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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句话我们已耳熟能详。
那么，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呢？
科学技术如何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呢？
等等。
我们将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也是本书的主旨。
    科学的发展，首先从假说开始。
假说是针对当时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从科学的角度，提炼出来的一种解决方案。
这些方案后来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从科学假说演变(通过修改、改造、完善等阶段)成为科学学说，
这就是我们中学生目前学到的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力学
三定理、氧化学说、板块结构、进化论等；有的科学假说被实践证明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是错误的，比
如热质说、用进废退假说等，这些假说自然就在科学的殿堂中没有了一席之地。
但是，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考虑的话，这些不成立或错误的假说实际上却推动了科学历史车轮的前进
，科学假说是对社会的一种积极思考，正如瑞典哲学家科廷汉所说“有个理论总比没有强”。
无论假说本身正确与否，假说的存在本身就是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问题方法或思路。
无论后来被证明是对是错，都对推动社会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就现今社会而言，之前的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科学假说也是如此；对于假说，to error
is pmgress。
    科学学说体系正是在科学假说反复“试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试错的过程，是对已有的客观事
实进行理论创造，提出科学假说，将此科学假说付诸客观事实检验，能够解释或能够部分解释客观事
实就说明该科学假说成立，直到有足够的经验事实证明该假说不能解释或证明为止；反之，则说明该
假说不成立，需要重新构建假说。
如此往复，直到找到能够合理解释、证实经验、预测未来的科学假说为止。
    科学假说的发展过程，是科学革命的过程，尽管此处革命的意义没有哥白尼革命那么重大，但对各
个学科，乃至各个假说本身，其影响和意义是重大的。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指出科学发展模式：前范式科学一常规科学一革命科学—新常规科学，表
征每一阶段的核心是“范式”。
科学假说存在的意义也就是它能够用统一的理论范式来统一前范式科学阶段的“馄乱”，利用这个建
构性的假说获得科学家群体的认可，由此它将指导未来科学领域的发展。
待到新的科学现象和科学问题出现，该学说无法利用这一套范式来解释。
针对这些新问题和新现象，科学家们势必会提出新的解决办法即提出新的科学假说，而这个解决之道
就是新科学假说对旧科学假说的革命，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扬弃，也就是库恩所讲的科学革命。
    本书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而进行科学假说发展的梳理，主要挑选了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十大
科学假说。
科学规律发展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科学规律的发现是数代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科学假说是基
于现实问题和需求而从理论角度建构的最可能的方案之一，我们通过科学假说一步步逼近真理而走向
真理的殿堂。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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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十大假说/科学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编著者曹玺敬。

《科学十大假说/科学那些不可思议的事》内容提要：科学假说的发展过程，是科学革命的过程，尽管
此处革命的意义没有哥白尼革命那么重大，但对各个学科，乃至各个假说本身，其影响和意义是重大
的。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指出科学发展模式：前范式科学一常规科学一革命科学―新常规科学，表
征每一阶段的核心是“范式”。
科学假说存在的意义也就是它能够用统一的理论范式来统一前范式科学阶段的“馄乱”，利用这个建
构性的假说获得科学家群体的认可，由此它将指导未来科学领域的发展。
待到新的科学现象和科学问题出现，该学说无法利用这一套范式来解释。
针对这些新问题和新现象，科学家们势必会提出新的解决办法即提出新的科学假说，而这个解决之道
就是新科学假说对旧科学假说的革命，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扬弃，也就是库恩所讲的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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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牛顿无限无边的宇宙模型是与其“绝对时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圣色对时空，也就是把时间和
空间看作是绝对静止、永恒不变的存在。
在牛顿的宇宙体系中，时间和空间只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无限的大背景、大容器，作为物质运动的参照
系，不管物质世界如何变化，时间和空间是绝对不受其影响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的观点与牛顿的观点有很大的区别。
按照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宇宙中没有绝对的时间和空间，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不能与物质割裂
开来，物质具有质量，质量会产生引力场。
爱因斯坦认为宇宙中的物质、引力与时空是紧密相连的，物质的质量越大产生的引力场越强，强大的
引力场能使空间弯曲。
既然已有证据表明太阳的质量能够使其附近的空间弯曲，那么宇宙中的所有质量足以使整个宇宙弯曲
。
因此，爱因斯坦认为，我们的宇宙空间并不是牛顿所描绘的三维平直的欧几里得空间，而是一个弯曲
的空间。
再进一步说，我们还可以根据宇宙学原理，得出宇宙空间各点的曲率处处相同的结论。
    这个弯曲的空间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地球的表面。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是近似圆的，如果一个人在地球表面上向任意一个方向奔跑，那么他永远也
不会发现地球的尽头，而且在一定时间后他必定会返回到出发地点(不考虑海洋和其他障碍物)。
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话，可以把地球表面想象成一个皮球(二维球面)，皮球上有一只甲虫，这只甲
虫在皮球上爬来爬去，永远也找不到皮球的尽头。
如果把皮球比作甲虫的宇宙的话，从中我们不难得知，“这些生物的宇宙是有限的，但又是无界的”
。
作为一个二维球面，它是封闭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你永远也找不到这个球面的边界。
现在，我们把这个二维的有限无边的球面加以推广，就可以得到一个三维的有限无边的弯曲空间，这
种三维球面的弯曲空间便是爱因斯坦所设想的宇宙空间的模型，即一个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爱因斯坦放弃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关于三维空间无限性的传统观念(无限即无边)，主
张宇宙是一个闭合的连续区，连续区的体积是有限的，但它是一个弯曲的封闭体，因而是没有边界的
。
天体均匀地分布在这弯曲的封闭体中。
这就好像一个球体的表面，虽然面积是有限的，但是沿着球面运动总也遇不到边。
在宇宙中，沿一直线进行的光束最终会绕一大圈，并回到其出发点。
这个描述解决了烦扰天文学家多年的一个问题：即宇宙的边缘问题。
的确，如果宇宙有边缘，那么在宇宙的另一边是什么呢?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人们不必担心有关边缘的
问题。
    继爱因斯坦宇宙模型之后，1917年，德西特提出德西特静态宇宙模型，有物质运动和光谱红移。
1922年，弗里德曼解爱因斯坦无宇宙学项的引力场方程得到均匀各向同性的宇宙模型。
1927年，勒梅特得到含有宇宙学常数的均匀各向同性的宇宙模型。
以上这些相对论宇宙模型，将爱因斯坦宇宙模型的大多数前提接受下来，从而构成了相对论宇宙模型
前提的共同点：(1)整个可观测宇宙是唯一的，它由广义相对论场方程描述；(2)引入宇宙学原理，即
同一时刻宇宙空间均匀各向同性；(3)除德西特宇宙模型之外，引入固有时与宇宙时相等，存在特殊坐
标系或共动坐标系。
    膨胀的发现：挑战静态宇宙观    按理来说，宇宙膨胀的理论应该由爱因斯坦第一个提出，因为根据
广义相对论的计算结果，有限无边的宇宙必定是动态的，要么膨胀，要么收缩，要么振荡，总之，在
此基础上得出动态宇宙的结论是极其简单而又自然的事情。
甚至从牛顿以来，要认识宇宙在不断膨胀，并作出这一预言，应该是一件不难的事。
因为根据万有引力定律，静止的宇宙在引力作用下会很快开始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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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定宇宙膨胀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受传统的静态宇宙观的束缚，爱因斯坦和他的先辈一样认为宇宙在大尺度上应当保持不变。
为了使其场方程能得出静态宇宙的结论，爱因斯坦不惜引进一个“宇宙因子”对其场方程进行改造，
对此，爱因斯坦晚年时懊悔不已。
但无论如何，相对论宇宙学理论本身却向人们暗示，宇宙是动态的变化的。
1922年，伽莫夫在列宁格勒大学时的老师，苏联数学家、物理学家弗里德曼(A．A．Friedmann，1888
～1925)用爱因斯坦的理论研究了宇宙空间结构，他发现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空间是不存在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要么变大，要么缩小。
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宇宙模型，并作出了宇宙正在膨胀这一惊人的预言
。
    根据弗里德曼的宇宙模型，宇宙演化有三种不同的途径，这就好像从地球表面向上抛石头，如果石
头的抛出速度足够大(或者地球的质量足够小)，石头就可以战胜地球的引力跑到无限远的地方。
这相当于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小于某一临界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星系以极快的速度互相退离，
速度之快连它们之间的引力都无可奈何，只好让宇宙无休止地膨胀下去。
第二种情况，如果石头没有足够的抛出速度(或者地球的质量足够大)，它将在达到一个最大高度后再
跌回到地面上。
这相当于宇宙物质平均密度大于临界值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星系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互相退离，它们之间的引力不断作用将使这种互相退离运动最
后终止，继而开始互相趋近，即宇宙膨胀至最大尺度后便开始坍塌。
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况，星系之间的退离速度正好达到避免其坍塌的临界值，宇宙不断膨胀，但膨胀
速度逐渐趋于零。
    我们现实中的宇宙究竟对应于哪种演化途径呢?这完全取决于宇宙中物质的平均密度。
我们现在能够直接观测到的宇宙物质密度还不足以阻止宇宙的膨胀，然而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证据确
信，宇宙中除了看得见的星系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看不见的“暗物质”如中微子。
近年来的实验表明，中微子的静止质量并不是零。
这些不可视物质是否能够阻止目前的宇宙膨胀，正是科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
    从爱因斯坦到弗里德曼，宇宙膨胀只是理论上的建构，除了理论依据外，还必须取得天文观测事实
的支持。
星系光谱红移的发现无疑给宇宙膨胀的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P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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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人能够从事科学普及书籍的编写，主要是得益于湖北教育出版社彭永东老师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罗兴波老师的鼓励。
    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和中科院科学史研究所给我提供了这个锻炼的机会；感谢导师胡维佳研究员几
年来的培养和指导；几年来，我在科学史海洋中游历，偶得‘呗壳”、“鹅卵石”，这是个心情愉悦
、快乐自在的过程。
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湖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吕微和长城战略研究院余维运师兄的帮助；北科大校
友谢管宝、喻校卿等为本书的文字录入做了工作；彭永东老师、罗兴波老师、束军意老师对该书的写
作给予了关怀和指导；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和妹妹等亲人对我学习、生活的关怀和支持。
要表示感谢的还有很多人，在此不一一致谢。
    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本人以前人研究者、学者的论著为依托，以自己对各假说的理解为线索进行编
写。
在此特别指出，徐炎章先生的《科学的假说)×科学出版社，1998)是本书的重要参考论著之一。
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很多科普著作对参考文献没有标注，本书在重视科学知识普及的同时，也注重各
专家学者的知识产权，由于版面所限，仅附上主要参考文献。
    科学史海洋浩瀚，编著者学浅，失误之处必多，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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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原始的混沌，膨胀的宇宙。
    ——伽莫夫    给我物质，我将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
    ——康德    你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在公园长椅上坐一个小时，觉得只过了一分钟：你紧挨着一个火炉
坐一分钟，却觉得过了一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一爱因斯坦    与其说我们有权防止犯错误，不如说我们有权不坚持谬误。
    ——伽桑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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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十大假说/科学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编著者曹玺敬。
    本书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而进行科学假说发展的梳理，主要挑选了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十大
科学假说。
科学规律发展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科学规律的发现是数代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科学假说是基
于现实问题和需求而从理论角度建构的最可能的方案之一，我们通过科学假说一步步逼近真理而走向
真理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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