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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王子》在西方国家是本家喻户晓的书，它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
　　很多年以前，我在法国进修数学的时候，买了这本漂亮的小书，书里的彩色插图是作者自己画的
。
后来我还买了钱拉·菲利普(我最喜欢的法国男演员)和一个声音银铃般清脆的孩子朗读的录音带。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虽然我们把它叫做童话，其实它是给大人看的。
能像《小王子》这么打动人心的童话，并不是很多的。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本《夏洛的网》，其中的主人公是蜘蛛和猪。
看了书，我非常感动，从此以后觉得这两种动物挺可爱了。
　　翻译《小王子》，比想象的要难。
这次趁译本再版的机会，我对自己的译文做了修改、打磨。
谢谢张文江和其他朋友，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
张文江在电话里把他的想法告诉我，帮我一起磨。
我俩煲的电话粥，时间加起来肯定不止1O小时。
　　书中有个词，原文是apprivoiser，相当于英文的。
tame。
我一开始译成“跟⋯⋯处熟”，重新印刷时改成“跟⋯⋯要好”。
但这次再版，我又改成了“驯养”。
这样改，我有一个很认真的理由：这个词“确实不是孩子的常用词”--我的一个法国朋友这样告诉我
，法语是他的母语。
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跟⋯⋯要好”(它比“跟⋯⋯处熟”自然)虽然明白易懂，但缺乏哲理性，没
有力度。
而apprivoiser在原书中是表现出哲。
理性和力度的。
我的第三个理由是：译作“跟⋯⋯要好”，当时就并不满意。
后来跟许多朋友讨论过。
其中有个大人，叫王安忆，她劝我“两害相权取其轻”。
还有个小男孩叫徐振，年纪大概跟小王子差不多，他告诉我“驯养”的意思他懂。
我听了他们的话，又想了半天，最后用了“驯养”。
倘若所有这些理由加在一起还不够，那我愿意把这个词的译法当作一个openquestion(有待解决的问题)
，请大家有以教我。
　　译者　2002年4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文爱好者手册>>

内容概要

　　浩瀚无垠的宇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不断开拓进取、溯源探新的广阔领域。
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更多的天文知识，这本书按照当今最新的探索，介绍了宇宙的面貌、天文学的新
发现、各类天体的特点、自制简易天文望远镜和天文观测的各种方法，还介绍了春、夏、秋、冬四季
的星空和星图等，引导人们进入天文学的殿堂。
　　按照当今最新的探索，宇宙的面貌是怎样的?天文学有哪些新发现?各类天体有些什么特点?如何自
制天文望远镜?怎样进行天文观测⋯⋯ 本书是中国当前最权威、最实用的天文爱好者工具书。
汇集全国优秀的天文普及作家群，从基础知识讲起，注重实际观测，并详述天文望远镜的使用，爱好
者望远镜的自制。
书中还介绍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星空和星图，37个附录收入大量必备观测数据、天象预报等内容
。
容量宏大，资料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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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彗星太阳系中比较特殊的成员。
环绕太阳运行或行经太阳附近的云雾状天体。
绝大部分慧星都沿着很扁的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
彗星的结构比较复杂，一般来说，中央密集而明亮的固体部分叫彗核，由一些“冰块”(冰冻的水、甲
烷、氨等)、石头和尘埃组成。
核的四周被一种云雾状的物质包围着，叫做彗发。
彗核和彗发合成彗头。
1970年，人造卫星在地球大气层外观测两颗明亮的彗星，发现彗头周围还有一层直径达1000万公里的
氢云。
当彗星逐渐接近太阳时，太阳辐射压力和太阳风把彗星蒸发出来的气体物质推向和太阳相反的方向，
形成了彗尾。
　　彗星绕太阳运动的轨道一般分为三类：抛物线、双曲线和椭圆。
在抛物线或双曲线轨道上运行的彗星叫做“非周期彗星”，它们接近太阳一次就一去不复返了。
在椭圆轨道上运动的彗星称为“周期彗星”，周期最短的三年多；最长的可以到1000多年。
现在发现的彗星有1600多颗。
　　流星体和行星际物质　流星体是太阳系内更小的天体，也绕太阳运动，但轨道千差万别。
有些流星体是成群的，称为流星群，已证实的流星群是彗星瓦解的产物。
当流星体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由于速度很高，与地球大气分子碰撞而生热发光，形成明亮的光迹，称
为流星现象。
大流星体降落在地面称为陨石。
陨石中含有许多种矿物岩石，近年来还发现在陨石中存在有机物。
　　在行星际空间还存在着稀疏的尘埃和气体。
行星际尘埃是些极小的微流星体，大量集中在黄道面附近，黄道光和对日照都是这些尘埃反射太阳光
形成的。
行星际气体主要是指离子和电子等，它们主要来自太阳的连续微粒辐射——太阳风。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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