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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珍娜·莱文（Janna Levin）

知名天体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物理学和天文学教
授，同时也是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中心“先锋工厂”（Pioneer
Works）的科学总监，致力于跨领域的实验、教育与创新。她是古根海
姆基金会研究员，目前居住在纽约。

她的代表作：

《宇宙斑点从哪里来》（广受好评的科普书）

《图灵机器的狂人梦》（美国笔会最佳新人小说奖）

《引力波》（入选2016年《华尔街日报》年度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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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轩，美国埃默里大学天体物理专业，青年天文教师连线翻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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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牛眼和激光演示的工作，那也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的作品曾在洛杉
矶路易斯·德·耶稣画廊展出。她还是查普曼大学的副教授，目前居住在
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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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的诗与远方
编辑邀请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导读，因为他觉得对一般的读者来说，

该书不是很好理解。我经常收到为各种科普类的图书写推荐语或者序的
邀请，我最终答应的很少，主要原因是我只有读了书，或者至少也需要
浏览一遍之后，才能够决定是否写。但是我工作太忙，很难找出时间读
这一类的书。

然而我立刻就同意读一下这本书，因为我非常喜欢作者的另一本书
《引力波》，而且还为它写了推荐语：直接探测到引力波被我称为
2016年最美的科学事件，不出意外今年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也
曾经“嘲笑”他们这么多年来能够“自娱自乐”地坚持下来。这本书讲
的正是这些传奇故事！

有趣的是，“直接探测到引力波”果然使参与“激光干涉引力波天
文台”（LIGO）项目的三名关键的科学家在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
学奖！

我以前写过一些关于黑洞的科普文章，它们集中收录在我自己的科
普书《极简天文课》中的“极简黑洞”一章里，里面讲的内容和这本书
差不多，但是更加简略，只有大约7000字。这本书作者的文笔和对科
学的解读能力都比我强很多，如果读者读不懂这本书长达4万多字对黑
洞的讲解的话，大概率也读不懂我用了7000字对黑洞的讲解。所以我
决定不用我以前写的科普文章作为这本书的导读。

打开这本书后，我就被震撼了！“没缺陷、不常见”，这就是我的
瞬间反应。听说过我的美学理论的朋友都知道，我认为我们大脑的审美
过程就是做两个判断：一个是价值的判断，如果符合审美者的价值观，
那就是“没缺陷”；另一个是见识的判断，如果审美对象对于审美者
是“不常见”的，那么审美者就会得到“美”的结论。按照我的审美理
论，没缺陷、不常见=美，没缺陷、很常见=俗，有缺陷、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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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有缺陷、极端不常见=极丑，完全没缺陷、极端不常见=极美。根
据这一点，可以得到基于贝叶斯定理的大脑审美公式，也就可以对每一
个审美对象做出“美度或者丑度”的计算。

这本书对我来说大概是“美”或者“极美”的，美度可能在90%～
95%之间。之所以没有打满分，是因为我们对引力和黑洞的理解还不是
非常完善，所以这本书对黑洞的部分讲解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有些理
论猜测和我的黑洞理论也有所不同，“没缺陷”的打分上要留一点点余
地，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主要工作是通过研制更加先进的X射线望远镜来
观测太空和研究黑洞的原因。

首先说说这本书哪里不常见。这本书和我们平时见到的科普书的写
法很不同，因为这根本就是一部史诗，是关于黑洞的诗与远方。我真的
没有想过科普书竟然可以这样写！既然是诗，那我就从诗的审美角度简
要评论一下。我认为，诗就是虚拟现实（VR）的语言表达。虚拟的目
的是产生意境，表达的主题来源于现实。诗之“美”就体现在我们能在
不寻常的意境中忘却现实的缺憾，从而品味现实的“没缺陷”。

这本书的主题是黑洞，并不是凭空想象的黑洞，而是真实宇宙中的
黑洞，或者说是科学家现实理解中的宇宙中的黑洞。通常我们写关于黑
洞的科普书，无非是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介绍黑洞的性质，也就是基于
我们理解的引力理论，黑洞应该有哪些特征。更多时候我们还会介绍用
各种各样的天文望远镜对黑洞的观测结果，包括展示大家都很熟悉的黑
洞照片。有时候我们也会畅想一下如果我们真的离黑洞很近会看到什
么，如果进行一次黑洞旅行会发生什么。我们不会用诗的形式去描述，
而是会用尽可能直白的语言。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也是很直白的。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科普
工作本质上就是一种“通信”，有发送方，有接收方，而通信的效果只
能以接收方接收到的有效信息量来评估。发送的信息再多、再深刻、再
精确，如果接收方没有收到，那通信就是失败的，科普就没有效果。因
此，我们写科普文章或者专著时，会尽量用读者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
言，这样的语言就不太可能是诗。我曾经和一位著名的诗人交流过，我
说您的这首诗里面的某某地方很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是不是应该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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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更好一些？他回答我说，诗是不注重逻辑的，而且有时候还会故意
违反逻辑，故意反过来。科普很显然是必须要讲逻辑的，不但要逻辑正
确，而且要尽可能清晰直白，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所以我以前很
少见到用诗做科普的，我自己也尝试过（文末是一个例子），但是很不
成功，很多朋友都说看不懂，我后来就很少这样做了。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虚拟的，从书名《黑洞旅行指南》就能够看
出来，这里的“生存”不是黑洞的生存，而是去黑洞的旅行者的生存，
更合适的书名可能是《黑洞旅行攻略》，这样也许会更加吸引读者。到
黑洞旅行并不是多新鲜的主题，在关于黑洞的很多文章和书里都有各种
各样的描述，我自己写过文章而且也做过很多次科普报告，电影《星际
穿越》的主题其实就是到黑洞里面获取量子信息验证科学理论。但是整
本书营造出来的意境都是围绕黑洞旅行展开的，这就不太常见了。

既然是对意境的描写，既然是诗，用的语言就不能是我们平常的大
白话。我认为，要产生意境，描述意境，诗人就得处于“激发态”，平
常心是没法写诗的。比如，李白饮了酒才能作诗其实是很科学的，适当
的饮酒之后就可能具有那种尼采所发现的“酒神精神”，就有可能写出
好诗了。当然并不是只能靠饮酒才能进入激发态，有很多种情形都会让
我们兴奋、激动，诗兴大发。爱也是一种激发源，恋爱中的人就常常诗
兴大发。这本书的作者一定非常爱黑洞，所以在写黑洞的时候，才情不
自禁地具有了酒神精神，吟出来黑洞的诗与远方，这个远方就是去黑洞
旅行的浪漫。

由于是虚拟的，这本书中黑洞所具有的诗情画意就远远超越了现实
中我们所知道的黑洞。由于是在意境中，作者就可以让很多现实中发生
不了的事情在诗里发生，让去黑洞旅行的你看到、经历我们的天文望远
镜所无法窥视到的精彩。然而，作者毕竟不是在虚构，甚至都不是在以
一种科幻的方式描述，这里的诗并不是不讲逻辑，而是根据我们已经知
道的黑洞知识和我们已经理解的科学规律，做了一些很合理的发挥，既
不失科学的严谨，又具有诗意的浪漫，是真的没缺陷！

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不觉得是在读一本科普读物，你会有
一种懵懂和飘然的感觉，有一瞬间好像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好像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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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于这个地球上。这种感觉，不就是读到一首好诗的第一次感动吗？
尽管这种感动不一定能帮助我们理解作者谈论的主题，但是会让我们难
以忘怀，会“勾引”着我们再读一遍，再读一遍，就像醇酒对品酒者的
吸引一样，直到我们真的品到了真谛，回味无穷。我终于理解了编辑为
什么觉得这本书不太好懂，因为这不是一本常见的科普书，这是关于黑
洞的史诗，值得我们多读几遍，细品黑洞的完美，细品黑洞的虚无，细
品黑洞的波澜壮阔，细品黑洞的惊心动魄，这就是黑洞的诗与远方。

也许有一天，你真的要出发奔向黑洞，恭喜你，你已经做好了准
备，虚拟的现实就要变成客观的存在了！当然，我还是要悄悄地提醒
你，带上这本书吧，万一你一激动就忘记了攻略的一些细节呢？

张双南

2022年2月14日于清华园

附

我们相约雪上飘舞就如太空一起漫步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说

信不信瘦人比胖人下落慢

那时胖是没缺陷不常见

胖人当然不接受挑战

四百多年前，伽利略说

瘦人和胖人下落一样惨

那时瘦人胖人已等权

还是没人愿意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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