与霍金联
系过专访，后虽因故取消，但还是通过霍金
当时的助手朱迪丝·克罗斯德尔女士获得
了一段霍金的文字答复，以及用机器合成
的他独特声音的音频。

“我出生在 1942 年 1 月 8 日，基本是
牛顿出生的 300 年后，我在自娱自乐的时
候，会将自己的事业与他 300 年前的事业
相比。”霍金在给记者的邮件回复中说。

霍金说，他在有些方面走在牛顿前面，比
如 1959 年 17 岁时就上了牛津大学，而牛顿

1661 年比他大了近两岁才上剑桥大学。霍金
毕业也更早，在 20 岁，而牛顿 22 岁才毕业。霍
金在 23 岁时成为剑桥大学冈维尔—凯厄斯学
院的“院士”，这是一个学院中给研究人员的高
等职务，而牛顿在 24 岁才成为剑桥大学三一
学院的“院士”。

“但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牛顿都走在我
前面。”比如两人都担任过剑桥大学尊崇的
“卢卡斯数学教授”一职，牛顿是在 1669 年
26 岁的时候，而霍金到 1979 年 37 岁时才当
上。

霍金还点评了牛顿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经
历。他说，牛顿在 1689 年代表剑桥大学进入英
国议会，但“唯一的贡献就是抱怨一项法案，还
有要求关上窗户”，“我很高兴我没有试图成为
议员”。

虽然霍金对牛顿在宗教方面以及担
任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期间的一些行为
似乎有些看法，但他还是非常崇敬这位科
学前辈 ，他引用了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
普的诗句：“自然和自然界的规律，隐藏在
黑暗中 。上帝说：让牛顿来吧 ！于是一切
变得光明。”

(记者黄堃)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霍金更愿与谁比
新华社记者有幸得到答案

“如果宇宙不是你所爱之人的家
园，那这个宇宙也没什么值得探索。”英
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曾说。14 日，
76 岁的他永远停止了对所爱宇宙的探
索。

这位常通过语音合成器讲英式冷笑
话的物理学家，虽身困于方寸轮椅，却未
停止过对无垠宇宙的思考。

后进生中的“爱因斯坦”

1942 年 1 月 8 日，在伽利略去世三
百年后，霍金出生于英国牛津。学生时
代，霍金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天才少年”。

他对学校课程不太感兴趣，很长一段时
间都是排末位的后进学生。但他对物理
和天文学格外着迷，从同学中收获了“爱
因斯坦”这一昵称。

“物理和天文学让我们有望真正理
解自身起源以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
想彻底弄清宇宙的奥秘，”他说。

兴趣的驱动力巨大，霍金选择了科
学探索之路，开始崭露天赋。17 岁，他进
入牛津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很快获得一
等荣誉学位，随后前往剑桥大学研究宇
宙学并获博士学位，最终留校从事研究
工作。

当年轻的霍金正准备在学术上大展
拳脚时，一种罕见疾病却几乎击垮了他。

1963 年，霍金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性侧
索硬化症，医生告诉他最多只能活两年。
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以为生命就要结
束了，可能再无机会将自身潜能发挥出
来，但到了如今“可以静静地满足于我的
生活了”。

霍金在疾病恶化初期并不愿接受帮
助，他固执地希望被当成正常人对待。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末，他
才最终被说服开始使用轮椅代步。可谁能想到，后来他竟爱上了
“轮椅飙车”，经常把电动轮椅开到全速，然后欣赏助理担惊受怕
的表情。

到了 70 年代后期，疾病已让他的言语功能严重退化，并最
终失去说话能力。幸运的是，电脑专家帮他设计了一个特殊装
置，可用手指在屏幕上选字，然后通过语音合成器把想表达的内
容“说”出来，这也成为他后来的励志形象。

“物理学史上最美丽的论文”

疾病并未击倒“固执”的霍金，而让他在轮椅中静静探索
宇宙的真谛。

霍金在剑桥时与英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合作提出了彭罗
斯-霍金奇性定理。二人共同发表论文称假若宇宙遵守广义相对
论，并且含有足够多的物质，则它必定起始于大爆炸奇点。

霍金随后又开始了对黑洞的探究。1974 年，霍金在英国
《自然》杂志发表论文阐述黑洞辐射理论。由于观点激进，不少
学者一开始持保留意见。但随着时间推移，论文获学术界认
同。剑桥大学教授夏马形容论文为“物理学史上最美丽的论文
之一”。

卓越的学术成果让霍金收获很多荣誉。他当选英国皇家学
会院士时才 30 多岁，是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霍金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上世纪 80 年代他与几位学者
展开“黑洞大战”争辩，他还爱就科学命题与其他科学家打赌。不
过，他勇于承认错误。他在 1985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描述，假如
无边界提议正确，宇宙最终会停止膨胀，开始坍缩，这一过程中，
时间会朝反方向流逝。他的学生发文驳斥，霍金重新审视后承认
自己观点有误。

霍金不希望做高冷科学家，而是细心深耕科普领域，让更多
人爱上科学。他写的《时间简史》被翻译为 40 多种文字，堪称史
上最畅销科普书。全书中只有一个公式——— 爱因斯坦的质能方
程，其深入浅出程度可见一斑。

他还多次客串影视作品，他在美剧《生活大爆炸》中批改剧
中人物谢尔登的论文；在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中，他扮演自己，
并和牛顿、爱因斯坦的全息影像打牌。探索频道的纪录片《与霍
金一起了解宇宙》以及以霍金传记电影《万物理论》都得到他鼎
力支持。 (记者张家伟)新华社伦敦 3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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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大学学院有一个
赛艇俱乐部，俱乐部最知名校友簿上有七个
人，其他 6 人中，5 人参加过奥运会，两人获得
过金牌，还有一人是世界上第一个驾帆船横
跨三大洋的女性。霍金是唯一一个在体育上
没有建树的人。

不过在霍金坐上轮椅之前，的确是该学
院赛艇队的一员。霍金的传记作家拉尔森曾
写道，霍金进入牛津大学的第一年，感到非常
孤独和抑郁，除了性格的原因，就是他发现大
学里的课程对他太简单了，而加入赛艇队最
终让他从抑郁的“黑洞里”走了出来。

身高只有 1 米 69 的霍金并不是参加赛艇
运动的合适人选，但赛艇队需要一个不用划桨
的舵手，身材瘦削的霍金就成了最理想的人
物。由于赛艇运动在牛津大学的地位非常高，
戴着眼镜、天生幽默的霍金就成了学校里的
“公众人物。”

不过，也正是在赛艇运动中，他被发现了
患病的迹象，因为他指挥的船经常发生磕碰。

到 21 岁时，他被确诊出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
索硬化症(ALS)，并逐渐失去了运动能力。

霍金从小并不喜欢运动，也不具有运动
的天赋，但是如同赛艇让他找到新的乐趣一
样，他始终能从体育运动中找到快乐。2014

年巴西世界杯前，他甚至接受一家公司的邀
请，为英格兰队出战世界杯开出了长篇的秘
方，从技术、球衣颜色等方面都给出了建议，
没人会在意这些建议是否有效，但字里行间
人们都看到霍金通过足球表现出来的无处不
在的幽默和趣味。

他说：“没有证据证明左脚或右脚球员更
占优势，但金发或秃头球员罚进的可能性要
大些。金发球员主罚的 84% 的点球都进了，
相比之下，秃头球员 71% ，深色头发只有
69% 。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这将继续成为科
学界最大的谜团之一。”

霍金承认自己不是“球迷”，他绝对不会
在“电视机前大喊大叫”。但是，他也承认，因
为自己是英格兰人，他会一直为英格兰队加
油。“当英格兰比赛的时候，所有数学、科学、
理性思维都被抛到窗外了”。

从对待足球的态度，可以验证他那句名
言：“如果生活没有了乐趣，那将是一场悲剧。”

他一直把抑郁症比作“黑洞”，并且告诉
世人，不管是天体的黑洞，还是抑郁的黑洞，
都是可以摆脱的。“如果你觉得你深处黑洞之
中，不要放弃，总有可以走出来的路。只要生
命在，希望就在。”他说。

(记者王子江)新华社伦敦 3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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