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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库斯�尚恩、霍弗特�席林，两位当世*出色的科普大师，以*简明的语言，解答140个
*重大的天文问题，带领读者踏上独一无二的宇宙之旅。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用简明的语言解答关于宇宙、地球的140个问题。从最简单的问题——夜空为什
么是黑色的——到*挑战的问题——什么是类星体？宇宙大爆炸前发生过什么？在这本有
趣的小书中，某些问题，如答案一般精彩：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到的浩瀚星系其实空无一
物，仅是光学幻象而已，这可能吗？如何躲避太空危险？月亮为什么不会掉落？土卫六
漂浮在一个大浴缸里吗？

作者简介

马库斯�尚恩，著名科学家，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射电天文学家。著有畅销书《不会伤
害你的量子理论》《迈向死亡的漫漫旅程》《神奇的熔炉》。其代表作《光学系统》获2
011年度“未来图书奖”。 霍弗特�席林，享有国际声誉的科普图书作者。诸多论文发
表在《科学》《新科学家》及BBC《夜间的天空》《追寻宇宙大爆炸》《寻找X星球》。
2007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将新发现的10986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霍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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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天空
1.彩虹是怎样形成的？
1665年，伦敦暴发了大瘟疫，在其东北面的剑桥大学也因此关闭。当时的牛顿22岁，尚
未成名，只好返回家中。在此后的18个月里，牛顿在家中继续研究，进而改变拓展了科
学领域。
在牛顿阐述重力的奇迹岁月里，他在思考：为什么透过望远镜看到的星星会呈现出彩虹
的颜色呢？
望远镜利用透镜系统，即采用不同厚度的玻璃片。牛顿采用了一种更简单的透镜——厚
度渐变的三角形玻璃，称为三棱镜。
在家乡伍尔索普村，牛顿将三棱镜置于从窗帘中透出的日光前，投射到墙上，他看到白
光发散为彩色光谱，即所有彩虹的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
牛顿又反向放置了一块三棱镜，他发现彩色光谱又神奇地重新会聚成白光。
牛顿据此得出了一个正确结论：来自太阳的白光，实际上是由彩虹波谱的颜色混合而成
。三棱镜玻片所起的作用是从白光中分离出单色光束。
光是一种小到看不见的波，而不同颜色的光具有不同的大小（即波长）。红光波长约是
蓝光的两倍。
下雨后之所以会出现彩虹，是因为雨滴就像数以亿计的微小三棱镜，将日光散射成不同
波长的连续单色光。雨滴的背面就像微小的镜面，光线经过一两次折射后会重现，所以
我们常常会看到两个彩虹，而且第二个的颜色是逆序的。彩虹实际上是圆的。但是由于
地平线的阻碍，我们只能看到部分——半圆弧。
2.天空为什么是蓝的？
既然空气是透明的，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呢？其中的道理并不简单！
关于这一问题，要追溯到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瑞利——1904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对此进行过的阐述。
关键事实1：光是一种波，犹如池塘水面的涟漪。但因光的波长实在太小，以至于这一事
实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关键事实2：根据牛顿的发现，白光是由各色光波组成的，根据波长大小，按红、橙、黄
、绿、蓝、靛、紫的顺序排列。
关键事实3：空气中的氧气分子、氮气分子大小恰巧更适合散射蓝光，而不是红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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