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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关系全

社会的一件大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强调，为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对中

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日益加快

步伐。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加中小学生的

课外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我们组

织了相关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

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深入浅出。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

性为标准的，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可以说是知识性、可读性

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

关系，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

朋友能够理解，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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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天文学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大自然之雄奇壮美，莫过于广阔无垠的星空了。千百年来，

它的神秘之中诞生了多少动人的传说，而它的深邃又吸引了多

少探索的目光。

不用说今天这个宇航时代，早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有人

在用稚嫩却敏锐的目光小心翼翼地在观察广袤无垠的星空了。

２５０００多年的旧石器时代，在温迪和布列尼塔石雕上就赫然刻

有大熊星座、昂星团等天文图像；公元前４０００多年的古埃及人

对天文学已经有了相当深的研究，他们已经知道水星、金星距离

太阳比火星、木星和土星更近，在同一时期，巴比伦的祭司曾经

用楔形文字记录了五大行星的运动。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

原，人们的天文知识比埃及人更为先进。他们不仅知道了日食、

月食的成因，还能对日、月食进行准确的预报。

在东方，特别是在古代的中国，天文学也有相当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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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安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房屋的门都朝一定

的方向上开，这说明当时的人已掌握了定向的方法。在公元前

２４００多年，即传说中的帝尧时期，就已经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

事观象授时。《尚书·尧典》记载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

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即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在周代的《鸡冠

子》上卷中记有：“斗柄东指，天下皆春；头柄南指，天下皆夏；头

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表明人们很早就已

学会用星象来确定季节了。除了上述成就之外，我们的祖先还

在历法、行星运动记录、新星和超新星记录等方面保持了当时的

世界领先地位。

人类在古代所取得的这些天文学上的成就不仅显示了我们

祖先的聪明和智慧，更重要的是，这些天文观测对当时人们生活

的重大影响。在没有钟的时代，人们的所有时间概念都是通过

天象来获得的。星星和太阳的位置时时提醒着人们何时起床，

何时就寝，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在大海上航行或在野外旅行的

人们还靠太阳和星星的方位来判断方向。总之，在古代，星象观

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在人们已谙熟各种天象以后，有人便开始不满足于此事。

他们开始思索：为什么这些星星会这么动？由此产生了各种各

样的猜测。人们普遍认为，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指挥”所

有天体的运动。在不能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时，人们便将这种

神奇的力量归结为神的意志。另外，当时人们还认为，圆是宇宙

中最完美的形状，一切运动的天体必定作圆周运动。人们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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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眼睛的直觉和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而武断地认为，地球是宇

宙的中心，一切天体均绕地球作圆周运动。这些思想的集大成

者，是古希腊的托勒玫和他的巨著《天文学大成》。由于他的学

说符合宗教的教义，因此在很长的年代里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

所有的异议都将遭教会压制。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波兰天文学家哥

白尼以极大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无畏的精神向宗教神学发起了

挑战。他在巨著《天体运行论》中指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而

地球只是在绕着太阳转而已。这与被教会所奉为经典的托勒玫

学说是相悖的，于是这一学说刚出世便遭到了教会极力压制。

甚至有人是因为宣扬日心说而献出生命的。意大利人布鲁诺就

是因宣扬日心说而被活活烧死的，甚至伽利略也受过迫害。但

愚昧终将被真理所战胜，到后来，人们普遍接受了日心说。甚至

连罗马教廷也承认他们对伽利略的迫害是一个错误。

如果说哥白尼告诉了人们天体是怎么运动的，那牛顿的万

有引力定律则告诉了人们天体为什么这样运动。牛顿的这一成

就使他成为物理学史上无可比拟的人物。有人写了一首诗刻在

牛顿的墓碑上：

大自然

和它的规律深藏在黑暗中

上帝说：

让牛顿出世吧！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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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尽在光明之中。

牛顿的贡献是如此伟大，以至于人们一度曾以为他给后人留下

的事只是将数据测得更精确一些。

然而，牛顿的贡献仅仅是人们探索宇宙真理的一个序幕。

历史的车轮迈入了２０世纪。在２０世纪头几十年中，天文

学乃至整个科学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引起这场革命

的，是又一位物理界的巨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１９０５

年，他的狭义相对论的发表，犹如投进池塘中的一块巨石，掀起

了轩然大波。１０年以后，他进一步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从根本

上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空间乃至整个宇宙的沿袭了几千年的观

念。他的理论由于太抽象，起初并不为人们所接受。但后来一

连串的成功实验支持了他的理论，于是，这位德国犹太人成了继

牛顿之后的又一位科学巨匠。

如果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人们对宏观世界的看法，

那么，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则为人们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

微观粒子的波粒二相性及几率波等概念的确立使人们对微观世

界有了新的认识。

这一时期，除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框架以外，光谱学、

无线电及仪器制造等技术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些新的技术

和成就为天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是对恒星的研究。美国的罗素和丹麦的赫茨普龙分别

将恒星按质量、光度及光谱类型等参数作了分类，并分别做出了

现称之为“赫罗图”的图表。赫罗图表明了恒星的光谱和亮度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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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赫罗图的发表使人们对恒星的形成和演化有了进一

步认识。

其次，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整个宇宙将何去何从进行考虑。

律师出身的哈勃发现，所有河外星系的光谱都在向红端移动，这

表明它们正远离我们而去。它的另一层含意是，整个宇宙在膨

胀，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这个膨胀的宇宙将一直无限地膨

胀下去呢，还是膨胀到一定时候又往回收缩？这一问题成了近

现代天文学中争论的一个焦点。

另外，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克拉克制

造了口径１０２厘米的折射望远镜，海耳更将反射望远的口径扩

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５０８厘米。越来越大的望远镜使天文学家

们如虎添翼，许多发现由此而诞生。天狼伴星的发现，对银河系

的研究以及河外星系概念的确立无一不与这些巨大的望远镜密

不可分。除光学望远镜外，在４０年代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望远

镜———射电望远镜。这种望远镜工作于无线电波段。它的发明

使人们探测到了宇宙中许多从前未知的东西，比如６０年代的四

大天文发现（中子星、星际分子、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及类星体）无

一不是射电望远镜的功劳。后来，天文学家们将观测的波段扩

展到整个电磁波谱，从射线、χ射线一直到无线电长波，这种

扩展无疑使天文学家们有了更多的发现。

在１９５７年以前的所有年代里，人类的所有活动从未离开过

地球的大气。但正如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说的，“地球是人

类的摇篮，但人不能永远呆在摇篮里”。１９５７年，苏联人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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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人造的物体送出了大气层，世界为之大吃一惊。不甘落

后的美国人在第二年也完成了这一举动。接着，中国、法国、德

国也加入了航天的领域。航天计划中曾有最令人激动的一刻，

那就是１９６９年人类登上了月球。整个世界都为之欢呼。

航天技术的发展，天文观测又带来了一次革命。天文学家

们摆脱了大气这层厚厚的天然屏障，可以毫无阻拦地接收到来

自遥远星际空间的信息。人们发射了专门用于天文探测的飞船

光临我们的一些近邻如火星、金星及太阳系其他成员，对它们进

行实地探测，甚至有的探测器已飞出了太阳系，有的还在火星、

金星的表面着陆。探测的成果是丰硕的，人们知道了火星上并

没有生命；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和土星一样有美丽的光环。天

文学家们还从空间对地面上探测不到的χ射线、射线等进行

了探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宇航天文观测的顶峰是哈勃望

远镜的投入运行。这架耗资近２０亿美元的望远镜，使人类的目

光深入到了１４０亿光年外的宇宙空间。通过它，我们能了解到

许多宇宙形成初期的信息。有人说，哈勃望远镜是伽利略发明

望远镜以来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就。

在视野不断扩展的同时，天文学家们开始对宇宙的起源进

行思索。以史蒂芬·霍金、雅可夫·捷尔多维奇等人为代表的

一批科学家大胆地提出了大爆炸学说。史蒂芬·霍金证明了宇

宙是起源于一次大爆炸，而大爆炸前的宇宙只是一个奇点。他

们还深入研究了黑洞的性质，描述了在黑洞附近奇妙的时空间

的性质。这批科学家们的工作开创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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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又一门天文学的分支———现代宇宙学。这是一门以整个宇

宙的演化、时空间的性质、黑洞及类星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

旨在更深层次地揭示自然的规律。

除了对天体世界的探索，现代天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探索地球以外的生物和文明。这一使命源于对飞碟，即

ＵＦＯ的种种猜测和传闻。当然，这并非没有科学根据的。既然

地球上存在生命，并且发展了高度的文明，那为什么别的星球上

不能呢？天文学家们相信，茫茫宇宙中一定还存在着像地球一

样充满生机的星球。但要从数以万计的星球中找到它们无疑是

大海捞针。科学家们并未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在为之而努力，

并且已有了相当的成绩。９５年１０月，瑞士天文学家利用超灵

敏的探测装置，首次发现了一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随后，美国

天文学家也宣布类似发现。尽管这几颗行星很大，不大可能存

在生命，但它们至少说明行星系统在恒星世界是普遍存在的。

这是迄今为止在地外生命探索中最重要的成就。一些天文学家

对地外生命的发现颇为乐观，甚至有人说：“问题不在于它们是

否存在，而在于我们何时发现它们。我想２５年足够了。”如果真

是这样的话，那无疑将是未来科学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

天文学发展到今天，其研究领域已远远不只限于观测星星

的位置。现代天文学是一门综合了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学、电

子、计算机、精密机械制造等多门学科和技术的一门现代科学。

可以说，还没有其他哪一门学科能像天文学这样涉及的内容丰

富和广博。对于爱好自然科学的人来说，去了解天文学，无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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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了解自然科学的一个最好的窗口。

在天文学已取得如此丰硕成果之时，别忘了，科学中今天的

任何成就也许仅仅是明天的一个序幕。更令人激动的好戏在后

头。也许你就是为这幕好戏揭幕的人，那并不遥远，只要你从现

在开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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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乌龟塔上的盘子

———古代人心目中的宇宙

　　如果你看过史蒂芬·霍金的那本畅销书《时间简史》，相信

你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科学家在做完一次关于宇宙的学术

演讲之后，一位老太太对他说：“你刚才讲的全是废话，地球是一

个在乌龟背上的大盘子！”这位科学家不解地问：“可这乌龟又站

在什么上面呢？”老太太理直气壮地说：“你很聪明，可这只乌龟

踩在一连串的乌龟背上！”

可以想象得出，这位科学家在听完老太太的话后瞠目结舌

的尴尬之状。在现在，连稍具自然知识的小学生也会嘲笑那位

老太太，并且想对她说：“地球是个球，不是个乌龟塔上的盘子！”

但在几千年前，甚至一些被称作“学者”的人物，也会对此坚

信不移，不过这个“乌龟塔上的盘子”的可信度实在太低，古人相

信它的想来也不会太多。但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和上帝七日内

创造人世间万物的故事就不一样了。



　　青少年百科


　　　　　　　　　

窥
探
群
星
之
外

１０　　　

在中国，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流传很广。有古书记载：“天

地浑如鸡子，盘古生其间。万八千岁，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

为地，盘古在其间，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

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来又有人说，盘古的双目化作

了日月，肉骨化作大地岩层，血液化作了河流海洋。

而在基督教神学统治的西方，人们认为天地间万物是由上

帝在七日内创造出来的。对于上帝创世纪的时间，中世纪一犹

太学者定在公元前３７６０年，英国的厄谢尔定在公元前４００４年

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８时，而希腊正教定在公元前５５０８年。

我们不必去讨论一个鸡蛋般的东西是如何被盘古变为天和

地，也不必去考虑那些学者是如何考证出创世纪的年代。我们

只要知道它们是些动人的神话传说就行了。对于天、地、宇宙如

何起源的问题，到今天仍众说纷纭，在几千年前，没有牛顿力学，

没有相对论，人们除了编一些神话传说来解释自己不知道的自

然现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对于天与地的构成，各种说法就更是五花八门了，大家一定

记得那首著名的北朝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从这首古代民歌的比喻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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