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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大家风采》是一套内容丰富、规模庞大的文库。为什么要

特别出版这样一套图书呢？只要看看当前市面上的书刊内容，

我们便不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您是一位学校校长，您的学生陷入了“追星族”“发烧

友”的狂热之中，而您又想改变学生的兴趣与注意力，使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您一定想选择几本具有正确价

值取向、能鼓励学生奋发向上的课外读物。这时候，您也许会感

到失望和沮丧，您会发现真正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这类图书实在

少之又少。

在社会上的各类人群中，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总

是最受尊敬的人群。他们的力量最大，能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变

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他们的奉献精神最强，是

他们把知识与智慧酿造成甘霖，洒向全世界，造福民生。他们对

人类对社会的贡献总是巨大的，是引导当今青少年树立正确人



生观、价值观的楷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大

家风采》丛书。

全套图书从１８个领域系统地介绍了各领域中具有代表性

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成就。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学

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们的名字已被永远铭刻在人类文明

史上，有兴趣阅读此套丛书的青少年，一定能从中获取力量，获

取智慧，获取豪情，获取对未来的新向往；惟有这一点，才是我们

编写这套丛书的共同愿望。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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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卓越的２８位天文学家

托勒密

托勒密

姓　名：托勒密
出生地：锡贝德
生卒年：约公元９０—１６８年

历史评价ＬｉＳｈｉＰｉｎｇＪｉａ　　

　　托勒密是古希腊天文学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古希腊时

代天文学的全部成就，提出了“地心说”。

托勒密大约于公元９０年出生在锡贝德（埃及的一个希腊

化城市）。公元１２７年，托勒密到亚历山大求学。在那里，他

阅读了不少的书籍，并且学会了天文测量和大地测量。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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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住在亚历山大城，直到公元１５１年。

托勒密的宇宙体系

在公元前４～前３世纪，对

于天体的运动，希腊人有两种不

同的看法：一种以欧多克斯为代

表，他从几何的角度解释天体的

运动，把天上复杂的周期现象，

分解为若干个简单的周期运动，

他又给每一种简单的周期运动

指定一个圆周轨道，或者是一个

球形的壳层，他认为天体都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做匀速

圆周运动，并且用２７个球层来解释天体的运动。到了亚里士

多德时，又将球层增加到５６个；另一种以阿利斯塔克为代表，

他认为地球每天在自己的轴上自转，每年沿圆周轨道饶日一

周，太阳和恒星都是不动的，而行星则以太阳为中心沿圆周运

动。但阿利斯塔克的见解当时没有人表示理解或接受，因为

这与人们肉眼看到的表观景象不同。

托勒密于公元２世纪，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结构学说，即

“地心说”。主张地球处于宇宙中心，且静止不动，日、月、行星

和恒星均环绕地球运行。托勒密这个不反映宇宙实际结构的

数学图景，却较为完满的解释了当时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

２



　　　　世界上卓越的２８位天文学家

并取得了航海上的实用价值，从而被人们广为信奉。托勒密

本人声称他的体系并不具有物理的真实性，而只是一个计算

天体位置的数学方案。至于教会利用和维护地心说，那是托

勒密死后１０００多年的事情了。

↓
相关链接

地心说
地球中心说的简称。即把地球看做是静止的宇宙中心的学说。它是

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总结并发展了前人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于公元

１４０年在他所著《天文学大成》一书中提出来的，称作托勒密地球中心说。

这个学说的主要内容是：①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是静止不动的。②太阳、月

亮和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五大行星（当时尚未发现其他行星），都围

绕地球旋转。③每个行星都在一个“本轮”小圆圈上做匀速运动，而本轮中

心又在一个围绕地球的“均轮”大圆圈上做匀速运动，因而产生了行星的顺

行和逆行。④宇宙的结构依次分为九层天：月亮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

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最高天。

托勒密的地心说虽然也能解释行星运动，对预报行星位置起过一定作

用，但他把现象当作本质，是唯心主义的。

除了在天文学方面的造诣，托勒密在地理学上也做出了

出色的成就。他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应为整个地球，主要

研究其形状、大小、经纬度的测定以及地图投影的方法等。他

制造了测量经纬度用的类似浑天仪的仪器（星盘）和后来驰名

欧洲的角距测量仪。托勒密有地理学著作八卷，其中六卷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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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经纬度标明的地点位置表。他的多数地点位置好象都是

根据他的本初子午线和用弧度来表现的平纬圈之间的距离来

计算的，因为他的经度没有一个是从天文学上测定的，只有少

数纬度是这样测定的。托勒密采用了波昔东尼斯测定的地球

托勒密

周长的较小数值，这就使

得他所有用弧度表现的

陆向距离都夸大了，因为

他把每一弧度的距离定

为五百希腊里，而不是六

百希腊里。这样一来，从

欧洲到亚洲横贯大西洋

的海洋面距离，看上去就

比埃拉托斯特尼的计算

值小得多，这项计算最后

还导致了哥伦布从西面

驶往亚洲的企图。

托勒密著有四本重要著作：《天文学大成》、《地理学》、《天

文集》和《光学》。其中，《天文学大成》是一部天文学名著。它

是５００年的希腊天文学和宇宙学思想的顶峰，统治天文界长

达１３个世纪。这样一本知识上参差交错且复杂的著作，不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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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托勒密依靠了他的先驱者，特别是

喜帕恰斯，这一点是无须掩盖的。他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在假

设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的、以及所有天体以均匀的速度按完

全圆形的轨道饶转的前提下，试图解释天体的运动。因为实

际天体以变速度按椭圆轨道饶地球以外的中心运动，为了维

护原来的基本假设，就要考虑某些非常复杂的几何形状。托

勒密使用了３种复杂的原始设想：本轮、偏心圆和均轮。他能

对火星、金星和水星等等的轨道分别给出合理的描述，但是如

果把它们放在一个模型中，那么它们的尺度和周期将发生冲

突。然而，无论这个体系存在着怎样的缺点，它还是流行了

１３００年之久，直到１５世纪才被哥白尼推翻。

———传世佳言———

应该把自己的箭射向托勒密的同一个方向，只是弓和箭的质料要
和他完全两样。———哥白尼

托勒密还曾制造了供测量经纬度用的、类似浑天仪的仪

器和后来驰名欧洲的角距测量仪。通过系统的天文观测，编

出了１０００多颗恒星的位置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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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

哥白尼

姓　名：哥白尼
出生地：锡贝德
生卒年：约公元９０—１６８年

历史评价ＬｉＳｈｉＰｉｎｇＪｉａ　　

　　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是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他的

名著《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是一次革命。

哥白尼用这本书来向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

神学中解放出来。

哥白尼于１４７３年２月１９日出生在波兰西部维斯杜拉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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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托伦城的一个商人家庭。家里兄妹四个，哥白尼是最小的。

在他１０岁时，父亲去世了，舅父卢卡斯承担起了抚育他的

重任。

哥白尼

１４９１年至１４９５年，哥白尼

进入克拉科夫大学学习。克拉

科夫是当时波兰的首都，也是东

欧最大的贸易和文化中心，有许

多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

由于它地处东西欧交通要冲，所

以比较早地受到意大利文艺复

兴的影响。因此在这座古老的

大学里，新兴的资产阶级人文主

义思想和腐朽的封建教会的经院哲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

争。哥白尼在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在心灵里埋下

了向经院哲学挑战的种子。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的一生产

生深远影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布鲁楚斯基教授。是这位教

授的启蒙教育促使哥白尼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天文

科学。

１４９６年哥白尼前往意大利求学，先后进入博洛尼亚大

学、帕多瓦大学和费拉拉大学学习和研究法律、天文学、数学、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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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和医学，他同时还学会了希腊文。１５０３年，哥白尼获得

了教会法规博士学位。

↓
相关链接

日心说
太阳中心说的简称。它是哥白尼在前人基础上，经过４０多年的研究，

于１５４３年在他所著《天体运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日心说”的主要内容

是：①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当时尚未发

现其他行星）都在圆形轨道上匀速围绕太阳运行。②月亮是地球的卫星，

沿圆形轨道每个月绕地球旋转一周。③恒星比日地距离远得多，所有恒星

都分布在“恒星天”上。④地球每天自转一周，因而导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

落。⑤行星的顺行和逆行，乃是地球绕日运动和行星绕日运动的复合

反映。

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摧毁了宗教赖以生存的

“理论支柱”，建立起科学的太阳系模型。但“日心说”限于历史条件，也有

一定的局限性。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宇宙中心；行星运行的轨

道是椭圆，而不是圆形的；“恒星天”层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这些后来都为

日心说的拥护者加以解决，而逐渐建立起完整的科学太阳系的概念。

１４９７年，哥白尼就任瓦尔半米亚牧师的僧正。１５１０年

后，他先后从事过管理、外交等工作。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

家，写过《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书。他是近代第一个提出劣币

淘汰良币理论的经济学家。哥白尼医术高明，他利用业余时

间行医，免费为穷苦人治病，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被人们

誉为“神医”。哥白尼还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他的巨著《天体

运行论》附录里，发表过他的球面三角论文。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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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当条顿骑士团疯狂

侵略波兰时，他挺身而出，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１５１９年，条

顿骑士团来犯，埃尔门兰德地区的僧侣全给吓跑了，而他却勇

敢的组织和领导了奥尔兹丁城的人民奋勇反击侵略者，经过

五天五夜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哥白尼的日心说

尽管哥白尼总是事务繁忙，但他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把

主要精力放在从事天文学的研究上。１５１５年，哥白尼开始写

作《天体运行论》一书。１５２５年，哥白尼原来的女管家安娜衷

心爱上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她不顾别人的流言飞语，来到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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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会剥夺了结婚权利的哥白尼身边。由于她的精心照顾和

帮助，才使得《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写作得以顺利进行。

《天体运行论》完成后，哥白尼却对它的出版犹豫不决了。

他担心这部书出版后会遭到地心说信徒们的攻击，并受到教

廷的压制。在朋友和学生的支持鼓励下，经过长期反复的考

虑，哥白尼终于决定出版这部著作。１５４２年６月，《天体运行

论》和排印工作开始进行。１５４３年５月２４日，弥留之际的哥

白尼终于见到刚刚出版的《天体运行论》，可惜当时的他已经

因为脑溢血而双目失明，他只摸了摸书的封面，便与世长

辞了。

———传世佳言———

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哥白尼
我愈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寻求帮助，就愈是把时间花在那些创立这

门学科的人身上。我愿意把我的发现和他们的发现结成一个整
体。———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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