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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宇 宙 的 立 法 者

在晴朗的夜空下，极目仰望，一条由数不清的星星组成

的、像河一样的白茫茫长带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这条长带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天空中悬挂着。除了儿时听过的牛郎织

女故事外，青少年朋友们对星星的真实情况又了解多少呢？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这条长带实际上就是我们地球所

在的银河系。银河系大得实在惊人，它竞可以将上千亿颗像

太阳一样大小的恒星装进去。要知道，太阳可以装下130万

个地球啊！你可以想像，银河系该有多大了吧！然而，科学

发展到今天，人们的视野又延伸到了宇宙的更深处。科学家

们发现，我们的银河系不过是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的孤岛而

已，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宇宙中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它

们像一个个上紧发条的“大钟”，有节奏地运转着，永不松

懈，永不停止。

你也许要问，科学家们是怎样知道宇宙是如此之大的？恒

星、星系是怎么运转的呢？支配它们运转的力量又是什么呢？

三四百年来，无数的科学家不畏艰辛，不畏权威，他们

向着无数的宇宙之谜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他们在探索

真理的征途上，建立起了一座座的灯塔，照耀着后人继续科

学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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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科学将爱因斯坦推到了人类的最前沿，

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夜幕中艰难地向前探索。经过持久的拼

搏，爱因斯坦终于发现了一块人类从未涉足过的“新大陆”。

紧随着爱因斯坦，一大批科学家也在宇宙中不停地探索

着，他们发现了许多更为新奇的现象：那可怕的黑洞、“精

确”的脉冲星、神秘的时空隧道、不可捉摸的反物质、大量

存在的暗物质、震撼人心的宇宙大爆炸……这样的宇宙是多

么的神奇与美妙啊！在这美妙的世界中自由徜徉，该是一件

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不仅如此，青少年朋友们还会在书中体会到科学家们不

畏艰难的探索精神、精巧美妙的科学方法、严谨周密的逻辑

思维、富于创新的卓越品格和他们成功后的甜美喜悦，进而

把科学融入到青少年朋友们的生活，使科学变成你们的终生

情趣。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我们将感到极大的欣慰了。

刘树勇　

                                                         2001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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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宇宙的立法者

宁静的夜晚，当我们漫步户外的时候，往往会情不自禁

地抬头仰望星空。满天的星斗，浩瀚无际的天空，为人们提

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自古以来，宽广而又深邃的星空一直

吸引着人类的目光。星星是什么？它们离我们有多远？宇宙

有多大？星球的运动、演化、空间和时间等等所有这些问题

仍是人类最为关心的问题。

● 古人眼中的宇宙

宇宙是我们的祖先最早开始关心的一个话题，他们有

着丰富的想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型，以说明他们所观察

到的现象。什么是宇宙？战国时期一位叫尸佼的人是这样说

的：“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意思是说：“宇”

指的是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向的空间；“宙”则

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人类活动、天体运行、万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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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都包含在这个空间中，并随时间变化而发展。

自古以来，人们头顶着天，脚踩着地，很自然地认为宇

宙是由天地两部分组成，还认为天地是有形的。古埃及人把

宇宙设想成一个箱子，箱底是大地，箱盖是天。古巴比伦人

认为天像圆罩，罩在大地上。

中国古人对天地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说法：“盖天说”、

“浑天说”、“宣夜说”。

起源于周代的“盖天说”把天看成圆盖，大地如同四方

的棋盘。后来有人发现大地并不是平面的而是拱形的，于是

又提出新的盖天说，认为天像一个圆形的盖子，地像一个倒

放的盆。

“浑天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东汉科学家张衡。他认

为：天地像一个鸡蛋，天如同蛋壳，形状圆圆的像一个弹

古埃及天地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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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地像鸡蛋中的蛋黄，居于中间；天大地小，天包着地，

就像蛋壳裹着蛋黄；天靠气支撑着，地好像浮于水上。浑天

说的球形大地概念比盖天说前进了一大步，但这种天有形

状、地在中心的说法并不科学。

“宣夜说”相传出自殷代，它的主要思想是：天高远

无尽头，天无颜色，并非实体，只是因为天离我们太远，所

以看起来好像一种有颜色的实体；日、月、行星自由移动于

虚无的空间，可自由地做各种不同的运动。宣夜说抛弃了天

有形的观念，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这种观点很早就出现在中

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古希腊著名天文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是和谐的、

完美的，几何图形中圆形、球形是最完美的，因此天体的

形状也应该是球形的。他提出大地是一个球体，一部分是

陆地，另一部分是水

域，周围被空气包围

着。他还用许多实例

来证明这种观点。例

如 ， 当 一 个 人 站 在

海岸上看着远去的帆

船，当船身已经看不

见时，仍能看见船的

桅杆露在水面上。这

说明海洋的水面不是平 我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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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是弯曲的。亚里士多德还以月食现象为例指出：月食

是由于地球挡住了太阳光，地球的阴影掠过月亮的表面时引

起的，阴影是圆形的，所以地球本身也应该是圆形的。确立

大地球形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对天文学的重要贡献。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

天是有形的，由一个个透明天球层组成，日、月、五大行星

分别附在各自的天球层里，这些天球层围绕地球做复杂的运

动，离地球最近的是月亮，其余依次是水星、金星、太阳、

火星、木星和土星。他还认为日、月、行星的运行路线应该

是一种完美的正圆，运动速度均匀不变。

亚里士多德的天球层模型是古代西方第一个关于宇宙

结 构 的 理 论 。 但 在 当

时 没 有 多 少 人 相 信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话 ， 人 们

总 是 反 问 ： 如 果 地 球

是 圆 的 ， 那 么 住 在 地

球 另 一 端 的 人 头 总 是

向 下 ， 他 们 怎 么 走 路

呢 ？ 他 们 怎 么 不 掉 下

去 呢 ？ 亚 里 士 多 德 还

不 知 道 地 球 的 引 力 作

用 ， 无 法 回 答 这 些 问

题。人们在实际观测行古希腊科学家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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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运动时还发现，行星的亮度在它的运行周期内有明显的变

化，这说明行星离地球的距离有时远有时近，不像亚里士多

德说的那样行星沿正圆轨道绕地球转。众多的矛盾之处使人

们难以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天球层模型。

公元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总结了希腊天文学

的全部成就，创立了完整的地心宇宙体系——托勒密体系。

托勒密假设地球在宇宙的中心，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他还假设日、月、行星沿一定的轨道围绕地球运动。

托勒密的理论符合人们的直观感觉，所以人们很快地接

受了它。另一方面，欧洲的封建教会抓住托勒密模型中地球

是宇宙的中心这一点，为教会神权服务。他们宣扬地球是上

帝安排作为宇宙的中心，天球最高的地方是天堂，服从上帝

的人，死后可入天堂，获得永生；地球里面是地狱，触犯上

帝的人，死后下地狱。教会想以此控制人们的意志，因此，

把托勒密地心说捧到了统治的地位，在天文学界流行了1000

多年。

● 谁是宇宙的中心

1473年，哥白尼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商人家庭，他幼年丧

父，舅父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哥白尼上大学时就对天

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又被送往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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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留学。他在那里有机会直接阅读大量的古希腊哲学著

作，其中有关太阳中心说的原始思想给哥白尼留下了深刻印

象，为他以后创立新宇宙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1506年，哥白尼回到了波兰，他在舅父的身边工作。舅

父去世后，他便移居佛洛恩堡大教堂，正式履行他的牧师职

责。然而，最吸引他的还是满天的繁星，为此他在教堂的箭

楼上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天文台，其中大部分仪器是他亲手设

计制造的。尽管条件很差，仪器简陋，但哥白尼不畏困难，

持之以恒，他在那里坚持天文观测长达30年。哥白尼在临

终前出版了一本不朽的科学巨著《天体运行论》，他的太

阳中心说震动了整个社会，在天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深刻

哥白尼的“日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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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

哥白尼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只是一颗绕太阳

运动的行星；所有行星层层围绕太阳运行，距离太阳越远，

绕转一周的时间就越长，也就是说，运动周期越长。最靠近

太阳的是水星，它的运动周期是88天；其次是金星，周期是

9个月；接下来是地球，它公转周期是1年，月亮伴随着地球

绕太阳运行的同时，每月又绕地球旋转一周；再往远处是火

星，2年一周；木星12年一周；离太阳最远的是土星，每30

年绕太阳一周。再远的地方就是看似不动的恒星天了，恒星

天可以作为观测天体运动的背景。

哥白尼还用日心地动说来解释天体的运动。他认为，

日、月、行星每天的东升西落是地球自转的结果，而年复一

年的四季交替是地球公转的反映。

从现代的科学观点看，哥白尼的宇宙模型仅仅是太阳系

的模型。而且，这个模型的太阳系边界只是到了土星。现代

科学也发现，太阳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宇宙中心。但在哥白尼

时代，提出日心地动说已经在天文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

掀起了一场根本性的革命，人们几千年形成的地心说观念被

哥白尼倒转了过来，它给人类意识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

的。哥白尼学说使人类对太阳系结构、天体的位置与运动

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为近代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但是，哥白尼的学说刚一问世，立刻受到宗教势力和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