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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里有许多绝妙而稀奇的思想，却总被关在狭小的盒子里，只有握着钥匙的少部分人才可能走近
它们，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他们把那盒子打开，让思想飘散，摆脱华贵的科学束缚，跳出沉重的历史阴影。
”这是一个读者对俄罗斯经典科普著作的评价。
这段话中的“他们”，指的就是本套丛书的作者：尼查耶夫、伊库纳契夫和别莱利曼——俄罗斯3位
最著名的科普作家。
他们关于数理化的学习看法，以及为科普事业所作出的探索、努力，都是今天的教育者们需要学习的
。
在中国，数理化学习一向是令许多家长、老师、孩子头疼、为难的“巨大工程”，偏偏中国目前的应
试教育又最为看重这3门课程。
在这套书的编译过程中，我们在使读者获得原作者原汁原味的表达的同时，也努力使其更贴近现代人
的生活，在普及科学知识之余，更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科学思维。
这一点，也是广大家长和教师最为看重的。
本套丛书内容完全忠于原版，作者个个都是俄罗斯著名的大师级人物，而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写作这套
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科学知识更易于被大众，尤其是孩子们所接受，使他们从小接触到美妙而富于
乐趣的科学知识。
事实上，在中国，喜欢科普图书的爱好者不在少数，从60后、70后到80后、90后，一代代中国青少年
伴随着大师经典成长。
这套书的影响力可谓数十年不衰。
这套书的制作也绝不只是满足那些骨灰级的书痴，更重要的，它对于孩子、对于家长都有现实意义，
也绝对称得上是难得的惊喜和福音。
开卷有益，希望每个翻开本书的小读者，都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收获，爱上数理化，并且坚定学习科
学的信心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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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别莱利曼的趣味科学:七天玩转趣味物理2》是俄罗斯著名科普作家别莱利曼所著百余部作品中最为
精彩的一部，共分为一、二两分册。
《别莱利曼的趣味科学:七天玩转趣味物理2》跟其他同类书籍有很大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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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莱利曼
的趣味科学:七天玩转趣味物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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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莱利曼的趣味科学:七天玩转趣味物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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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莱利曼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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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生活中的有趣的物理现象，给出了科学而又浅显的解释，既能说明问题
的本质，又便于读者理解。
可以还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充满着科学性和趣味性的课外读物，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引导孩子建立
物理学基础知识的启蒙读物，也是你开启科学之门的密钥。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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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国）别莱利曼 译者：王艳别莱利曼（1882-1942），诞生于俄国格罗德省别洛斯托克市。
享誉世界的科普名家，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趣味科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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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作品从1918年至1973年仅在俄罗斯就出版449次，总印数达1300万之多，还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
在全世界出版发行。
俄罗斯著名科学家、火箭技术先驱者之一格卢什科称别莱利曼是“数学的歌手、物理学的乐师、天文
学的诗人、宇航学的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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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什么结能打得牢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常享受着欧拉公式所指出的利益。
比如打结，我们不就是把绳索的一端当做桩子，而让绳子的其余部分缚在上面吗？
各种各样的结，“普通结”“蝴蝶结”“水手结”“纽带结”等，之所以能够打得牢，完全是由于摩
擦的作用。
绳索围着自己缠绕着，就像绳索围着支架缠绕着一样，摩擦力会增大许多倍。
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绳子围着自己缠绕的圈数越多，它的绕转角就越大，结因此也就打得越牢。
 就连我们平常钉纽扣，都在不知不觉中使用着这个方法。
我们把线头绕了许多转，然后把线扯断。
只要线是坚韧的，纽扣就不会掉下来。
在这里我们所利用的还是那条规律：线的圈数按照算术级数增多的时候，纽扣的牢固程度就按照几何
级数增长。
 如果不存在摩擦，我们甚至连纽扣都没法使用：在纽扣的重力下线会自动松开，致使纽扣脱落。
 假如摩擦不存在了 在我们的周围有着各种各样的摩擦现象，有时甚至连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也会出
现极其重要的摩擦现象。
如果摩擦从世界上消失了的话，许多普通的现象就会完全按照另一种方式存在。
法国的物理学家希洛姆，曾对摩擦现象有过生动的描写： 为了不在结冰的路面上跌倒，我们得比平时
多用多少力气，多做多少可笑的动作啊！
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平时所走的路面具有多么宝贵的性质啊！
就是由于这种性质，我们才不必特别用力就能保持平衡。
当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光滑的路面上滑倒的时侯，是不是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呢？
工程师想尽各种办法来减小机器上的摩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应用力学里，摩擦常被认为是不好的现象。
这种说法只有在几个狭窄的领域里才能算是对的。
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应当感谢摩擦的：它使我们在行走、坐着以及进行一些其他活动时不用
提心吊胆；使书和墨水瓶不会滑落到地板上；使桌子不会自动滑向墙角；使钢笔不会从手中滑落。
 摩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根本用不着去找它，它自己就会来帮助我们。
摩擦能够促进稳定：建筑工人铺平地板，目的之一是使桌子和椅子随心所欲地放置。
只要不是在摇晃颠簸的轮船里，放在桌子上的杯盘，是不会自动掉落到地上的。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切留斯金”号是如何沉没的。
“切留斯金”号实际上是一艘轮船，而不是破冰船。
它在北海的全部航线上都航行得很安全，但是却在白令海峡被冰块挤破了。
 冰把“切留斯金”号带到了遥远的北方，并且把它毁在了那里（1934年2月）。
当时，船上的水手在冰上等待了两个月，最后才由飞行员把他们救了出来。
 船只失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坚固的金属船身不是一下子就被压坏的”，远征队队长施米特在无线
电里报告说，“我们看到冰块压在船舷上，不断地向船发起进攻，慢慢地露在冰块上面的船壳铁板开
始外鼓并且弯曲。
虽然这种进攻很缓慢，却是无法防御的。
鼓起的船壳铁板沿着铆缝裂了开来，铆钉随之噼噼啪啪地落下。
转瞬间，轮船的左舷从前舱到甲板的末梢就完全被撕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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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别莱利曼的趣味科学:七天玩转趣味物理2》编辑推荐：全球热销超2000万册的经典科普名著！
俄罗斯著名科学家奉献给小读者的“绝密”学习法，轻轻松松七天玩转物理化学习！
20世纪的科普经典之作，中学数理化的通俗风趣讲解。
物理化的趣味学习法集锦，揭示数理化学习的“奥秘”，打开科普世界的大门。
全球销量超2000万册的经典科普名著，最有趣味性的物理化学习读物，俄罗斯科普大师的精心之作，
影响众多科学家的经典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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