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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作本书的初因是应皮帕德①的要求，为他与布朗以及后来的派斯主编的三卷本著作《20世纪物
理学》（Bristol：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 and 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Press，1995）撰
写20世纪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概要..这是一项考虑周到的任务，但我的第一稿远远超出了规定的页数。
经过大幅度修改，我把内容压缩到原先的一半，整个综述成为该书第三卷的第二十三章。
　　我很不情愿放弃所有那些经过出版部门审核过的重要素材，令人高兴的是，物理研究所同意了我
向剑桥大学出版社建议出版全部材料的请求。
出版社也热心推动这项计划，并建议对内容做进一步充实，特别是各章的解释性附录，不妨增加些简
单的数学推导，使关注这方面的读者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我还从我的其他书上援引了大量参考文献，并对主题进行了处理以适用于本书。
结果整个计划几乎完全重新来过，内容扩充为原计划的五倍。
　　由于我在撰写我的《物理学的理论概念》第二版（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时，已经为准备此书积累了 大量资料，这些都是我进入这一行以来一直就想深入了解的。
历史资料提供了看待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思想基础结构的真实的物理洞察力，遗憾的是这种洞察力不
是那么容易为学生、研究人员和老师们所掌握。
更有甚者，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中在许多场合下发生的趣闻轶事就更是难以为公众所了解，尽管它们
不是弄清许多深刻思想的来龙去脉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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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见证了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出现，这是两个不曾有过的当代科学研究中最令人激动、最富挑
战性的领域。
    本书回顾了当代天体物理学所有关键领域的历史发展，以贯串始终的主线显示了这些进展是如何带
来当代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极其丰富的全部景观。
书中不仅呈现了许多由史无前例的观察导出的重大发现，同时也强调了理论概念的发展以及这些概念
如何被人们接受。
这些进展已使得天体物理学家和字宙学家可以追问某些关于我们宇宙性质的最深刻的问题，并将我们
借助于先进观察设备获得这些认识的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其内容的精彩程度超乎任何叙事高手的丰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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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尔科姆·朗盖尔，1967年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射电天文研究组取得博士学位，1968-1969
年，他以皇家学会交换学者身份前往莫斯科别列捷夫研究所工作。
他曾以交换学者身份6次前往前苏联空间研究所从事学术交流，并一直是美国多家研究机构的客座教
授和观察员。
1980-1990年期间，他先后荣获多项职衔：苏格兰皇家天文学会会员、爱丁堡大学天文学雷吉乌斯
（Regius）讲席教授和爱丁堡大学皇家天文台台长。
1997年以来，他担任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并在2000年千禧年荣誉表彰中荣获高级英帝国勋
爵士（CBE）称号。
朗盖尔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高能天体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宇宙学。
他已出版了15本著作，发表250多篇学术研究论文。
　　王文浩，现执教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早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
近年译著有：《时空的大尺度结构》（S·W·霍金、G·F·艾利斯著），《通向实在之路》（R·彭
罗斯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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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是当我进人最后一章的写作时，我才看清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有多大。
本书不是集大成之作，也不可能包容所有杰出人物的重要贡献。
因此，选材上我不得不有所挑选，并将内容限定在已发表的成果上。
同样，我不相信自己能够写出对20世纪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如此复杂的局面给予完全客观描述的历史
。
我只能尝试着尽量公正地对具有长远重要性的那些事情进行评述，这无疑具有一定的主观局限性。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整个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从光学
天文学向多波段测量天文学变革，从而使天体物理学的方方面面开始成为这幕大戏的主角的关键时期
，我有幸进入了该领域研究。
从那时起，物理学家的兴趣向天体物理学转移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特点之一，我正是从这个角度切人展
开写作的。
本书在记述这段历史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物理学发展与它对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影响之间
的紧密联系，以及二者间的互动。
这一标志性的事实从该学科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调。
这从本书开列的作者索引中除了天体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外，还包含了大量物理学家这一事实中亦可
得到佐证。
　　虽然作者索引已包括了近千人，但我还是要指出，遗珠之憾在所难免。
许多曾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有时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是论文的第一作者而割爱。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几十年里，很多关键性论文常常包括了几十上百位作者，因此要准确判断每个人的
贡献已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今许多大的太空基和地基项目涉及许多研究工作者，因此荣誉应当归功于
这个项目集体而不是个别科学家。
我在书中已对这些情形作了说明，并略去或仅在参考书目中给出详细名单。
我希望我的同行能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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