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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简史》

内容概要

前言
有人要我将这本天文学简史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这本书首先用法文写成，1951年在法
国出版。①六七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有30多年没有这样的书出版了，特别是没有人将天文学
的历史叙述到20世纪。
那时候英国的情形也差不多，这方面的主要参考书，我想比法文本还要落后。可是自1951年以来，英
文本已经出现几种好的天文学史(原作或译本)，我便考虑把我这本书译成英文是不是还会有什么作用
。可是当我仔细阅读了这些用英文写的天文学史之后，便感觉到我这本书的观点与内容和别人的差别
很大，是值得翻译成英文的。
一个理由是我特别注重观念的演变(人类用智慧掌握宇宙的逐渐进展和重要发现在哲学上的影响)，而
不大注重个人传记的叙述。我感觉一般的天文学史描写大天文学家的生活太多，那样便会歪曲了天文
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天文学的发展是缓慢的、连续的进步，而不是片段的伟大“启示”的产品。牛顿
说得好：“我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些，因为我站在许多巨人的肩头上。”
我有时也感觉到一般书中的叙述是有所偏重的，材料的选择也是缺少判断的。例如古人的玄想的叙述
、无数的月面图画和行星观测的回顾，在现今许多书里占了主要的地位，这也许对于想要知道细节的
读者是有趣的，但是在这本只用几百页篇幅来叙述整个天文学史的书中，我们只能给读者以一个概括
的观念，至于那些细节便只好从略了。
还有，为了避免与前人的著作不必要的重复，我在叙述近代天文学的几章里多费了一些笔墨，特别是
最末一章（第七章）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天文学的进展是还没有人写过的。书末文献也是重新校订
和扩大了的。
一至六章的翻译得帕杰耳（B.Pagel）博士的协作，手稿的编排承西莫瑙（G.V.Simonow）夫人的帮助
，都是我要感谢的。
伏古勒尔
澳洲斯特朗洛山 195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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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简史》

作者简介

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1842-1925） 法国天文学家和优秀的科普作家。
1862-1866任职经度局，编算天文年历。1862年出版第一本书《可居世界的众多》，从此名声日增
。1880年出版《大众天文学》，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直到他逝世那一年共再版20多次，以译成中、
英、德、西、意、俄十几中文字。有些有名德天文学家就是读了这部书而爱上天文学的。
他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在双星和聚星、恒星的颜色和运动、火星和月亮的地形等方面。1878 年出版了一
份双星星表、火星图和月面图。1882年创办《天文学》杂志。1887年组织法国天文学会，任第一任会
长。1891年开始出版《弗拉马里翁年鉴》，一直出版到1964年。
弗拉马里翁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自学科学知识，在巴黎天文台当实习员期间，业余补习天文学
。1962后他出版天文学专著《可居世界的众多》，从此名声日增。自1866年开始，在巴黎作天文讲演
座无虚席。他的演讲大受欢迎，布鲁塞尔、日内瓦、罗马等地争相聘请。1880年出版《大众天文学》
，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直到他逝世那一年共再版20多次。法国科学家为之颁发奖金，有些有名的天
文学家就是因为读了这部书而爱上天文学的。弗拉马里翁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在双星和聚星、恒星的颜
色和运动、火星和月球的地形等方面，1878年出版了一份双星表、火星图和月面图。1882年，他在巴
黎附近的瑞维西镇上建立一座私人天文台，在此工作四十多年。发表观测和研究报告100多篇。1882年
创办《天文学》杂志，1887年组织法国天文学会，任第一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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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简史》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古代天文学――自起源至中世纪末尾
1 天文学的起源
⋯⋯
第二章 哥白尼的改革与16和17世纪经典天文学的诞生
7 哥白尼
⋯⋯
第三章 经典天文学的兴起：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的方位天文学与天体力学
13 哈雷
⋯⋯
第四章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近代天文学的诞生
Ⅰ 恒星系
⋯⋯
第五章 19世纪后半期近代天文学的兴起和天体物理学的诞生
32 天体物理学的先驱
⋯⋯
第六章 20世纪天体物理学的兴起与二战前现代天文学的进展
Ⅰ 太阳系
⋯⋯
第七章 当代天文学：二战后现代天文学的进展
46 仪器的改进
⋯⋯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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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简史》

章节摘录

书摘    哈雷继弗拉姆斯蒂德为格林尼治的第二任御前天文学家。事实上哈雷早已参加这个天文台的工
作，而且以他卓越的研究，引起人们对他的才能的钦佩。1676年，哈雷才20岁的时候，便航行到圣赫
勒拿岛，在那里建立一座临时天文台，一年内便做成第一个南天星表，这个星表足以补充赫韦吕斯所
完成的与弗拉姆斯蒂德所开始的两个北天星表。他的包含381颗恒星方位的星表刊布于他回国的那一
年(1678)，这使他在22岁的青年时代便享有了盛名。1679年他去但泽，同赫韦吕斯一起工作，1680年去
巴黎同卡西尼一起工作，他和卡西尼一道观测那年的大彗星，这引起他对彗星研究的兴趣。上面说过
，直到那个时代，彗星还被人当做是一种很神秘的现象，很难使人相信彗星和别的天体一样遵循物理
的规律。第谷观测过几颗彗星，他说明彗星不像那时人们所相信的，是地球所吐出的气或者是近距离
的流星，而确是太阳系里的天体。第谷甚至想到彗星可能循一定轨道围绕太阳而运行，但是他没有办
法去验证这个想法。开普勒仍然相信彗星在太阳系里循直线运动。在伽利略的时代，逍遥学派的人因
袭前人的理论，以为彗星的运行并不遵循其他天体所遵循的定律。    卡西尼与赫韦吕斯观测了1662年
的彗星之后，指出彗星可能在类似行星的轨道(但是更椭长些)上运行，赫韦吕斯甚至提到抛物线。    
牛顿首先断然地证明彗星的轨迹最好表示为抛物线的轨道，太阳在这抛物线的焦点上。只有哈雷才尽
全力从事于彗星的轨道的计算。他于1705年所刊布的《彗星天文学》(Treatise of Cometary Astronomy)
里，写下他计算过的24颗彗星的抛物线的轨道。在这24颗彗星里有一颗出现于1681至1682年的，引导
他作出促进天文学发展的一个伟大的发现。    哈雷计算了1682年彗星的抛物线根数，注意到这些根数
和他对于开普勒与隆戈蒙塔尼斯于1607年所观测的彗星计算出的轨道线数很是相似。于是他再朝前搜
索，找着阿皮延(Apian)于1531年所观测过的彗星，他由这颗彗星也得到差不多相同的根数。这三颗彗
星既然有相同的根教，而且出现时间相距同是75或76年，使哈雷想到这三颗彗星实在是相同的一体，
按周期复回到地球上可见的范围内，他于是大胆预言这颗彗星将于1758年再度回转来。可见该颗彗星
的轨道是一个很长的椭圆，而不是抛物线，至于每次转来的周期有少许的差异，哈雷给予又简单又正
确的解释，他说这是由于彗星在其行程中靠近行星所受的摄动作用的结果。    自然哈雷不能活到那样
久去验证他自己的预言，这预言真的被校验了以后，在欧洲引起极大的热情，如上所述，这样便使欧
洲学术界一致地接受了牛顿的理论。哈雷彗星真于1758年转来了。1759年初还可以看见它，经过近日
点的日期和预算的日期只差了一个月，想到周期有那样长，这样的相合真算是很好的了。哈雷彗星又
于1835与1910年转来，下次将于1986年再转来(图6)。    在天文学的发展上，哈雷还有许多重要的发现
。    1716年，他建议观测金星过日面去测定太阳的距离。在这一研究上，哈雷也不能亲身去作观测，
因为他那时的最初两次金星过日面在1761与1769年。经历一个世纪，这还是测定太阳距离最好的方法(
§17)。    1718年哈雷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恒星的自行。自古以来人们总以为星星固定在天球上，
常有人叫做“恒星的天球”。哈雷将他自己在圣赫勒拿岛所测定的方位和喜帕恰斯与托勒密所作的观
测加以比较，他注意到有四颗星(毕宿五、天狼、大角与参宿四)表现出他们的位置有些微的而确是真
实的移动，惟一可以使人满意的假说便是这些星对于天上的坐标真正在移位。对星的这种自行的发现
，在恒星宇宙的研究上，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最后，月亮运行的长期加速是哈雷所发现的。这一发
现，在表面上好像与牛顿的定律发生矛盾，引起了不小的骚动，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拉普拉斯才说明
这是一种周期很长的差数，加速阶段以后，将有减速阶段跟着而来。    ⋯⋯书摘2    36．恒星的研究    
恒墨光谱  克希霍夫将太阳研究的结果刊布以后，立刻刺激天文学家使用分光镜去研究恒星。这工作
于1863与1864年差不多同时由意大利教士塞西(A.Seechi，1818-1878)和英国天文爱好者哈根斯进行着。
他们两人的研究，在性质上是互相补充的；塞西用低色散度的摄谱仪观测了许多恒星，目的在作光谱
的分类：哈根斯用高色散厦的摄谱仪只注意到少数亮星的光谱，目的在详细分析恒星的组织。    1868
年塞西刊布一册包含4 000颗恒星的表，他按光谱的现象将恒星分为四类：1.白色星，如天狼或织女，
光谱只有四条氢的黑线；2．黄色星，如五车二(御夫座α星)或大角(牧夫座α星)，光谱和太阳的光谱
相同；3．橙色和红色星，如参宿四(猎户座α星)或心宿二(天蝎座α星)，光谱里有明暗相间的光带
；4．一些暗红色的星。塞西料想这样的分类是和恒星的温度有相当的联系，但是塞西对于他所观测
到的谱线和光带，却没有留意去证实组成它们的元素是什么。    可是哈根斯却将克希霍夫对太阳谱线
的证明确认工作扩充到恒星的研究上去，早在1865年他已经在一些亮星(如参宿四与毕宿五)的光谱里
证明出有属于钠、铁、钙、镁、铋等元素的谱线。    1868年哈根斯作成功了一个有相当重要性的观测
，这便是借多普勒一费佐效应，用分光镜以测定恒星的视向速度。1842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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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简史》

．Doppler，1803-1853)指出因声源的相对运动，听者将感觉音调的高低发生改变，他并且说星的颜色
必定按照它接近或者远离的速度发生变化。这个见解在原则上虽然是正确的，在实际上却是错谬的，
因为波长的改变太小，不足以改变星的颜色，光的速度比星的速度实在大得多。1845年法国物理学家
费佐指出光谱线是很确定很可靠的标准，我们可以用来测量波长上很小的变化。    虽然对这种效应的
观测是极端细致的事，哈根斯说：“即使将谱线中的间距放宽，也很难使读者辨别出谱线上有什么变
化，要分开因星的运动而来的谱线上的位移和仪器装置上的不正确的位移，需要极端的留心和细致的
校准。”虽是这样，哈根斯却克服了这些困难，于1868年宣布天狼星大约是以每秒29英里的视向速度
，离开我们而去，以后不久他测量到另外一些一等星的接近或者远离的视向速度。    这一成就有其不
可估量的重要性，因为自从那时以后，天文学家所能测量的天体的速度不只是在天球上的投影部分(即
速度的切向部分，叫做自行)，也可以测量视线上的径向部分。这方法的应用渗透入近代天文学的每一
个领域，从太阳的视差的测量以至宇宙膨胀的发现(第六章§44)。    流星  在有关流星和彗星天文学的
范围里，从实验与理论两方面来看，战后都有很大的进步。最显著的成就当是由射电的方法而得来的
，但是经典式的照相法也增进了不少的知识，特别可以提到的是惠普耳和他的同事在哈佛流星观测站
以及米耳曼(P．M．Millman)和他的同事在加拿大的工作。战后对流星研究的兴趣高涨，那是因为它
和高层大气里高速飞行的问题发生关系的原故，哈佛流星观测站于1951年装配有贝克尔(J．G．Baker)
设计的“超施米特”照相镜，这是一种有很广的角度和很快的速度的照相镜。使用许多这样的仪器在
几个地方观测，可以研究流星的辐射点、轨道、空间速度以及高空密度和温度等有关天文、地球物理
和航空等几方面的问题。同样的观测站在苏联、日本、捷克和加拿大都很活跃地在工作。    战后流星
天文学领域内的一件大事当是1946年10月10日的一阵大流星雨，这些流星雨是和1933年所观测的雅科
比尼—济内尔(Ci—acobini-Zinner)彗星有关系的。有人拍得很多张照片，特别是米耳曼拍摄了200多条
流星的踪迹，人们也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射电的方法去研究这阵流星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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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简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有人要我将这本天文学简史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这本书首先用法文写成，1951年
在法国出版。①六七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有30多年没有这样的书出版了，特别是没有人将天
文学的历史叙述到20世纪。    那时候英国的情形也差不多，这方面的主要参考书，我想比法文本还要
落后。可是自1951年以来，英文本已经出现几种好的天文学史(原作或译本)，我便考虑把我这本书译
成英文是不是还会有什么作用。可是当我仔细阅读了这些用英文写的天文学史之后，便感觉到我这本
书的观点与内容和别人的差别很大，是值得翻译成英文的。    一个理由是我特别注重观念的演变(人类
用智慧掌握宇宙的逐渐进展和重要发现在哲学上的影响)，而不大注重个人传记的叙述。我感觉一般的
天文学史描写大天文学家的生活太多，那样便会歪曲了天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天文学的发展是缓慢
的、连续的进步，而不是片段的伟大“启示”的产品。牛顿说得好：“我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些，因
为我站在许多巨人的肩头上。”    我有时也感觉到一般书中的叙述是有所偏重的，材料的选择也是缺
少判断的。例如古人的玄想的叙述、无数的月面图画和行星观测的回顾，在现今许多书里占了主要的
地位，这也许对于想要知道细节的读者是有趣的，但是在这本只用几百页篇幅来叙述整个天文学史的
书中，我们只能给读者以一个概括的观念，至于那些细节便只好从略了。    还有，为了避免与前人的
著作不必要的重复，我在叙述近代天文学的几章里多费了一些笔墨，特别是最末一章（第七章）关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天文学的进展是还没有人写过的。书末文献也是重新校订和扩大了的。    一至六章
的翻译得帕杰耳（B.Pagel）博士的协作，手稿的编排承西莫瑙（G.V.Simonow）夫人的帮助，都是我
要感谢的。                                                               伏古勒尔                                                   澳洲斯特朗洛山   1956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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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简史》

编辑推荐

浩瀚无穷的星空 ，辽远神秘的宇宙，让人类世世代代神往不已。作为世界名著译丛之一，《天文学简
史》堪称天文书籍的典范。《天文学简史》主要记述了天文学的发展史，首次涉及到二战后天文学的
发展状况。该书内容丰富，印制精美，装订考究，不但可以供业余天文爱好者阅读，也可供专业天文
工作者参考，是一本极具收藏价值的天文学经典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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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简史》

精彩短评

1、对于中国在天文方面的贡献有失偏颇
2、入门者还是先去看看介绍基本观测原理的书再来吧...
3、通俗易懂，好书一本！
4、为写一门公共课论文而看
5、科技史书难得精品著作
6、本书不尊重原著，添加了中国天文学的内容和最新天文学史的内容。
7、好
8、astronomy , really mistery... human being is just a drop of the ocean...
9、买给小侄儿的,他说很喜欢
10、儿子很喜欢宇宙，喜欢看天文方面的书，虽然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能看懂，但是看着彩图就非常兴
奋
11、中学就该看, 现在看依然受益匪浅.
12、万恶的科通作业。。。
13、当第一个有意识的原始人在黑暗的夜晚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就注定了人类必将孜孜不倦地探索
地球之外的世界——那迷人的宇宙。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对天空中闪亮的星星十分感兴趣。古代的天
文学家仅仅依靠肉眼观察天空。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天文学都是最早开始发展的基础科学之一
。因为古人没什么仪器可供观测，只能凭的一双肉眼夜观星空，记录天象，简单而又方便。由此，中
国有了星占之学，有了二十八星宿分野；外国有了占星术，有了十二星座算命。但究其根本，其实是
同出一辙。自1608年，人们发明了望远镜后，天文学家就能够更清楚的观察恒星和行星了。此后的天
文学不再只是简单的观察那些肉眼看得见的恒星了，也不再单纯的只靠想象那些群体恒星的形状来记
录天体的位置了。现代的天文学被定义成“是研究宇宙空间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学科”。其内
容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规律等。主要是通过观测天体发射到地球的辐射，发现并测量它们的
位置、探索它们的运动规律、研究它们的物理性质、化学组成、内部结构、能量来源及其演化规律。
而且，现代的天文学按研究方法分类已形成天体测量学、天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三大分支学科。在科
学的历程里，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论，或者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又或者是霍金的黑洞理论，
都曾为天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卓绝的贡献。物理学和天文学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这本《天文学简
史》系统的概述了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史，无论东方或者西方的天文学发展历程，都记录在这本书中。
作者从远古的天文学谈起，一直谈到20世纪天体物理学的兴起与二战前现代天文学的进展，然后旁加
各个地区或国家的的天文学发展史，以及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对天文学
的贡献等，还有略讲了一些与天文学有关的物理化学知识。此书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于同类之中也
可算是超群之作了。有志于天文学的读者，没遇到这书便罢了，但有遇过，可切莫错过！
14、发烧友不适合，适合入门级的。。。
15、流水账一本
16、这是8岁小娃指定要买的，我能说不买吗？反正他自己能看懂就行了。
17、不怎么懂啊！！专业名词太多>< 无知小辈 略读而过
18、它是从远古天文学开始阐述的，途径中国、埃及等古代天文学，再对中世际天文学进行了描述。
该书还罗列了天文学领域众多名人：牛顿、开普勒、哥白尼、伽利略等。 可以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19、这本书，名副其实是简史，非常扼要简略。
书中提到大量的人物，与技术革新，理论发展。
不过除了最简单易讲的几个概念以及思想方法，基本不作解释。
完完全全注重于梳理天文学的发展历程。
其中提到不少的曾经出现的虚妄的假设，可以让人了解到，思想的发展历程。
这本书，由于许多的概念，没有解释，所以基本不可能从这本书，非常具体了解天文学的方法、理论
。
不过能较好地展示，天文学的研究方向，内容等。
至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脉络，也阐述得比较清晰。
个人认为，这个对于在天文学作出贡献的人和事，作出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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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书，正如另一位读者写出的，处处流露这中文编者的，在各种地方争先的思想。
例外，书的最后，没有付参考文献，索引也没有页码。可谓编辑得十分不好。
20、书很不错，值得购买，物有所值~
21、真心佩服自己小时候读了这本书==
22、对天文一直没有涉猎，现在正是打折，就买一本看看~！还没拆封，但是质感不错~！
23、跟大数学家相反，作者认为天文学是由无数科学家添砖加瓦筑成的
24、无趣的科普
25、VeryGood!!!!!!!!!!!!!!!!!!!!!!!!!!!!!!!!!!!!!!!!!!!!!!!!!!!!
26、想象力是可能性，新技术是跨越，细致繁琐的工作是基石，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史都是这
样的。
27、这书之长也正是其短：重过程中的积累点滴而轻里程碑式的环节与任务。结果就是看到了许多“
论文摘要式的介绍”却让门外汗不得要领。

总的来说，前半部分（18世纪中叶以前的部分是很不错的，之后的部分则很一般。）

另外，编校质量也太差了点，错字很多。翻译水平也只能算7分。
28、非常不错
29、很详细，还不错！
30、略略翻了一下，没有认真读完
31、对高年级小学生有难度
32、03年还在读小学orz记得当时随手拿下这书，结果特别喜欢，翻来覆去地读，书页都快散了...

但是昨天查一点古希腊天文学资料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书很难，我现在读都有难度...以前是怎么津津有
味的?_?
33、我果然对天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读不下去啊读不下去。
34、当当网效率很高，我1月5号下午4：00点订的书，1月7号中午就收到了，对当当网的服务特别满意
。唯一不足的是，这本书纸质差了点，看着特别不舒服，有点像盗版书的纸质。希望只有这本是这样
的。
35、正
36、给孩子买的。孩子很喜欢。但说实在的，现在有内容的书籍太少了，那种东抄西搬的“”书“”
我都能写，但我不好意思那样做。而科普，特别是面向儿童的科普书籍更少。
你们听说过阿西莫夫吗？中国永远不会出现!
37、刚刚拿到，封面设计、纸质和装订跟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天文学》一样，庄严而厚重，内容
还没有开始看，不过很喜欢这一类的书。
38、我认为国内的教材面太窄,总是以自己的或者是老师的老师教的那点观点强罐给学生,例如:讲哲学
只讲马列哲学,批判别的哲学.不是批判不对,而是学生连非马列哲学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另外,就是学校既
育人也更杀人,尤其是理科的学生,只讲方法不讲思想和历史(即思想的来龙去脉)
39、摄引力，周光关系，光曲线，等，我根本无法读懂⋯我要是能学明白数学就好了，理科好像让我
更开心。
40、介绍的角度与一般书很不一样，专业的方面略有些难懂
41、虽然说很棒的一部书，但是，没有一点功力是绝对不行的
42、除了《医学史》这套书我看的都不认真
43、有些书值得收藏，就是喜欢，玩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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