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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山夜雨涨秋池——巴山在什么地方？
清明时节雨纷纷——为什么清明时节总下雨？
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为什么会发光？
青天有月来几时——月亮的年龄有多大？
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什么长江、黄河一直向东流？
东边日出西边雨——为什么会有半边下雨半边晴的天气？
秋荷一滴露——露水凝结最理想的条件是什么？
艨艟巨舰一毛轻——浮力是怎么产生的？
咬定青山不放松——竹子是如何生长在岩石上的？
蜀道难于上青天——为什么蜀道这么难走？
早知潮有信——潮水真的有信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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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图书百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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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诗部分　　赤壁惊涛何处寻——《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诗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有的版本里写为“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
千堆雪”。
　　这是苏东坡对湖北黄州赤壁矶下江边景色的描绘。
人们读了这首词，都想到现场去看一下，体会当年苏东坡的心情。
想不到走到这儿一看，赤壁矶离长江还很远，别说没有诗中怒涛拍打江岸的风光，岩下只有一个小池
塘，连江水也没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苏东坡搞错了吗？
　　不，苏东坡说话做事都认真，他讲的景色确实存在。
　　笔者曾经顺着赤壁矶下的岩壁仔细检查，发现苏东坡曾经休息的睡仙亭，旁边的岩壁上有许多船
篙撑凿的痕迹。
这就是古代船只紧贴着岩壁航行，遗留下来的铁证呀。
既然岩下曾经行船，当然就会有浪涛拍打崖壁的风光哕。
　　一个谜解开了，紧接着又冒出来另一个谜。
　　从前这里紧紧挨靠着江边，为什么现在离江面这样远？
请问，这又应该怎么解释呢？
　　再仔细考察赤壁矶下的地貌，眼前的一片平地，是一个巨大的江心洲。
沙洲上有一串废弃的河汊形成的小湖和小池塘，紧靠着山根还有一条干枯的古河床。
情况弄清楚了，原来江心洲逐渐向下游移动，最后连接着赤壁矶下的江岸，使苏东坡曾经登临的地方
远离大江，形成了今天的景色。
　　这种解释在苏东坡自己的诗词里就提供了佐证。
　　他在赤壁写的一首词中写道：“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
”请注意“霜降”、“露”和“远洲”几个字，表明在当时的晚秋“霜降”季节，江水退落，水面就
曾经“露”出过“远远”的沙“洲”。
　　他写《念奴娇·大江东去》的时间，应该和在这里写《前赤壁赋》是相同的季节。
后者开始就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点明了时间，是在农历七月的洪水季节。
当然江水滔滔，可以“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也就可以生成“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象了。
　　最后，还有一个需要解开的谜。
苏东坡曾经望见过的那个远远的沙洲，怎么会移动到这里，挡住了赤壁矶的岩壁？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位于江心的沙洲，头部常常受到江水冲刷，水流把泥沙带到尾部堆积，就渐渐向下游移动了。
当它移动到赤壁矶附近，和江岸连接在一起，就固定下来，成为江岸的一部分。
沙洲挡住赤壁矶，使赤壁矶不再受江水冲击，也就不能再看见苏东坡当年见过的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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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典古诗文中究竟蕴含着多少科学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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