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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阳家族———太阳系

与我们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天体可能就是太阳了。灿烂辉
煌的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照耀着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它那
无尽的光和热，给地球带来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谁又能离得开太阳呢？地球上的江
河奔流，风、雨、雷、电，四季更替，万物生长，甚至除去
原子能以外的所有能源，追其根本也无不来自太阳。常言
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确，如果没有太阳，地球将变成死
气沉沉的荒漠。不仅地球，整个太阳系大家族中的每一个成
员，哪一个又不是依靠太阳生存的呢？如果没有太阳这位
“家长”，太阳系“大家庭”早就分崩离析了，哪里还有这
个井然有序的大家族呢？

那么，我们常说的太阳系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家族中
都有哪些成员呢？太阳这位“家长”又是怎样管理这个家
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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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万物生长靠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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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是 “中心” ———人类对太阳系的认识

太阳系作为一个与我们人类的生存关系最密切的天体系
统，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太
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和太阳系其他所有的行星以及小天
体都在围绕着太阳转动。可是，就是这个今天看来非常简单
的常识，却是人类一代又一代，经过了几千年的苦苦探索才
得来的。

“爱动”的星星———行星

图２　 天蝎座

我们是否注意过，
天空中大多数星星
之间的相对位置几
乎是不变的。比如，
有几颗星星连成一
个图案，它们就始
终保持这样一个图
案。如果今天晚上９
点钟看到这个图案
在天空的某一个位
置，明天晚上９ 点
钟再去看，这个图

案还是在天空的差不多同一个位置。因此，古代人把天上这
些不动的星星叫做恒星，意思是说天上的星星是永远不变
的。同时，古代人还根据长期的观察和丰富的想像力，把天

·３·



图３　 天鹅座

空中的恒星连成了各种
各样的图案，并起了许
多美丽的名字，这就是
星座。当然，今天我们
已经知道，恒星也是变
化和运动的，只不过因
为它们离我们太遥远
了，它们的变化和运动
在我们人类看来非常缓
慢，难以发现罢了。

除了大量的恒星之外，古代人还注意到，天空还有五颗
明亮的星星，它们“脾气”有些特别，不像其他的恒星那
样，总在一个位置老老实实地呆着，而是在其他星星之间来
回穿行。它们今天在这个星座，明天却又跑到了另一个星

图４　 古代人已发现了“游走”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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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置总不固定。因此，古代的人们给它们起了一个形象
的名字———行星。意思是说这些星星不“安分”，在天空到
处“行走”。我们的祖先还用五行的名字次序把这五颗行星
依次命名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

但是，除了发现恒星不动而五颗行星“喜欢”运动之
外，古代人并没有认识到恒星和行星的本质区别。也没有把
行星和太阳、地球联系起来。此外，因为用肉眼只能看见五
颗行星，所以，在发明和使用望远镜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天
上只有五颗行星。目前，科学家们已在太阳系发现了九颗行
星。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吗
因为从地球上看去，天空中的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是东

升西落，这种直观的现象很容易使人觉得地球本身不动，而
所有的日月星辰都在围绕着地球转动。在科学不发达的古
代，这种假象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１ ７００多年前，古希腊人托勒玫，在仔细研究了前人观测行
星的资料之后提出：地球是固定不动的，它“稳坐”在宇
宙的中心。太阳、月亮、五大行星都沿各自的轨道分别绕着
地球转圆圈儿，每个“圆圈儿”都是一层天。从里到外依
次是月亮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和
土星天。土星天外面的一层固定不动，上面镶满了恒星，叫
固定恒星天。固定恒星天外面还有一层叫最高天。

托勒玫认为行星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运动，这是正确
的。但是，托勒玫把地球作为宇宙的中心不动显然是错误
的。然而，在当时科学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托勒玫的说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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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古希腊人的“地心说”

够解释许多现象，所以，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说法，在西方统
治了１ ０００多年。哥白尼是１６世纪波兰的一位天文学家，
他用自制的简陋仪器对神秘的天空进行了长期的观测研究。

经过长期研究，哥白尼对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说法提出了
怀疑。他认为：这么多星星不可能每天都绕着地球跑一圈
儿。实际上星星、太阳并没动，只是因为地球在自转，人们
看起来好像是星星、太阳、月亮在每天绕着地球转圈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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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哥白尼的“日心说”
他还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地
球只不过是围绕太阳运动着的一颗行星，其他天体也都围绕
着太阳运动。

“借光”的行星
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推翻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错

误说法，但是，受当时技术和观测条件的限制，“日心说”
仍然有许多错误之处。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把太阳当成了
整个宇宙的中心，把太阳系和整个宇宙混为一谈，并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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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星和恒星的本质区别。真正把行星和恒星区别开来，并
建立了太阳系这个概念的是伽利略。
１６１０年，伽利略在用他自制的望远镜观察金星、水星

时发现，金星、水星也像月亮一样有圆有亏。他认为，金
星、水星的这种变化，是太阳照到它表面的大小不同的缘
故。因此，金星和水星与恒星不一样，它们本身不发光，是
像镜子一样反射太阳光，并且是围绕太阳转的行星，木星、
土星和火星也一样，也是不会发光而是围绕太阳转的行星。

至此，人类对太阳系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在此后的
３００多年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观测手段的进步，人类
对太阳系的认识越来越准确完善。

（二） 太阳系家族的成员

太阳系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中的“成员”当然也
是奇形怪状、多种多样的。从大小上看，既有直径达１４万
多千米，体积比地球大１ ３００多倍的木星，又有直径只有几
百千米甚至几百米，体积只相当于地球上的一个小山包大小
的小行星；从它们的温度上看，金星的表面温度最高可以达
到４８５摄氏度，而远离太阳的冥王星的表面温度却只有零下
２４０摄氏度。它们有的是坚硬的“石头蛋子”，有的却从里
到外全是气体；有的孤身一“人”独来独往，有的却拖儿
带女，携带着一大群卫星。各式各样的成员，使太阳系这个
大家族显得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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