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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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位物理学家

伽利略

伽利略

姓　名：伽利略
出生地：意大利比萨
生卒年：１５６４—１６４２年

历史评价ＬｉＳｈｉＰｉｎｇＪｉａ　　

　　伽利略是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革命

的先驱。历史上他首先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数

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三门知识，扩大、加深并改变了人类对物

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

伽利略１５６４年２月１５日生于比萨，父亲芬琴齐奥·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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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略精通音乐理论和声学，著有《音乐对话》一书。１５７４年全

家迁往佛罗伦萨。伽利略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音乐、诗歌、

绘画以及机械兴趣极浓；也像他父亲一样，不迷信权威。１７

岁时遵从父命进比萨大学学医，可是对医学他感到枯燥无味，

而在课外听世交、著名学者里奇讲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

德静力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１５８３年，伽利略在比萨教堂里注意到一盏悬灯的摆动，

随后用线悬铜球做模拟（单摆）实验，确证了微小摆动的等时

性以及摆长对周期的影响，由此创制出脉搏计用来测量短时

间间隔。１５８５年因家贫退学，担任家庭教师，但仍奋力自学。

１５８６年，他发明了浮力天平，并写出论文《小天平》。

１５８７年他带着关于固体重心计算法的论文到罗马大学

求见著名数学家和历法家克拉维乌斯教授，大受称赞和鼓励。

克拉维乌斯回赠他罗马大学教授Ｐ．瓦拉的逻辑学讲义与自

然哲学讲义，这对于他以后的工作大有帮助。

１５８８年他在佛罗伦萨研究院做了关于但丁《神曲》中炼

狱图形构想的学术演讲，其文学与数学才华大受人们赞扬。

次年发表了关于几种固体重心计算法的论文，其中包括若干

静力学新定理。由于有这些成就，当年比萨大学便聘请他任

教，讲授几何学与天文学。第二年他发现了摆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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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比萨大学教材均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所撰，书

中充斥着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教条。伽利略经常发表辛辣的反

对意见，由此受到校内该学派的歧视和排挤。１５９１年其父病

逝，家庭负担加重，他便决定离开比萨。

↓
相关链接

伽利略的科学贡献
伽利略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是在１５９２—１６１０年。这段时期伽利略研

究了大量问题，特别是力学问题。如落体运动，摆和斜面上的运动，抛射体

的运动，力的合成等。此外对流体、热学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伽利略温度计

就是在１５９２—１５９３年期间发明的。１６０９，年他被荷兰人利珀希发明望远

镜的消息所吸引，从而把他的兴趣和注意力从力学转向光学和天文学，直

到１６３３年被教会判为终身监禁后重又研究力学。他对力学的大部分研究

工作和发现都是在这时期完成的，而发表则在晚年。

１５９７年他设计了具有军事用途的比例规和罗盘，并开设工厂生产和

出售这些仪器。在这之前，他根据气体的热胀冷缩的性质，发明了空气温

度计。使用中发现测温不准，由于当时忙于其他工作，没能进一步改进，直

到晚年才与学生托里拆利讨论改进。托里拆利在他的指点下，于１６４３年

发明了水银气压计。

１５９２年伽利略转到帕多瓦大学任教。帕多瓦属于威尼

斯公国，远离罗马，不受教廷直接控制，学术思想比较自由。

在此良好气氛中，他经常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与具

有各种思想观点的同事论辩。此时他一面吸取前辈如塔尔塔

利亚、贝内代蒂、科门迪诺等人的数学与力学研究成果，一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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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考察工厂、作坊、矿井和各项军用民用工程，广泛结交各

行各业的技术员工，帮他们解决技术难题，从中吸取生产技术

知识和各种新经验，并得到启发。

在此时期，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落体运动、抛射体运

动、静力学、水力学以及一些土木建筑和军事建筑等；发现了

惯性原理，研制了温度计和望远镜。

１５９７年，他收到开普勒赠阅的《神秘的宇宙》一书，开始

相信日心说，承认地球有公转和自转两种运动。但这时他对

柏拉图的圆运动最自然最完善的思想印象太深，以致对开普

勒的行星椭圆轨道理论不感兴趣。

１６０４年天空出现超新星，亮光持续１８个月之久。他便

趁机在威尼斯作了几次科普演讲，宣传哥白尼学说。由于讲

得精彩动听，听众逐次增多，最后达千余人。

１６０９年７月，盛传一荷兰眼镜工人发明了供人玩赏的望

远镜。他未见到实物，思考几日后，用风琴管和凸凹透镜各一

片制成一具望远镜，倍率为３，后又提高到９。他邀请威尼斯

参议员到塔楼顶层用望远镜观看远景，观者无不惊喜万分。

参议院随后决定他为帕多瓦大学的终身教授。１６１０年初，他

又将望远镜放大率提高到３３，用来观察日月星辰，新发现甚

多，如月球表面高低不平，月球与其他行星所发的光都是太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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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射光，水星有４颗卫星，银河原是无数发光体的总汇，土

星有多变的椭圆外形等等，开辟了天文学的新天地。１６１０年

３月，出版了他的《星空信使》一书，震撼全欧。随后又发现金

星盈亏与大小变化，这对日心说是一强有力的支持。

伽利略自制的望远镜

伽利略日后回顾在帕多瓦的

１８年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最

开展、精神最舒畅的时期。事实

上，这也是他一生中学术成就最多

的时期。

２０年来伽利略在物理学和天

文学研究上的丰硕成果，激起了他

学术上的更大企求。为了取得充

裕时间致力于科学研究，１６１０年

春，他辞去大学教职，接受托斯卡纳公国大公聘请，担任宫廷

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的闲职与比萨大学首席数学教授的荣誉

职位。

为了使科学免受教会干预，伽利略曾多次去罗马活动。

１６１１年他第二次去罗马，目的在于赢得宗教、政治与学术界

认可他在天文学上的发现。他在罗马受到包括教皇保罗五世

和若干高级主教在内的上层人物的热情接待，并被林赛研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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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接纳为院士。当时耶稣会的神父们承认他的观测事实，只

是不同意他的解释。这年５月，在罗马大学的大会上，几个高

职位的神父公开宣布了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

同年，他观察到太阳黑子及其运动，对比黑子的运动规律

和圆运动的投影原理，论证了太阳黑子是在太阳表面上；他还

发现了太阳有自转。１６１３年他发表了３篇讨论太阳黑子问

题的通信稿。另外，１６１２年他又出版了《水中浮体对话集》

一书。

１６１５年，诡诈的教士集团和教会中许多与伽利略敌对的

人联合攻击伽利略为哥白尼学说辩护的论点，控告他违反基

督教义。他闻讯后，于是第三次去罗马，力图挽回自己的声

誉，企求教廷不因自己保持哥白尼观点而受到惩处，也不公开

压制他宣传哥白尼学说，教廷默认了前一要求，但拒绝了后

者。教皇保罗五世在１６１６年下达了著名的“１６１６年禁令”，

禁止他以口头的或文字的形式保持、传授或捍卫日心说。

１６２４年，他第四次去罗马，希望故友新任教皇乌尔邦八

世能够同情并理解他的意愿，以维护新兴科学的生机。他先

后谒见６次，力图说明日心说可以与基督教教义相协调，说

“圣经是教人如何进天国，而不是教人知道天体是如何运转

的”；并且试图以此说服一些大主教，但毫无效果。乌尔邦八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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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做落体实验的比萨斜塔

世坚持“１６１６年禁令”

不变；只允许他写一部

同时介绍日心说和地心

说的书，但对两种学说

的态度不得有所偏倚，

而且都要写成数学假设

性的。在这辛勤奔波的

一年里，他研制成了一

台显微镜，“可将苍蝇放

大成母鸡一般。”

此后６年间，他撰

写了《关于托勒密和哥

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

话》一书。１６３０年他第５次到罗马，取得了此书的“出版许可

证”。此书终于在１６３２年出版了。此书在表面上保持中立，

但实际上却为哥白尼体系辩护，并多处对教皇和主教隐含嘲

讽，远远超出了仅以数学假设进行讨论的范围。全书笔调诙

谐，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列为文学名著。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出版后６个

月，罗马教廷便勒令停止出售，认为作者公然违背“１６１６年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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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问题严重，亟待审查。原来有人在教皇乌尔邦八世面前

挑拨说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

中，借头脑简单、思想守旧的辛普利邱之口以教皇惯用词句，

发表了一些可笑的错误言论，使他大为震怒。曾支持他当上

教皇的集团激烈地主张要严惩伽利略，而神圣罗马帝国和西

班牙王国认为如纵容伽利略会对各国国内的异端思想产生重

大影响，提出联合警告。在这些内外压力和挑拨下，教皇便不

顾旧交，于这年秋发出要伽利略到罗马宗教裁判所受审的

指令。

———传世佳言———

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

一切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验得来。

科学的唯一目的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科学家应为大多数人着
想。

年近七旬而又体弱多病的伽利略被迫在寒冬季节抱病前

往罗马，在严刑威胁下被审讯了三次，根本不容申辩。几经折

磨，终于在１６３３年６月２２日在圣玛丽亚修女院的大厅上由

１０名枢机主教联席宣判，主要罪名是违背“１６１６年禁令”和圣

经教义。伽利略被迫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在教廷已写好的

“悔过书”上签字。主审官宣布：判处伽利略终身监禁；《关于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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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必须焚绝，并且禁止出版

或重印他的其他著作。此判决书立即通报整个天主教世界，

凡是设有大学的城市均须聚众宣读，借此杀一儆百。

伽利略画像

宗 教 裁

判所的判决

随后又改为

在家软禁，指

定由他的学

生和故友皮

柯罗米尼大

主教在锡耶

纳的私宅中

看管他，规定

禁止会客，每

天书写材料

均需上缴等。

在皮柯罗米

尼的精心护

理和鼓励下，伽利略重行振作起来，接受皮柯罗米尼的建议继

续研究无争议的物理学问题。于是他仍用《关于托勒密和哥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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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中的三个对话人物，以对话体裁，和

较朴素的文笔，将他最成熟的科学思想和科研成果撰写成《关

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两门新科学是指

材料力学和动力学。这部书稿１６３６年就已完成，由于教会禁

止出版他的任何著作，他只好托一位威尼斯友人秘密带出国

境，１６３８年在荷兰莱顿出版。

伽利略在皮柯罗米尼家中刚过了５个月，便有人写匿名

信向教廷控告皮柯罗米尼厚待伽利略。教廷勒令伽利略于当

年１２月迁往佛罗伦萨附近的阿切特里他自己的故居，由他的

大女儿维姬尼亚照料，禁例依旧。她对父亲照料妥帖，但４个

月后竟先于父亲病故。

伽利略多次要求外出治病，均未获准。１６３７年双目失

明。次年才获准住在其子家中。在这期间探望他的除托斯卡

纳大公外，还有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弥尔顿和法国科学家、

哲学家伽桑迪。他的学生和老友卡斯泰里还和他讨论过利用

木星计算地面经度的问题。这时教廷对他的限制和监视已明

显放松了。

１６３９年夏，伽利略获准接受聪慧好学的１８岁青年维维

亚尼为他的最后一名学生，并可在他身边照料，这位青年使他

非常满意。１６４１年１０月卡斯泰里又介绍自己的学生和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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