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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丽的星空，具有无穷的魅力，自古以来就吸引着地球上各民族的人们。
仰望星空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惊奇以及读懂它的强烈愿望。
勤勉的地球人不断地观察、记录、描绘和研究星空，因为其中蕴藏着无穷的宇宙奥秘。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说过：&ldquo;世界上唯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震撼我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
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rdquo;哲人的这句话，恰到好处地解释了星空在人类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的确，星空像是一本向每个人都敞开着的宏大书籍，只要你用心去读，它就会把许许多多有趣的知识
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天文学是人类对地球以外世界认识的科学。
回顾最近几百年来，一代代科学家为了探索科学真理而苦苦求索。
例如，伽利略率先把望远镜指向了星空，结束了人类肉眼观天的时代，并作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伟大
发现；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一次统一；自学成才的英国天
文学家威廉&middot;赫歇尔，自制出多架大口径天文望远镜，不仅发现了天王星，还发现了许多恒星
世界的奥秘，被誉为&ldquo;恒星天文学之父&rdquo;；爱因斯坦等几代物理学家毕生追求四种相互作
用的统一，深入的探索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在近代科学史上，观测星空、探索宇宙天体的起源和演化，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科学研
究的前沿之一。
从脚下的地球到太阳系的边疆，从太阳系到茫茫银河系；从发现类似银河系的仙女座大星云到数不尽
的河外星系，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随着观测手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
　　观察星空，探索宇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仰望星空，意味着一种摆脱落后愚昧的思维，意味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提升；探索宇宙奥秘，需要严谨
的治学态度和执著的探索精神，才能获得科学研究成果。
真诚地对待科学研究，摒弃功利主义，才能像搞艺术和美学一样获得精神的升华。
在宇宙中，生命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在星空中的其他地方，只要生存条件适宜，也一定开放着智慧生
命的美丽花朵！
仰望星空，利用各种观测手段去探究遥远的宇宙深处，人类可获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爱因斯坦曾在《自述》中写道：&ldquo;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
大而永恒的谜。
&rdquo;迄今为止，茫茫宇宙仍有着很多的未解之谜在等待着人们探索。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展时期，他们有很多人对天文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的学生很早就表现出天
文方面的天资。
实践证明，开展业余天文活动，不仅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提高学生善于思考
的想象能力，还能促使学生对学过的数学、物理、地理等知识进行联系，在天文摄影、简单的机械操
作等技能方面得到锻炼；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科学严谨、求实的态度，让他们
终生受益。
　　笔者据自己30多年的天文科普工作经历深切感受到，学校科技辅导员可通过经常组织学生观测一
些特殊天象(例如，日食、月食、月掩星、水星凌日、金星凌日、流星雨等)，动手制作简易望远镜、
小日晷，拍摄月相的系列变化等课内和课外活动，来发现和培养学生探索星空的兴趣爱好，引导学生
去探究和实践，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发展其个性特长。
除此之外，向学生提供通俗易懂的天文读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笔者于1978年初由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分配到北京天文馆《天文爱好者》杂志编辑
部，多年一直从事天文科普工作。
2011年8月有幸与人民邮电出版社结缘，开始应邀撰写这本天文科普图书&mdash;&mdash;《星座趣谈》
。
本书文图并茂，以通俗直观的形式，对美丽的星空&mdash;&mdash;全天88个星座逐一作了介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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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星座的起源和划分、星座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座内主要天体的性质、特点和最新观测发现。
书中所展现的内容，对于天文爱好者、美术爱好者和大众读者均可谓一席星座文化盛宴。
 近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飞速发展。
令人振奋的是，除了成功发射了&ldquo;嫦娥一号&rdquo;月球探测卫星外，&ldquo;神舟&rdquo;号载人
航天系列也取得长足的进步。
尤其是最近&ldquo;神舟九号&rdquo;与&ldquo;天宫一号&rdquo;成功实现太空对接，创造了我国航天事
业的又一崭新纪录，把中华民族筑梦太空的千年梦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国古人云，人生有涯知无涯。
各位读者朋友，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朋友，让我们一起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创新，锻炼自己，成就未
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我国&ldquo;天文馆事业的先驱者&rdquo;李元先生、北京天文馆
馆长朱进博士、科普作家陈丹先生、李冰女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谢雪华女士，以及
人民邮电出版社张兆晋、毕颖、刘佳娣编辑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
在此，笔者颔首合掌，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李良　　2012年8月20日于北京天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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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星座趣谈》以四季星空、黄道星座为主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地介绍
了国际通行的全天88个星座知识，力求从最浅显的星座知识入手，讲述怎样观察、认识恒星，地球与
天体的视运动，星空的基础知识，一些著名天体的新发现，以及令人着迷的古希腊星座和神话故事等
，让读者对基本天文知识和主要星座的观测有初步的了解和掌握。
　　《星座趣谈》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适合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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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是在人类的蒙昧时代，还是野蛮时代或文明时代，星空始终陪伴着人类，日月星辰是人类遥
远的天然伴侣。
自古以来，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观察星空。
我国古代把日、月、星都叫曜(音同耀)，日、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合称七曜。
说到汉语中的&ldquo;星&rdquo;字，据(《说文解字》分析，&ldquo;星&rdquo;字写法是从日而生。
&ldquo;日&rdquo;泛指以太阳为代表的发光天体&mdash;&mdash;群曜；&ldquo;生&rdquo;指天地之间的
万物众生。
&ldquo;日&rdquo;与&ldquo;生&rdquo;结合起来表示万物生长所仰赖的群曜。
　　当黄昏送走西边天空最后一缕晚霞，一个星光灿烂的世界悄然降临。
晴夜到野外观察星空，人们时常觉得天空好像一个圆球或穹庐(在天文学上叫做天球)罩着大地，天球
上镶嵌着许多相对位置不变的星星&mdash;&mdash;恒星。
　　夜晚观星空，如果观察的时间足够长，你会发现整个天穹带动着所有的恒星在转动，有些从东方
地平线上升起，同时有些则隐没到西方地平线之下，直到太阳升起，使所有的恒星消失。
如果连续观察几个晚上，你就会发现恒星从地平线上升起和降落的时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得越来
越早。
如果是在黎明前观察，你会发现，在日出之前有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新恒星在地平线上升起，这种现
象在天文学上被叫做偕日升。
　　在上古时期，天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为了生活需要而存在的，其中基本的实用目的包括辨别
方向、确定季节和定时辰等。
例如，古人通过白天望日、夜晚观星的方法来辨别方向。
农耕者根据长期观察到的固定的星空，把握一年四季的变换。
因为花开花落、草木枯荣、鸟兽繁衍滋生都对应着固定季节、固定时辰、固定方向的固定星座。
例如，我国古籍《尚书尧典》和《夏小正》中都有这方面的相关记载。
在古埃及，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淹没两岸农田作物的同时，也带来大量肥沃的淤泥，古埃及人惊讶
地发现，每当尼罗河开始泛滥时，天上最明亮的恒星&mdash;&mdash;天狼星会在清晨东方的晨曦中闪
现，这个天象后来被称作天狼星的偕日升，即和太阳同时升起。
经过长期的观测，古埃及人确定两次天狼星偕日升的时间间隔为365.25天，他们以此为基础，制定了
他们的历法，并把天狼星的偕日升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
　　太阳属于银河系里一颗普通的恒星。
事实上，白天的太阳也像晚上的恒星一样升起、降落，人们也可以把太阳的视运动想象为一颗大而明
亮的恒星在运转，它好像是被天球带着运转的；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可通过一些背景恒星(即随每月的
时间推移观察到不同的星座)反映出来。
既然每天偕日升的恒星不同，说明太阳所经过的星座或宫是在更迭的。
　　古人不仅观察到了偕日升现象，而且通过长年累月的观察，注意到某一个恒星升起的时间在一年
后会重复，也就是以一年为周期，看上去太阳在天球恒星背景上绕了一周，这条轨迹被称作黄道。
原则上说，通过观察太阳与恒星的相对位置，可以确定历法。
要孤立地观察某颗恒星是困难的，为了便于观察，可以把相邻的恒星组合起来作为一个标志，这就是
星座。
　　在冬季时仰望夜空，你会惊奇地看到猎户星座的猎人形象，他好像手挥利器正与冲过来的金牛搏
斗，其腰带上的三颗星一字排开，好不威武，在他脚下不远处是全天空最亮的天狼星发出耀眼的光芒
；春夜的狮子座的头部，好像一个反写的大问号；夏夜南方天空有一只摆动巨尾的天蝎，那火红的心
宿二好像天蝎的心脏；飞马座和仙女座出现在寂静的秋夜星空，视力好的人可以隐约看到那著名的河
外星系&mdash;&mdash;仙女座大星云。
　　自从有人类以来，每当夜幕降临，星空下任何一个村庄或部落的人群，都可以翘首望天。
虽说远古时人类对宇宙的规律知之甚少，但这抑制不住人们对星空的神思遐想。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星座趣谈>>

星星在天空自然排列的固定图案，给了人类无限的想象空间，激发人们编织出众多的神话故事。
星座文化就是人类最早创造的神话文化，不仅出现在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也影响到建筑美学。
它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宇宙的和谐与美的向往，也流露出对天神的崇拜与敬畏。
　　谈到自然学科产生的历史顺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这样写道：&ldquo;首先是天文
学&mdash;&mdash;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
&rdquo;现代科学史研究证明，人类所建立的最古老的科学就是天文学。
天文学最初是从人类仰观天象开始的。
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生活必然直接受到春暖秋凉的季节规律的制约，所以自然界气候的周期变化
是为原始人类最先认识的自然规律。
比天文历法更古老的物候历法是在日月星辰这些宏观参照对象的运动规律被充分认识之前，早期人类
以更易于熟悉的、与自然变化相应的动植物变化作为参照来掌握季节的变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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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天文馆事业先驱者李元先生题字推荐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天文学学会会员、北京天文馆《天文爱好者》杂志副编审李良先生分享88个星座趣味知识和故事
　　《星座趣谈》以《天文爱好者》杂志中的星座专栏为基础，经过李良先生重新创作编写　　《星
座趣谈》以四季星空为主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　　内容最全最新、图片最多
、故事最生动的星座书！
　　400多幅精美图片为你奉上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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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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