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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太阳系及其行星的故事的书不少，这本绝对是质量最高的一本。作者文笔清新活泼，语言生动，
让人看得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内容前沿，即便是老故事也含有新进展。剪裁合理，描述正确，太阳系
的探险历史长久，研究枝杈极多，作者能择重点而讲，有极高的科学见解。是科学和文学完美结合的
典范。比如，天王星早在1690年就被记录过，为何直到1781年才被发现？“海王星档案”隐藏了重大
秘密吗？冥王星缘何会被降级？遥远的奥托云天体有可能被观测到吗？太阳会有伴星吗？等等这些问
题都有很精彩的解读。
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太阳系探索的武侠大片。相信每个读者都会爱上本书。
本书主要介绍人类探索太阳系疆界的历史，并对一些常被人以讹传讹或误解、夸张的历史事件进行分
析与澄清。本书共分32章。其中第1章简单回顾近代之前人类对行星的了解，第2～4章介绍天王星的发
现，第5～7章介绍小行星带的发现，第8～10章介绍天王星出轨之谜及天文学家们为解决该谜团 所作
的早期努力，第11～16章介绍亚当斯与勒维耶对海王星的预言及海王星的发现，第17～19章介绍英法
两国有关海王星预言的优先权之争，第20～21章介绍并分析由海王星档案所引发的新争论，第22章介
绍寻找火神星的失败努力，第 23～27 章介绍冥王星的发现，第28～30章介绍柯伊伯带及其发现，第31
章介绍行星新定义及冥王星的降级，第32章介绍奥托云及有关太阳伴星的猜测。
内容通俗易懂，文笔生动风趣，考据严谨深入，适合广大天文爱好者及大中学生阅读。
一口气读完了卢昌海先生的这本书，感觉好像是在与读者面对面座谈，又好像牵着读者的手，在科学
和历史的领域内为读者导游，娓娓道来，用的是口语，大白话，调皮的网络语言，甚至现实的政治术
语。作者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物理学史和天文学史的细节，介绍得比我读过的任何其他天文学史书籍都
更详细。作者在行文中，还经常穿插一些小问题，要求读者思考一些具体问题，做一些推导，或估计
一些参数的值，使读者能够与作者同步前行。这也是很好的做法。
——北京大学教授  秦克诚
此书介绍了太阳系外围行星的发现，昌海将其历史过程娓娓道来，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 实际科学过
程与哲学教科书上的理想化处理之间的差距，也可以更深刻地领悟科学发现的过程。这其中，还包
括90年代因为意外地重新发现丢失多年的 “海王星文件” 而引发的人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同时
也介绍了近年来人们在太阳系外围发现大量柯伊伯带天体 (KBO)，以及冥王星因此丢掉 “行星” 称号
的故事。从中学生到专业的天文学家，读这本书都不会觉得乏味，也都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不少知
识。我向一切对天文学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本书。
——北京天文台研究员 陈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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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昌海，出生于杭州，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赴美留学，于200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物理学博士学位，目前旅居纽约。著有《从奇点到虫洞：广义相对论专题选讲》、《太阳的故事》、
《黎曼猜想漫谈》，并曾在《中国青年报》、《数学文化》、《科幻世界》、《现代物理知识》、《
中学生天地》、《科学画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几十篇科普及专业科普作品。

Page 3



《那颗星星不在星图上：寻找太阳系的疆》

书籍目录

序
自序
引言
1. 远古苍穹
2. 乐师星匠
3. 巡天偶得
4. 命运弄人
5. 虚席以待
6. 失而复得
7. 名份之争
8. 轨道拉锯
9. 众说纷纭
10. 数学难题
11. 星探出击
12. 三访艾里
13. 殊途同归
14. 剑桥梦碎
15. 欲迎还拒
16. 生日之夜
17. 名动天下
18. 轩然大波
19. 握手言和
20. 秘密档案
21. 先入之见
22. 火神疑踪
23. 无中生有
24. 歧途苦旅
25. 农家少年
26. 寒夜暗影
27. 大小之谜
28. 深空隐秘
29. 巅峰之战
30. 玄冰世界
31. 冥王退位
32. 疆界何方
附录 冥王星沉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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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详细介绍了太阳系的情况。
2、刚看了几章，很激动的给了五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么好看的科普书是我们中国人写的！
之前看万物简史、崩溃，一直郁闷没看到喜欢的中国人写的。是的，我们也能写出这么好的科普书，
太惊喜了。
3、超级赞，天才的世界我们凡人只能留着哗哗的口水仰望哇
4、介绍人类逐步了解太阳系的故事
5、可遇不可求的好书。
6、关注卢昌海很久了，看他的网站也有小半年了，第一次看他的书，很棒！超出预期，理科人的文
笔也能如此优美。
7、2014年2月6日，阅毕。#堇评#这书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观测（海外天体）”
“如果我们不做，就没人做了”，真是霸气啊！观测到海王星时那句：那颗星星不在星图上！这和尤
里卡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8、非常有趣的科普书，推荐，内容并不高深，也没有什么理论，很适合小朋友读
9、很有意思的小书，贯穿在各个大部头中间看起来真是让人心情愉悦
10、三个小时一口气看完，轻松动人的科学发现故事，当然也很科普。
11、复习了一下几大行星的发现史，重温了冥王星被开除太阳系的过程！浩瀚宇宙，一书写就。
12、写得很有意思的一本小书，可以一口气看完
13、寻找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故事，随便普及下天文学家是如何寻找未知的星星的，还挺有意
思的。
14、就像前言说的，小学课文讲张衡的《数星星的孩子》激发了对天文的兴趣。但序所讲有些言过其
实。这本书是外太阳系行星发现史的故事书，没有对行星特征数据的太多描述。它最先刊登在《中学
生天地》，语言确实是这类杂志的风格，亚马逊上定位11-14岁读物，这么来说还不错。对我来说有点
浅，也有收获。
15、小时候从《少年科学画报》读到天王星和海王星被发现的一波三折的故事，用激动人心来形容都
不夸张。可是，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理科学者，全书文字功底一般，读来不够生动。
16、本来这书我是想给四个星星的，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书里面贯穿始终的“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算
一算”之类说法。我是感兴趣的读者，但是我完全算不来，而作者你又不在书后附一个答案。搞得我
不上不下，很是难过。内容是好的，题材是好的，文字是好的，不好的是与读者的交流。
17、精彩，已经转给小朋友。
18、太阳系三大（准）行星的前世今生
19、冥王星做错什么啦
20、写得很不错的科普书籍
21、这是一本天文学科普书，但侧重于“讲史”，讲述了探寻太阳系疆界的历史。全书没有涉及深奥
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理论、概念或方程，而是详细介绍了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发现历程，
穿插介绍了小行星带、柯伊伯带和奥尔特星云等发现过程。你可以和《明朝那些事儿》作比较，把它
看成是天文界的《太阳系那些事儿》，语言也风趣幽默，读起来轻松愉悦。但作者的科学素养是较为
深厚的，且态度严谨，史料详实，逻辑周密（从海王星发现这桩公案可见一斑）。所以说，从通俗易
懂的内容和清新活泼的文笔来看，本书更像一本中学生课外读物，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将深奥的道理
和知识用浅显的语言讲出来”的不易，以及好的科普作品能够带来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因此我还是愿
意把本书看成是媲美《十万个为什么》的好书。
22、还有不够一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冥王星了，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23、插图大部分很糟糕，还不如用比较新的行星照片呢。内容非常好，用扎实的背景研究客观还原了
太阳系外围行星的发现史。行文流畅。另外：下次修订的时候增加NEW HORIZONS的冥王星发现之
旅吧。
24、讲发现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过程，以及里面的一些崎岖坎坷，还是挺不错的一本小书。看
到十九世纪的英法人就仰望星空，那么多头脑聪明的人孜孜不倦的观测天文现象、纪录数据、演算公
式。看似无关经济发展的事情，可能这就是中西方的差距了。冥王星的沉浮一段写的还是很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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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生的文笔也可以非常优秀。
25、相当不错的科普读物，初高中可看
26、本来一听就乏味的科普文，认真看了好久。还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27、浅显有趣，吐得一口好槽，八得一手好卦。为海王星全因人类计算能力而发现感到激动，更有感
的是Jane Loo和同伴在天寒地冻里观测，浪漫爆了~
28、挺不错的天文学科普书，把人类探索太阳系的历史娓娓道来。
29、海外行星 柯伊伯带 离散盘 内外奥尔特云 天文单位 塞德娜 阋神星 短周期彗星 闪视比较仪 提丢斯-
波德定则 赫歇尔 七英尺望远镜 汤博
30、挺有趣的科普作品，太阳系行星史话。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太阳系的疆域随着知识和科技的
发展而不断拓宽，知道了宇宙的浩瀚才能了解自身的渺小。
31、看大刘地球往事三部曲之前必读书目。长知识了，但仍有一个疑问，为何十七、十八、十九世纪
欧洲天文学家有如此的动力和环境从事天文研究？社会背景和经济原因是什么？想想那时的中国人在
忙着干啥，令人感慨呀。
32、吐槽腐国的马大哈天文学家，黑一把美帝高涨的爱国情怀，看起来完全不用动脑子的科学史
33、描写了人类对太阳系的认知过程，尤其是对远地行星的描写。
34、太阳系几大行星发现的历程，看到最后，刚好是新视野拍下冥王星照片的时候。有时候想想现在
的科技真是可怕，辣么遥远的冥王星啊~
35、给小娃子们读的科普，重点是海王星和冥王星的故事。
36、趣味盎然，科普文高手啊，难得！难求！
37、通俗易懂，短小精炼～
38、看完打开了淘宝，特想买台天文望远镜
39、悲催的冥王星
40、自文明出现后的几万年间，世界各地的人类一直认为，天上行星只有5个。
||冥王星的发现者汤博死后，其一部分骨灰乘着新视野号飞往冥王星，大概在今年，就会抵达冥王星
附近
41、#t# 海王星的发现之争精彩堪比经度之战
42、适合中学生
43、科普
44、写得不错，但太浅了。
45、一个掉书袋的作者......最恶心作者那句“请读者自己思考这是为什么”去你妹的......
46、试想：为何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天文学家有如此的动力和环境从事天文研究？社会背景和
经济原因是什么？想想那时的中国人在忙着干啥。。。
47、难得的天文学科普佳作，没有复杂的公式和理论，浅显易懂。像讲故事一样把行星天文学的发展
历史娓娓道来，生动而准确。
48、卢昌海的科普大概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这不是说他文笔绝佳，而是他的科学根基和学养都是第一
流的。只有一流的学者才能写一流的科普，可惜这只是必要而远非充分条件。
49、很好看的科普书，文笔和逻辑连贯性很强。
50、可读性很强，几乎一口气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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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天文学科普书，但侧重于“讲史”，讲述了人类探寻太阳系疆界的历史。全书没有涉及
深奥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理论、概念或方程，而是详细介绍了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发现历
程，穿插介绍了小行星带、柯伊伯带和奥尔特星云等发现过程。你可以和《明朝那些事儿》作比较，
把它看成是天文界的《太阳系那些事儿》，语言也风趣幽默，读起来轻松愉悦。但纵观全书，作者的
科学素养是较为深厚的，且态度严谨，史料详实，逻辑周密（从海王星发现这桩公案就可见一斑）。
所以说，从通俗易懂的内容和清新活泼的文笔来看，本书更像一本中学生课外读物，但我们更应该看
到“将深奥的道理和知识用浅显的语言讲出来”的不易，以及好的科普作品能够带来的积极的社会影
响。因此我还是愿意把本书看成是媲美影响了一代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的好书。
2、公元150年前后，托勒密把当时已发展好的天文观测数据（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
）总结成基于地心体系的本轮说，在解释了行星的逆行问题后，轮子套轮子的理论成功延续到了15世
纪。公元1473年出生的哥白尼，由于对于托勒密的繁复的本轮说的不满，提出简洁的日心说，但由于
担心宗教迫害，死后发表。有人说其软弱，但是由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前言里特别提到哥白尼
的从日心说到地心说的这个华丽转身，引起后世的科学哲学家的大力吹捧：近代科学第一人。公
元1546年出生的第谷，二十年如一日的观测行星位置，数据误差不到1/15度，由于其数据之精确，人
们发现哥白尼行星圆轨道模型仅仅是近似。公元1609年，开普勒总结了第谷的几千个实验数据发表了
关于行星运动的两条定律，1618年发现了第三条定律，就是后来被称为“开普勒定律”的行星三大定
律：其中第二定律意味着角动量守恒，也就是说行星受到有心力；第三定律意味着有心力的平方反比
律。公元1687年，牛顿发表的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揭示了开普勒三定律蕴含着更为简洁
和普遍的万有引力，并通过论证，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而本书就
是接着上面的天文史讲述了人类又一段发现太阳系里其余行星的故事：公元1781年，赫歇尔经过第二
次巡天观测发现了天王星，并结合历史的数据，证明了天王星属于太阳系。但积累的数据表明它的运
动有极小的不规则性，并不能归结为摄动效应，这种反常，人们怀疑天王星之外还有其他行星。请不
要忘记这时天文学的研究者的军火库已经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公元1845年和1846年，根据一个波
德定律给出的经验公式，英国亚当斯和法国的勒夫里艾分别独立的于提出海王星，并通过天文观测证
明，而这时人类在第一次在笔尖下发现行星：万有引力定律威力最生动的例子就是预见并发现从未想
到过的海王星，并验证了万有引力定律的正确性。一颗行星（例如海王星）的观测和理论证明发现有
多难？本书最为浓重而又精彩的笔墨就聚焦于此：浩瀚的星海，巡天观测，手工记录，万有引力定律
，地毯式的对比排查，偏差与误差，寻找太阳系行星。科学本就是难事，但更怕人为垫脚石：我们可
爱的英国学者亚当斯还要面对死板的科学制度和难以启齿的人事纠纷，差点与发现海王星失之交臂。
这么枯燥的巡天观测和繁重手工计算，这么多的人事纠纷为什么还让科学工作者乐此不疲，持之以恒
？我不能概述其中的答案，但是一个故事可能揭晓其中的部分原因：一次，英国女王参观著名的格林
尼治天文台，当她知道台长、天文学家詹姆斯的薪金级别很低时，表示应当给他加薪。可是詹姆斯却
恳求她千万别这样做。他说：“如果这一职位一旦可以带来高收入，那么，以后到这个职位上来的将
不是天文学家了”。是的，因为。。。。因为。。。。因为学术研究（天文学）里有一个名词，它叫
做崇高：“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
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的道德法则。他们向我印证，上
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康德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并刻在康德的墓
碑上。附记：记得儿时，最喜欢晚上抬着头看星星，最喜欢读那本被我翻了无数遍的《十万个为什么
。天文篇》；也不记得什么时候自己拨快了时钟，淡忘了抬头的星空，只顾着脚下的沙砾；而翻开这
本书的时候，让我重新想起了整天追在大人屁股后面问天上那一颗是什么的童年！感谢作者给我带回
的这份美好的回忆。。。。。
3、科普书。介绍地球人对太阳系的猜测、观测、认识的发展与转变。介绍贯穿了研究者的观点、看
法与努力。里面有让人兴奋地故事，有坚毅持久的努力，也有与新发现失之交臂的永久遗憾，也有为
争夺发现权儿出现的争论。天文学的发展，也贯穿了人生活与境遇的参差多态，幸与不幸。个人而言
，最喜欢赫歇尔的故事。我知道他是因为知道红外线的发现权归属于他。他用棱镜色散太阳光，发现
了太阳光红光之外的部分照射涂黑的温度计的时候，会引起温度的上升，并且有比可见光更为明显的
效果，因此发现了红外线。看过这个书之后，才知道这家伙是个搞音乐的，本来好好做音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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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因为想了解和声的数学机理，研究起了数学，因研究数学解除了光学，因为接触了光学而对天
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果成了伟大的业余天文学家。赫歇尔放在今天就是标准的Geek，他爱好天
文学的方式和别人不大一样，他为了进行天文观测，自己制作天文望远镜。并且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
制作天文望远镜的车间。一生制备望远数百架，不仅满足内需，还出售，所得不菲。1778年，他制作
了一架直径6.2英寸，焦距7英尺的反射望远镜。其性能，全面超越了当时英国Greenwich皇家天文台的
望远镜。并用这台望远镜发现了太阳系的第七颗行星，天王星。Geek做到这个程度，就是Geek中
的Geek了。这本书也涉及到冥王星的降级问题。主要是因为冥王星太小，九几年的时候陆续发现了很
多小型的天体。尤其是2003年Eris(争吵女神，比Pluto还大)的发现，给冥王星的地位以很大的打击
。2005年还发现了鸟神星，尺寸只比冥王星略小。后来国际天文学系不得不就行星的定义，及冥王星
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漫长的争吵。最后给出了行星的三个限定条件：1.足够小，不至于产生核聚变。2.足
够大，使引力决定其形状。3.足够霸道，必须扫清自己轨道附近的区域。如此冥王星最终降级为矮行
星。太阳系变为只有8个行星的星系。在海王星之外，还有一个小行星带，叫柯伊柏带(距离太
阳30~55AU，AU为地球到太阳距离，叫天文单位)，是太阳系中短周期彗星的来源。更远的地方还有
奥尔特云(50000~100000AU)，存在大量小型天体，尺寸非常小，是长周期彗星的来源。PS：地球人的
活动范围太小了，算上登上月球的那位，也不过0.0026AU。在航天技术领域，人类还需要有一次质的
飞跃。才能够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太阳系的疆域之内。
4、提到太阳系行星，中国少年儿童们都能脱口而出：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冥王（虽然从06年开始冥王
被剥夺了行星的称号，但80后还是习惯说行星的时候带上冥王星）。但我们很少知道天王星、海王星
和冥王星背后的故事，这本科普读物完美的补上了缺失的这一块，建议在全国各大中小学图书馆配备
。作者深厚的物理和数学功底很是让人佩服，并且能举一反三，并不是简单的去讲一个故事，受益匪
浅。* 水星：Mercury，人们用希腊及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Apollo）表示晨星，用希腊或罗马
神话中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或墨丘利（Mercury）表示晚星。* 金星：Venus，罗马神话中掌管
爱情与美丽的女神。* 火星：Mars，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木星：Jupiter，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 
土星：Saturn，Jupiter的父亲，罗马神话中掌管农业与收获的神。* 天王星：Uranus，希腊神话中的天
空之神。* 海王星：Neptunian，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冥王星：Pluto，罗马神话中的冥王。在2006年8
月24日于布拉格举行的第26届国际天文联合会中通过第五号决议，将冥王星划为矮行星。Excerpt by
@me * 太阳系内的矮行星是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天体：1）围绕太阳公转；2）具有足够的质量使
自身引力克服刚体应力，从而具有近球形的流体静力平衡形状；3）没有扫清自己轨道附近的区域；4
）不是卫星。* 太阳系内的彗星轨道周期可大致分为两类：周期在200年以下的称为短周期彗星，它们
大都来自柯伊伯带及离散盘；周期在200年以上的称为长周期彗星，它们被认为是来自奥尔特云。* 天
文单位是行星天文学上最常用的距离计量单位，它近似等于地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或1.496亿千米。
它在国际单位制中的严格定义为：在太阳引力作用下沿圆轨道以每天0.01720209895弧度的角速度运动
的试验粒子的轨道半径。
5、我与本书的作者是熟悉的。当年，我为复旦物理系高年级少数优秀学生开了一个讨论班，学习量
子理论初期发展的历史，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就是在这个讨论班上，当时还是
大学一年级新生的卢昌海，主动请求作个报告，要介绍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可以想象，我当然是带着
极其怀疑的眼光答应了他的请求，主要还是不想伤害一个年轻人的热情和自尊。但结果着实让我和他
的学长大吃一惊，他真的已经完全掌握这部分内容了！一年之后，他又提出要免修物理系最重头的全
部“四大力学”， 即《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为此，
系里专门为他组成阵容超豪华的名教授团队， 一门门笔试加口试地进行。全部结束之后，每一位参加
测试的教授都真的被这个年轻人的才华折服了。就我所知，一位低年级学生能免修全部的“四大力学
”，在复旦物理系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而且成绩还是无可争辨的全优。或许这一“光辉记录”还会
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吧。就是这样一位当年的才子，今天已成为一位优秀的科普作家。除了这本新版的
《那颗星星不在星图上：寻找太阳系的疆界》，清华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另外二部科普著作《太
阳的故事》和《黎曼猜想漫谈》，都很精彩。其中，后一本书还得到了大数学家王元的褒奖和推荐。
另外，昌海目前还在努力地写作，相信会有更多的佳作问世。回想当年，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几
乎成为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期科普作品的代名词。所幸的是，这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情景已
完全不同了，书店里的科普作品可谓琳琅满目。多是多矣，然而拿起来翻阅几页后，还能不让人失望
的却不多见。归纳起来可以说，一些作者对什么是真正好的科普作品还缺乏认识。第一，科普作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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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浅”知识的堆积，更不是一堆知识，知识一堆。第二，科普作品需要将深奥的道理和知识用浅显
的语言讲出来，道明白，但它不应该被庸俗化，更不允许被误导。第三，如果科普作品的文字（包括
翻译的文字），读起来比作品内容本身还难懂的话，怎能不让人沮丧而无语呢？事实上，若非才、学
、识皆备，很难写出好的科普作品。昌海的这本书就是这样一本难得的佳作，这是一次从地球出发的
太空“深度游”。作者的“才”就在于他能将那些重要“景点”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如数家
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在不知不觉，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对太阳系的结构形成了一幅生动的物理
图象。有别于一般专业作品，一部好的科普作品，要求作者有好的文字。昌海的文字表达不仅简洁，
干净，而且还能在一些节骨眼上展现幽默和诙谐，读起来赏心悦目。作者的“学”体现在那些常被人
认讹传或误解，夸张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澄清，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在逐字逐句地通读完这本书
之后，最令我佩服的是作者的“识”，也就是他对物理或说对科学的品味。对于时间跨度如此之长，
空间上如此遥远而又神秘莫测的有关太阳系边界的探索之路，在这样一本小书中得到如此惊心动魄而
又深入浅出的刻画，如果没有好的品味，完全没有可能做到。 俗话说，好东西应该与好朋友分享。昌
海的这本书，在我身边的朋友中已有相当大的“知名度”了，但那只不过是几个人而已。可以很肯定
地说，每个拿起这本书翻阅的人一定不会失望。by 金晓峰（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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