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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
,

湖北武汉人
,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 生
,

主 要

从事现代科学哲学研究
。

[摘 要〕史蒂芬
·

霍金被认为是继爱因斯坦 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

他的
“

奇点证 明
”
和

“

虚时间假说
”
是新的世纪之交物理 学和宇宙学最重要的成就

。

奇点预 言 了时间的起 点和终结
,

那是科学规律失去规定性的地方
,

而虚时间假说却又否定时空奇点
,

试 图在量子 不确定的前提下

重新恢复科学预见性
,

这使得霍金的科学思想极富思辨特质
。

借助思辨哲学家海德格尔有关
“

世

界
” 、 “

时间
” 、 “

存在
”
的思想对霍金思想的思辨特质敞开一 种可能的理解或说理解的可 能

。

[ 关 键 词 ] 可能历史
; 虚时间 ; 人择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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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
·

霍金被公认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

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提 出了第一

个宇宙 自足解 (无边界假设 )及
“

虚时间
”
假说

。

这个假说提出已近 20 年
,

但还未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

认
,

而思想 自身也有待消化
。

奇妙的是思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想
:

使可能的可能性
,

虚无虚无化
,

时间

时间化
,

为霍金的自然科学时间假说敞开了一种可能的理解
,

或说理解的可能
。

一
、

宇宙拥有所有可能的历史

虚时间是为赋予对时空结构本身的
“

历史求和
”
方法以数学意义而定义 的

,

对
“

历史求和
”

思想本身

意义的理解是理解虚时间的前提
。 “

历史求和
”

或说
“

路径积分
”

是美 国伟大物理学家费曼依据量子理论

发展的一种新方法
。

他认为
:

不能把量子尺度的微观客体想象为一个单独粒子
,

从 A 到 B 经过惟一路

径
,

而必须认为它经过时空 中所有可能的路径
,

一个
“

粒子
”

走过某些路径或拥有某些历史 比其它的一些

更容易
,

或概率更高
,

这由每种路径的可能性所决定
,

可运用量子规则对所有可能性积分算出
。

霍金认为
,

描写整个宇宙历史的时空结构本身
,

等价于费曼的
“

粒子
”

轨迹
。

广义相对论方程允许所

有不同曲度时空的可能存在
,

而某些时空结构的可能性比其它的更大
,

宇宙拥有所有可能的历史
。

对所

有时空结构的历史求和可以预见
,

我们的宇宙是所有可能宇宙中可能性最大的一种
。

宇宙拥有所有可能的历史
,

我们的宇宙是最可能的
,

这极富思辨性的思想让人想到海德格尔对
“

存

在
”

和
“
存在者

”
的区分

。

存在不是存在者
,

虽然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
。

存在者是某种
“

什么
” ,

是某物
,

而存在则是括去了存在者的剩余
,

是
“

无
” 。

存在 自身什么都不是
,

但它
“

存在着
” 、 “

生存着
” ,

具体的某种

存在者是存在的某种可能样式
,

而存在本身则是使存在者得以可能的根据
,

是使可能的可能性
。

若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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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也不是
”

的存在 自身的根据是什么 ?回答是无
,

虚无
。 “

存在存在着
,

凭借它作为无之无化
。 ”

当霍金说
,

宇宙拥有所有可能历史的时候
,

这里的
“

宇宙
”

已和通常意义上的
,

我们 生存于其 中有着

地球
、

太阳系
、

银河系
、

河外星系的宇宙相区分 了
。 “

宇宙
”
区分 出

“

我们 的宇宙
”
就如 同海德格尔对

“

存

在
”

和
“

存在者
”
的区分一样

。 “

宇宙
”
不是

“
我们 的宇宙

” ,

不是某个单个的
“

历史
” ,

不是某种特定时空结

构
,

但
“

宇宙
”

又确是
“

我们的宇宙
” ,

它借着
“
我们的宇宙

”
展现 自己

。

同时
“

宇宙
”
又是

“

我们的宇宙
”

之所

以可能的前提
,

根据和可能性条件
,

这里的
“

可能性
”
必须在

“

存在之可能
”
的意义上理解

,

而非
“

逻辑 的可

能性
” ,

通常逻辑的可能性 只是可能
,

它低于现实性和必然性
,

而
“

存在之可能
”
是使… … 存在

,

让 … … 存

在
,

是使可能的可能性
, “
宇宙

”

使
“

我们 的宇宙
”

存在
,

让
“
我们的宇宙

’

性成
。

要对
“

我们 的宇宙
”
性质进行预见

,

在数学上就要通过对宇宙所有的历史进行历史求和
。

若进一步追问
“

宇宙
”

自身何以 可能
,

如何启始
,

自身的根据是什么 ? 霍金的 回答是
: “

宇宙是 自足

的
” , “

宇宙创生于无
” , “

宇宙的边界条件就是没有边界
” , “

宇宙是真正的免费午餐
” ,

换言之
,

宇宙 自身为

自身设立根据
,

宇宙自身的根据就是没有根据
,

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启始者
,

宇宙 自身是无
,

虚无
。

二
、 “
虚 化 实 时 间

”

对宇宙所有可能历史求和
,

或说对所有时空结构求和
,

在数学上非常困难
,

几乎难以实现
,

霍金想到

了一个逃避的好办法
:

定义
“

虚时间
” 。

不在实时间中求和
,

而是在
“

虚时间
”
中求和

。

计算了宇宙在虚时

间中的历史
,

延拓到实时间
,

就可以在量子不确定所容忍的范围内预见宇宙行为了
。

依据霍金
,

定 义虚

时间不仅能够实现数学上的简单和谐
,

更重要的理由是
,

在实时间中
,

宇宙的开端和终结都是奇点
,

奇点

构成了科学定律在那儿不成立 的时空边界
,

科学无法预见会有什么从奇点处 冒出来
,

甚至在追问宇宙是

如何从奇点处启始的问题时
,

不得不求助于外在于宇宙的
“

什么
” ,

或说上帝
,

但在 虚时间里宇宙不存在

奇点或边界
,

物理定律处处成立
,

甚至在宇宙的开端和终结处
。

有了虚时间科学就不用求助于外在于宇

宙的某种神秘力量
,

而是运用科学定律在量子不确定容忍的范围内预见
:

宇宙怎样从无到有
,

它将如何

运行
。

海德格尔也区分了时间
。 “
时间性

”
区分与

“

时间
” , “

时间性
”
不是

“
时间

” ,

时间性固然总要到时
,

总是时间的时间性
,

总要显现为时间
,

但它既不是如传统物理学所认识的描述物质运 动关系的抽象概

念
,

也非康德所说先天直观形式
,

时间性 自身的规定是虚无
。

它生存着
,

但不是什么
。

不是某种存在者
,

而是生存性的存在
,

可能性的存在
。

不论它以何种方式到时
,

展现为何种到时样式
,

它都持守着可能性
,

持守着使可能的可能性
,

使到时或说时间成为可能
。

作为时间之规定的虚无
,

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否定和空无观念
,

它是动态的存在
,

是
“

无之无化
” ,

“

虚无虚无化
” 。

什么也不是但存在着的
“

时间性
”
让是某种存在者的时间

“

到时
” ,

存在
,

生成
。

因此
, “

此

虚无乃是创造性地生成” 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是一种抽象的时间
,

是
“
时间性

”

到时的一种样式
,

或者

说是一种特殊的可能性存在方式
,

但绝不是惟一的存在方式
。

依据海德格尔
,

霍金的实时间和虚时间无疑都是科学意义上的时间
,

是
“

时间性
”
到时的一种样式

,

不可混为一谈
,

可是实时间与虚时间的差异和关联与
“
时间

”

和
“

时间性
”
的差异和关联却很类似

,

说
“

异

质同构
”

也不为过
。

虚时间与实时间的区分
,

类似于
“

时间性
”

与
“

时间
”
的区分

。

虚时间不是实时间
,

虚

时间非时间
,

虚时间坐标混同于空间坐标
,

不再 区分过去
、

现在
、

未来
。

它固然可以延拓到实时间中
,

描

写实时间中的运动
,

可以是实时间的虚时间
,

更重要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或大多情形下
,

虚时间不能延拓

到实时间
。

实时间只是虚时间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样式
,

但绝不是惟一 的样式
。

从虚时延拓到实时意味

着时间从非时间的起源
,

意味着时间从无到有的创生过程
。

虚时间 自身是定义得很好的数学概念
,

它不

是某种特定的存在者
,

而要理解成动态的能够创生
“

什么
”
的虚无

,

也可理解成可能性存在
,

是逻辑上先

行的使实时间成为可能的可能
,

是使可能的可能性
,

它属于存在
,

因此比实时间更基本
。

实时间
,

这种物理学意义上的
,

可以在钟表上测量到
,

并 由绝对均匀流逝理念所支撑的时间
,

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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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始和终结处遭遇到了 自己的边界
,

时间终结于大爆炸和引力塌缩处的奇点
。

这个过程可理解成时

间走向自身
,

走向本真
、

本源
、

本 己的自身
,

时间时间化的过程
。

时间走向自己的边界
,

走向自己的终结
,

绝不意味着远离 自身
,

而是超出自身
、

回归 自身
。

时间借虚时间超出自己
,

让 自身敞开
,

让 自己生成
。

三
、

人 择 原 理

宇宙学家提出人择原理是为了对宇宙演化方程的初始条件和宇宙常数做出理论预见和说明
。

人择

原理认为我们的宇宙之所 以有这样的初始条件和宇宙常数
,

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宇宙才能为智慧生命的

生成提供条件
,

否则就不会有智慧生命去问此问题了
。

霍金并不赞成用人择原理解释宇宙初始条件
,

而

是用他的宇宙 自足解来说 明
,

但对人择原理所显明的思想却很赞成
,

即人类用科学理论认识到的世界与

人类 自身及其理论互为存在的条件
,

世界的模样和人的存在紧密相关
。

“

虚时间
”

假说 曾遭受多方批评
:

像虚时间这样的数学技巧和实在宇宙有什么关系呢 ? 霍金的回答

是
,

实在宇宙是以人类所采用的科学理论为前提的
。

他承认存在一个有待人们去研究和理解 的宇宙
,

承

认宇宙不是人类思想的创造物
,

但宇宙是什么模样却要由人类的理论说 了算
。

若理论和谐优雅能描写

现有观测并能预言新的观测结果就是好理论
,

此外问它是否和实在世界相对应没有任何意义
。

再来比较海德格尔的世界
。

依据其早期思想
:

世界是此在的世界
,

作为
“

在世存在
”
生存着

,

世界是此

在所领会的生死的世界
。

此在在生命中向着死亡
,

这最本源的毫无旁涉
、

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而生存着
,

并

据此让出世界
,

生存出一个世界
,

展开出一个世界
。

传统意义上的世界是摆在眼前的现成的世界
,

是动植

物
、

人类
、

星球
、

存在者的总和
;而此在的世界则是

“

活
”

的可能性存在
,

是此在让出的世界
,

展开的世界
。

一个是科学认识的世界 (宇宙 )
,

是
“

人为 自然立法
”

的世界 ;另一个是此在的世界
,

由
“

人生在世
”

这

一结构所规定
,

其差异不言而喻
,

但他们却拥有同样的属性
,

即区别于传统的摆在眼前的现成世界
,

是活

的可能性存在
,

是生成的世界
,

展开的世界
。

科学家在解释人择原理的时候
,

喜欢用这样的比喻
,

人类就如同春天出生
,

秋天就死亡的虫子
,

在它

的眼中世界永远是温暖而常春的
,

因为那个冰冷的世界里没有观察者的存在
。

但是
,

人毕竟不仅仅是观

察者
,

同时也是思想者
,

可以思想没有人存在的世界的可能性存在
。

人无疑是在世界整体中生存
,

但却

是
“

破人此整体
” 。

即人从事科学并追问存在者整体
。

那种现成的
“

死
”
的

,

与人无关的世界
,

只是科学童

年时所面对的世界
。

今天
,

科学已成人
,

已开始反思 自己所理解的世界图景
,

思想科学思想 自身
,

发现我

们的世界是有生有死
“
活

”
的可能性存在

,

是人类的生存和认识活动所展开的世界
,

是人的世界
。

总之
,

依据霍金宇宙拥有所有可能的历史
,

而我们的宇宙是最可能的一个
; 虚时间虽非时间但却使

时间得以生成 ;而生成了人类的宇宙是与人类相互依存
,

由人类的认识活动所建构 的世界
,

是人的世界
。

四
、

思 想 在 边 界
`

处

海德格尔的世界
,

在其早期思想中是此在的世界
,

由人生在世这一结构所规定
; 中期

,

大地和世界抗

争
,

世界在历史 中生成
;
晚期是天

、

地
、

人
、

神 自由游戏
,

和谐共在的世界
,

由诗意语言所聚集
,

所规定
。

在

其中
“

时间时间化
,

意思是使成熟
,

让生成
,

时间化是生成生成了
” 。

时间化或时间性不是消失
,

而是生

成
,

是给予
,

是让
。

时间时间化进人世界游戏
。

霍金的世界 (宇宙 )是科学思想所认识所建构的世界
,

是

自足的
,

有生有死活的可能性存在
。

虚时间是科学思想依据 自己的原则合逻辑 地设定
,

虚时间非时间
,

但却使有可操作定义 的
,

可在钟表上读到的经典科学时间得以生成
。

在海德格尔
,

无论是世界还是时间都归于存在
,

人的存在是其思想的主题
。

思想
,

不相关追问
,

而是

倾听
,

听从道说的指引
;追忆

,

思念本源的事情
;
感谢

,

思想能被允许去倾听
。

在霍金
,

世界和时间都归于

科学理性
,

理性建构起科学认识的世界
,

理性的思想正是追问
、

设立
、

建构 的思想
。

差异是显 明的
,

但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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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
“
异质同构

”

却也敞开了相互倾听理解 的可能
。

但何以可能 ?

是否科学理性已走到极 限
,

是否是科学思想 自身在言说着 自身的边界 ? 科学思想的边界是说科学

能够知道什么
,

有权力知道什么
,

那些又是科学力所不及
,

不能企及的
。

康德 以他的经典著作纯粹理性

批判完成了为科学划界的工作
。

依据康德
,

科学能够知道的世界必定处于时空关系之 中
,

能用数学加

以规范
,

可以通过直观来检验
。

时空是理性人心灵所 固有的
“

先天直观形式
” ,

是理性的认识能力
、

建构

能力
,

所以
, “

人为 自然立法
” ,

科学思想的世界是理性设立和建构 的世界
。

康德说 出了 自然科学开端性

的话语
,

使科学与一切宗教
、

神话
、

形而上学相区别而获得了空前清醒的理性
,

明确了 自身所要遵循的最

根本的原则
,

具体到实证科学即是要求任何科学概念必须有可操作的定义
,

因而是原则上可观测可度量

的
,

科学理论必须是原则上可检验的
。

如今
,

科学已将 自己的原则贯彻到了世 界的起始与终结处
,

开始

尝试用清晰的数学语言和实证方法 回答
“

世界是如何启始的 ? ”

这本属宗教和形 而上学的追 问的问题
。

霍金结合相对论和量子学说
,

以其虚时间假说和宇宙 自足解给出了 自己的回答
,

并依据 自己的假说提出

了两项可检验的预见
。

霍金不愧为经典科学家
,

他坚持了科学理性最根本的原则
,

但是他 的量子场论却

强烈暗示着这一实证科学认识原则似乎遭遇到了 自己 的边界
,

量子场论引人 了比量子测不准更强的不

确定性
,

现在
“
上帝不但掷般子

,

还喜欢把它丢到看不见的地方去
。 ”

借助康德不难理解
,

因为实证科学所

认识的世界必定直接间接处于时空关系之 中
,

检验也只能在时空中进行
,

而量子场论描述的恰恰是时空

边界所发生的事
,

把可检验原则贯彻到时空边界也就等于是把原则 自身运用到了极限
。

思想达到极至也就意味着思想的终结
,

同时也是新思想的生成
。

霍金学说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理性

边界处的思想
,

其思辨特质也许正意味着科学理性自身在言说着 自身的边界
,

自身显明着 自己的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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