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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天文学》

前言

译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国内近年来天文学方面的书籍虽然比从前较多，却大都是谈谈星座以及一些
新的发现，要不就往往过于专门，似乎还缺少一本较有系统而又不是课本的通俗天文学。这本书恰好
够这条件，也正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因此译者不揣谫陋做了这件工作。译本的体例也很简单：只是
把原文一句句改写成中文而已。专门名词则一律遵照教育部公布的《天文学名词》和《物理学名词》
。关于原书著者已有专篇介绍，兹不赘述。至于译者所犯的不自知的错误就只有敬候高明的指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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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天文学》

内容概要

一位科普作者如想不用专门语言来陈述天文学中的事实，他便会发觉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或者不得
不将主题说成一个很不完全的概念，或者进而解释力与运动，而可能使他的读者感到厌烦。本书的著
者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来对付这种困难：一方面试图竭力做到使所有读者都能了解而且感兴趣，一方
面也加入一些专门的解释——但只当为彻底了解某些事实而不得不为之时才这样做。对于那些不愿彻
底了解这些细节的读者，希望你们也能在书中对天文现象的描绘与叙过中得到不少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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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天文学》

作者简介

西蒙·纽康,1835年3月10日生于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1909年7月11日卒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
总统林肯于1861年委任他为美国海军的数学教授。他担任此职直至去世，级别相当于海军后方司令。
他在海军天文台进行了16年的天文观测，并从事数学研究。《大英百科全书》说：“考虑到他的工作
范围之广泛研究性质之重要，论及问题之丰富，以及他对目标秉持到底、始终不懈的追求，纽康肯定
是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天文学家之一。
  纽康教授从不慌忙，从未放弃每天长时间的散步，然而凭着他始终如一的努力，他竟有充分的的间
去思考，去写作，以至他的著作（书籍与论文）题目竟能包括541种之多，所论及的范围又异常复杂，
其中包括财政学（这也是他精通的）甚至还有小说。

Page 4



《通俗天文学》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天体的运行　　第一章　我们的星辰系统　　第二章　天界现象　　第三章　时间与经度的
关系　　第四章　怎样确定一个天体的位置　　第五章　地球的周年运动及其结果第二编　望远镜　
　第一章　折射望远镜　　第二章　反射望远镜　　第三章　折反射望远镜　　第四章　望远镜摄影
术　　第五章　大型光学望远镜　　第六章　射电望远镜　　第七章　太空望远镜第三编　太阳,地
球,月亮　　第一章　太阳系的最初一瞥　　第二章　太阳　　第三章　地球　　第四章　月亮　　第
五章　月食　　第六章　日食第四编　行星及其卫星　　第一章　行星的轨道及其各种情形　　第二
章　水星　　第三章　金星　　第四章　火星　　第五章　小行星群　　第六章　木星及其卫星　　
第七章　土星及其系统　　第八章　天王星及其卫星　　第九章　海王星及其卫星　　第十章　曾经
的大行星冥王星⋯⋯第五编　彗星与流星第六编　恒星第七编　星系与宇宙第八编　探索地外生命

Page 5



《通俗天文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们的星辰系统进入主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中很快地旅游观光一下，这
样就会对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幻想一下我们是从它们边界之外的一点上来看它们。当然
我们要把这一点定得异常遥远。为了很清楚地得到这个“远”的概念，我们用光的运行来测量一下。
于是我们非常幸运地雇佣了一个免费的飞毛腿佣人——光——每秒钟差不多能急行３０万千米，在钟
表的两声滴嗒之间要环绕地球７圈半。我们所选定的那一点如果很适当的话，那么它和我们之间的距
离就需要光行走１００万年了。我们在那么遥远的一点上几乎被完完全全地包围在黑暗之中了，只有
一片漆黑无星的天空从各方向环绕着我们。可是，有一特殊的方向却不然：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
大块微弱的光占据着天空的一部分，正像一片微云或者黎明之前的暗淡的曦光一样。在别的方向也有
同样的光斑可以看见，但我们此刻先不管它。上面所说的这一片光，也就是所谓“我们的星系”——
才是我们要观测的对象。于是我们向它飞行过去——要飞得怎样快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们要在一年
之内达到，就非得比光的速度更快１００万倍不可——当然，这只是个思维游戏而已，事实上，没有
任何东西是可以快过光的——我们愈接近它，它就愈渐渐地在黑暗的天上展开来，直到后来把全天的
一半都遮盖住了，只有我们背后的一半天空还是照旧漆黑。在到达这一阶段之前，我们已经能看见这
一大团美丽的光雾中开始幻化出一些珍珠般的小光点在各处闪烁了。我们一面继续我们的飞行，一面
便看到这些光点愈来愈多，并且从我们身边经过、在我们身后的远处消失，而许多新的光点又不断地
迎上前来，正好像是火车中的乘客看到风景、房屋从旁奔驰过去一样。当我们深入其中的时候，就看
出这些光点正是我们在夜间所看到的那些散布全天的星辰。我们若用这样幻想的高速穿过整个大光云
，会发现熙熙攘攘的光云之外还是什么别的也没有——除了各种色彩和形状的光雾、光云零零落落挂
在黑天鹅绒般的空中。但我们并不急于穿过那片美丽的光云，而是先选定一颗星，再减小我们的速度
来更仔细地观察它。这颗星倒是并不大，可是我们愈接近它，它便在我们眼中愈加明亮起来。过了一
段时间，它已亮得如同远处的烛光一样了。再过一段时间，它可以照出影子来了；再过一段时间，我
们可以用它的光读书了；再过一段时间，它的光芒夺目，热力四射。现在看起来它像个小太阳——它
可不正是我们的太阳么！我们再选定一个位置：这地方按我们刚才的旅程来说仅仅是在太阳附近，但
按照我们普通的量度来说却已在几十亿千米以外了。现在我们再仔细看一看周围，便可看到９颗星状
的光点围绕着太阳，但各有不同的距离。如果我们用相当长久的时间守望着它们，便会看出它们都在
绕着太阳运行，但环绕一周的时间又各不相同，有的只用３个月，有的却需要２５０年。它们之间的
距离远近也大不相同，最远的一颗离太阳比最近的一颗要远上１００倍。这些星状的东西都是行星。
我们更小心地考察一下，便会知道它们与恒星不同之处是：它们都是黑暗物体，它们的光统统都是向
太阳借来的。我们再访问一下其中的一颗星。按照离太阳由近到远的次序，我们选第三颗。我们愈向
它行近（这方向我们可以说是由上而下，就是说与从它到太阳的直线成直角。）便看见它愈大愈亮。
当我们离它非常近的时候，它的形状便好像半明半暗的月亮了——其中一半在黑暗中，另一半被太阳
的光辉照亮。我们再接近些，被照亮了的一部分，在我们眼中不断扩大着，并渐渐有了许多的斑点。
再扩大一些，这些斑点便化成了海洋和大陆，其中大约有一半被云遮住而看不到表面；而暗的那一部
分，却呈现出一些不规则分布的明亮的斑点，似乎是钻石上闪耀的光芒一样——这些是我们人类的杰
作：城市通宵不眠发出的各色灯光。我们所注目的这一块表面在我们面前不断地扩大，渐渐地遮蔽了
更大的天空，到后来我们看出它成了全部世界。我们落在上面，于是现在我们又回到地球上了。就像
这样，我们在天空中飞行时肉眼绝对看不见的一点，在我们接近了太阳时就成为一颗星，再接近一些
就成为一个不透光的球体，现在则是我们生存的地球了。这一次幻想的飞行使我们知道了一个重要的
事实：在夜间天空上散布着的大群星辰都是太阳。换句话来说，太阳只是众星之一。跟这些同伴比起
来，太阳倒是较小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还有许多星要发出比太阳多出几千倍甚至上万倍的光和热。
如果只从它们内在的固有的价值来评定群星，我们的太阳实在没有什么杰出的地方足以超过它的亿万
同胞。它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我们眼中的伟大都只是由于我们与它的一种偶然的关系而已。刚
才我们描述了这一伟大的星辰系统。我们从地面上看来正和我们刚才在幻想飞行中后半程所见的一样
，在我们现在的天空中散布着的正是我们在飞行中所见的那些星辰。我们从现在的位置来瞭望天空，
跟我们从远处群星间某一点来观察天空，其间的最大不同只是太阳和行星的优越地位。太阳的光芒竟
使它在白昼遮掩了天上的全部星辰。假如我们能够截去太阳的光芒，便一定会看到星辰昼夜都在空中
运行。这些物体散布在我们周围各个方向，简直好像地球巍然居于宇宙的中心一样——这也正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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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天文学》

祖先所臆测的一种情形。太阳系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系同其他绝大多数星系一样，有一颗巨大的主星
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它的一群从仆。这以太阳为中心组成的一个小小群体——我们称为太阳系。我想
先让读者们记住这一系统的一个特色：比起众星之间令人咋舌的距离，它的范围简直是太渺小了。太
阳系周围被空洞而辽远的巨大空间包裹着。即使我们能从太阳系的这一边横渡到那一边去，我们也不
会把眼前的星星看得更近些；在太阳系边缘，我们看到的星座形状与地面所见没有什么不同。我在这
里并不打算用一大堆巨大到已经让我们失去概念的数字来打扰我亲爱的读者。更实际一点的是请大家
跟着我的描述来想象，以便读者们能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真实地位。先想象在宇宙模型中，我们所居
住的地球用一粒芥子来代表。照这比例推下去，月亮便是只有芥子直径１／４大的一粒微尘，放在离
地球２．５厘米远的地方。太阳则可以用一个大苹果来代表，放在离地球１２米的地方。其他行星的
大小各不相同，约从一粒不可见的微尘到一粒豌豆那么大，离太阳的平均距离也差不多是４．５～５
４０米之间。于是我们又要想象着这些小东西都慢慢地各自围绕太阳兜着不同的圈子，每圈所用的时
间也大不相同，约从３个月到２５０年不等。既然这粒芥子是一年之间兜一个圈子，我们也必须想象
月亮是陪着它走，而且每一个月也绕着它兜一个圈子。照这比例，整个太阳系便可以在不到２．６平
方千米的范围内摆下了。在这范围以外，即使我们跑出比全美洲还要大的地面去看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除了也许有些彗星散布在它的边界上。出了美洲界限很远我们才碰到了一颗最邻近的星，这颗星也
像我们的太阳一样可以用一个苹果来代表。再远许多，便会在各方向都有一些星星，可是大致都互相
距离像太阳跟它最邻近的星相距的那么远。在整个地球这么大的地方，依我们的模型比例说来，也只
能容下两三颗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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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天文学》

编辑推荐

一位科普作者如想不用专门语言来陈述天文学中的事实，他便会发觉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或者不得
不将主题说成一个很不完全的概念，或者进而解释力与运动，而可能使他的读者感到厌烦。本书的著
者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来对付这种困难：一方面试图竭力做到使所有读者都能了解而且感兴趣，一方
面也加入一些专门的解释——但只当为彻底了解某些事实而不得不为之时才这样做。对于那些不愿彻
底了解这些细节的读者，希望你们也能在《通俗天文学》中对天文现象的描绘与叙过中得到不少的乐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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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天文学》

精彩短评

1、看得有些久远，遗忘了不少
2、2010-03-24 小桔灯项目组。买了2本。
3、没插图很难理解
4、此书仅为极为普通的科普读物，落后于时代，建议选择其他书籍，并建议卓越不要随便地搞所谓
这样的宣传。
5、虽然说通俗，但是内容也有点枯燥。
6、幸亏没买呢，这样太不负责任了。
7、平易近人！打比方都特实在
8、感谢ls，这两个版本都在图书馆找到了
9、天文学入门piupiu
10、简单而又全面，适合科普。
11、太通俗，以至于浮光掠影地过了一遍中小学时期的地理知识，看到比较有趣的部分只有一两点，
比如说，因为十九年七闰，所以中国人在十九的倍数的岁数，阴阳历生日会在同一天。比如说为啥科
学家能推测出地壳底下是地幔，那是因为和气压水压一样，越往地底深处，相同体积的泥土就要承受
越多其上泥土的压力，压力增大导致温度提高，高到一定程度，肯定就化成岩浆了，而许多观测也支
持了越往地底越热的推论。其余的，多为通识或者罗列，就乏善可陈了。
12、不错，纸张挺有感觉的。金克木翻译的挺好，里面还有现在的更新，用蓝色字体，不错。
13、感觉一般
14、看 老版的吧
    我是 民36年的   没有 其他的 颜色
15、写的好，译的好！名家名译！而且，还有新内容补充。
16、上周末跟某人一起去天文馆，末了兴趣索然跟我说天文馆一点也不好玩。其实平心而论现在的北
京天文馆确实没什么可“玩”的，但是一个文科生哪里懂天文馆对于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小孩（十来岁
的我）的意义。有些知识，光是知道就能让我开心很久的。
17、　　“望远镜所成的像在本质上是外来的光线帮助不了的。原因在于它并非一幅真像（实像），
而是由于远处物体的任何一点上的光线都相交在影像上相当的点上，再从该点散开，正像有一幅物体
的图画在焦平面上一样而已。事实上图画这词也许比影像这词要略好一点来表示物体的显现情形，但
这幅图画却只是由光聚焦而画成的，其间毫无他物——对于这样的像，我们称为虚像。”
　　
　　讲望远镜的一段
　　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妥当
　　
18、两年前就买了这本书。当时一翻开书，没有扉页，没有版权页，没有前言，没有出版说明，原作
者序、译者序也没有，甚至连目录都没有。第一页就是第一编的正文，且前面的1到16页还重复装订（
嘿，我还赚了16页了）。太气愤，更让人郁闷。我第一个感觉：盗版书！非法出版物！伪书！但堂堂
卓越不应该流出盗版之书吧，且该书的外观也不像盗版啊。但这一大堆问题一直影响着我的阅读热情
。这几天较为空闲，整理书柜时还是捡起来翻了下。谁知，一翻就丢不开手了。真的是一本好书！内
容真吸引人。平常所接触到的天文学读本，要么太专业，根本读不懂或没读下去的兴趣。要么太简单
，就像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一样的浅显，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本子。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天文
知识的好去处。从专业的角度较为系统地、通俗地介绍了天文学的相关知识。但了解到许多天文知识
后，又对本书生出了好多疑问。第一，书里有黑色跟蓝色两种字体，为什么分两种颜色？蓝色字体是
作者的原文，还是译者所加的，抑或出版社的编辑所加的？书中未作任何说明，不得而知。第二，由
于所知有限，通过这本书才知道西蒙纽康这个人。从作者介绍中得到他卒于1909年。但本书有大量的
知识点都是1909年以后的事情。难道西蒙纽康是个预言家？这部分内容都是在蓝色字体中出现，估计
应该是后人所加。那为什么不加以说明呢？为什么不署名呢？这既是对...原作者的不敬，也是对他著
作权的侵犯，影响了原著的风貌，更误导了读者。以致影响本书在读者心目中的可信度。第三，作为
专门介绍天文知识的书籍，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天文学名词及术语，理应在全书末尾附一个中英译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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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天文学》

照表。第四，一本规范的出版物，每一编“编头”的那一面，都应该从单页码起。但本书没有这种规
范，根本不分单双码。毁誉参半吧，这本内容很好的书里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呢？ 阅读更多 &rsaquo;
19、一点不通俗..
20、　　这本书的内容包含相当丰富，广泛。不愧是西蒙.纽康和金克木两位大家的经典之作。而且一
些新近改变的内容也非常及时，例如冥王星的降格，就被编者作了修改更新。
21、很简单，出版社想多赚钱版，多一个字就多一块出版社和改写者买尿布的钱。
    ps：我猜你韩寒的文章看的不少
22、还是课程比较好懂啊....以后再来看这本
23、lz，看到蓝色字直接跳过好了，息怒，怒也改变不了嘛。
24、我的第一本天文方面的书籍。怀念那个夏天，自己搬个小凳子，到院子里，一面看着书中那几幅
粗糙的星图，一面寻找夜空中的星星。
25、期待已久,在网上发现这本书,很开心,很值得一读呀
26、也对不起金老先生
27、弃于50%
28、书的质量一般，但是翻译的不错。另外加了最新的内容
29、都是些基础理论，而且有些过时，看着有些枯燥，想睡觉，可能引不起我的兴趣，没看完就扔一
边
30、本来想买来着⋯⋯被你这么一说⋯⋯有别的版本没？
31、: �
P1-49/2102
32、主要是宇宙大爆炸一说
33、图略少 还有真的是科普书嘛 文科生学过地理的有的还是不太明白 没有图啊
34、推荐。
35、咖啡馆自习半天的成果，通俗易懂，很有趣
36、不错的天文科普书，喜欢讲解每个行星的部分。
37、不论从空间还是时间的角度来看，人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渺小的。很多事物只是相对的，且只存在
于此时此地。
38、是不是这个人F.N 巴什写的啊？
39、同意!
    不过这个还算好,起码你知道哪里是原著哪里是改加的.我去年看了一本&lt;&lt;房龙讲述美术的故
事&gt;&gt;,里面由于房龙对中国美术不是很了解,所以评价不高,结果文章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大夸中国美
术的独特魅力...我想了半天才觉得应该是翻译的人自己加的,真是服了!
40、这是一本双色印刷的书，内容是经典的，但印刷上的问题不少，很多地方蓝色字（即当代科学家
所做的补充和修订内容）与黑色字（原著原译）对不齐，甚至出现跑版的现象，如P91页八大行星的
八字叠印到别的字上，还有个别地方行距莫名变小，这种小问题虽然不影响阅读，但作为图书业的人
，看到一本好书出现这种低级问题，实在让人扼腕。两张片子印刷时都对不齐，那四色片岂不是满纸
花。责编也应... 阅读更多
41、整体还好，但缺点是图太少，部分知识过时，加的内容可读性又不高
42、太简单了
43、入门看看，长长见识
44、适合有一定基础的人看看。还不错。
45、我说怎么有蓝紫色字呢，这种印数的方法还是第一次见。我说怎么时懂时不懂呢，谢谢楼主指出
。
46、哈哈，下午刚看完。
    同意你的多数看法，特别是“用一个更晦涩的术语来解释一个已经很艰深的术语，这显然是中国学
者的专用品牌了”，心有戚戚焉。
47、⋯⋯其实我从来没看过韩寒的文章，可能说出来没人相信吧，哈哈，LS的评价应该是对我的肯定
？嘿嘿，谢谢谢谢
    　　主要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小说散文一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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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天文学》

    这篇文章我是看完后马上写，而且是非常火大的把它写完，现在的出版社太狗屎了！
48、天文启蒙读物，说实话内容有点枯燥
49、不错的科普读物，让我对天文学有了比较浅显的了解。
50、适合中学生阅读
51、我说看不下去呢
52、明明是很好的书，奇怪有些人的看法。内容被评得很差就在网上阅读了此书的前几篇，本来兴趣
不大的，却越看越有趣，便在joyo买下。作为一本科普书，不但内容丰富，也完全没有说教味道。不
是已达到目的了吗？不明白某些人的“预测不准确”是什么意思-首先，我想这本有关天文学的书不是
占卜杂志，看目录我也不觉得哪篇标题有预测意味，另外，既然科学在进步，数年后，书本的内容本
就会过时，本书也没标榜它是学术“圣经”。因为奇怪的言论在现时放弃本书，幸好不是我。
53、是一部不错的天文学读物，想要了解天文学这是一本不错的入门，尤为喜欢星座那一章
54、虽然书名有"通俗"两个字,但确实是无趣的一本书.买了它很后悔.还有,作者是1835年生人,前两天有
人评论说作者的一些观点已过时,但可惜这条评论被删了,对你们这种随意删除评论的做法感到反感.
55、写的不错，通俗易懂，还有些冷门知识~
56、我晕，我也有一本，还没看呢。阅读的欲望已经被你的评价击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科普
文章不是普通文章。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出版界的急功近利与非专业性，由此可见一斑。
57、大一时（07年）在第三极买的，半价才15，回来到现在还没看
58、果然很通俗，不过有时间外国人思维的角度和我们还是不一样，这么说吧有兴趣的人才读得下去
59、现在的出版社有多少是站在读者的阅读视角出书的，大都是站在读者的购买视角去策划，然而经
典读物根本就不需要去策划，它本身对读者就有绝对吸引力。一些编辑把读者都当作知识浅薄的无知
者了。知识是用来传授和分享的，而不是彰显某人学识渊博的衣装。
60、这个版本没看完
61、这本书是金克木翻译的。金克木！
62、楼主推荐个好点的版本，谢谢。最近想看这个呢
63、一点儿也不通俗，翻译实在有股子“又红又专”的味道。
64、　　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看上去是很深奥的，而且好像距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其实不是的，
自古，天文就是所有学者必然要了解的知识，但是因为这个学科比较深奥，所以在有限的阅读时间内
一定要读最经典的名家的作品。
65、我绝对是肯定你！现在出版社的编辑都是文盲，出的书不知道给谁看的。
66、=.= 从楼主第一个小例证来说起。
    --------
    （1）P26页：原文正在论述真运动与视运动的关系，结尾处突然出现了蓝紫色字——“如果我们从
相对性原理出发，就很容易理解上述这些事实了。因为宇宙没有中心，而所有参考系对描述物理定律
都是平权的，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时空中哪个参考系是绝对参考系，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好吧，我
是没读过书，不懂相对论，不懂什么叫平权，问题是我读前文我读懂了，看了你的附注又糊涂了，而
且什么叫“从相对性原理出发很容易理解上述事实?”是想显示你的权威？
    ------------
    事实上这里的“相对性原则”中的与相对与相对论毫无关系，也更不是拿来吓唬外行人的某高深理
论，而仅仅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已。真运动视运动，为百年前研究天文运动的常用术语，增补者其实
就是以国内普及程度较高的中学坐标系知识来对这个一般人不熟悉的术语做一定诠释罢了。如果楼主
觉得对坐标系知识不甚了解，而原文使用的术语更对您胃口，大可对
    ------------
    一般来说，这类书和文章的价值，蕴涵于作者意欲普及和介绍的为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天文知识。至
于叙述是否诗意，结构是否有文学价值，不是重点。因为我们读这本书的目的是了解知识，而非出于
读一本诗集戏剧小说等抱有的欣赏目的。介绍知识的前提就是立足于事实，其基础就是最新的科技发
现，而这个基础是随着时代变迁和研究进步而不断地推倒，重建，翻新，整合的，做为百年前写出的
科普介绍，其陈旧落后的知识仍照搬运用于今天的科普目的中，难免带来谬误，所以做出修订增补很
合理，而且要很必要。在这里，暂且不论原著行文如何，而增补部分文学水平多高，只要增补的是确
切事实，对于科技文章来说，就是增加了原文的信息量和信息可信度。因此楼主指责增补者，“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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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知识”结构，不能成立。
    科普书籍，对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来说，确有一定阅读障碍，突然又读到另一家之言，更加迷糊而火
冒三丈，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了，况且以本人粗浅理科知识的阅读经验看来，文中所加注释内容虽与原
文风格不同，却并不是很突兀，楼主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觉得加注者水平低劣，出版社用心险恶。
67、微云  kindle
68、它就是一本科普读物而已，它的内容在很多科普读物里都可以找到，不过本书内容比较全面，也
添加了不少新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加之名家著译，因此如果想要收藏的话，它应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
69、　　      冲着纽康先生和金克木先生，本书理应为科普著作中的经典，之可惜，出版社的无耻又无
知的做法彻底毁掉了这本书。
　　      看过本书的朋友都发现本书字体颜色分为两部分——黑色和蓝紫色。在《关于原著者》一章中
，写明本书的校补者为纽康的学生Robert H. Baker教授，但是实际看原文看到第一编26页结束，在流畅
的黑色字部分中总是突兀的加上一些注释，这些注释都用蓝紫色标注，于是再仔细的看了前面的《出
版者说明》一文，才发现真相，“我们请了北京大学天文系的吴飞先生和热诚的天文爱好者朱睿竑先
生、段建新先生对此书进行了仔细的修订、更新，大量现代知识的补充能适应现代读者的需求，使这
本《通俗天文学》在今日的夜空中仍能放射出耀目的光彩。⋯⋯”
　　     也就是说，黑色字才是原文，而蓝紫色的部分完全是出版社请一些所谓的爱好者加上去的，在
本书达到了五分之一多！本人倒想问下：
　　1、这种改写是否得到了原著者和原文校补者的授权？显然没有，而且本书的图书数据那一页也
没有通常科普翻译著作那国外授权那一栏，那么此书的出版是否是正当授权就是大大的问号，而在这
样一部经典的科普著作中进行如此大量的增补，却没有得到应当的授权，出版社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
？
　　
　　2、撇开授权不说，对一本经典的著作进行增补并非想象中这么容易。我不得不说，本书的改写
就是一堆狗屎！（指蓝紫色由所谓的国内天文爱好者改写部分）本书英文原文名称为“Astronomy for
Everybody”，那也就是说，这是为大众写的一本科普书。纽康教授的原文（黑字部分）不仅通俗易懂
，有时还带有一些诗意的叙述，激发读者进一步的求知欲。如果要改写，不仅需要深切读透原文，还
需要领悟原著作者的行文结构和知识思想，起码不能破坏原著的一些结构吧？而本书的改写（蓝紫色
部分）不仅和原文格格不入，而且严重破坏原文的知识结构，不仅是对纽康教授贝克教授和金克木先
生的侮辱，把中国读者当白痴，出版社又一次对读者进行了视觉强奸。具体请看：
　　
　　（1）P26页：原文正在论述真运动与视运动的关系，结尾处突然出现了蓝紫色字——“如果我们
从相对性原理出发，就很容易理解上述这些事实了。因为宇宙没有中心，而所有参考系对描述物理定
律都是平权的，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时空中哪个参考系是绝对参考系，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好吧，
我是没读过书，不懂相对论，不懂什么叫平权，问题是我读前文我读懂了，看了你的附注又糊涂了，
而且什么叫“从相对性原理出发很容易理解上述事实?”是想显示你的权威？
　　      本书改写部分多次提到了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比如热核反应、量子理论、一些艰深的物理公
式，详情可见P90.  P67. P135. P142等等页面，但是改写者显然只是把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照抄了下来（
居然还有段和维基百科上的解释一字不差），根本没有想到如何让读者理解，甚至不屑于让读者理解
，无非是显示改写者的所谓“知识”罢了。这种改写绝对是对原著者的严重侮辱！如果需要加上新的
知识，完全可以在书后另加一编专门讨论一些最新的天文学发展，如此不致破坏原著结构，同时也能
让读者更好的理解原著。
　　
　　（2）P73页：改写者莫名其妙加了句“尽管很有诗意，但是这显然绝不可能发生”，好吧，显然
你们真的把读者当白痴了，一个稍微有点初中语文水平的人都能通过前文看出来，还需要你突然来一
句吗？大大破坏了原文的论述，这是最让我不可忍受的，其他如74页，15页等也有如此情况。
　　
　　（3）改写部分增加了许多新的天文知识，不过显然，这些改写者只知抄教科书，却不知如何将
一些晦涩的术语哪怕是写的简单一点点。本书最后增加的两编“星系与宇宙”和“探索地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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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写了和没写差不多，因为全是专业的术语解释，用一个更晦涩的术语来解释一个已经很艰深
的术语，这显然是中国学者的专用品牌了。只举一例，209页：把宇宙中星系看作“分子”，星系膨胀
中参与两种运动：“分子”具有的膨胀速度，它相对于流体元的无序运动速度。这反映于物质分布的
局域的不均匀性，典型值为500千米每秒，由哈勃定律，当距离大于20兆秒差距时，膨胀速度便大于本
动速度。
　　      大家自己数下上面那段有多少术语吧。
　　
　　      显然，这些改写者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些改写和增补，甚至可说是没有资格，凭什么去改写两位
伟大的科学家的经典著作？
　　      纽康教授和贝克教授被玷污了，读者被视觉强奸了，终于知道国内为什么没有好的科普著作了
，因为有一堆狗屎的“专家”和狗屎的出版社！
　　
　　
　　PS：关于一些宇宙的物理理论，推荐伽莫夫的《物理世界奇遇记》和《从一到无穷大》
　　
70、该书刚除了新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71、有四点要说：
1.非常有趣的一本书，介绍宇宙相关知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还不像专业巨著那么难读。
2.衍生课题不止一两个，引发兴趣另外去查阅的东西有好多，这是一本好书带动起的连锁反应。
3.分分钟撕扯你的脑洞，读完之后再仰望星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既好奇又惶恐，既崇敬又无奈
，既害怕又期待。
4.前半部分入之不深，后半部分出之不显，因此扣一星。
72、三星半吧 
73、彻底扑灭了从小以来对天文学的爱好～太难了～
74、　　我在99年上大学的时候从图书馆借到一本《通俗天文学》，是80年代出版的，不是此书。
　　
　　那本老书内容非常之经典，比此书领先好几光年。我这几年一直在寻找，可惜一直没买到，遍
寻10年未果，请有此书消息的同学告诉我，谢谢
75、作者是谁并不重要，但是译者是金克木，这就足够了。拿到手的书居然还是06年的一版一印，可
见民众对科普的热情早已荡然无存。当今的译作，大部分都不忍卒读，难得有这么一本经典的原著，
配上流畅园转的翻译，读来轻松愉快。如果图片的质量能高些，无疑有更高的收藏价值。但是卓越4
折的价格，不收藏一本，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76、感觉高中地理的知识回来了，不错
77、一般，貌似读的是蓝黑字版的，生涩难懂，对一般读者来讲毫无吸引力
78、哦，可能因为有物理学的知识背景吧，这种增加没有感觉那么突兀，毕竟百年前的著作，知识更
新很正常嘛！
79、看到这蓝色封面就想到了我的初一，那时候还是在杂志上看到了然后跑去邮局订的，半个来月才
到手。算是我的天文启导老师吧，不过之后错过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没有能在儿时的这个梦想上走下
去(现在学电)，书的内容在脑海所留下的印记也不过一二，但能代表着我年少时的一段回忆，便也足
矣
80、机器翻译的吗？第34页：“我们已经说过，最大的困难、最需要天生的奇才的，便是制造物镜那
一方面。只要对于正确的形式有一点极细微的差错——这毛病在物镜中只有0.00003厘米薄的一部分上
——便会把像毁坏了的。”
81、高中都讲过，看来义务教育确实好
82、虽然此书语言已经非常通俗比喻已经异常形象可是望远镜成像那一章还是死活读不懂被自己蠢哭
了TAT
83、以后给儿子看~
84、看这本书时，同学曾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哈哈
85、如其他人所言，语言浅白，与时代已有脱节。可作为小学生补充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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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主要内容包括坐标与星象（从地面上看到的天文现象），太阳系（太阳、行星及卫星、慧星），
恒星及演化、星系；以及各种观测手段（望远镜、分光仪、视差等）。大部分内容通俗易懂。
87、太通俗了，完全不够看。
88、请让我在今生今世就知道宇宙之外是什么吧吧吧吧 - -
89、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
90、看后对天文学有些基本概念
91、感兴趣的地方读的很有收获
92、很不错的天文科普，很基础的覆盖了天文学的方方面面。天文学确实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科
普读物时常跟不上。了解天文，还是要经常看杂志，刊物
93、虽然是金克木先生译的，但读起来依旧会有部分地方不通，部分地方较晦涩不够详细。大概需要
对天文学做更多的观测和了解后重读起来会好一些吧
94、因为冥王星燃起的对天文学的兴趣。前50%看得入味，后50%乏味。作为科普入门类书籍，知识点
太多太杂，虽然大部分记不住，不过偶尔记住的几点也足以颠覆我的天文观念。看宇宙的时候，才知
道人类多渺小，我们能涉足的区域原来不过如此。
95、同意你的多数看法，特别是“用一个更晦涩的术语来解释一个已经很艰深的术语，这显然是中国
学者的专用品牌了”，心有戚戚焉。
96、幸好在读之前看到楼主的评论 以后看的时候自动屏蔽蓝字！
97、那应该怎么表述？
98、通篇都是天文学大事件的堆砌，论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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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再次确认一项事实：我是科学文盲，数学白痴。这本for everyone竟然也普及不了我。而什么赤纬经
纬黄赤交角造成的四季轮换更让我如坠五里迷雾。要啃下它，还需时间，耐心和努力！
2、这本书的内容包含相当丰富，广泛。不愧是西蒙.纽康和金克木两位大家的经典之作。而且一些新
近改变的内容也非常及时，例如冥王星的降格，就被编者作了修改更新。
3、冲着纽康先生和金克木先生，本书理应为科普著作中的经典，之可惜，出版社的无耻又无知的做
法彻底毁掉了这本书。看过本书的朋友都发现本书字体颜色分为两部分——黑色和蓝紫色。在《关于
原著者》一章中，写明本书的校补者为纽康的学生Robert H. Baker教授，但是实际看原文看到第一编26
页结束，在流畅的黑色字部分中总是突兀的加上一些注释，这些注释都用蓝紫色标注，于是再仔细的
看了前面的《出版者说明》一文，才发现真相，“我们请了北京大学天文系的吴飞先生和热诚的天文
爱好者朱睿竑先生、段建新先生对此书进行了仔细的修订、更新，大量现代知识的补充能适应现代读
者的需求，使这本《通俗天文学》在今日的夜空中仍能放射出耀目的光彩。⋯⋯”也就是说，黑色字
才是原文，而蓝紫色的部分完全是出版社请一些所谓的爱好者加上去的，在本书达到了五分之一多！
本人倒想问下：1、这种改写是否得到了原著者和原文校补者的授权？显然没有，而且本书的图书数
据那一页也没有通常科普翻译著作那国外授权那一栏，那么此书的出版是否是正当授权就是大大的问
号，而在这样一部经典的科普著作中进行如此大量的增补，却没有得到应当的授权，出版社打的是什
么样的算盘？2、撇开授权不说，对一本经典的著作进行增补并非想象中这么容易。我不得不说，本
书的改写就是一堆狗屎！（指蓝紫色由所谓的国内天文爱好者改写部分）本书英文原文名称为
“Astronomy for Everybody”，那也就是说，这是为大众写的一本科普书。纽康教授的原文（黑字部分
）不仅通俗易懂，有时还带有一些诗意的叙述，激发读者进一步的求知欲。如果要改写，不仅需要深
切读透原文，还需要领悟原著作者的行文结构和知识思想，起码不能破坏原著的一些结构吧？而本书
的改写（蓝紫色部分）不仅和原文格格不入，而且严重破坏原文的知识结构，不仅是对纽康教授贝克
教授和金克木先生的侮辱，把中国读者当白痴，出版社又一次对读者进行了视觉强奸。具体请看：
（1）P26页：原文正在论述真运动与视运动的关系，结尾处突然出现了蓝紫色字——“如果我们从相
对性原理出发，就很容易理解上述这些事实了。因为宇宙没有中心，而所有参考系对描述物理定律都
是平权的，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时空中哪个参考系是绝对参考系，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好吧，我是
没读过书，不懂相对论，不懂什么叫平权，问题是我读前文我读懂了，看了你的附注又糊涂了，而且
什么叫“从相对性原理出发很容易理解上述事实?”是想显示你的权威？本书改写部分多次提到了一些
非常专业的知识，比如热核反应、量子理论、一些艰深的物理公式，详情可见P90.  P67. P135. P142等等
页面，但是改写者显然只是把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照抄了下来（居然还有段和维基百科上的解释一字
不差），根本没有想到如何让读者理解，甚至不屑于让读者理解，无非是显示改写者的所谓“知识”
罢了。这种改写绝对是对原著者的严重侮辱！如果需要加上新的知识，完全可以在书后另加一编专门
讨论一些最新的天文学发展，如此不致破坏原著结构，同时也能让读者更好的理解原著。（2）P73页
：改写者莫名其妙加了句“尽管很有诗意，但是这显然绝不可能发生”，好吧，显然你们真的把读者
当白痴了，一个稍微有点初中语文水平的人都能通过前文看出来，还需要你突然来一句吗？大大破坏
了原文的论述，这是最让我不可忍受的，其他如74页，15页等也有如此情况。（3）改写部分增加了许
多新的天文知识，不过显然，这些改写者只知抄教科书，却不知如何将一些晦涩的术语哪怕是写的简
单一点点。本书最后增加的两编“星系与宇宙”和“探索地外生命”，说实话，写了和没写差不多，
因为全是专业的术语解释，用一个更晦涩的术语来解释一个已经很艰深的术语，这显然是中国学者的
专用品牌了。只举一例，209页：把宇宙中星系看作“分子”，星系膨胀中参与两种运动：“分子”具
有的膨胀速度，它相对于流体元的无序运动速度。这反映于物质分布的局域的不均匀性，典型值为500
千米每秒，由哈勃定律，当距离大于20兆秒差距时，膨胀速度便大于本动速度。大家自己数下上面那
段有多少术语吧。显然，这些改写者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些改写和增补，甚至可说是没有资格，凭什么
去改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的经典著作？纽康教授和贝克教授被玷污了，读者被视觉强奸了，终于知道
国内为什么没有好的科普著作了，因为有一堆狗屎的“专家”和狗屎的出版社！PS：关于一些宇宙的
物理理论，推荐伽莫夫的《物理世界奇遇记》和《从一到无穷大》
4、“望远镜所成的像在本质上是外来的光线帮助不了的。原因在于它并非一幅真像（实像），而是
由于远处物体的任何一点上的光线都相交在影像上相当的点上，再从该点散开，正像有一幅物体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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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在焦平面上一样而已。事实上图画这词也许比影像这词要略好一点来表示物体的显现情形，但这幅
图画却只是由光聚焦而画成的，其间毫无他物——对于这样的像，我们称为虚像。”讲望远镜的一段
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妥当
5、我在99年上大学的时候从图书馆借到一本《通俗天文学》，是80年代出版的，不是此书。那本老书
内容非常之经典，比此书领先好几光年。我这几年一直在寻找，可惜一直没买到，遍寻10年未果，请
有此书消息的同学告诉我，谢谢
6、关于天文学的知识，看上去是很深奥的，而且好像距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其实不是的，自古
，天文就是所有学者必然要了解的知识，但是因为这个学科比较深奥，所以在有限的阅读时间内一定
要读最经典的名家的作品。
7、它把那天空细细地描述出来,展现出来,.他让你知道你所生活的这个太阳系,以及更多的关于星空的
知识,让你对宇宙有重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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