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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趣味物理学问答》是俄罗斯著名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百余部作品之一。
　　在物理学领域，存在一个很常见的奇怪现象——很多对物理感兴趣的读者都去过早地关注物理学
科领域的最新成果。
很少有人去关注并巩固自己的物理学基础知识，很多人认为物理学的基础就是能背下一些定律，公式
等，物理学的发展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没有坚实的物理学基础你无法正确、完整地理解物理学
新进展。
　　《趣味物理学问答》可以被看作一本涉猎较广的物理学“问答测验”，它能帮助测验出善于思考
的读者实际掌握物理基础知识的程度，书中的问题虽然乍看简单。
但实际上答案经常让读者意想不到——每个人都准备脱口说出答案，但答案却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
读者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那些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貌似已经“掌握”的知识。
　　本书旨在告诉读者，基础物理领域的内容远比很多人想像的要丰富得多。
并且纠正那些平时常见的错误的物理学观点。
希望通过这样的“趣味问答测验”，鼓励读者批评性地“温故”并认真检测自己的物理学知识。
从而轻松地走进物理学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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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国)雅科夫·伊西达洛维奇·别莱利曼 译者：李哲 王文迪雅科夫·伊西达洛维奇·别莱利曼
（1882—1942）不是一个可以用“学者”这个词的本意来形容的学者。
他没有过科学发现，没有过什么称号，但是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
作家，但是他的作品的印刷量足以让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艳羡不已。
  别莱利曼诞生于俄国格罗德省别洛斯托克市。
他17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0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林学院，之后便全力从事教学与科学写作。
1913～1916年完成《趣味物理学》，这为他后来完成一系列趣味科学读物奠定了基础。
1919～1923年，他创办了苏联第一份科普杂志《在大自然的实验室里》并任主编。
1925～1932年，担任时代出版社理事，组织出版大量趣味科普图书。
1935年，他创办和主持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趣味科学之家”博物馆，开展广泛的少年科学活动。
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中，还为苏联军人举办军事科普讲座，这也是他几十年科普生涯的最后奉
献。
在德国法西斯侵略军围困列宁格勒期间，这位对世界科普事业做出非凡贡献的趣味科学大师不幸
于1942年3月16日辞世。
别莱利曼一生写了105本书，大部分是趣味科学读物。
他的作品中很多部已经再版几十次，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至今依然在全球范围再版发行，深受全世界
读者的喜爱。
凡是读过别莱利曼的趣味科学读物的人，无不为他作品的优美、流畅、充实和趣味化而倾倒。
他将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完美地结合，将生活实际与科学理论巧妙联系：能把一个问题、一个原理叙
述得简洁生动而又十分准确、妙趣横生——使人忘记自己是在读书、学习，而倒像是在听什么新奇的
故事。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59年发射的无人月球探测器“月球3号”传回了航天学史上第一张月球背面照片，其中拍到的一个月
球环形山后来被命名为“别莱利曼”环形山，用以纪念这位卓越的科普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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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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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吗？
它是否动摇了人们借助液体和气体体积来测量温度的信心呢？
【解】卡彭特在“我们温度计刻度的划分是基于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上与他人有过很多争论（包括托
尔斯泰，最终托同意了他的观点）。
卡彭特认为：规定的温度增量与被测温物质的体积增量是成绝对正比关系的。
与这种观点相左，批评者试图用下面的观点来代替：规定的温度增量与被测温物体的体积增量只存在
相对比例关系。
其实争论两方观点的对错就像争论是用英尺还是米来测量长度才是准确的一样，两种观点都是在一定
条件下才成立的。
语言仅能够谈论哪种观点在特定情况下是适合的，便捷的。
卡彭特的观点在科学史上其实曾经被著名物理学家道尔顿提出过，即“道尔顿温标”。
在这种温标体系下是不可能存在绝对零度的，若是接受这种体系划分，整个热力学的研究将发生极大
的变化。
这种变革不会简化，相反，会使对自然规律的解释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卡彭特和托尔斯泰在不经意间试图恢复的道尔顿温标，在当时是一定会遭到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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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趣味物理学问答》由俄罗斯著名科普作家雅·依·别莱利曼编著。
席书是别莱利曼众多作品之一，初版于20世纪早期，以后曾多次修订重版，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至今
依然在全球出版发行。
我社曾于20世纪50年代引进版权翻译出版了别莱利曼的一系列作品，后经多次再版修订，广受读者好
评，经久不衰。
很多读者纷纷来电来函要求重版，其中不乏很多当年喜欢别莱利曼作品的成年朋友们。
因此，我社继续开发别莱利曼系列著作中有代表性、有价值、有趣味的部分作品，这本《趣味物理学
问答》便是其中之一。
同本系列其他图书一样，为保持原书的风格并纪念别莱利曼这位伟大的科普作家，我们保留、沿用了
当年的钢笔画插图风格，重新制作了全部插图。
希望广大爱科学、爱读科学的读者，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喜爱别莱利曼作品的读者能够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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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味物理学问答》：趣味科学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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