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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年前，我和几个朋友在英格兰南岸旅游，前往著名的观光胜地“滩头岬”(beachvhead)。
滩头岬并不是以海滩著称，那里最特别的是笔直耸立的白垩峭壁，崖顶长满鲜绿嫩草。
当天艳阳高照，碧蓝天空美不胜收，还有棉絮般的白云点点散布。
各色野花娇艳绽放，装点那片青翠欲滴的葱绿草场，还有海鸟在上空盘绕尖啸。
那个夏日的午后真是太美了，友人也不禁赞叹这美好景象。
    这时，我突然有种感觉，只能用眩晕来形容：那种感受称得上是恐慌，倏然涌起，好像我就要跌入
无底深渊。
我只得坐下喘息片刻才能回过气。
    不是因为悬崖太高，让我丧胆，不是的。
当时我是思绪狂涌，觉得面对这片美妙景致，自己却完全视若无睹。
蓝天，绿草，艳阳高照，这一切似乎都像是凡俗的帘幕假象，遮掩住真实的世界。
我的视力完全正常，却觉得自己实际上似乎是完全看不到东西。
峭壁、大海还有无边的天空都是那么不可捉摸，我觉得这一切都像是在嘲笑我。
多彩的表象都好像是藏匿在烟幕后方，我知道，这片壮丽景象背后的“真相”，一定更为丰富，也更
为微妙。
    在我头顶盘绕的鸟儿，都感受得到磁场；昆虫能够对移动的阳光做出反应；草、花也都能映射出紫
外光。
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会爆射出无线电波，而太阳还放射出炽烈的红外线和紫外线能量，强度照理讲应
该会让我们的感官受不了。
结果我们对这一切，却几乎都是熟视无睹。
    这种感觉倏忽即逝，再也不曾涌现，却已经点燃我的欲念，希望能设法构建出世界的“真正”相貌
，并探究出其中的“真相”。
我们的肉眼所见，就算是在夏天午后最晴朗的日光下所看到的，也只不过是实际表象的极小部分。
除了我们熟悉的彩虹可见色彩之外，大自然还藏匿了各式各样肉眼看不见的能量，种类远比我们所见
的多。
宇宙还有隐秘的部分，这个深奥、美丽但肉眼看不见的世界，一直是完全隐匿，直到近代才为人察觉
。
    从原子到无垠宇宙，我们发现了种种模式和作用力、形状和物体。
我们对这些东西都是熟视无睹，自然演化的视觉感官在此无能为力。
这些发现都是在我们超越了极限，学会用其他方式来描绘图像之后才实现的。
《美丽新视界》就是探讨这些图像的产生方式，以及我们可以怎样解读。
    同时我们也深入原子核心(第1章)，进入最细小的生命分子，并目睹藏身尘埃微粒，埋伏掠食的怪
兽(第2章)。
我们用扫描装置来检视人类的心思和内体的细腻运作，结果就连最荒诞的科幻预言也瞠乎其后(第3章)
。
我们观看地球精彩的隐秘生活，用声波、无线电波、红外线和紫外线来揭露奥秘(第4章、第5章)。
我们还把塑造地球、太阳、其他恒星和星系外观的巨大力量和壮阔能量描绘出来(第6章)，这一切，我
们通常都视而不见。
我们还运用电脑，推演现代数学的抽象过程，眼见美得让人难忘，却并不存在的事物(第7章)，这些现
象告诉我们有关自然界的奥妙真相。
    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窥见现实的最终结构，从最小的物质组成，到整个宇宙的面貌。
我们探索某处神秘的中间地带，科学和艺术似乎就在此汇聚。
    这里也提出迷人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拍出原子的照片(见46页)？
用电子显微镜拍摄的跳蚤图像，是谁添加了人工色彩，这又是为了什么(见70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丽新视界>>

用放射性断层扫描来探究心智，究竟能显示出哪些意识现象，办得到吗(见100页)？
用r射线描绘的火星冰(水)蕴藏图示，在什么状况下，表象并不能显示全貌(见172页)？
我们能不能真正“看到”捉摸不定的微波能量的证据，确认字宙是一次大爆炸所创造的(见192页)？
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还要碰到迄今未知的自然模式？
或者是不是最新的扫描技术，我们的电子仪器，只能揭露我们预想的现象？
    如果《美丽新视界》能够达成写作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潜心思索，夏日晴朗午后的真实相貌
为何——但愿我们有那种视觉能力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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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开《美丽新视界：我们前所未见的视觉极限》，我们可以深入观察和解读原子核心，进入最细
小的生命分子，目睹藏身尘埃的微粒，埋伏掠食的怪兽，检视人类的心思和肉体的细腻运作，观看地
球精彩的隐秘生活--这些美得让人难忘，却似乎并不存在的事物，我们通常都视而不见。
这些现象或许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自然运作的奥妙和真相。
我们得以从一切尺度，瞥见现实的最终结构，从最小的物质组成，到整个已知宇宙的可能相貌--科学
和艺术汇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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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皮尔斯·比卓尼 译者：杨小山皮尔斯·比卓尼( Piers Bizony)，美国作家，身兼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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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827年，苏格兰的植物学家布朗(Robert Brown，1773～1858)用简单的显微镜检测悬浮在水中的
花粉粒，他注意到花粉似乎是沿着曲折路径，在显微镜视野中随机移动。
他看到每颗微粒都在运动，初步推断这种运动“并不是水流造成的，也并非液体逐渐蒸发的结果，而
是肇因于粒子本身”。
其他人也进行观察并推出结论，认为布朗见到的是基本的“生命力”，是最细小的生物素材的生机表
现。
布朗的首度发现造成了轰动。
布朗是一位谨慎的科学家。
甚至在他预备要发表研究结果的时候．还改写文稿，提出警告，说明他观察了另一批花粉粒．也看到
类似的运动，而那批花粉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之前，已经在酒精中浸泡保存好几个月，因此观察时肯定
已经没有生命了。
当然了，说不定花粉比他所想的更难杀死，尽管机会渺茫．却也不无可能。
因此．有必要多做一次实验来排除疑点。
布朗把无机矿物样本研磨成粉，加水让粉末悬浮。
他在显微镜下，又看到了随机的运动。
倘若这是某种生命力的作用表现，那么我们就几乎可以确定，这并不是肇因于微粒，原因必然存在于
水中。
这种实验我们都能做，只要用简单的儿童用显微镜就能进行。
这显示水中有水分子！
讲得更明白一点，这证明水分子始终在运动。
由于水分子实在是太小了，因此我们用普通的显微镜不能直接观测到，不过由于水分子不断冲撞悬浮
于水中的微粒，我们才会看到微粒受到撞击而随机四处移动(这种现象就称为“布朗运动”)。
但是，我们看不到这种真相。
我们实际“看到”的，是微粒自己在一幅清晰的背景上四散逃窜，就像一群小虫。
布朗的实验让我们懂得，事情的表象不见得都是真相。
如今我们所发明的科学仪器，和布朗使用的黄铜小显微镜相比，i就像是体育场的照明设施和一根蜡烛
的差别那么悬殊。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谨慎，小心诠释用新式仪器观测到的结果。
云室(cloud chamber)是物理学家威尔逊(Charles Wl JsorI，1869～1959)于1897年在剑桥大学发明的。
当时他是在研究天气，想在实验室设法复制出小规模的云雾效应，意外成就了这项结果。
威尔逊在云雾室制造浓密的水蒸气．随后抽动活塞，让蒸气扩张，云室霎时成为接近真空的状态。
这时蒸汽也冷却下来，只要略加刺激，就会凝结成小滴。
此时再把亚原子粒子射入，粒子通过云室并撞击水分子时，就会干扰分子的电荷，把分子“离子化”
。
水滴立刻在这种扰动现象的周围聚集，并在粒子后方留下清晰可辨的轨迹。
到了1952年，美国物理学家格拉瑟(Donald GI．aser，1926～)改变威尔逊的实验方法。
他用的是泡室(bubble-cham—ber)．泡室内装了液态氢．小心加温到液态氢要转为气态的临界点，但让
泡室保持密闭，使液体不至于变态。
接着略微降低泡室的压力，随后以亚原子粒子冲撞氢原子，结果便在液体中产生细小的气泡。
这两项技术大体上完全相同．借助这类技术，研究人员就可以使用传统光学显微镜看到粒子的移动轨
迹，并拍下照片。
云室和泡室沿用了整个20世纪，研究人员借此测量磁场或其他因素左右粒子轨迹所产生的效应(例如：
强磁场会使电子的轨迹弯曲)，也因此革新了亚原子物理学。
我们还能从云室和泡室观察粒子碰撞和交互作用的结果。
有些粒子会偏转，也有些会相吸，或生成新粒子，多数新粒子还各自留下细小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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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粒子会从轨迹室逃逸，有些则可能在瞬间消失。
我们能够研究复杂的粒子“事件”的历史，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粒子本身。
根据量子物理法则，我们测量一个粒子，并不能同时准确得知粒子的动量与位置。
我们不能同时界定那个粒子的精确空间位置，以及粒子在那一瞬间移动得有多快。
我们对其中一项数值知道得愈多，对另一项就愈没把握。
 尽管轨迹似乎很精确．然而界定轨迹的细小气泡或水滴，直径却远大干粒子的直径，大了一百倍到百
万倍之多。
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的量子测不准空间。
19世纪末期的实验学家，已经设法研究原子。
他们把纤细的金属丝装入玻璃容器(阴极射线管)，将里面的空气抽掉大半．并对金属丝加热。
金属丝受热释出电子束。
然后实验学家用磁铁来使电子束偏往不同方向。
通常，研究者是把肉眼看不到的电子，导向一面硫化锌屏幕。
电子撞击屏幕，电子的动能就变换为可见光。
接着，研究人员应用高明的推理，计算出电子的物理特性。
这就是电视显像管的作用原理，而且还沿用至今。
目前地球上最具威力的仪器——粒子加速器，也就是根据这项原理发明的。
用来喷发射入加速器的粒子，可以用多种方式生成：可以从加热的阴极射出：也可以用现成的重粒子
束轰击目标，撞出其他粒子；放射性物质也会自发生成粒子。
随后粒子便沿着很长的铜管，在真空中向前飞奔，这根铜管就是加速器的主体。
管道外表包覆了强大的微波振荡器(称为调速管)，会产生高速的电磁波前，阵阵波前推动粒子，在铜
管中大幅加速。
加速器全线都装有电磁体，用来限制粒子，让粒子构成一道窄束。
管道末端设有泡室或云室，等候粒子抵达，接着便记录粒子的轨迹(也就是纤细的气泡或凝结的液滴构
成的轨迹)，随后可以据此来推断出粒子的质量、动量、位置或电荷等各种不同的性质。
现代加速器的规模庞大，譬如美国加州斯坦福的直线型加速器，长度达3千米。
回旋加速器更大，譬如日内瓦附近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的那具加速器，直径高达27千米，可以推
动粒子沿着圆形轨道移动，加速绕行数干圈。
粒子每绕行一圈，这部巨大机器周围的电磁场就重新调节，进一步加速粒子。
直到粒子运行到接近光速．才由控制磁场导引，转向探测器射去。
通常会有数十亿个粒子成束通过，其中只有几个会在探测器室内互撞，并留下碰撞纪录。
加速器工程的精密程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设备必须绵延好几千米，重达好几千吨，才能让粒子
束局限在不超过人发直径的范围里。
简单来讲，我们是凭借种种15妙的物理原理，造出世界上最大、最重、也最昂贵的科学仪器，来采测
最细小的物质。
P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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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丽新视界:我们前所未见的视觉极限》：我们肉眼所见的一切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全貌！
科技使你得以窥视人类未知的疆域。
全彩四色铜版纸印刷，配多幅高清晰大图，带给你前所未见的视觉享受。
科学与艺术完美的汇聚于本书。
我们得以从一切尺度,瞥见现实的最终结构，从最小的物质组成,到整个已知宇宙的可能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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