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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物理》

前言

我们崇尚科学，因为科学真实而美丽：自然规律无处不在，它不带任何阶级偏见，也不受任何利益驱
动，显示着不可阻挡的永恒威力；科学又在不断地向我们展示大千世界的五彩缤纷，展示它的无限多
样性，并日益深入地揭示自然现象的诱人本质。    科学成就还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着生产方向前发展，
并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历史表明，谁掌握科学真理谁就拥有未来，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
民族。因此，有远见的领导人总是重视科学的发展和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最近三十年来，我国科学
传播事业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科普出版也空前繁荣。    科学真理并不都是非常浅显、很容易理解和
掌握的；科学探索和学习也不像休闲、娱乐那样轻松愉快。然而，科学除了有枯燥严肃的一面外，也
还有非常有趣和引人人胜的一面。因此，优秀的科普作家和科学传播工作者总是力图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阐释深奥的科学道理，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图画来加深读者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还用科学发展史
中许多生动美丽的故事来激发读者阅读的兴趣，使科普图书读来趣味盎然。    那么，科学的趣味何在
呢？    趣味之一，是科学研究的课题丰富多彩，令人遐想无穷。如所谓的“时间隧道”，在时间中旅
行一直是脍炙人口的科幻小说和文章的主题，它难道只是少数人的想入非非吗，还是也有某种科学依
据呢？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预言了宇宙中存在所谓“黑洞”和“白洞”的天体，而这两种表现截然相
反的天体有可能通过一种叫做“虫洞”（按：如今“蛀洞”这一译名已不用了，虽然我本人觉得它比
译成“虫洞”高明得多）的天体联系起来，“虫洞”就可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时间隧道”，人类有
可能通过它实现从我们的宇宙进入另外宇宙的时空旅行。又如“外星人”问题，宇宙中我们人类是绝
无仅有的智慧生物吗？如果宇宙中还有我们的智慧兄弟，那么他们在哪里呢？科学地介绍这些宇宙之
谜是大多数读者感兴趣的。还有“地球末日”问题，一些宗教的经典中都有世界末日的预言，有的还
言之凿凿指出1997年、2012年地球的大灾难、大崩溃，甚至把末日的情景描绘得异常恐怖，这些预言
显然是无稽之谈。诚然，地球确实不可能永生，既然地球是46亿年前诞生出来的，它总有一天会走到
生命的尽头。地球上生命存在发展的能量来自太阳，当太阳的核聚变的“燃料”耗尽之日，亦就是地
球上生命即将毁灭之时，从恒星演化进程看，那应是几十亿年后的事。问题是，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向
自然索取得太多，掠夺性开发和无节制地挥霍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太大，如果我们不注意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重视对环境的保护，那么人类的末日也许会提前来临。    趣味之二，是科学
中有许多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问题。如三颗骰子随机从斜面滚到桌面，出现数字1的机会有多大？
许多人认为，每颗骰子出现1的机会是1/6，三颗骰子出现1的机会就是3/6，即1/2。这个似乎正确的结
论其实是不正确的，出现1的机会应该是91/216，低于1/2。又如，爱因斯坦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向题：
“在失重的条件下，蜡烛能持续燃烧吗？”他本人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在地面上蜡烛靠冷热空
气的对流补充氧气维持燃烧，失重状态冷热空气密度相同，对流不复存在，烛焰被二氧化碳包围，燃
烧难以继续。然而，有人做实验发现，蜡烛能持续燃烧，只是火焰形状是球形的，亮度也暗些。道理
是失重条件下气体的扩散运动仍然存在，燃烧需要的氧气还是能够得到补充。    趣味之三，是人类探
索科学的过程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些科学家辛苦一辈子，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重大发现失之
交臂，而有的科学家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的科学家持之以恒，苍天不负有心人，十年磨一剑终
成正果，有的功成名就后却晚节不保，迷恋起伪科学。科学史的精彩演义，给读者许多富有哲理的启
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辞书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了一套《趣味科学辞典》共5种，出版后深受
读者欢迎。十几年来，时有读者问起该套辞典的重版问题。考虑到科学的迅猛发展，出版社决定请原
作者进行修订补充，并新增了地理、人体、军事等分册，组成《趣味科学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
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读者更多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为有志于科学的读者奠定继续学习的基
础。我们也殷切期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再版时修改提高。    吴智仁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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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趣味物理》内容简介：我们崇尚科学，因为科学真实而美丽。历史表明：谁掌握科学真理谁就拥有
未来。科学除了有枯燥严肃的一面外，也还有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的一面。《趣味科学丛书》力图用
通俗易1董的语言阐释深奥的科学道理，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图画来加深读者对科学的理解，用科
学发展史中许多生动美丽的故事来激发读者阅读的兴趣，使科普图书读来趣味盎然。祈昐本丛书能激
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读者更多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为有志于科学的读者奠定继续学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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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气象就是地球大气底层的各种与大气运动有关的物理现象，如气温、气压的变化等。
至于大气运动的规律，科学家早已总结出一些数学方程式。为了预报未来的天气必须知道目前的气象
状况，它应该由遍布全球的气象观测站提供测得的实际数据。现在是模拟试验，洛伦茨可以自己假设
，并用计算机帮助计算。这天，洛伦茨想检验一下计算结果是否可靠，他想把已经计算过的数据再计
算一遍，他把原来的初始值0.506127用0.506输入，误差仅千分之一。此后，他离开办公室，1小时后回
来，意想不到的事正等待着他：这次计算结果本应完全重复上次的计算结果，至多精确度差一些。但
是，现在这两个结果却大相径庭，就好比一个预报某天是晴空万里，另一个却预报这一天是电闪雷鸣
，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经检查，计算机没有毛病，问题出在他输入的数据上，原来以为千分之一的
误差算不了什么，现在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洛伦茨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的“模拟天气”居然容不得这区区误差。经研究，洛伦茨选
择的那一组方程是非线性方程，它代表的过程对于外界的一些十分微小的干扰表现出强烈的变化。洛
伦茨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一下翅膀，会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后
来人们把种非线性效应称为“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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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味物理》知识无涯，智慧无疆，趣味导航，成功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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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趣味性较强的科普书，适合那些没有学过物理的小朋友课外阅读，提高对科学对物理的兴趣。
2、可以，但是价格有点贵了
3、儿子还没正式学物理，他想要先了解一些物理的有趣之处，好像这本书不太适合这个需求
4、使学习物理变成一种享受的好书！
5、好好好好啊好啊好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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