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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文学是探讨“天”的科学，这样说似有高深莫测之嫌而令人敬而远之，但实则不然。
尽管天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宇宙中的各类天体和天象，它们绝大多数遥不可及，然并非无法细究其奥秘
。
历史上的天文学大师和现代高新技术，已不断揭示出宇宙天体的内在性质和变化规律，进而可为己所
用。
如日月食和彗星回归之类天象的长期、准确预报，不仅使人类从愚昧、恐惧中得以解脱，并能免遭小
天体撞击地球可能带来的全球性灭顶之灾。
由此足见天文学(至少其中的部分内容)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
    天文学上的重大发现，无不缘自天文学家的个人兴趣和由兴趣而来的执着追求。
著名天文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赫歇尔和哈勃等人的杰出贡献，毋庸置疑地证实了这一
点。
除有聪慧的头脑外，他们的科学成就必来自于思考和探究，而推动思考和探究的动力就是兴趣。
因兴趣获得认识，因认识导致更高层次的兴趣，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经历了如此循环而攀得科学之
高峰。
    也许有人会说兴趣是天生的。
此话虽不谬，但兴趣亦可历练和培养。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事实上，尽管“科学”二字即可引人入胜，但任何专业性科学研究都相当枯燥：大量的观测或实验数
据，复杂的理论模型，烦琐的数学公式，重复的或不重复的计算，最终取得的结果还不一定是成果，
甚至大失所望。
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工作动力离不开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今天，天文学的一些新成就或热点已渐而深入公众视野，黑洞、引力波、暗物质、暗能量、引力透
镜、宇宙大爆炸等天文新名词及相关成就，时而见之于各家媒体。
太阳能长期稳定存在吗？
为避免小行星撞击地球，人类有何对策？
什么是黑洞？
暗能量乃何方神圣？
大爆炸理论可信吗？
宇宙的终极归宿又将如何？
外星人在哪里？
凡此种种疑问已引起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
    天文学中的一些内容听起来颇为有趣，这正是它常成为科幻电影的题材，并获得高票房收入的原因
。
但如若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和执着追求的科学精神，天文研究可并不怎么轻松有趣，甚至颇为乏味。
    本书尝试对天文学领域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趣味问题及相应的发展进程给读者以简要的介绍，其中包
括人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若干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
坦率地说，要做到这一点颇为不易，除篇幅有限外，难点主要在于几乎每个问题都会涉及天文学科特
有，而公众并很不熟悉的诸多专业知识。
因此，力求深入浅出而“不求甚解”便是本书的行文要旨。
笔者谨希望拙著《趣味天文》能为有兴趣的读者的天文之旅起到某种引领或启示作用，而旅途之“坎
坷”须得读者自行跨越。
    鉴于笔者水平有限，不妥和谬误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赵君亮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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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趣味天文》(作者赵君亮)是“趣味科学丛书”之一。

《趣味天文》尝试对天文学领域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趣味问题及相应的发展进程给读者以简要的介绍，
其中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若干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
全书包括“织女星将会成为北极星”、“多姿多彩的太阳表面活动”、“从诸葛亮之死谈起”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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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较严格地说，地球是一个略微“压扁”了的旋转椭球体：赤道半径约为6 378公里，两极方向略扁，
极向半径6 357公里，两者相差21公里。
这种形状是由地球诞生初期的状态所决定的：一个有自转的物体，只要它不是理想的刚体，那么最终
必然形成扁状旋转椭球体。
不过，这21公里的差异在上面那幅图上也就是很不起眼的0．3毫米。
    说得更严格一点，地球赤道也不是圆，而是一个椭圆，地球是一个三轴椭球体。
精确的大地测量还表明，地球南北半球并不对称，南极向外凸出约10米，北极向内凹进约30米。
于是有人说地球具有梨状的外形，这个“梨子”的端部就在地球的北极。
不过，这一凸一凹也就差了40米(0．04公里)左右，仅为地球半径的百万分之六。
在前面那幅图上，40米仅相当于0．0006毫米，即使用100倍的放大镜，人眼也完全看不出来。
可见，说地球像个“梨”实在是名不符实，即使说它只有理论上的含义也太过勉强。
    总而言之，用“地球”来称呼人类栖居的家园实在是很确切的。
    那么，人们能否真切地感受到地球确是一个圆球呢？
    1519-1522年间，葡萄牙航海探险家麦哲伦所率领的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
人们常说麦哲伦船队环球航行的成功，证明了地球是圆球形的，世界各地的海洋是连成一体的。
其实，环球航行的成功并没有证明地球必然具有圆球形，因为哪怕地球如大冬瓜那样根本不是一个圆
球，但只要海洋能连成一体，麦哲伦船队最终还是能绕这个“冬瓜地球”转一圈回到出发地。
    其他一些实测上的感受同样不能证明地球必定是一个圆球。
举例说，人们在海边眺望远方归来的渔船时，总是先看到船的上部，如桅杆顶端，然后看到桅杆的下
部，最后才能看到船身。
此类观测事实只能说明地球表面是一种向外凸的曲面，而并非一定是圆球面。
相比之下，早期亚里士多德认识到用月食景象来证明地球是个圆球则显得更具说服力，因为如果每一
次月食发生时地球的影子都是一个圆或圆的一部分，那么对这一观测事实用圆球形的地球来加以解释
显然最为合理和自然。
    尽管今天的大地测量可以严格证明地球是一个球，甚至在更高精度上是一个扁旋转椭球体或者三轴
椭球体，但因专业所限还是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
    现代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人造卫星上天，特别是实现了宇航员漫游太空之后，人们从几万公里高空，或者从月亮上遥望自己的
故乡——地球，拍摄了许多精美的地球照片，地球的全貌一览无遗，从而充分证明地球确是一个几近
完美的圆球。
    众所周知，地球以一年为周期绕太阳公转，公转轨道面称为黄道面。
除公转外，地球自身还绕轴自转，自转轴与黄道面交66°33’角，或者说地球赤道面与黄道面交23
°27’角，这就是黄赤交角，而黄赤交角的存在说明地球在“斜”着自转。
    由于公转运动和黄赤交角的存在，地球上同一地方在一年中不同日期所接受到的太阳光能量是不同
的，甚至可相差很大，从而造成四季气候的交替变化。
不过，总的来看只有在中纬度，即温带地区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四季变化，如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赤道附近的热带区，一年四季总是非常炎热；相反，南北极地区则终年冰天雪地。
    地球自转轴倾斜还有另外一个效应，那就是地球上不同纬度地区在不同季节、不同日期昼夜长度的
周期性变化。
以北半球为例，夏天，越往北方白天越长而夜晚越短，北极圈以内有些日子会出现白夜现象——夜晚
天空仍然相当明亮，且纬度越高出现白夜的天数越多。
冬天恰恰相反，纬度越高白天越短，黑夜越长。
极端情况出现在北极，一年中差不多有半年是白天，另外半年为黑夜。
在南半球，不向地方昼夜长度的变化规律与北半球恰好相反。
正因为如此，中国南极考察队总是选在冬初(比如11月)出发，那时南极地区处于半年白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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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地球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相垂直，即黄赤交角为零，地球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首先，地球上任何纬度地方，每年365日近乎天天昼夜平分，不过因大气折射的原因，使太阳位置略
有抬高，白天总会比夜晚略长一些；同时，纬度越高正午太阳的高度越低。
北半球夏季昼长夜短、冬季昼短夜长的现象不见了，北极圈内不会出现白夜现象，即使在两极地区也
是如此——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太阳始终在地平线附近徘徊。
    黄赤交角为零的另一个效应是，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规律性变化，四季
消失了。
在同纬度地区，全年气候不会有明显差异。
赤道地区白天终年烈日当头照，天气会变得更为酷热。
两极地区冰天雪地景观全年不变，冰山应该比现在难以融化。
对于极地考察人员来说，生活和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也许就更大了，他们无法选择所谓极地的“夏天”
，即温度相对较高、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半年白天期赴极地考察。
在中纬度地区，全年365日的天气状况(包括温度、湿度等)不会有现在那么明显的差别，也许就像现在
的春秋天一样，人们会因此而感到非常舒适。
    除上述全球性气候状况外，局部环境的影响依然存在。
如在同样日照条件下，大陆和海洋对热量的吸收和释放情况必有较大的不同，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
候在昼夜温度变化和湿度上的差异仍然会存在。
还有，不同纬度地区的气温差异仍然存在，或者说全球仍可大致划分为热带、温带和寒带。
因此，北方冷空气依然会不时南下，副热带高压也会时而北抬，不过这种冷、热空气扩散的影响可能
没有现在那样明显。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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