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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保罗三世教皇陛下 圣明的父亲，我常常在想，一旦我将这 本关于宇宙中天体运动的书公诸于
世，有多 少人会因我对地球运行轨迹的解释而气急败 坏，进而扬言要将我和我的学说送回地狱。
 不过，庆幸的是，我对自己的学说还没有迷 恋到疯狂的地步。
我知道，哲学和真理不会 受世俗成见的左右，它们是在上帝允许的人 类智慧范围内，对万物真谛的
召唤。
他们不 需要那样疯狂。
 我早已想到，对于那些多个世纪以来， 承认地球静居于宇宙中心的人们来说，如果 我坚持地球在运
动的论断，他们也一定会以 同样坚定的态度，将我关进疯人院。
我踌躇 很久，是否应当把我论证地球处于运动中的 著作公诸于世，或者效仿毕达哥拉斯以及其 他一
些人的惯例，把哲理奥秘仅仅口述给至 亲好友，而不著于文字。
我相信他们这样做 的原因，并不是像某些人设想的那样，担心 自己的学说流传开后会产生某种妒忌
和敌 意。
相反，这些满怀献身精神的伟大人物们 希望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能够获得应有的认 可，而不是遭致无
知者的嘲笑。
而我，害怕 自己的论点因为新奇和难于理解而被人蔑视 和嘲笑，这几乎迫使我完全放弃已着手进行 
的工作。
 就在我几乎完全放手的时候，我的朋友 们却使我坚定了下来。
其中，对我帮助最大 的是卡普亚的红衣主教尼古拉·舍恩贝格， 他精通多门学科，是一位负有盛名
的学者。
 还有我挚爱的台德曼·吉兹，他是捷耳蒙诺 地区的主教，专心致力于神学和优秀文学作 品的研究。
在我把此书埋藏在我的论文之 中长达36年后，他依然没有放弃，反复鼓励 我，有时甚至夹带着责难，
急切敦促我出版 这部著作。
另外几名很杰出的学者也建议我 这样做。
他们启发我、鼓励我，要我放下那 些困扰我很久的疑虑，勇敢地将著作拿出来 与天文学的研究者和
学者们共享。
他们诚恳 地对我说：或许地动学说在大多数人看来仍 很荒谬，但总有一天，上帝会从迷雾中站出 来
，证明这部著作的伟大。
我显然被这一信 念鼓动，终于决定出版这本书。
 是的，尊敬的教皇陛下，我已经获得了 莫大的勇气，将自己花费了巨大心血研究出 来的结果公诸于
世，并毫不犹豫地用书面形 式陈述它。
或许，您大概想听我谈谈，我怎 么会完全否定那些天文学家的论点，甚至违 背常识，而假设地球正
在它预定的轨道上漫 步呢？
是的，您会感兴趣。
 这一点，我并没打算向陛下隐瞒。
首 先，他们对太阳和月球运动的认识并不是那 么靠谱，以致他们被“回归年”戏弄，却始 终测不出
它的长度。
事实上，他们在对天体 运动进行测定时，使用的并不是相同的原 理、假设和对视旋转及视运动的解
释。
有的 人只会用同心圆，而另外一些人却用偏心圆 和本轮。
然后，他们都找到了各自的答案。
 当然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现象：相信同心圆 的人能够证明，用同心圆可以叠加出某些非 均匀的运动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唯一 的缺点是他们用这个方法不能得到任何与观 测现象完全相符的结果
。
而那些设想出偏心 圆的人通过适当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视运动的问题，前提是他们引用了
许多与 均匀运动的基本原则显然抵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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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 要的是，偏心圆不能得出任何跟宇宙的结构 及其各部分对称性的结论。
他们像一群画 家，在不同的地方临摹人体的头、胳膊、大 腿，或者其他部位。
尽管他们技艺超群，但 也只能拼凑出一只漂亮的怪兽，而不是完整 的人体。
可以想见，采用偏心圆论证的过 程，或者叫做“方法”，如果不是遗漏了某 些重要的东西，就一定
是塞进了一些舶来 的、毫不相干的东西。
如果他们遵循科学的 原则，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
 如果我现在所阐述的还不够清楚，那 么将来，在适当的场合，它一定会变得跟 耶稣的眼睛，或者庄
园里熟透的水果一样 清晰可辨。
 传统天文学在关于天体运动研究中存 在的紊乱状态让我思考良久。
每想到天文学 家们不能理解最美好和最灵巧的造物主为我 们创造的世界，我就感到懊恼。
然而，对于 那些跟宇宙相比显得极为渺小的琐事，他们 却考察得十分仔细。
因此，我开始孜孜不倦 地重读了我所能得到的一切有关天文学的著 作，期望找到一些与天文学教师
在学校里所 讲授的那套不相同的关于天体运动的资料。
 我首先在西塞罗的著作中查到：赫塞塔斯曾 设想过地球在运动。
然后又在普鲁塔尔赫的 作品中发现了相同的观点。
当然，还有其他 一些优秀天文学家关于天体运动的资料。
为 了使每个人都信服，我决定把他们的言论摘 引如下： 很多人认为地球静止不动。
但毕达哥 拉斯学派的费罗劳斯却相信地球跟太阳和月 亮一样，都围绕着一颗火球做倾斜的圆周旋 转
。
庞都斯的赫拉克利德和毕达哥拉斯学派 的埃克范图斯也认为地球在运动，但不是朝 前运动，而是像
一只车轮，以自我为中心做 逆时针旋转。
 我正是在这些富有真知灼见的资料中受 到启发，开始考虑地球是否在运动，或者是 以什么样的姿态
在运动。
这个想法听上去很 荒谬。
但我知道，为了能够解释天文现象， 很多卓越的科学家已经设想出了各种各样的 圆周。
因此我想，我或许可以找到有关地球 在做某种运动的证据，从而找到比我的先行 者更具说服力的解
释。
 假定地球存在我在本书中阐述的那些运 动——经过长期、认真的研究——我坚信： 如果把其他行星
的运动与地球的运行轨迹联 系在一起，并以每颗行星的运转来计算，那 么，我们理论上将观测到所
有的行星和一切 天体。
如果再进一步推测，所有天体的顺序 和大小跟整个宇宙完全是一个有机体，我们 移动任何一部分甚
至某一个运行中的天体， 整个宇宙的秩序都将受此影响，从而变得混 乱和不可预见。
因此，在我阐述我的学说 时，我决定采用这样的顺序： 第一卷，我将阐述天体在宇宙中的整体 分布
和我所认为的地球的运动。
在其余的各 卷中，我会把宇宙中其他天体的运动与地球 的运动联系起来，如果这些天体的运动都与 
地球的运转有关，那么，包括地球在内的各 种球体在宇宙中运行并共同构成宇宙的观点 将获得又一
有力的证据。
那些富有智慧和科 学精神的天文学家，如果他们的思考足够认 真和深刻，那么，我所引用的材料就
会最大 程度上支持我的观点。
 为了更直接面对所有人的批判和质疑， 我愿意把我的著作呈献给陛下。
您对一切文 化(当然，更包括天文学）的热爱和您的教 廷的崇高与英明，使您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权 威
，您的威望和智慧可以轻而易举辨别诽谤 者的中伤，尽管他们伪装得十分出色。
 尊敬的教皇陛下，您知道，总会有一 些夸夸其谈的学问家，他们对天文学一窍不 通，却充当起了这
门学科的行家。
他们从 《圣经》中断章取义，曲解科学，以捍卫和 粉饰他们阴暗的个人利益。
他们对我的学说 吹毛求疵，任意曲解。
而我仅仅抛给他们一 个蔑视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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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甚至包括拉克坦 蒂斯，当然，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杰出作 家，但不是科学家。
他可以扬扬得意地谈论 地球的形状，并嘲笑那些宣称大地是球形的 人。
他对我的讥讽可以理解，因为天文学著 作里面只有科学和理性的推测。
只有真正的 天文学家会发现，我的著作对教会将有不小 的贡献，而教会目前正在陛下的主持之下。
 前不久，当国王还是里奥十世时，拉特兰会 议曾讨论过教会历书的修改问题。
这件事悬 而未决，原因仅仅是年和月的计数方式和对 太阳及月亮的运动测定得不够准确。
正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在佛桑布朗地区最杰出的保 罗主教的倡导之下，我将注意力转向了这些 课题
。
现在，我就将我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呈 献给陛下，敬请教皇陛下及所有富有学识的 天文学家来鉴定。
 为使陛下不致于感到我在夸大本书的用 处，我现在就转入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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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体运行论》是全球首次正式提出“日心说”的天文学著作，书中大量运用了天文、几何、物
理（光学）等学科的知识，系统地论证了“太阳位于宇宙中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一事实，是天
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的著作，在人类认识宇宙的漫长过程中，《天体运行论》具有其无可替代的地位
和价值。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体运行论>>

作者简介

　　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的创立者，近代天文学的奠基
人。
哥白尼是个通才，在天文、数学等多个领域成绩斐然。
40岁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但哥白尼当时慑于教会的统治，迟迟不敢将《天体
运行论》公开出版。
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在他弥留之际，才在病榻上见到了刚刚出版的《天体运行论》样书。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体系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惊天动地的大事，为此后的欧洲
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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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自序导读第一章　引言1.1　宇宙是球形1.2　陆地也是球形1.3　大地和水构成了统一球体1.4　
天体在?行均匀的永恒的复合的圆周运动1.5　做圆周运动的地球位于宇宙的什么位置1.6　宇宙究竟有
多大1.7　为什么地球会被认为静居于宇宙中心1.8　驳以往不恰当的论证1.9　地球的运动与宇宙中
心1.10　天球的顺序1.11　地球多重运动的顺序1.12　圆周的弦长1.13　平面三角形的角与边的论证1.14
　球面三角形的论证第二章　 引言2.1　圆　周2.2　黄道倾角与回归线间的距离2.3　赤道、黄道与子
午圈相交的弧与角的偏离与计算2.4　黄道外天体的赤经、赤纬和过中天时黄道数值的测定2.5　地平圈
的交点2.6　正午日影的差异2.7　如何推算最大昼长、日出间距和白昼之间的余差2.8　昼夜是如何划
分的2.9　黄道弧段的斜球经度和中天的度数2.10　黄道与地平圈的交角2.11　表的使用2.12　地平圈两
极与黄道形成的角和弧2.13　天体的运动2.14　恒星的位置与排列第三章　引言3.1　二分点与二至点
的岁差3.2　二分点与二至点岁差不均匀的证明3.3　关于二分点和黄赤交角的假设3.4　圆周运动是如
何构成振动和天平动的3.5　关于二分点岁差和黄赤交角不均匀的证明3.6　二分点岁差与黄道倾角的均
匀行度3.7　二分点的平均岁差与视岁差的最大差值有多大3.8　行度间的个别差值表3.9　再议二分点
的岁差3.10　黄赤交角的最大变化3.11　二分点均匀行度的历元与非均匀角的测定3.12　春分点岁差和
黄赤交角的计算3.13　非均匀太阳年的长度是多少3.14　地心运转的均匀化和平均行度3.15　关于太阳
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初步论证3.16　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3.17　太阳的第一种差和周年差及其特殊变
化3.18　黄经均匀行度的分析3.19　太阳均匀行度的位置与历元的确定3.20　拱点飘移对太阳造成了第
二种差和双重差3.21　太阳的第二种差的变化有多大3.22　太阳远地点的均匀与非均匀行度3.23　太阳
的近点角及其位置3.24　关于太阳均匀行度和视行度变化的列表3.25　视太阳运动量的计算3.26　不断
变化中的自然日第四章　引言4.1　早期的月球圆周假说4.2　月球圆周假说的缺陷4.3　换一种眼光看
月球运动4.4　月球的运转及其行度4.5　朔望时月球的第一种行差4.6　关于月球近地点均匀行度的验
证4.7　月球黄经和近地点的历元4.8　月球的第二种差及其两个本轮的比值4.9　月球离开第一本轮高
拱点时非均匀运动的余量变化4.10　如何利用均匀行度推求月球的视行度4.11　关于月球行差或归一化
的表格4.12　如何计算月球行度4.13　如何分析和论证月球的黄纬行度4.14　月球黄纬近点角的位
置4.15　视差仪4.16　月球的视差4.17　月地距离的测定及月地距离4.18　月球的直径及地影直径4.19　
日月直径、轴线和与地球的距离4.20　日月地的大小及其比较4.21　太阳的视直径和视差4.22　月球的
可变化视直径和视差4.23　地球可变化的程度4.24　在地平经圈上的日月视差值表格4.25　太阳和月球
视差4.26　分离黄经和黄纬视差4.27　关于月球视差论述的证实4.28　日月?平合与平冲4.29　日月的真
合与真冲4.30　区分在食时出现的日月合冲4.31　日月食的食分4.32　预测食延时间第五章　引言5.1　
行星的运行和平均行度5.2　早期对行星的均匀运动和视运动的认识5.3　地球引起的视非均匀性5.4　
行星自身运动的视非均匀性5.5　土星的运动5.6　新观测到的土星的另三次冲5.7　土星运动的分析5.8
　土星位置的测定5.9　土星视差及土星与地球的距离5.10　木星的运动5.11　新观测到的木星的另三
次冲5.12　木星的均速运动5.13　木星位置的测定5.14　木星视差及其相对于地球运转轨道的测定5.15
　火　星5.16　新观测到的火星的另三次冲5.17　火星的运动5.18　火星位置的测定5.19　火星轨道的
大小5.20　金　星5.21　地球与金星轨道直径的比值5.22　金星的双重运动5.23　金星的位置5.24　金星
的近点角5.25　水　星5.26　水星的高、低拱点5.27　水星偏心距的大小及其圆周的比值5.28　为什么
水星视位置大于在近地点的距角5.29　水星的平均行度5.30　新观测到的水星的运动5.31　水星的位
置5.32　进退运动的另一种解释5.33　五大行星行差表5.34　五大行星的黄经位置5.35　五大行星的运
行5.36　测定逆行的时间、位置和弧段第六章　引言6.1　关于五大行星黄纬偏离的一般解释6.2　五大
行星在黄纬上运动的圆周理论6.3　土星、木星和火星轨道的倾斜角6.4　土星、木星和火星轨道的黄纬
值6.5　金星和水星的黄纬值6.6　金星和水星的二级黄纬偏离角6.7　金星和水星的倾角值6.8　金星和
水星的第三种黄纬值6.9　五大行星黄纬值的计算附：天文学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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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0 天球的顺序 恒星是我们能看见的最高的天体。
根据 欧几里得《光学》中的证明，如果所有物体 运动的速度一样，那么，距离越远的物体看 上去就
会动得越慢。
古代的天文学家也持同 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所有天体中，月亮 旋转一周的时间最短，因为它离
地球最近， 轨迹圆周最小。
最高的行星是土星，它的轨 迹圆周最大，运转的周期也就最长。
接下来 是木星，然后是火星。
 对金星和水星位置的认识，一直以来 都存在着分歧。
这两颗行星不会像其他行星 一样，每次都经过太阳的大距。
因此， 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这两颗行星的位 置在太阳之上（见《蒂迈欧篇》），而托勒 密和
大多数现代人更趋向于认为它们在太阳 之下。
而阿耳比特拉几则把金星摆在太阳上 面，将水星置于太阳下面。
柏拉图派认为， 行星暗淡无光，只能反射太阳的光线，造成 自身发光的幻象，如果它们位于太阳之
下， 就不会产生大距，极有可能是半圆形，或者 别的形状，但一定不是整圆形。
它们所反射 的光线也会朝向太阳，从而在我们肉眼中形 成新月或残月那样的形象。
该学派还进一步 指出，行星经过太阳时，会遮挡太阳的光 线，被遮挡的区域取决于行星的大小。
而这 种情况从未发生，因此，柏拉图派断言：行 星绝不可能经过太阳下面。
 托勒密和部分现代人趋向于认为金星和 水星位于太阳下面，主要是以太阳与月亮之 间的广袤空间为
依据。
托勒密指出，月亮到 地球的最远距离是地球半径的64.166倍，约 为太阳到地球最短距离的1／18（
即1160个地球 半径）。
那么，太阳与月亮的距离就正好是 1096（=1160—64.166）个地球半径。
托勒密 认为，这个距离正好等于太阳与月亮间所有 天体的拱点距离，换句话说，月亮的远地 点紧挨
着水星的近地点，金星的近地点又紧 挨着水星的远地点，然后金星的远地点紧靠 太阳的近地点。
坚持这一论点的科学家甚至 计算出水星的拱点距离是177.5个地球半径， 剩下的空间正好是金星的拱
点距离（约910个 地球半径）。
 因此，持有该结论的科学家不会，也 没有理由承认这些天体是完全实体的。
相 反，它们只能是透明的，并且自身发光，或 者靠穿透它们的太阳光线发光。
由于纬度的 变化，它们不会影响太阳对地球的光照。
虽 然金星比水星大，但也不足以遮蔽太阳的百 分之一。
太阳比它们大得太多了。
拉加的阿 耳·巴塔尼就认为，太阳的直径是金星的10 倍。
伊本·拉希德在他的《托勒密（天文学 大成）注释》一书中也谈到，当太阳、水 星、人的肉眼排成
一条直线时，肉眼会在 太阳的轮廓上发现一颗黑痣。
从这里，我 们可以得出结论：金星和水星都是在太阳 下面运动。
 结论虽然得出，但它并不像我们想象 的那样可靠。
我们可以通过实例来验证它： 根据托勒密的结论，月球近地点的距离是地 球半径的38倍，而事实上，
更精确的数据是 大于49倍。
在这个距离范围内，除了我们 假想的“火元素”，一无所有。
并且， 金星在太阳四周偏离45。
范围所形成的轨迹 圆周的直径可达金星近地点到地心距离的6 倍——这点我会在适合的地方进一步阐
释。
 如果金星只是围绕一颗静止的地球在转，那 么，在它的轨迹圆周范围内，除了地球、大 气、太阳、
月亮、水星等天体外，还能包括 哪些物质呢？
 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中宣称：太 阳应在所有行星之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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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论点没有 说服力，因为太阳与月亮的关系就暴露出这 个说法的不准确。
除太阳与月亮的相对位置 外，还有很多的摆放顺序，比如：太阳下面 是金星，金星下面是水星。
或者更复杂的次 序。
提出这些观点的天文学家们也总是能自 圆其说，甚至能高谈阔论，为什么金星和水 星不会像其他天
体一样脱离太阳，独自运行 呢？
他们都有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但不管怎 么说，情况只能是这样：按行星与其他天体 的次序，地球并不是它们环绕的中心，或者 这
些行星根本没有次序，土星之所以位置最 高完全是巧合，并不存在必然的理由。
这两 种情况总会有一个接近事实。
 我们再来看看马丁纳斯·卡佩拉和某些 其他拉丁学者持有的观点。
他们认为，金 星和水星跟其他行星一样，并没有围绕地球 旋转，而是以太阳为旋转中心。
它们偏离太 阳的距离受它们自身轨道的严格限制，但这 两颗行星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
这些学者还 指出，水星的运行范围包含在金星的运行范 围内，金星的运行范围比水星的运行范围大 
一倍多。
以此为基点，部分天文学家开始将 土星、木星和火星联系了起来，认为这些行 星的运行范围可以将
金星、水星和地球的运 行范围囊括进来并且围绕它们旋转。
这种思 考并不荒谬，因为有非常规范的行星运动图 像佐证。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行星在黄昏 时从地平面上升起。
它们此时离地球最近， 地球正好位于这些行星与太阳之间。
相反， 如果行星在黄昏时下落，它们此时离地球的 距离就最远，太阳正好位于这些行星与地球 之间
。
因此，它们看上去就在太阳附近，或 者根本看不见。
这一现象足以说明这些行星 跟金星和水星一样，围绕的中心并不是地 球，而是太阳。
 可见，所有这些行星都围绕着同一个中 心在运行。
金星轨道凸起的部分和火星轨道 凹下的部分也形成了一个环球范围，该范围 同样跟这些行星保持着
同一旋转中心。
这片 范围涵盖了地球和月亮的运行范围，使我们 毫无任何理由将地球与月亮拆开，它们已经 形成了
一个牢固的整体。
 这片涵盖地球和月亮运行范围的环球 范围与其他行星并存，并且同样每年会围绕 太阳运行一周。
为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 论：宇宙的中心是靠近太阳的。
因为太阳恒 定不动，我们看到的太阳的变化都是由地球 的运转引起的。
跟其他天体比起来，地球离 太阳的距离最为理想，但宇宙太过浩瀚了， 日地距离显得那样的微不足
道。
虽然，把太阳 当做宇宙中心还不能得到最有力的证明，但比 起把地球当做宇宙中心显然合理得多，
至少不 必假设无数牵强的轨道和运动形式。
我们应该 相信上帝，他是多么懂得省略那些多余无用的 东西，而宁愿赋予某个事物更多的功能。
 显然，这些论述已经跟大多数人的信 念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 感受。
然而，以上帝的名义，我定会让这些 论述更符合真理和事实，让它们变得比阳光 更加灿烂。
如果我们愿意将“天体轨道的大 小可以由时间的长短求出”遵奉为第一原则 （没有人能提出比它更
合适的理论），那么，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合理的次序： 太阳的轨道范围最高也最大。
它几乎包 罗了一切，因此看上去静止不动。
这个范围 无疑是所有天体的运动场，它们都围绕太阳 旋转。
也有人认为，太阳同样存在着某种运 动，而我在论证地球运转时，会对此提出一 种不同的解释（见
图1.2）。
 太阳下面的第一颗行星是土星，它的轨迹 范围理所当然应排在第二位。
土星旋转一周需 要30年。
接着是木星，它旋转一周的时间是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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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火星，每两年完成一周旋转。
而排 在第四位的，应该是我前面阐述过的，包括了 地球和月亮的那片环形范围，每一年完成一次 公
转。
再后面是金星，每9个月公转一周。
最 后是水星，旋转一周只需要80天。
 太阳靠近宇宙中心，同时照耀着一切。
 难道还有谁能为这盏明灯找到一个更合适的 位置吗？
诗人们将太阳视为宇宙之灯和宇宙 的心灵，甚至有人将它称作宇宙的主宰。
这 些都不为过。
赫尔墨斯将太阳誉为看得见的 神，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厄勒克特拉则称 太阳是万物洞察者。
太阳似乎更像是宇宙里 的皇帝，所有的行星都围绕着它，沐浴它的 恩赐。
当然，地球也有一名跟随者，就是月 亮。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一部关于动物的著作 中描述的那样：月亮和地球有着最亲密的血 缘关系，同时，
地球与太阳交媾，作为受孕 者，地球每年分娩一次。
 从这种次序中，我们会惊讶发现，宇宙 具有多么神奇的对称性和规范性，所有天体 的大小、运动都
那么和谐。
这是其他任何方 法都无法实现的。
受它的指引，我们会发现 木星顺行和逆行的弧线看上去都比土星的要 长，而比火星的短。
金星的弧线又比水星的 要长。
在运行中，土星转换方向的次数显得 要比木星频繁，火星和金星转换方向的频率 却远远不如水星。
如果土星、木星和火星在 黄昏时升起，它们距离地球的位置就会比它 们在黄昏西沉时近很多。
火星就显得有一些 特殊，它可以整夜照耀长空，亮度甚至可以 与木星分庭抗礼，只能凭它散发的红
色亮光 加以辨别。
但更多的时间里，火星不过是一 颗很普通的星，只有辛勤跟踪的观测者才能 找到它。
所有这些现象的成因只有一个，那 就是地球的运动。
 恒星上不会发生这些现象。
它们距离我 们太远了，我们甚至不能知道关于它们动或 不动，或者怎样运动的任何信息。
光学取得 的成就已经告诉我们，任何可以观测的物体 都有一定的距离范围。
离开这个距离范围， 我们将什么也看不见。
从最远的行星——土 星到恒星，这个空间无比广阔，在这个范围 内，我们总能看见星光闪烁。
这应感谢造物 主的英明和伟大。
 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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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体运行论》是全球首次正式提出“日心说”的天文学著作，书中大量运用了天文、几何、物
理（光学）等学科的知识，系统地论证了“太阳位于宇宙中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一事实。
　　这是天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的著作，具有其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历史影响力经久不衰。
　　○你永远无法想象哥白尼是如何用公式计算出地球在宇宙中位置的　　○天体的位置如何计算　
　○黄赤交角对季节有什么影响　　○用最简单的方法计算出岁差和黄道　　○月球对地球的最大影
响是什么　　○冲日现象是怎么回事　　○太阳运动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八大行星之间是如何相
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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