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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趣味科学系列丛书：趣味物理学》是俄罗斯著名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百余部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一
部。

　　《趣味科学系列丛书：趣味物理学》跟其他同一类书籍有很大不同，作者所努力希望做到的，不
是要“教会”读者多少新知识，而是要帮助读者“认识他所知道的事物”；也就是说，本书能够帮助
读者对他在物理学方面已掌握的基本知识有更深入了解，并且能够活学活用。
书中回避了枯燥的说教，而是与读者分享一些神奇的故事，有趣的难题、各种奇谈怪论，一起讨论其
中的物理学知识。

　　作者在本书中所做的所有尝试与努力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他相信：读者一旦对于一门学科
发生兴趣，就会加倍注意，也就能够自觉地去深入探索与学习；在兴趣的引导下所学到知识才更加“
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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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雅科夫·伊西达洛维奇·别莱利曼（1882～1942），不是一个可以用“学者”这个词的本意来形
容的学者。
他没有过科学发现，没有过什么称号，但是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
作家，但是他的作品的印刷量足以让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艳羡不已。

　　别莱利曼诞生于俄国格罗德省别洛斯托克市。
他17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0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林学院，之后便全力从事教学与科学写作。
1913～1916年完成《趣味物理学》，这为他后来完成一系列趣味科学读物奠定了基础。
1919～1923年，他创办了苏联第一份科普杂志《在大自然的实验室里》并任主编。
1925～1932年，他担任时代出版社理事，组织出版大量趣味科普图书。
1935年，他创办和主持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趣味科学之家”博物馆，开展广泛的少年科学活动。
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中，他还为苏联军人举办军事科普讲座，这也是他几十年科普生涯的最后
奉献。
在德国法西斯侵略军围困列宁格勒期间，这位对世界科普事业做出非凡贡献的趣味科学大师不幸
于1942年3月16日辞世。

　　别莱利曼一生写了105本书，大部分是趣味科学读物。
他的作品中很多部已经再版几十次，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至今依然在全球范围再版发行，深受全世界
读者的喜爱。

　　凡是读过别莱利曼的趣味科学读物的人，无不为他作品的优美、流畅、充实和趣味化而倾倒。
他将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完美结合，将生活实际与科学理论巧妙联系，能把一个问题、一个原理叙述
得简洁生动而又十分准确、妙趣横生——使人忘记自己是在读书、学习，而倒像是在听什么新奇的故
事。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59年发射了无人月球探测器“月球3号”传回了航天学史上第一张月球背面照片，其中拍到的一个月
球环形山后来被命名为“别莱利曼”环形山，以纪念这位卓越的科普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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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速度和运动
1.1 我们行动得有多快
1.2 与时间赛跑
1.3 千分之一秒
1.4 时间放大镜
1.5 我们什么时候绕太阳转得更快些：在白昼还是在黑夜
1.6 车轮的谜
1.7 车轮上最慢的部分
1.8 不是开玩笑的问题
1.9 帆船从什么地方驶来
第2章 重力和重量·杠杆·压力
2.1 请站起来
2.2 步行和奔跑
2.3 从开动着的车子里下来，要向前跳吗
2.4 顺手抓住一颗子弹
2.5 西瓜炮弹
2.6 在台秤的平台上
2.7 物体在什么地方比较重
2.8 物体落下时候的重量
2.9 《炮弹奔月记》
2.10 儒勒·凡尔纳怎样描写他的月球旅行以及这旅行应该怎样进行
2.11 用不正确的天平进行正确的称量
2.12 比自己更有力量
2.13 为什么尖锐的物体容易刺进别的物体
2.14 跟巨鲸相仿
第3章 介质的阻力
3.1 子弹和空气
3.2 超远程射击
3.3 纸鸢为什么会飞起
3.4 活的滑翔机
3.5 植物的没有动力的飞行
3.6 迟缓跳伞
3.7 飞旋标
第4章 旋转运动·“永动机”
4.1 怎样辨别生蛋和熟蛋
4.2 “魔盘”
4.3 墨水滴画成的旋风
4.4 受骗的植物
4.5 “永动机”
4.6 “发脾气”
4.7 蓄能器
4.8 “见怪不怪”
4.9 仍然关于“永动机”
4.10 彼得一世时代的永动机
第5章 液体和气体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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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两把咖啡壶的题目
5.2 古人不知道的事情
5.3 液体会向⋯⋯上压
5.4 哪一边比较重？

5.5 液体的天然形状
5.6 为什么铅弹是圆形的
5.7 “没底”的酒杯
5.8 煤油的奇异特性
5.9 不沉的铜圆
5.10 筛子盛水
⋯⋯
第6章 热的现象
第7章 光线
第8章 光的反射和折射
第9章 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视觉
第10章 声音和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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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速度和运动1.1 我们行动得有多快？
优秀的径赛运动员跑完l500米，大约需要3分35秒。
如果想把这个速度跟普通步行速度——每秒钟l．5米——做一个比较，必须先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计算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位运动员跑的速度竞达到每秒钟7米之多。
当然，这两个速度实际上是不能够相比的，因为步行的人虽然每小时只能走5千米，却能连续走上几
小时，而运动员的速度虽然很高，却只能够持续很短一会儿。
步兵部队在急行军的时候，速度只有赛跑的人的三分之一；他们每秒钟走2米，或每小时走7千米多些
，但是跟赛跑的人相比，他们的长处是能够走很远很远的路程。
假如我们把人的正常步行速度去跟行动缓慢的动物，像蜗牛或者乌龟的速度相比，那才有趣哩。
蜗牛这东西，确实可以算是最缓慢的动物：它每秒钟一共只能够前进1．5毫米，也就是每小时5．4米
—一恰好是人步行速度的千分之一！
另外一种典型的行动缓慢的动物，就是乌龟，它只比蜗牛爬得稍快一点，它的普通速度是每小时70米
。
人跟蜗牛、乌龟相比，虽然显得十分敏捷，但是，假如跟周围另外一些行动还不算太快的东西相比，
那就又当别论了。
是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追过大平原上河流的流水，也不至于落在中等速度的微风后面。
但是，如果想跟每秒钟飞行5米的苍蝇来较量，那人就只有用滑雪橇在雪地上滑溜的时候，才能够追
得上。
至于想追过一头野兔或是猎狗的话，那么人即使骑二快马也办不到。
如果想跟老鹰比赛，那么人只有一个办法：坐上飞机。
人类发明了机器，这就成了世界上行动最快的一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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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味科学系列丛书:趣味物理学》中所做的所有尝试与努力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他相信：读者
一旦对于一门学科发生兴趣，就会加倍注意，也就能够自觉地去深入探索与学习，在兴趣的引导下所
学到知识才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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