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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矛盾和争论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但是科学的进步必然会产生科学的争

论。它不同于战争的劳民伤财和生灵涂炭，而是一种人类渴望获得科学真理

的方法和捷径。

科学史上，在有关发明创造的首创权上总是散发着十足的火药味，一些

存在于伟大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也屡见不鲜。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有过六次著

名的大辩论，连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哥白尼等著名的科学家都卷入了

其中。

在这些大辩论中，科学家当时的威望、地位等都会对未来的科学发展产

生深远的影响。在无争论条件下，一位普通科学家的错误引导可能需要几天

就被人们纠正过来，但一位著名科学家的错误言论或观点则需要几年甚至几

十年的时间才能被人们发现和纠正。而通过这些辩论，人们就可以及早地发

现问题，纠正错误，找到真理，还能够不断地完善观察世界和认知自然的方

法，从而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认识更多的科学规律。

科学本身就存在着丰富的个性，再加上人类的好奇和智慧以及探索的精

神，从而使科学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还拥有着强大的活力，伴随着激烈的争吵

和血腥的争斗，留下的往往是正确的观点——真理。

历史上，科学的发展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磨难”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现代社会，人们对科学的重视程度绝无仅有，一个人缺少科学知识可能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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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他人的耻笑，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的大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跟不

上时代的步伐，那么这个国家就真的“危在旦夕”了。

为了给大家更好地普及科学知识，本书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

生物等众多领域，涵盖了30余个科学争论的内容，希望通过不同领域的科学

家或普通人在不同方向上的见解和争论，鼓励大家对科学要存有好奇心和探

索的精神，提高大家对科学的认知程度。内文以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语

言，向人们展示着那一个个尖锐的科学争论。

大家和科学家们已经一同到达了“角斗场”，科学争论马上就要开始

了，你，准备好了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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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吗

古人在天文学上取得的很多成就，至今还有很多让拥

有先进技术的现代人感到深不可测、博大精深。古巴比伦

的天文学家通过仔细观察天体的运行，就能够通过数学较

为精确地计算和预测天体的位置；古希腊的哲学家则首先

提出了天体运行的模型。

知 识 导 航知 识 导 航

古希腊天文学的集大成者、地心说

天文学家的代表——托勒密，曾经制作

了一个能够精确地描述天体运行情况的模

型。虽然托勒密的模型在西方世界长达一千

多年的时间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并没有被天

文学家们普遍接受，或许是因为托勒密的模型

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托勒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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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543年，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

尼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创立了“日

心说”，虽然很多地心学派的天文学家

对此反对，但是哥白尼生前并未遭到教

会的反对和迫害。其实，日心说并不是

哥白尼首先提出的，甚至它的出现比托

勒密模型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因为在公

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利斯

塔克就已经提出了恒星和太阳静止不

动，地球和其他行星在以太阳为中心的轨道上运行。

哥白尼

知
识 拓 展知
识 拓 展

虽然地心说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日心说中也存在许多疑点和不足之处：

首先是日心说把天体的东升西沉解释为地球绕自转轴自西向东转动

造成的假象。人们对此产生的疑问就是地球的自转速度应该非常快，为

什么人们就觉察不到地球的运动呢？在骑行的自行车上，我们能够感觉

到迎面吹来的风，但是地球以这么快的速度自西向东转，为什么没有东

风持续在吹呢？还有许多类似的疑问。现在我们知道，简单地说是因为

地球运转过程中产生了惯性，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都是在这种惯性下出

生和老去的。

日心说还存在另一个疑问，就是如果地球在绕着太阳公转，我们应该能

在公转轨道的不同位置上看到恒星相对于地球的位置发生变化，天文学上称

之为视差，星座的形状在一年之中也应该出现变化。但是人们经过多年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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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仍然看不到恒星视差，星座的形状

也保持不变，似乎意味着地球并没有

绕着太阳转动。其实，看不到恒星

视差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绝大多数恒

星离地球太远了，它们与地球的

相对位置的变化极为细微，并不

是不存在，宇宙的浩瀚超出了当

时天文学家的想象，所以当时没

有恒星视差被认为是日心说的一

个致命弱点。

由于这些原因，虽然日心说早就由

天文学家提出，但是一直没有受到大家的重

视。还有就是阿利斯塔克当时提出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定性模型，哥白尼当时

为日心说创建的第一个数学模型的精度也不如托勒密模型。因为托勒密模型

是根据实际观察结果拼凑起来的，提出之

后，人们容易接受和理解。

你认为日心说中那些绕着太阳旋转的

行星做的是什么运动呢？起初，开普勒和哥

白尼都认定行星是在做匀速圆周运动。开普

勒还试图计算出火星的整个轨道，经过多次

失败的计算之后，终于在1605年想到并确定

火星轨道应该是椭圆形。之后，开普勒又提

出太阳系中的所有行星围绕太阳运动的轨道

都是椭圆形，太阳处在所有椭圆的一个焦点

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开普勒第一定律。

开普勒第一定律的提出，对地心说来说无疑

是一个重磅炸弹。

地球

阿利斯塔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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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通过自制的望远镜发现，月球

表面起伏不平，布满了凹坑，说明了天体

可能是由和地球上相同的物质组成的。他

还看到行星都是有确定形状的圆盘，但是

却看不清恒星的形状，这说明恒星与地球

的距离要比行星远得多，宇宙其实比托勒

密模型认为的要浩瀚很多。

如果日心说是正确的，那么

不仅证明地心说是错误的，而且也

能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也存在

问题。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认

为，运动或不动是物体的内在属

性。地球有不动的属性，所以它必

然是宇宙的中心，而天体有运动的

属性，所以它们绕着地球运行。但

是伽利略就反驳了这种说法，他认

为运动并不是物体的内在属性而是

外在的过程，地球和其他天体并没

有什么不同。而且，在理想（或

真空）状态下，物体一旦运动起

来，在不靠外力的情况下也能持续

运动下去，这个性质就是我们所说

的惯性。

伽利略

亚里士多德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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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心说认为太阳的东升西沉是在围绕着地球旋转，但我们知道，那其实

是地球自转导致的假象，很显然，地心说是错误的，它迟早会被淘汰。人们

通过进一步的观察证明，托勒密模型最多只是一个数学模型，并不能反应行

星运动的实际状况，理论是错误的，模型做得再好也不能持久下去。

伽利略和望远镜　　 

伽利略比较推崇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希望能有机会用实践来证实这个

学说。　　

1608年6月的某一天，伽利略偶然听说一个荷兰人发明了放大镜，这个

东西是由一片凸镜和一片凹镜组成的，可以把你能看见的东西放大很多倍。

伽利略半信半疑，连续几天都坐在桌子前反复思考和琢磨，为什么两个

这样的镜片放在一起，就能起到放大的作用呢？最后，伽利略决定自己动手

制作一个。他用一段空管子，在一头嵌了一片凹面镜，另一头嵌了一片凸面

镜，这样就把一个小望远镜做成了。随后经过他的不断改进，终于做成了能

将原物体放大32倍的“伽利略望远镜”。他通过自己制作的这个望远镜观察

了月亮，发现月亮上有很多的凹坑和环形山，还有类似火山的裂痕。  

从此，伽利略几乎每天晚上都拿着自己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探索宇宙奥

秘。他发现了银河是由许多小星星汇聚而成的，还发现太阳里面有位置不断

移动的黑点，从而断定了太阳本身也是在自转的。　　  

伽利略通过不懈的观察和探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

阳旋转，而太阳只不过是一个运动着的普通恒星，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哥白尼

的日心学说。

知识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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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灾变论与均变论
的争论

知识导航
灾变论与均变论是相互矛盾的两种地貌演变认识论。

灾变论也称灾变说，是法国学者居维叶提出来的一个地质学理论，认

为地球曾经遭受过许多暂时性的灾难，有些灾难波及的范围很广，甚至是

全球性的。这个理论后来逐渐被均变论所取代，均变论认为地球表面的所

有特征都是在难以觉察的、作用时间较长的自然过程中形成的。

均变论提出的时间比灾变论稍晚，但是占据

了较高的地位。在20世纪之后，灾变论中的一些思

想，又重新被大家审视和提出，有人提出地球经历

过不止一次的生物大灭绝。的确，从各时代地层中

发现的大量生物化石中，有些化石和现代生物存在较

大区别，甚至完全不同，表明地球上有很多物种经过

某场灾难后就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例如，恐龙、帝

鳄、始祖兽等。这些化石为灾变论的推广提供了现实的

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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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被誉为“现代地质学之父”的莱伊尔对均变论的形成和确立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是均变论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地壳岩石记录了亿万年的历史，

可以很客观的解释出来，而不需要求

助灾变论，他承认有许多地球灾难会

引起生物灭绝，但是灾变论过于强调

地球灾变对地球的影响。他认为要认

识地球的历史，不需要求助于地球的

灾变，因为那些自然的地质作用力，

如风、雨、河流等，都会在漫长的地

质历史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也能

够使地球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同

时，他还提出 “将今论古”的现实主

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后来对达

尔文的影响很大。

均变论在地质学上占据主导作用

之后，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莱伊尔

知 识 拓 展知 识 拓 展

灾变论的提出者居维叶认为，在整个地质发展的过程中，地球

会时常发生许多灾害性的变化，而且有一些是非常突然和具有规模

的，例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热带风暴等，都可以让许多生物

遭到灭顶之灾。巨大的灾害可能会导致很多生物灭绝，很多灭绝的

生物会沉积在相应的地层中，经过万年的转变，最终形成具有参考

价值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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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质学的信条，也是奠定现代地

质学的科学基础。但是均变论有时

会被误解为渐变论，因为地貌的变

化速率非常缓慢，有时地貌过程的

性质与变化速率也会保持不变。

在地质学上，灾变论和均变论

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地 球 地 貌 和 地 球 生 物 的 起 源

与变化，是经过某种后动瞬间发生

的，还是逐渐、缓慢的发生的。均

变论的代表人物莱伊尔在论战中充

分地论述了自己的渐进观点，他指

出灾变论过分地低估了过去那些时

间的作用和变迁，经常把一些关系

不大的事件扯到一块儿。他说，居

维叶是把几百万年误认为了几千年，导致了对地球年龄和变迁的荒唐认识和

结论。他还指出灾变论者过分夸大了各种灾变的力量和猛烈程度，因此在找

寻原因时，就会经常虚构出一些“超自然”力量。

莱伊尔有句名言叫“现在是了解过去的一把钥匙”，进而演变和提出了

“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理论，成为论证渐变论的核心。莱伊尔通过系统的

论证有力地驳斥了居维叶的灾变论。地质学经过对灾变论的批判，使灾变论

成为地质学的反面教材，地质学从此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

虽然莱伊尔过分强调了地质作用的古今一致，而忽视了发生全球性灾变

的可能性。例如，以均变论的观点无法解释尼斯湖出现水怪的现象；以均变

论的观点无法解释“诺亚方舟”的传说；以均变论的观点无法解释古人观察

的有关天空变换移位的记录；以均变论的观点无法解释南北极曾经被人类勘

测的事实；以均变论的观点无法解释环北极地区的某处生物群暴毙死亡的现

居维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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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等，但是他的思想和理论在地质学方面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百

余年的时间里是地质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正统观点。到19世纪30年代末，地质

学上的很多观点都已经基本建立，当时作为地质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的均

变论也已经被确立下来。

尼斯湖水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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