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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表情

透视地理

总  序

我是谁？生命从哪里来？

地球为什么不停地旋转，而我们却不会像晕船一样“晕地球”？

世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它的本质是什么？

……

所有的这些未知，都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

自然科学形成于文明的源头。远古时期，世界一片混沌、荒蛮，人

类为了生存，与自然界展开斗争，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记录、研究，

逐渐掌握丰富的知识。这种系统的认识，就形成了自然科学。

包括生物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在内的学科，都属于自

然科学。

作为现代化技术萌芽的土壤，这些学科推动了文明的脚步。

可以说，学科发展史也是生产力的创造史。它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

生活——使人出类拔萃，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使国家强大，在

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

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探索自然奥秘，是人类亟须面对的问题。否

则，就难以解决现实中的困扰、难题，比如全球变暖等。

系列丛书《学科的发展》共计五册，通过一则则小故事，分别对以

上提到的五种学科进行全景式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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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强调历史感，以学科发展的各个阶段为主线，循着年代向前

推进。在铺陈历史远景的同时，注重细节的挖掘，使内容既严谨，又

活泼。

丛书又强调现代感，站在尽可能高的角度上，涵盖专门的领域。既

有教科书的功能，又规避了教科书的枯燥；既有休闲读物的气质，又规

避了休闲读物的随意。

丛书还强调通俗化，通过生动、流畅、易懂的语言，介绍了许多深

藏在图书馆中的内容。无论读者是学生、老师、家长还是其他群体，也

无论读者的背景是低或高，更无论读者的学科知识是丰富还是薄弱，都

能够吸收到养分，获得益处。

读者会真切可感地认识到，在自己的空间之外，还有更广阔、更深

邃的自然科学世界，从而更加理解、热爱生活，积极地追求精彩人生。

沿着生命的轨迹，跨越几亿年的时空，进入古老而年轻的科学领

域。那里，有爱偷懒的细胞，有爱跳舞的基因；有“隐者”似的元素，

有“小偷”般的微粒；有神奇的力，有神秘的光；有迷人的公式，有完

美的方程……

当我们凝视美丽的动植物时，当我们倾听沧桑而动听的河流时，当

我们仰望璀璨的星体时，当我们思索莫测的宇宙时……当我们有任何一

丝迷惑时，都不妨打开这套丛书。它就似一个显微镜，透过那些晶莹的

小故事，可以清晰地看到最细微的形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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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地理学时期
—景观分布知识的积累阶段

从远古到18世纪末，是古代地理学时
期。这一时期，地理学致力于自然特征、人
文特征的记载。随着经济、军事形势和探险
等活动的蓬勃发展，地理学在15世纪后获得
大发展，地理知识急遽丰富、日渐准确，不
过，仍不具备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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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从哪里开始—地球系统

1．古希腊人利用阳光打仗

显示了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地球表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宇宙间的事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

系。在整个太阳系中，地球是其中的一颗行星。太阳系及宇宙，是地球

的外部环境。地球受太阳的影响最大。因此，研究地理学，绝不可能离

开太阳。

古希腊有一个叫纳克索斯的岛屿，位于爱琴海中。岛上有一个小小

的部落，人们生活平静，有规律。男人白日渔猎，女人、老人和孩子则

晒鱼、补网，料理琐事。

一个夏天，在晨光如练的时候，部落首领带着族人面朝大海，虔诚

地祭祀海神，祈祷海神护佑出海者顺利平安。之后，男人们纷纷登船，

驶向海中央。

正午时分，阳光酷烈，分外刺眼。突然，在海天交接处，有人无意

第一章 古代地理学时期
—景观分布知识的积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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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瞥见一些小黑点，密密麻麻的。

岛民猜测，可能是渔猎归来的船只。

然而，只是片刻，他们就警觉起来，深觉疑惑，因为往常部落的船

只都是在黄昏时分才回来。

众人未免紧张。

原来，那是一支来自马其顿王国的船队。船队在海上迷了路，随波

漂泊了一天一夜，粮食与淡水所剩无几。马其顿人在绝望时，霍然发现

了远处的纳克索斯岛，便疾驶而来，想要抢夺岛民的财物，渡过难关。

几乎是在眨眼间，岛民已看清了逼近的黑点—那是些战船！个头

庞大，比岛上最大的捕鱼船还要高很多。马其顿人站在甲板上，人数足

有几千之众，个个都携带武器。岛民嗅出了危险的气息，意识到大祸就

要临头。

岛民恐慌起来，茫然无措，一时不知如何对应。

在这种危急时刻，部落首领安抚族人不要慌乱，要镇静。

他凝思起来，想要拿出逃生的对策。

猛然间，他想起，部落先祖曾利用太阳的光芒获取火种。他豁然开

朗，兴奋起来，赶紧让岛民各自回家，用最快的速度把家中的铜镜拿

过来。

铜镜取来后，首

领让众人并排站在沙

滩上，像他一样手持

铜镜，对着太阳。

马其顿船只越来

越近，岛民们把镜子

反射的阳光都聚集在

第一艘大战船上。

一个惊人的现象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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