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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文学在科学发展史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我们对于人类怎样运用智慧去掌握宇宙的规律，以及它们在哲学上所产生的影响，都应该具有一般的
认识。
本书重视科学思想的演变，而极少个人传记的叙述，使人读后能明确地认识科学的发展是人类集体劳
动积累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少数个人的成就。
本书内容着重在近代天文学史，叙述扼要而明晰。
古代希腊和中世纪的天文学史简略地叙述在第一章内，其余六章都用来描写天文学自哥白尼以来的发
展，至于20世纪不满60年的天文学史的阐述，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更为本书的特色。
本书中对天文学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常引用天文学家本人的词句来说明问题，使读者能更深切地了解
近代天文学和宇宙论的意义。
第六章内公允地讨论了近代宇宙论各派的争辩，不但使读者明了现在的情况，也可以展望将来。
本书是一本历史性的书籍，原作者是法国人，取材和观点不够全面的地方是有的，如：对我国古代天
文学的成就，叙述就异常简略；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发现的重要天象（如太阳黑子）也没有提到；阿
拉伯人的天文知识在13世纪由蒙古人传人我国，虽是事实，但那时候郭守敬、王恂等人所创立的授时
历法，纯然是在我国原有天文知识的基础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并没有受到回回历的丝毫影响”；对于
宇宙是无限的思想，本书中并无阐述；至于宇宙膨胀说，现今还没有得到天文学界一致的承认，作者
推崇为19世纪后半期天文学上重要的牲，只能认为是个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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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浩翰无穷的星空，辽远神秘的宇宙，让人类世世代代为之神往。
这一切，让天文学成为可能。
    天文学在科学发展史上居于领先地位，因为它的一切，宇宙的一切，都与我们人类息息相关。
我们对于人类自身怎样掌握宇宙规律以及它们在哲学上所产生的影响，都应该具备一般的认识。
    本书将引领您循着前人的足迹，一步步深入宇宙，摘取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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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些奇特的观测接着被另外一位美国无线电工程师瑞伯（G.Reber）加以证实和扩充。
瑞伯早在1936年便建起第一座“射电望远镜”，这是一架口径9米的巨型抛物面接收器，工作于2米长
的波附近。
他由此绘出天空的“射电图”，内容是宇宙噪声的等强线，在银河里这些射电等强线一般是与光学等
强线相合的。
最奇怪的是瑞伯的仪器虽然相当灵敏，但却不能检验出由太阳而来的射电波。
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射电天文学萌芽的情况。
战争结束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几个科学工作队，利用战争期间雷达技术的经验，努力从太阳方向探
索。
对太阳的研究  事实上，在战争时从太阳而来的射电信号已经被英国沿海的陆军雷达队探测到。
1942年2月26日，这些雷达队报告各台站发生异常信号的干扰，来源的方向都说指向太阳。
在白天这些干扰来源的方向随太阳而移动，日落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又出现，到第三天干扰才衰弱而归于停止。
因军事保密的缘故，这个奇特的现象当时没有公布，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的1946年，英国雷达研究所的
阿普尔顿爵士（Sir Edward Appleton）才透露了这个消息。
由天文观测得知那时有一个大黑子以及和它联系的耀斑正经过日轮的中心线，因此大家才明白这些射
电干扰的来源是与日面活动的光学现象（黑子和耀斑）有联系的。
于是先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以后又在其他国家，组织了系统的观测，去研究由太阳而来的射电波。
不久便发现除了与太阳大气里光学扰乱相连的射电爆发经历几小时乃至几天的现象之外，还有经历几
秒或几分钟即消失的短暂爆发，而且在“宁静的”太阳上也有更微弱而常存在的射电波。
大战快结束的时候，美国的雷达接收器已经以3厘米和10厘米的微波，率先查出这种太阳上常有的弱波
，而且在这以前瑞伯已经发现了波长1.9米的太阳辐射。
这两种辐射的强度都远远超过6000°K光球所发出的热辐射。
射电异常爆发时的辐射大部分在1-10米之间的波段内，至于经常爆发时的辐射则平均地分布在射电波
的极短区域内，白几厘米波长开始，能量逐渐增强；至于宁静的太阳所发出的辐射，以短于1厘米的
波为最强，波长上升至1米时逐渐减弱，波更长时便减弱到很低微以至不能辨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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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文学简史》：朗朗书房·学科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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