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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史话》

前言

天文学是人类认识天地宇宙的一门学问。文明伊始，人类就开始了对天的追问，经过数千年的追寻探
索，遥不可及的日月星辰的奥秘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展现在了人类的面前，这就是天文学史的魅力所在
。随着昼夜春秋的交替流转，天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人类对天的认识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从想象、思辨到观察实验，从直接用肉眼观看到利用观测仪器，人类观测手段的变革，使人类
对宇宙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至今日，各种大型望远镜矗立在世界各地，甚至被不断地送入太
空，由此，全波段的宇宙图像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学习了解人类认识宇宙的历程，能够激发大学生
探索学问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大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应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提高自身的
科学文化素养。本书结合了多年教学经验，以人类探索宇宙的历程为主线，逐步展示人类认识宇宙的
各种图景；介绍了古代希腊、中国、印度、埃及对宇宙的探索，欧洲天文学在中世纪到文艺复兴阶段
的发展以及近、现代天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历程；着重说明了人类文化思想的变化，天文学探索对人类
社会的影响，及天文与人文、物理学和哲学的密切关系。本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讲述了从远古时期
到古希腊时期，人类对天地宇宙的认识。第二章主要讲述东、西方对时间及空间的测量。第三章主要
介绍经典天文学的诞生与发展的历程。第四章讲述了中国与西方天文学的交流与发展。第五章、第六
章从介绍人类对恒星的探索开始，阐述了人类对恒星的认识、对银河系的探索以及对星系宇宙的认识
过程。第七章主要介绍了20世纪及以后的天文学发现，同时还论述了现代宇宙学的诞生。本书的第一
章、第二章、第四章由肖军编写，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由刘宇星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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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史话》

内容概要

《宇宙史话(从开天辟地到宇宙大爆炸)》以人类探索宇宙的历程为主线，由远及近地介绍了人类对宇
宙的认识过程；主要讲述了从远古时期到古希腊时期人类对天地宇宙的认识，东、西方对时间及空间
的测量，经典天文学的诞生与发展的历程，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人类对恒星的认识、对银河系
的探索以及对星系宇宙的认识过程，还介绍了20世纪及其以后的天文学发现，并且论述了现代宇宙学
的诞生及人类对宇宙生命的探索。
《宇宙史话(从开天辟地到宇宙大爆炸)》可作为高等学校天文学、宇宙学类的通识性公共选修课教材
，也可供对天文学、宇宙史感兴趣的科普工作者和天文爱好者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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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史话》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宇宙观的启蒙第一节 四大文明古国的宇宙观第二节 古代哲学家论宇宙的本原一、中国先哲论
天地的起源二、古希腊哲学家论宇宙的本原第三节 西方先哲的量天尺——几何学一、几何学的逻辑演
绎二、追求内在的原因第四节 绘画宇宙图像一、以大地为中心的宇宙图像二、日心体系的启蒙三、实
测地球的大小课后思考题第二章 古老的实测宇宙观第一节 自然现象与人类的时间概念一、如何定义
时间二、天象与季节三、日影测时四、漏刻时光第二节 历法简介第三节 古老的方位天文学一、古老
建筑中隐含的方位天文学二、太阳升落的方位三、利用日影测量宇宙第四节 大地是方的，还是圆的?
第五节 从解释天的颜色引出的宇宙理论——宣夜说一、宣夜说二、地动思想的诞生第六节 天道——
日月星辰的轨道课后思考题知识链接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人文含义第三章 五个“漫游者”引出的经典
天文学第一节 夜空中五位神秘的“漫游者一、恒星与行星二、同心球理论三、本轮与均轮第二节 地
心体系的发展与建立一、喜帕恰斯在天文学上的贡献二、托勒密的著作《天文学大成》第三节 欧洲中
世纪时期的天文学第四节 黎明前的曙光第五节 东方文明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第六节 日心体系的建
立一、哥白尼的求学经历二、从地心体系中脱胎出来三、哥白尼日心体系的建立第七节 日心体系的发
展与完善第八节 日心体系的曲折经历一、布鲁诺提出无限宇宙的思想二、伽利略的天文新发现三、伽
利略在物理学中的开创性贡献第九节 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与新行星的发现一、牛顿利用开普勒三定律
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二、万有引力定律推动了经典天文学的发展课后思考题第四章 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
传播第一节 利玛窦传人中国的西方宇宙观一、《坤舆万国全图》二、《乾坤体义》中的宇宙观三、利
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第二节 《崇祯历书》中的宇宙体系第三节 清初天文仪象制度的革新
第四节 日心说在中国第五节 望远镜在中国的曲折经历第六节 《谈天》——中国天文学的近代转折课
后思考题知识链接北京古观象台仪象综述第五章 探索恒星世界第一节 发现恒星视差的曲折历程一、
突破“恒星天”的束缚二、光行差的发现三、发现恒星视差第二节 造父变星——宇宙的量天尺一、研
究恒星的亮度二、通过变星测量恒星的距离第三节 恒星光谱的奥秘一、光谱分析的诞生二、太阳光谱
分析第四节 恒星的“密码”——恒星光谱第五节 恒星的“生”与“死”一、奇妙的赫罗图二、探究
恒星的演化课后思考题第六章 从银河系迈向星系宇宙第一节 探索银河系结构的艰苦历程一、对银河
系结构的初步描绘二、把太阳移出银河系的中心三、在射电波中回眸银河系第二节 星云之谜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星系课后思考题第七章 20世纪及以后的天文发现第一节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的诞生一、时空
观的变革二、广义相对论的天文验证第二节 现代宇宙学的诞生一、用广义相对论对宇宙所作的考查二
、探索宇宙的起源：热大爆炸宇宙模型三、宇宙的未来第三节 射电天文学的功勋及宇宙生命探索一、
射电天文学的诞生二、20世纪60年代的天文四大发现三、宇宙生命的探索课后思考题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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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史话》

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罗雅谷未能明白开普勒三大定律的作用，故其在历书的法源部分仍以第谷的理论体系为主
，在法度部分仍以第谷及其门人完成的历表为本，致使开普勒的理论未能在《崇祯历书》中得到完整
的体现。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在《哥白尼天文概要》中与哥白尼的日心说一起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发现，把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哥白尼天文概要》一书的
出版历经4年，第一卷于1617年出版，最后一卷于1621年出版。虽然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概要》一书
已于1620年由金尼阁带人中国，但是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一、第二定律，
才在《历象考成后编》一书用来处理有关日、月的运行问题。而且《历象考成后编》中对开普勒的行
星运动定律作了奇妙的改动：将定律中太阳的位置与地球的位置作了互换，地球代替了太阳位于椭圆
轨道的焦点上，在理论上继续维持着从托勒密到第谷的地心体系。这一改动，是无法用之来处理有关
行星的运动问题的，《历象考成后编》中仅对日、月及其交食进行研究推算，没有涉及有关行星的运
动问题，所以在表面上避免了矛盾的出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主持修撰《历象考成后编》的钦天监监
正、德国传教士戴进贤未能完整地介绍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继续维持了第谷体系在中国的钦定地
位，只是在技术上利用了颠倒日地位置的开普勒定律之后，对于日月交食的推算在精确度方面比第谷
体系的推算有所提高，但在理论上仍未能使中国古典天文学完成从托勒密、第谷的古典体系向哥白尼
、开普勒日心体系的转化。中世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欧洲被列为禁书，却奇迹般的经耶稣
会传教士金尼阁之手于1620年进入中国。这也许跟与传教士金尼阁一起来华的传教士邓玉函有关系。
邓玉函的科学素养很高，曾经参加了由伽利略等科学家组成的罗马猞猁学社，从事科学研究和交流活
动。金尼阁在欧洲募集图书时，邓玉函曾在精选科学书籍方面鼎力相助。邓玉函在华期间，还曾与伽
利略、开普勒通信联系，在给开普勒的信中曾言及中国《尚书·尧典》中有关星象的记载，开普勒
于1630年1月曾表示要对邓玉函的天文工作给予协助。但邓玉函于该年5月病逝于北京，未能使代表欧
洲当时最高水平的近代科学知识及早在中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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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史话》

后记

了解科学的过程，也许比了知科学的成果更为重要，在学习科学方法的同时，应注重体会科学的精神
。特别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如果用硬性的手段让学生记住很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这就如
同聚沙成器，很难培养出具有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科学人才。当学生们一旦没有了考试的压力，他
们很快就会将所学的知识遗忘，这恰好印证了《礼记·学记》中的论述：“今之教者，呻其估毕，多
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
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白
话译文：“现在的教师，只能念诵书本上的文字，发出很多问难的话语，迫切而频繁地求进展，而不
顾到学生的心安意得；使学生学习不是根据他们的自觉自愿，而所教的又不能发挥学生的长处。老师
所施教的已是悖谬，学生所要求的也就不合理。这样，学生就会把学习看成神秘而痛恨他的老师，苦
于学习的艰难而不知学习的好处。学生虽然学完了学业，一定会很快地忘掉它。教育之所以不成功，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呀！”（译文选自《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先秦之部》）故此，本书努力将科学家
探索宇宙的实际过程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了解科学家是如何观察自然，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思考
，并如何通过实践证实其理论的。当前，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更加提倡“以人为本”的教育理
念，笔者的理解就是要使通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有很好的分析能力、批判能
力、鉴赏能力、理解能力，在以后的人生道路当中能够“用开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经历”。培根
在《论读书》中云：“读史使人明智⋯⋯”希望此书能为培养21世纪的智者产生些作用。在此感谢所
有给予支持的领导和同事，感谢张淑莉先生、李良先生给予的方方面面的大力帮助，感谢老师的培养
，感谢父母和孩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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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史话》

编辑推荐

《宇宙史话(从开天辟地到宇宙大爆炸)》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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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史话》

精彩短评

1、上课的教材，不错的科普书
2、　　先添加目录
　　第一章 宇宙观的启蒙
　　第一节 四大文明古国的宇宙观
　　第二节 古代哲学家论宇宙的本原
　　一、中国先哲论天地的起源
　　二、古希腊哲学家论宇宙的本原
　　第三节 西方先哲的量天尺——几何学
　　一、几何学的逻辑演绎
　　二、追求内在的原因
　　第四节 绘画宇宙图像
　　一、以大地为中心的宇宙图像
　　二、日心体系的启蒙
　　三、实测地球的大小
　　课后思考题
　　
　　第二章 古老的实测宇宙观
　　第一节 自然现象与人类的时间概念
　　一、如何定义时间
　　二、天象与季节
　　三、日影测时
　　四、漏刻时光
　　第二节 历法简介
　　第三节 古老的方位天文学
　　一、古老建筑中隐含的方位天文学
　　二、太阳升落的方位
　　三、利用日影测量宇宙
　　第四节 大地是方的，还是圆的?
　　第五节 从解释天的颜色引出的宇宙理论——宣夜说
　　一、宣夜说
　　二、地动思想的诞生
　　第六节 天道——日月星辰的轨道
　　课后思考题
　　知识链接
　　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人文含义
　　
　　第三章 五个“漫游者”引出的经典天文学
　　第一节 夜空中五位神秘的“漫游者
　　一、恒星与行星
　　二、同心球理论
　　三、本轮与均轮
　　第二节 地心体系的发展与建立
　　一、喜帕恰斯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二、托勒密的著作《天文学大成》
　　第三节 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天文学
　　第四节 黎明前的曙光
　　第五节 东方文明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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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史话》

　　第六节 日心体系的建立
　　一、哥白尼的求学经历
　　二、从地心体系中脱胎出来
　　三、哥白尼日心体系的建立
　　第七节 日心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第八节 日心体系的曲折经历
　　一、布鲁诺提出无限宇宙的思想
　　二、伽利略的天文新发现
　　三、伽利略在物理学中的开创性贡献
　　第九节 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与新行星的发现
　　一、牛顿利用开普勒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二、万有引力定律推动了经典天文学的发展
　　课后思考题
　　
　　第四章 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节 利玛窦传人中国的西方宇宙观
　　一、《坤舆万国全图》
　　二、《乾坤体义》中的宇宙观
　　三、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
　　第二节 《崇祯历书》中的宇宙体系
　　第三节 清初天文仪象制度的革新
　　第四节 日心说在中国
　　第五节 望远镜在中国的曲折经历
　　第六节 《谈天》——中国天文学的近代转折
　　课后思考题
　　知识链接
　　北京古观象台仪象综述
　　
　　第五章 探索恒星世界
　　第一节 发现恒星视差的曲折历程
　　一、突破“恒星天”的束缚
　　二、光行差的发现
　　三、发现恒星视差
　　第二节 造父变星——宇宙的量天尺
　　一、研究恒星的亮度
　　二、通过变星测量恒星的距离
　　第三节 恒星光谱的奥秘
　　一、光谱分析的诞生
　　二、太阳光谱分析
　　第四节 恒星的“密码”——恒星光谱
　　第五节 恒星的“生”与“死”
　　一、奇妙的赫罗图
　　二、探究恒星的演化
　　课后思考题
　　
　　第六章 从银河系迈向星系宇宙
　　第一节 探索银河系结构的艰苦历程
　　一、对银河系结构的初步描绘
　　二、把太阳移出银河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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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史话》

　　三、在射电波中回眸银河系
　　第二节 星云之谜
　　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星系
　　课后思考题
　　
　　第七章 20世纪及以后的天文发现
　　第一节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的诞生
　　一、时空观的变革
　　二、广义相对论的天文验证
　　第二节 现代宇宙学的诞生
　　一、用广义相对论对宇宙所作的考查
　　二、探索宇宙的起源：热大爆炸宇宙模型
　　三、宇宙的未来
　　第三节 射电天文学的功勋及宇宙生命探索
　　一、射电天文学的诞生
　　二、20世纪60年代的天文四大发现
　　三、宇宙生命的探索
　　
　　添加目录纯属凑字数。
　　科普普及书，若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些理解，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不过，东拼西凑起来的东西，提
纲有些混乱，看不出作者的观念意图，看不出作者的力道。本是个好的题目，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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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先添加目录第一章 宇宙观的启蒙第一节 四大文明古国的宇宙观第二节 古代哲学家论宇宙的本原一
、中国先哲论天地的起源二、古希腊哲学家论宇宙的本原第三节 西方先哲的量天尺——几何学一、几
何学的逻辑演绎二、追求内在的原因第四节 绘画宇宙图像一、以大地为中心的宇宙图像二、日心体系
的启蒙三、实测地球的大小课后思考题第二章 古老的实测宇宙观第一节 自然现象与人类的时间概念
一、如何定义时间二、天象与季节三、日影测时四、漏刻时光第二节 历法简介第三节 古老的方位天
文学一、古老建筑中隐含的方位天文学二、太阳升落的方位三、利用日影测量宇宙第四节 大地是方的
，还是圆的?第五节 从解释天的颜色引出的宇宙理论——宣夜说一、宣夜说二、地动思想的诞生第六
节 天道——日月星辰的轨道课后思考题知识链接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人文含义第三章 五个“漫游者
”引出的经典天文学第一节 夜空中五位神秘的“漫游者一、恒星与行星二、同心球理论三、本轮与均
轮第二节 地心体系的发展与建立一、喜帕恰斯在天文学上的贡献二、托勒密的著作《天文学大成》第
三节 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天文学第四节 黎明前的曙光第五节 东方文明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第六节 日
心体系的建立一、哥白尼的求学经历二、从地心体系中脱胎出来三、哥白尼日心体系的建立第七节 日
心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第八节 日心体系的曲折经历一、布鲁诺提出无限宇宙的思想二、伽利略的天文新
发现三、伽利略在物理学中的开创性贡献第九节 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与新行星的发现一、牛顿利用开
普勒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二、万有引力定律推动了经典天文学的发展课后思考题第四章 西方天文
学在中国的传播第一节 利玛窦传人中国的西方宇宙观一、《坤舆万国全图》二、《乾坤体义》中的宇
宙观三、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第二节 《崇祯历书》中的宇宙体系第三节 清初天文仪象
制度的革新第四节 日心说在中国第五节 望远镜在中国的曲折经历第六节 《谈天》——中国天文学的
近代转折课后思考题知识链接北京古观象台仪象综述第五章 探索恒星世界第一节 发现恒星视差的曲
折历程一、突破“恒星天”的束缚二、光行差的发现三、发现恒星视差第二节 造父变星——宇宙的量
天尺一、研究恒星的亮度二、通过变星测量恒星的距离第三节 恒星光谱的奥秘一、光谱分析的诞生二
、太阳光谱分析第四节 恒星的“密码”——恒星光谱第五节 恒星的“生”与“死”一、奇妙的赫罗
图二、探究恒星的演化课后思考题第六章 从银河系迈向星系宇宙第一节 探索银河系结构的艰苦历程
一、对银河系结构的初步描绘二、把太阳移出银河系的中心三、在射电波中回眸银河系第二节 星云之
谜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星系课后思考题第七章 20世纪及以后的天文发现第一节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的诞
生一、时空观的变革二、广义相对论的天文验证第二节 现代宇宙学的诞生一、用广义相对论对宇宙所
作的考查二、探索宇宙的起源：热大爆炸宇宙模型三、宇宙的未来第三节 射电天文学的功勋及宇宙生
命探索一、射电天文学的诞生二、20世纪60年代的天文四大发现三、宇宙生命的探索添加目录纯属凑
字数。科普普及书，若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些理解，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不过，东拼西凑起来的东西，
提纲有些混乱，看不出作者的观念意图，看不出作者的力道。本是个好的题目，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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