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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现系列丛书-勒维特之星》

前言

海瑞特·斯万·勒维特理应享有她个人的传记。将来，她可能不会再有传记，因为她所留下的实在太
少。没有日记，没有通信，也没有回忆录：她没有任何一样可以吹嘘的材料。只能仅凭传记书中的一
些照片和大学天文学入门教材的脚注或补充，来评价她是怎样的人。我本打算将她作为进入故事的引
子，描述20世纪20年代，人们认识到银河系之外还有更广袤的宇宙。在哈佛天文台工作的她，其发现
便是转折点。我将在第1章阐述这一发现，并在后面的章节阐述它的进展。但勒维特拒绝作为故事的
引子。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个女人。她的观测揭开了完全意料之外的自然，不可能跳过她而谈及宇宙。
与她并肩的海诺·沙普利和埃德温·哈勃，都是运用海瑞特定理，用光年来测量宇宙。所以当我认为
这本书几乎都要完成时，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找寻勒维特小姐的系谱，像以前从未读过一般，
从头阅读这些记录。一页接着一页，草稿中的人物形象逐渐清晰，或许本书不能作为勒维特小姐的传
记，但给读者讲述了关于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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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一个几乎已经被世人遗忘了的才气
横溢的女人，找到了开启无穷宇宙的钥匙。
她叫海瑞特·斯万·勒维特，在那段女人远被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的时期里，她不过就是人们常说的
那种“计算机”一也就是计算天文照片上恒星的位置和亮度的人工计算工具。尽管疾病和听力的逐步
丧失一直困扰着她，但她依旧致力于研究那些天文照片中几乎难以辨认的斑点。在不懈的工作中，她
发现了一个或许将改变宇宙学领域的新规律。
这个发现立即就被用于解决一个天文学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宇宙究竟有多大？天文家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银河系即是宇宙的全部，然而，传奇的天文学家哈勃用勒维特的定理证明，银河系之外仍有
其他星系，而且宇宙是无限广阔的，当然这是我们现在已知的事实了。
乔治·约翰逊凭借着优美的文字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成为当今著名科普作家之一。他在本书令人伤感
地表现了勒维特的伟大发现和她默默无闻的一生。这本书精彩地讲解了如何度量宇宙，也讲述了一个
动人的被遗忘了的天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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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治·约翰逊，《纽约时报》科学版备受推崇的记者，著书多本，包括《风中的火焰》、《古怪的美
女》，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默里·盖尔曼的传记。最近的著作是《穿越时间的捷径》。现居住在新
墨西哥州的圣塔菲。

Page 4



《大发现系列丛书-勒维特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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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暗星，白夜我们从清晨劳作到深夜，计算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真诚而温雅，我们的记录美妙
如画。Pinafore天文台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一百年前哈佛天文台是用什么来替代计算机工作的，不是没有
灵魂的电线和硅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女人。她的名字叫海瑞特·斯万·勒维特，她的工作是数
星星。今天这类型的工作已由计算机来完成。由电子传感器装置拍下天空图像，再由计算机分析一长
串数字。19世纪80年代晚期，哈佛大学开始进行一项马拉松式的计划，对星星在天宇中的位置、亮度
和颜色进行编目。那时候，最接近现代数字计算机便是笨拙的机械计算器，例如菲尔特及塔兰
（Felt&Tarrant）计算机和布鲁斯（Burroughs）算术机，它们都拥有成排的按钮，费力的手动控制杆和
响铃，同时也有人脑的参与。像勒维特小姐一样勤劳的人们：他们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计算机，拿着每
小时25美分（比纺织工人高10美分）的工钱，检查夜空照片中无数的小光斑，他们边测量边计算，然
后把观测结果记录在本子上。试想天空的颜色颠倒，阴冷的暗星分布在白色的苍穹。当望远镜对准天
空拍摄时，照相底片便能有这样的效果。光线聚焦于一个玻璃片上，其一侧涂抹了感光乳剂：照相软
片的原始形式。这样的50万个易碎光片，存储在当时勒维特小姐住地（即现在计算机工作处）邻近的
四方形建筑物中。因为害怕地震会毁坏这些玻璃的资料库：其在天文学上的损失相当于烧毁了亚历山
大图书馆：哈佛大学修建了两层嵌套结构的储藏室。储藏室与建筑物的外墙分离，在内部将两层钢梁
和地板构建在弹簧片做的机械装置上面，看起来就。像一辆旧式马车和敞篷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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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
烂的星空。依曼努尔·康德儿时最爱夏夜，因为可以抬凳纳凉，倚在躺椅上，摇着大蒲扇，数着天际
中遥远的精灵。黑黑的天穹为幕，缀着的小精灵一直从我眼前排列到脑后，或顽皮，或活泼，或矜持
，或深思。那么多，那么清晰，或许也只能在夏夜。一句“搅拌银河水，化作满天星”便是那时的感
觉。长大了，城市喧嚣了，功课忙碌了，思绪也凌乱了。很少再仰望那片深邃，寻找那些儿时的玩伴
了。偶尔的抬头才发现，地上的霓虹已经遮掩了天上的星光，灰蒙的天空已经朦胧了清澈，儿时天际
的梦已渐渐远去。直至本书出现，作为译者的我，为了完成本书翻译，不得不查询资料，阅读文献，
思绪渐渐被拉回了纯透的天空。每晚闲暇都会走到窗前与星空对视，试图找到答案：宇宙是什么？宇
宙的终极是什么？宇宙进化的终极又是什么？你们究竟有多远？在你们那儿是否有生命，而生命的存
在又是否只是局限于有机体？宇宙的存在形式如此丰富多彩，那又究竟是谁安排了这井然有序的场面
？疑问，疑问，脑中充斥着疑问，但它们无语。这些星星啊，它们见识了太多的沧海桑田，平淡地看
待每个追求真谛的灵魂，只是偶尔，仅是偶尔，对不停追寻其本质的人，给予那一丁点的机会从狭小
的望远镜头前窥探到那一丁点的奥秘，于是我们一丁点、一丁点地拼凑出整个星空。展望星图，或许
每颗星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哈勃、伽利略、哥白尼等著名的天文学家向我们走来，形象清晰
。可是在狭长的银河系中，又淹没了多少默默无闻、才气横溢的天文学者，勒维特小姐便是其中一名
。若没有她，或许变星至今仍埋没于星群，宇宙仍在未知远处，人们仍然无知的妄自尊大，无数的仍
然背后，又有几人能记得她呢？如今仰望星空，便有了一种畏惧，对美丽的畏惧，对生命的畏惧，对
无知的畏惧。引述奥斯卡·王尔德的话来结束：“世界的真正奥秘之所在，并不是不可见之物，而是
可见之物。”译者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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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勒维特之星》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展望星图，或许每颗星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哈
勃、伽利略、哥白尼等著名的天文学家向我们走来，形象清晰。可是在狭长的银河系中，又淹没了多
少默默无闻、才气横溢的天文学者，勒维特小姐便是其中一名。若没有她，或许变星至今仍埋没于星
群，宇宙仍在未知远处，人们仍然无知的妄自尊大，无数的仍然背后，又有几人能记得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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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生。
2、对于天文学方面有所兴趣者，可以尝试一读，了解整个天文学的发展史。可惜书中，对勒维特描
述太少了
3、阅读的过程中，时不时想起之前读过的《天地明察》。同样是观测星星的书，但与前者重点在于
从对星空的观测延伸到人生与世代变迁的感慨，这一本则更为理性，以记者的专业眼光和记录方式，
讲述一个奇女子的生平和她与星星无法分割的关系。即使作为一个外行，也能很好的理解不少专业术
语，比如造父变星、标准烛光等等（我以前只知道红移蓝移和多普勒效应，我真的是文科生）。为了
理解宇宙，人类所付出的努力已经积累了数十代，每一步都如此艰难。勒维特小姐的生平，如同宇宙
一般，依然有着无数空白而且也许无法再被填补上。可是，她也和已经被理解的宇宙融为一体，无论
人类再往前走多少步，依然离不开她开拓的道路。
4、“变星越亮则其光变周期越长”
5、Thank you, Leavitt.
6、才知道勒维特是这样的一位天文学家。。。当然也才知道沙普利比较的。。。嗯。。。不说了哈
哈~
了解一下天文学史~不错
7、恒星测距原理：三角视差和周光定律，作为传记型科普，至少该补充个大事记附录，配套纪录片
也要跟上
8、可惜了，平凡人的命运
9、现在已经有不少人知道“宇宙的半径大约100~150亿光年”，可是有几个人曾想过这个数字究竟是
怎样推算出来的？而在读罢本书之后，对于这个数字又还能保留几分信心？人类对于宇宙的测量，居
然从古到今只有几何上的三角术和勒维特小姐的造父变星周光定律这么两件工具而已；而对宇宙大小
的预测，则几乎仅仅依赖着一个几乎是估算出来、并且几度翻番又几度削减为几分之一的哈勃常数。
我们的知识究竟有多牢靠？而在我们稍事休息的空隙，又有多少新的理论和发现充斥了科学研究的前
沿？我们或许确实需要重估勒维特小姐的贡献，但即便如此，她也绝非唯一一个被人遗忘的天才。而
到最终，当这些无名天才们的尸骨和那些历史上的巨擘们一同被置于宇宙的广袤之下，那些在渺小的
人类间流传的微薄声名，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意义呢？
10、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
上灿烂的星空。非人力所能造就的怪物即浩瀚的宇宙，即不可名状的虚空和荒漠。
11、默默无名，只是因为她是女人。但夜空，还是太吸引人了，Leavitt 一定是从一开始，就深陷那迷
人的星空，再也无法拔出。关于天文的那些论辩，很使人想起混沌初开的时候。人类终究是在追求科
学的。
12、科普一下，我对勒维特发现造父变星的过程比较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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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其实这本书很难说算是勒维特本人的传记，她所留下的东西实在太少，没有日记，没有通信，也
没有回忆录。而相反的，更大意义程度上，本书承担了从多角度展示勒维特根据实验结果总结出造父
变星周光定律的历史意义。序曲和尾声部分采用了形象化的拟比，有助于理解测星过程的艰难。如何
度量宇宙，如何验证度量的结果是正确的，并与其他相关的理论不相互矛盾，在天文测量学中，这一
直是一项疑难。哈勃常数，直接导致计算我们所处的宇宙的年龄，宇宙的大小，而这个常数从一产生
开始之后的多次修订，从500减到50，而宇宙的年龄和大小，也随之增长了十倍。而有关如何修正这个
量天常数的数值来源，造父变星周光定律仍然是标准的选择。一个非常简单而又神奇的规律，它使得
银河系即宇宙全部的论点烟消云散。如今大多数人即使不了解真正原因，也知道银河系之外仍有无数
个其他星系，很多星系甚至比银河系还大，我们所处的这个巨大旋臂的星系，不过是无限广袤宇宙中
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漩涡而已。然而一百年前，人们的认识并非如此，倘若没有造父变星规律的支持，
或许我们仍在为大小麦哲伦星系是否属于银河系本身而争论不休。而勒维特，一个普普通通、甚至有
些缺残的女人——她的听力几乎受损，正是通过数星星这样一项简单平常的工作，迄今她的规律仍在
为遥远天体距离的尺度提供着定标。到她去世时，她的头衔仍只为哈佛大学天文台的一个小小“助理
”，拿着几乎最低的工资，只在论文的一角才会出现她的名字。在她的一生中，尽管她有令世人惊叹
的变星研究成果，但由于病痛和其他原因，以至于她的名字几乎被世人遗忘，无法列名著名天文科学
家的前沿。而后人对她的纪念则是，月球上的一个环形山以她的名字命名。能成为“科学”这一伟大
事业的一小部分，她似乎已经很满足了。1920年1月，她死前的一年，人口普查员最后一次见到她，那
是她同母亲住在林奈街。周围的邻居都是老师、糖果售卖员、银行职员、审计员。当询问勒维特小姐
的职业时，她真诚或许有点大胆地回答道：“天文学家”。1925年，当年老的瑞典数学家米塔-勒夫洛
尔从同事那儿听说了勒维特的工作，深受感动并写了一封信给她，希望能够认真提名她为1926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的人选，然而他不知道她早已离世而去。幸运的是她留下了那把开启无穷宇宙的钥匙，令
百年内、甚至可能更长久时代内的人们受益无穷。勒维特、沙普利、哈勃⋯⋯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量
天成就，或许人们仍然在无知地妄自尊大，我们，人，位于宇宙的中心——但至少现在，懂多了一点
道理，人们可以学着谦卑一点了。P.S. 引自网上的一些技术名词解释造父变星周光关系的发现在天文
学上具有重要意义。1913年丹麦天文学家赫茨普龙就利用视差法测定了银河系中几颗较近的造父变星
的距离，距离尺度得到标定。1915年，沙普利成功解决了造父变星的零点标定问题。随后美国著名天
文学家哈勃利用造父变星测量了仙女座大星云的距离，确认了它是一个河外星系。为纪念这位女天文
学家，第5383号小行星以及月球表面的一座环形山以她的名字“勒维特”命名。 名词解释：周光关系
亨丽爱塔——勒维特最先发现的造父变星的周期和绝对星等之间的关系。周光关系实际上有两个，一
个适用于星族Ⅰ造父变星(又称为经典造父变星)，另一个适用于星族Ⅱ造父变星（又称为室女座W型
星）。 概括地说就是造父变星的光变周期越长，其光度也越大。这种关系是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勒维
特在研究小麦哲伦云的25个造父变星时发现的，用的是光变周期和视星等的数据。这些造父变星都位
于同一个星系内，可以认为它们同地球有大致相等的距离，所以周期和视星等的关系就反映了周期和
绝对星等的关系。后来的研究表明属于不同星族的变星，其也不相同：周光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只要
发现造父变星，便可以确定该星及该星所在的恒星集团的距离。这是因为利用周光关系可以从光变周
期推算绝对星等 ，而视星等则可直接测量 。周光关系既简单又精确，因此它是测定银河系内一些恒
星集团的距离和邻近的河外星系距离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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