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序

2017年 8月，我開始在新浪微博（ID是「王爽 _宇宙奧德賽」）上寫天文學科

普文章。沒有料到的是，這些文章居然大受歡迎；到 2018年 8月底，#宇宙奧

德賽 #的話題閱讀量就已經超過了 2.5億。

但也有不少讀者跑來問我，為甚麼要取「宇宙奧德賽」這麼奇怪的名字。讓我

來解釋一下其中的緣由。

公元前 8世紀，古希臘大詩人荷馬寫下了著名的《荷馬史詩》。這部傳奇巨著

包括兩部史詩，其中一部叫《奧德賽》，講述的是古希臘英雄奧德修斯在海上漂泊

10年，歷盡千辛萬苦最終成功返鄉的故事。2000多年來，《奧德賽》一直被視為

西方文學的奠基之作。

後來出現了無數向《奧德賽》致敬的作品。比如說，愛爾蘭著名作家詹姆斯．

喬伊斯有一部代表作，叫《尤利西斯》，被評為 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之首。尤利

西斯其實就是奧德修斯的拉丁文譯名。此外，喬伊斯也透露過《尤利西斯》的各章

標題，都與《奧德賽》中的人物或事件一一對應。

再舉個例子。英國著名科幻小說家亞瑟．克拉克有一部代表作，叫《2001：

太空漫遊》，被視為整個科幻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它的英文名是 2001: A 

Space Odyssey，直譯過來就是「2001：太空奧德賽」。

為甚麼「奧德賽」這個名字，會有如此之大的魔力？在我看來，「奧德賽」其

實象徵着一場探索未知世界的旅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奧德賽之旅，能讓我們擺

脫千篇一律、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去遊歷一個五彩斑斕、讓人目不暇接的美麗

新世界。

我的最終目的，是陪你經歷一場前所未有、遨遊整個宇宙的奇妙旅行。我們

將從地球出發，依次遊歷太陽系（即行星世界）、銀河系（即恆星世界）和河外星



系（即星系世界），一直飛到宇宙的盡頭。然後，我們將從宇宙盡頭、同時也是宇宙

創生之處返航，在時間長河中順流而下，依次探尋宇宙起源、生命誕生和宇宙命運

的神奇奧秘。在這場旅行的終點，我們就能直面人類最終極的三大問題：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我將往何處去？

本書是這場宇宙奧德賽之旅的第一段行程：太陽系之旅。我們將遊歷太陽系的

12個景點，依次是地球、月球、金星、水星、太陽、火星、小行星世界、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和太陽系邊緣。要特別強調的是，我想讓你了解的並不是與這些天

體相關的零碎知識，而是它們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坐標。

以第 5個景點太陽為例。關於太陽，我精選了 4個主題：①太陽光譜，人類認

識太陽的第一種途徑。②太陽能量來源，困擾人類數百年的超級難題。③太陽中微

子，兩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前沿課題。④太陽風暴，對地球最具威脅的太陽現

象。相信這些精挑細選的主題，能讓你對太陽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坐標有一個比較全

面的了解。

換句話說，本書為你呈現的並不是一些關於太陽系的碎片化知識，而是一個關

於太陽系的完整知識體系。藉由從上百個初選題目中精挑細選出來的 40個主題，我

希望能讓讀者了解：這些太陽系主要天體曾在人類文明史上扮演過甚麼重要角色？

與哪些特別重大的科學事件有關？如何改變人類對整個宇宙的看法？又與我們的現

實生活有着怎樣的聯繫？

除了着眼全局的知識體系式的呈現方式，本書還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①問題

引導，每一節都在回答一個最關鍵的問題。②故事驅動，書中穿插了海量的關於科

學家的逸聞趣事。③內容可視化，全書幾乎沒有數學公式，所有的知識點都會被轉

化成可視化的物理圖像，然後用貼近生活的類比來加以解釋。④總結常態化，為了

方便讀者理解，每一節的結尾都會對本節中最重要的內容進行總結。

此外，為了標記一些天文數字，本書採用科學計數法，也就是把一個數字表示

成 a×10n的形式，其中 a處於 1~10之間，而 n是一個整數。

為了寫這本書，我不知看了多少學術論文、人物傳記、科普書和科普紀錄片。

相信你很容易感受到書中傾注了多少心血和誠意。

準備好了嗎？那我們就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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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類如何確定地球的形狀和大小？

這場漫遊太陽系的旅程，始於一張盡人皆知的圖片。這是一張相當有名的太空

攝影照片，名叫「藍色彈珠」，是由阿波羅 17號的宇航員於 1972年 12月 7日在太

空中拍攝的。顯然，圖中的那個藍白相間的大圓球，就是我們的家園——地球（圖

1.1）。

圖 1.1  藍色彈珠

質量：5.972×1024千克
體積：1.083×1021立方米

與太陽的平均距離：1.496×108千米

在太空中，很容易看出我們的家園是球形的。不過在壓根去不了太空的古代，

人們最早是如何得知大地是球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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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很多中小學教科書中都是這麼說的：1519年 9月

20日，航海家麥哲倫率領着一支船隊，從西班牙的塞

維利亞港揚帆起航；他們一直向西航行，花了近 3年

的時間，又返回了塞維利亞港，從而首次證明大地其實

是球形的。

但我要告訴你，歷史並非如此。早在麥哲倫環遊

地球的 1800多年前，古希臘人就已經知道大地是一個

大圓球了。世界上第一個科學論證出大地必然呈球形

的人，是古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圖 1.2）。

亞里士多德是歷史上最博學的人，或許沒有之一。

公元前 384年，亞里士多德出生在古希臘北部的

一個叫馬其頓的小國。他爸爸是馬其頓國王的宮廷御醫，但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

了。17歲那年，亞里士多德進入了雅典的柏拉圖學院。在那裡，他得到了古希臘著

名哲學家柏拉圖的賞識，並被後者稱為「學院之靈」。

不過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對柏拉圖的學術觀點並未全盤接受。有

一次學院集會，亞里士多德甚至當着眾人的面毫不客氣地批駁了柏拉圖的觀點。有

些人跳出來指責他不尊敬老師。沒想到，亞里士多德直接回應了一句千古名言：「吾

愛吾師，更愛真理。」

柏拉圖去世後，亞里士多德離開他生活了 20年的雅典，在馬其頓找了一份教書

的工作。他有個學生是一個矮個子的 13歲男孩。過了沒幾年，全世界都將在這個男

孩的腳下顫抖，因為他就是威名赫赫的亞歷山大大帝。

此後的數年時間，亞里士多德一直陪伴在亞歷山大的身邊。除了向這個男孩傳

授科學文化知識，亞里士多德還致力於培養他征服世界的野心。事實上，他甚至教

導亞力山大要成為「希臘人的領袖和野蠻人的暴君，把前者視為親朋好友，而把後者

視為飛禽走獸」。

8年後，亞歷山大繼承了馬其頓的王位，並且很快就征服了古希臘的所有城邦。

不久之後，亞里士多德作為國王的特使重返雅典，並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學院。

在雅典，亞里士多德很快就確立了在學術界泰斗的地位。基於自己的講課筆記，

他撰寫了大量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覆蓋了當時人類所能涉及的一切領域，這也讓

亞里士多德成為世界上最博學的人。在其中一部名叫《論天》的著作中，亞里士多德

圖 1.2  亞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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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科學論證了為甚麼大地是一個圓球。

他是怎麼發現這件事的呢？其實很簡單。眾所周知，在有太陽的日子裡，我們

總能在地面看到自己的影子。這是由於我們的身體擋住了太陽光，讓它無法照射到

我們身後地面的緣故。更重要的是，我們影子的形狀和我們身體的形狀差不多。換

句話說，只要能知道一個物體影子的形狀，就能大致推斷出這個物體本身的形狀。

亞里士多德就想了，既然我們看不到整個大地的形狀，那我們能不能看到大地影子

的形狀呢？答案是可以。只要發生了月全食，我們就能看到大地的影子。

圖 1.3就展示了其中的原理。如果地球運行到太陽和月球之間，就能擋住太陽

光直接射向月球的路線。這樣一來，地球的影子就會投射到月球之上。

圖 1.3  月食原理圖

2018年 1月 31日的晚上，就發生了一場中國絕大部分地區都能看到的月全

食。圖 1.4是一位網友用多台攝像機的素材拼合而成的。圖中紅色的圓球是月全食，

而白色的圓球是月偏食。在這張圖片的正中間可以看到一個黑色的圓形區域，那就

是地球的影子。很明顯，它是圓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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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2018年 1月 31日觀測的月全食

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當然拍不出這麼清晰的照片。但觀察了數次月全食之後，

亞里士多德還是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發生月全食的時候，遮住月球的黑

斑，其邊緣總是呈圓弧形。據此，他推斷出大地的影子應該是圓的；換言之，地球

本身應該是球形的。

在接着遊覽地球之前，不妨說幾句題外話。看了月全食的圖片後，可能你會產

生這樣的疑問：「在月全食期間，太陽光已經被地球擋住了，那就應該完全看不到月

球。但實際上，我們會看到一個紅色的月球。這是怎麼回事呢？」

為了回答此問題，讓我們先從正常情況下看到的月球說起。眾所周知，月球本

身是不發光的，只能反射太陽光。太陽光的頻率覆蓋了可見光的所有頻率區間。換

句話說，無論是紅橙黃綠青藍紫，太陽光裡都應有盡有。平時，這些不同頻率的可

見光，會經過月球的反射後射入我們的眼裡；因為所有頻率的可見光混合之後會變

成白光，所以我們就會覺得月球發出的是白光。

那為甚麼在月全食期間，月球會變成紅色的呢？奧秘在於地球的大氣層。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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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能看到光的折射現象。它說的是，光從一種媒介進入另一種媒

介以後，其運動方向會發生改變。比如說，光要是從空氣中進入水中，其運動方向

就會改變（圖 1.5）。同樣的道理，太陽光從真空中進入地球的大氣層以後，也會發

生折射。這樣一來，原本照不到月球的太陽光，就會向地球陰影區域內發生偏折；

等它照到月球上以後，又會反射到我們的眼睛裡。這就解釋了為甚麼在月全食的時

候還能看到月球。

眼睛
眼睛看到的像

魚的實際位置

圖 1.5  光的折射

除了能讓太陽光發生折射，地球的大氣層也能讓太陽光發生散射。說得簡單一

點，地球的大氣層會吸收部分太陽光，然後再把它們射向四面八方。很明顯，被散

射掉的太陽光就無法再照到月球上了。至於入射光是否會被散射，與它的波長密切

相關：波長較短的藍光，很容易就會被散射掉（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看到的天空是藍

色的）；而波長較長的紅光，則幾乎不會受到影響。所以，當太陽光在地球大氣層中

穿行的時候，波長較短的藍光會被散射掉，只留下波長較長的紅光。這些紅光會向

地球陰影區域發生偏折，被月球反射後又射入我們的眼裡。這樣一來，在月全食期

間，我們自然就會看到紅色的月球了。

說完了地球的形狀，下面我們再來聊聊人類如何測出地球的大小。事實上，世

界上第一個準確測出地球大小的人也是一個古希臘人，他就是著名哲學家埃拉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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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特尼（圖 1.6）。

與亞里士多德一樣，埃拉托斯特尼也是一個全

才，在包括數學、物理、天文、詩歌、戲劇在內的諸

多領域都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最

早提出了地理學這個名詞，與大家熟知的經度、緯度

的概念，因而被後世稱為「地理學之父」。

這樣的頂級大牛，人生之路肯定順風順水吧？錯

了。在雅典求學的時候，埃拉托斯特尼一直被別人戲

稱為「千年老二」。不過這個綽號一點也沒有冤枉他。

因為那個始終勝他一籌的人，就是被後世稱為「力學

之父」的阿基米德。

眼看自己超不過阿基米德，埃拉托斯特尼選擇

遠走他鄉，去埃及做了亞歷山大圖書館的館長。在那裡，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用武 

之地。

埃拉托斯特尼上任之初，世界上藏書最多的圖書館還在古希臘。當然，在那個

尚未發明印刷術的年代，所有的書都是手稿。在埃及法老的支持下，埃拉托斯特尼

向古希臘的那些大圖書館付了很多錢，把它的藏書都借到埃及，好讓自己的館員抄

寫副本。這些副本臨摹得特別好，完全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所以還書的時候，

埃拉托斯特尼就特別奸詐地只還了那些書的副本，而把真品都留在了自己的圖書館

裡。靠着這樣的手段，亞歷山大圖書館很快成了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圖書館。

在管理圖書館之餘，埃拉托斯特尼也會利用圖書館的資源進行學術研究。他一

生中最有名的研究工作，就是測出了地球的周長。

公元前 2世紀的埃及南部，有一個叫賽伊尼的城市；它今天叫阿斯旺，是著名

的阿斯旺大壩的所在地。在賽伊尼，有一口很有名的深井；在夏至日的正午時分，

太陽光恰好可以直射井底。這意味着，此時此刻太陽正好處於賽伊尼的正上方；換

言之，太陽與地球球心的連線恰好與這口井的井口垂直（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之所以

會有這樣的現象，是因為賽伊尼位於北回歸線的緣故）。這個現象很有名，每年夏至

日都能吸引不少的遊客。而埃拉托斯特尼發現，還可以用它來測量地球的周長。

聽起來似乎很玄幻，是吧？其實只要用一點最簡單的幾何學知識，就可以把它

說清楚。

圖 1.6  埃拉托斯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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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就是埃拉托斯特尼測量地球周長的原理圖。此圖展示了夏至日的正午時

分，太陽光照射埃及的情況。

∴

一圈的 1/50←→ 5000斯塔德（~800 km）
∴一圈←→ 50×5000斯塔德

=25000斯塔德（~40000 km）

一圈的 1/50
(~7°)

平行太陽光

賽伊尼的井

亞歷山大城
的方尖塔

亞歷山大

地球中心 賽伊尼

5000
斯塔德

圖 1.7  測量地球周長原理圖

圖中的紫色圓柱就是賽伊尼的那口深井。前面說過，在夏至日的正午時分，紅

色平行線所代表的太陽光可以直射到這口深井的井底。這意味着，這束直射井底的

太陽光可以穿過地球的球心。與此同時，埃拉托斯特尼在亞歷山大城測量一個很高

的方尖塔（即橙色長條）的陰影長度，並以此算出這個方尖塔與太陽光之間的夾角

（即綠色夾角）約為 7.2度。運用簡單的初中幾何知識，可以知道此夾角恰好等於賽

伊尼與亞歷山大市之間的那段圓弧相對於地球球心的角度。因為環繞地球一圈的圓

弧的角度是 360度，所以這兩座城市之間的距離約為地球總周長的 1/50。

然後，埃拉托斯特尼派出了一個埃及商隊，用尺子一點點地量出賽伊尼和亞歷

山大城之間的距離，結果大概是 5000斯塔德。這樣一來，埃拉托斯特尼就測出了地

球的周長，約為 25萬斯塔德。

古埃及人的 1斯塔德，相當於現代人的 157米。所以埃拉托斯特尼的測量結

果，換算成今天的長度單位，就是 39250千米。不妨拿它和今天的結果做一下對比。

根據地球衛星的測量結果，地球的周長是 40076千米。換言之，2200多年前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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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托斯特尼用尺子測出的地球周長，與今天科學家用衛星測出的結果，只有區區 2%

的誤差。

我們來做個總結。早在 23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通過對月全食的觀察，發現

了地球的影子是圓形的，進而推測出地球本身是球形的。而在 2200多年前，埃拉托

斯特尼則利用尺子和一點基本的幾何學知識，測出了地球的周長是 39250千米，這

與今天用地球衛星測出的結果只有 2%的誤差。顯然，即使在甚麼觀測條件都沒有的

古代，人類依然可以靠智慧創造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

前面我已經介紹了人類如何確定地球的形狀和大小。下一節要講一個在科學史

上更有影響力的問題，即人類如何測出地球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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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類如何測量地球的質量？

地球質量的測量，在科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了講清楚此事的來龍去

脈，讓我先從一次著名的打賭事件說起。

1683年的一天，三位英國皇家學會的院士在倫敦聚會，然後約在一起吃晚飯。

這三人分別是愛德蒙．哈雷、羅伯特．虎克和克里斯多佛．雷恩。

前兩人的名字可能會讓你覺得頗為耳熟。愛德蒙．哈雷就是哈雷彗星的那個哈

雷，而羅伯特．虎克則是虎克定律的那個虎克。這兩人都是科學史上的巨人，其科

學成就遠遠不止於此。在後面的旅程中，我會詳細地介紹他們的科學貢獻。

而名氣較小的克里斯多佛．雷恩，早年是牛津大學的天文學教授。但在 1666

年，倫敦發生了一場大火，把整個倫敦城區都付之一炬。在英國國王的任命下，雷

恩主持了災後重建的工作；從那以後，他就轉行當了一名建築師。英國有很多有名

的建築，例如聖保羅大教堂、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劍橋圖書館，都是雷恩的作品。雖

然雷恩後來已經不怎麼做天文學方面的研究了，作為英國皇家學會的元老，他還是

於 1680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會長。

晚飯期間，三位院士聊到了太陽系天體的運動。早在 17世紀初，大天文學家刻

卜勒就已經發現太陽系的各大行星都在沿橢圓軌道繞太陽旋轉。但大半個世紀過去

了，一直沒人能解釋為甚麼它們的運動軌道會是橢圓形的。雷恩就在這個飯局上發

起一個賭約：要是有人能解釋行星為何會沿橢圓軌道運動，他就獎勵那人 40先令，

這相當於當時一個大學教授半個月的薪水。

順便說一句。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完全是個搞笑性質的賭約。要別人解決全

世界最大的科學難題，所給的獎勵竟只有一個大學教授半個月的薪水。

虎克是個吹牛大王，當場表示他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不過，他不願意立刻公

佈這個問題的答案。他的理由是，要是太早公佈答案，就會剝奪別人尋找答案的樂

趣。當然，這次晚飯之後，虎克就把要公佈答案的事給「忘了」。

但哈雷對這個問題着了迷。他不相信虎克能找到問題的答案，但他知道這世上

確實有一個人，有能力破解其中的奧秘。所以在 1684年 8月的一天，哈雷專程前往

劍橋大學，去拜訪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絕世高人。想必你已經猜到了，這個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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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要改變歷史進程的高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艾薩克．牛頓（圖 1.8）。

牛頓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兩位科學家之一。他是世界上第二個被冊封為爵士的

科學家（第一個是弗朗西斯．培根），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享受國葬待遇的科學家。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目睹了牛頓的葬禮，並在回憶錄中寫道：「英國人悼念牛頓

就像悼念一位國王。」後世對牛頓有數不清的讚美。其中流傳最廣的是英國詩人亞

歷山大．蒲柏的一首詩：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道法自然，舊藏玄冥；天生牛頓，萬物生明。）

世界上有很多驚天動地的大事，都源於一些相當不起眼的小事。牛頓之所以能

獲得如此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就源於哈雷的這次拜訪。

在繼續講故事之前，讓我們先來簡單地回顧一下 17世紀人們對引力的研究。現

在我們已經知道，任意的兩個物體間都存在引力，且引力的大小與這兩個物體的質

量成正比，而與它們距離的平方成反比，這就是引力的平方反比律。

現在很多教科書都說，引力的平方反比律是牛頓提出的。事實上，這種說法是

錯的。早在 1645年，也就是牛頓出生後的第 3年，法國天文學家布利奧（圖 1.8）

就提出了這個平方反比律。不過布利奧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他誤以為兩個物體之

間有時存在引力，有時又存在斥力。

隨後，意大利物理學家博雷利（圖 1.9）也在自己的書中猜測，太陽系的所有行

星都受到了太陽的引力，且太陽的引力滿足平方反比律。

到了 17世紀 70年代，虎克也開始大力宣揚平方反比律；他甚至在一封私人通

圖 1.8  布利奧 圖 1.9  博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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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向牛頓大力宣揚了這個理論。但類似於布利奧和博雷利，虎克同樣無法證明

平方反比律的正確性。

為甚麼虎克等人都無法證明平方反比律是正確的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前面說

過，早在 17世紀初，刻卜勒就提出了著名的刻卜勒三定律，揭示了太陽系的各大行

星都在沿橢圓軌道繞太陽旋轉。要想證明引力的平方反比律，就得證明受到這種引

力的行星，其運動軌道一定是一個橢圓。換句話說，就是要從平方反比律出發，最

後推導出刻卜勒三定律（圖 1.10）。但問題在於，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使用當

時還不存在的一種數學工具，那就是微積分。

平方反比律 刻卜勒三定律

微積分

圖 1.10  科學史上最有名的難題

說到這裡，你就能明白牛頓的特殊之處了。作為微積分的發明者，牛頓是當時

全世界唯一一個有能力破解這個超級世紀難題的「天選之人」。

但牛頓有一個怪癖：他不喜歡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此，儘管他早已破解了

這個科學史上大名鼎鼎的世紀難題，卻一直秘而不宣。要是沒有意外，它很可能會

被當成一個秘密，被牛頓帶進墳墓。

因此，1684年 8月的這次哈雷和牛頓的會面，就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歷史轉

折點。整個人類科學史，甚至是整個人類文明史，就此改寫。

寒暄了幾句後，哈雷就開門見山地問牛頓：「如果太陽與其他行星間的引力滿足

平方反比律，那麼這些行星的運動軌道將會是甚麼樣的？」

牛頓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當然是個橢圓。」

哈雷大為驚訝，馬上追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牛頓泰然自若地回答道：「我早就算過了。」

激動不已的哈雷，馬上要求看牛頓的計算過程。而牛頓在故紙堆裡翻了半天，

甚麼也沒有找着。不過，他答應哈雷，會重新計算一遍，並把它寫成一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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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兩年後，牛頓兌現了自己的諾言。事實上，

他所做的比他承諾的要多得多。他交給哈雷的

不是一篇論文，而是一本書，那就是《自然哲學

的數學原理》（圖 1.11）。在這部有史以來最偉

大的學術著作（沒有之一）中，牛頓基於歐幾里

得開創的公理化體系，提出了牛頓力學三定律

和萬有引力定律，從而完成了物理學史上的第

一次革命。

這本書讓哈雷佩服得五體投地。此後他逢

人便說，牛頓是這個世界上最接近神的人。持類

似觀點的人還有後來與牛頓爭奪微積分發明權

的大數學家萊布尼茨。他曾說過，牛頓在科學上

的貢獻超過以前所有人的總和。

事實上，哈雷對人類文明最大的貢獻就是

促成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本書的出版。英國皇家學會本來已經同意出版這本

書，但沒過多久又變卦了。這是因為皇家學會剛剛在一本叫《魚類志》的書上賠了很

多錢，怕在一本極度晦澀難懂的書上繼續賠錢。所以哈雷乾脆自掏腰包，墊付了這

本書的全部出版費用。1687年，這部劃時代的科學巨著正式出版。這讓牛頓立刻名

滿天下，從而直接登上了科學的神壇。

一次飯局上的打賭，最後竟然促成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學術著作的出版。這應

該算是蝴蝶效應的最佳例證了。

順便說件比較搞笑的事情。皇家學會由於在《魚類志》上賠錢太多，無力支付哈

雷為學會當秘書的工資，所以就把一些賣不出去的《魚類志》寄給他當薪水。

言歸正傳。知道了萬有引力的概念以後，我們就可以講講該如何測量地球的質

量了。

眾所周知，地球上的所有物體都會受到重力的作用，而這個重力源於整個地球

對它的萬有引力。這可以用一個非常簡單的公式來描述：

GMm
R 2 =  mg

這個公式的左邊是物體受到的萬有引力，右邊則是它受到的重力。其中的 m是

圖 1.11 《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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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的質量，化簡時可以消掉；g是重力加速度，約

等於 9.8米 /秒 2；R是地球的半徑，約等於 6400千

米（上一節已經講過如何測量地球的周長，由此可以

推算出地球的半徑）。這樣一來，不知道的物理量就

只剩兩個：牛頓引力常數 G和地球質量 M。換言之，

只要能用別的辦法測出牛頓引力常數，就可以算出地

球的質量。

而世界上第一個測出地球質量的人，是英國物理

學家亨利．卡文迪許（圖 1.12）。

卡文迪許有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第一，他完全

不追求任何名利，不管做甚麼事都是從個人興趣出

發。這倒不奇怪，因為他本身就是全英國最富有的大

貴族之一，根本用不着再去追求甚麼名利了。

第二，他患有非常嚴重的社交恐懼症。嚴重到甚麼地步呢？他不願意與任何人

見面，就連他的管家也只能通過書信的方式來和他交流。卡文迪許只參加一個社交

活動，那就是在博物學家班克斯家裡舉行的每週一次的科學界聚會。但所有想和他

交流的人，都必須使用對待「隱形人」的交流方式。也就是說，你得漫不經心地晃悠

到他的附近，在不看他的情況下，對他身邊的空氣講話。要不然，卡文迪許就會尖

叫一聲，然後逃到沒人的地方。

這兩個特點導致了一個非常詭異的後果：卡文迪許一生中做出了一大堆相當重

要的科研成果，但只是把它們寫進手稿，而沒有寫成論文發表。在不願發表論文這

件事上，他比牛頓還要極端。結果這些科研成果後來又被其他人重新發現，然後被

冠以那些人的名字。比如說，大家學過的庫侖定律、歐姆定律和道爾頓定律，其實

都是卡文迪許最早發現的。

當然，凡事總有例外。卡文迪許一生中做過的最有名的科學實驗，也就是對引

力常數 G的精確測量，最初的創意卻不屬於他，而屬於一個名叫約翰．米歇爾的 

牧師。

由於米歇爾沒有留下任何畫像，沒人知道他具體長甚麼樣；只有一些文字記載

告訴我們，他是一個身材矮小、皮膚黝黑的胖子。但這個其貌不揚的人，卻有一段

不平凡的過往。他曾在劍橋大學皇后學院任教多年，還曾當上了這個學院的學監。

圖 1.12  亨利．卡文迪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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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但由於一些意外的變故，他不得不辭去劍橋大學的職位，跑到外地去做了一個教堂

的主管。

米歇爾最早提出，有可能存在一種質量特別大的恆星，其引力強到就連光也無

法從它的周圍逃逸。這樣一來，人們就永遠看不到它。米歇爾把這種看不見的恆星

稱為「黑星」。這就是著名的「黑洞」概念的起源。

他也自己做了一套實驗裝置，想要用它測量引力常數 G的大小。可惜的是，米

歇爾還沒來得及做這個實驗，就因病去世了。這套裝置幾經輾轉，就到了卡文迪許

的手裡。1797年，卡文迪許對它進行了改進，然後用它完成了著名的卡文迪許扭秤

實驗。

圖 1.13就是卡文迪許扭秤實驗的原理圖。可以看到，此裝置有一個倒 T形的輕

桿，它下面的兩端連着兩個質量相同、均為 m的小球，而從中間伸出去的那端則連

着一個小平面鏡。把這套裝置懸掛起來，然後用一束光去照那個平面鏡；這束光會

被平面鏡反射，然後打到旁邊的一把尺子上。

鏡子

光源

尺子

圖 1.13  卡文迪許扭秤實驗

接下來，在這兩個小球的旁邊，再放置兩個質量一樣、均為 M的大球。由於

大球的引力，懸掛着的倒 T形桿會發生一個微小的偏轉。這樣一來，入射光與平面

鏡之間的夾角會發生一個微小的改變，從而使光線打到尺子上的位置發生一定的偏

移。通過測量這個位置的偏移，就可以計算出大球與小球之間的引力大小，進而測

出牛頓引力常數 G。

這個實驗的精妙之處在於，它把非常難測的引力大小，轉化成了容易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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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從而讓牛頓引力常數的精確測量成為可能。

利用這套裝置，卡文迪許測得的牛頓引力常數是 6.754×10-11 牛．米 2．千

克 -2。而今天，最新的引力常數測量值是 6.674×10-11牛．米 2．千克 -2。換言之，

卡文迪許在 200多年前測出的結果，與目前最新的結果相比，只有區區 1%的誤差。

用這個牛頓引力常數的測量值，可以算出地球的質量大概是 6×1024千克。

我們來做個總結。由於一場飯局上的賭局，哈雷於 1684年 8月來到劍橋大學，

拜訪了離群索居的牛頓。此次拜訪就像第一張倒下的多米諾骨牌，最終促成有史以

來最偉大的學術著作，即《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在 1687年正式出版。在這本巨著

中，牛頓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從而為測量地球的質量帶來了曙光。1797年，卡文

迪許通過扭秤實驗，相當精確地測出了牛頓引力常數的大小，進而算出地球的質量大

概是 6×1024千克。

早在 18世紀末，人類就已經測出了地球的質量。你可能會覺得，那麼下一個課

題，也就是地球年齡的測定，應該就不是甚麼難事了吧？大錯特錯。事實上，一直要

等到 1955年，也就是人類發明計算機和原子彈的 10年後，才有人準確地測出了地

球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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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人類如何測出地球的年齡？

關於地球年齡的測量，讓我們從一個著名物理

學家被打臉的故事說起。

在所有的自然科學中，最「硬」、最能揭示世

界本質的，無疑是物理學。換言之，如果物理學家

與其他學科的科學家就某個科學問題發生爭執，一

般都是物理學家笑到最後。但凡事總有例外。物理

學家也曾被其他學科的科學家狠狠地打過臉。其中

最典型的被狠狠打臉的例子，就是英國著名物理學

家開爾文勳爵（圖 1.14）。

開爾文勳爵原名威廉．湯姆森，1824年出生

在英國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他是一個神童，10

歲就考上了格拉斯哥大學，22歲就當上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終其一生，他發表了

660多篇科學論文。更重要的是，他是熱力學的開創者之一，對熱力學第一定律和

第二定律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此外，他還發明了後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絕

對溫標。這讓他成為 19世紀最有名的物理學家之一。

除了在學術界享有盛名，湯姆森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成立了一家公

司，專門生產和銷售自己發明的一種航海羅盤；很快地，這家公司就成為英國海軍

最大的供應商，讓他賺了很多錢。此外，他還成立了一家電力公司；所以他的家，

就成為整個格拉斯哥市第一棟裝上電燈的房子。更有影響力的是，他領導着一家公

司，成功地鋪設了第一條跨越大西洋的海底電纜。

由於在學術界和工業界的傑出貢獻，1892年威廉．湯姆森被英國皇室冊封為

第一代開爾文男爵（「開爾文」原本是一條流經格拉斯哥大學的河流的名字）。不過，

人們更習慣稱他開爾文勳爵。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開爾文勳爵也曾擺過兩次烏龍。最有名的一次烏

龍發生在世紀之交的 1900年。在那年的一次演講中，開爾文勳爵公然宣稱物理學的

大廈已經建成，剩下的只是一些修修補補的簡單工作。雖然他提到在物理學的天空

圖 1.14  開爾文勳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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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還飄浮着兩朵烏雲，但是他認為那只是兩個用不了多久就能徹底解決的小問題。

事實證明他大錯特錯。在 20世紀初，那兩朵烏雲變成了兩座全新的物理學大廈， 即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這件糗事甚至被寫進了不少國家的初中課本，讓開爾文勳爵至

今還受世人的嘲笑。

開爾文勳爵擺過的另一次烏龍就是他對地球年齡的錯誤估算。他是用熱力學的

方法估算地球年齡的：假設地球最初是一個巨大的火球，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火

球就由外向內逐漸冷卻，從而變成今天的樣子；而這個冷卻的時間，就是地球的年

齡。1862年，他發表了一篇論文，宣稱地球的年齡在 2億年到 4億年之間。而到了

1897年，他又發表了一篇論文，宣稱地球年齡其實是 2400萬年左右。

可能你會覺得奇怪：為甚麼兩篇論文的結果會有天壤之別？這是因為開爾文勳

爵中途意識到，基於當時的物理學理論，太陽最多只能燃燒幾千萬年。所以他就修

改了自己的理論模型，從而大幅減小了地球的年齡。

不過，很快就有一群意想不到的人跑了出來，毫不留情地打了開爾文勳爵的臉。

著名美劇 The Big Bang Theory的謝耳朵（謝爾頓，Sheldon），一位相當自負

的理論物理學家，很喜歡貶損除理論物理以外的學科。他特別瞧不起地質學，甚至

公然宣稱地質學根本就不是一門真正的科學。很明顯，他不太了解物理學史。因為

跑出來懟開爾文勳爵的人，就是一群地質學家。

可能你要問了：「這群地質學家是怎麼計算地球年齡的呢？」答案是：通過觀察

一些古老的沉積岩（圖 1.15）。

圖 1.15  沉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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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在地球上，有一種很重要的岩石類型，叫作沉積岩。沉積岩的結構是一層層的，

越下層的沉積岩，年代就越久遠。通過研究某層岩石的沉積速度，就能計算出形成

該層岩石所花費的時間；再把各層岩石的形成時間都加起來，就可以估算出形成整

個沉積岩地形所花費的時間。那些地質學家就把這個時間，近似看成是地球的年齡。

很多地質學家都用這種辦法估算過地球的年齡，而他們算出來的數字明顯大於

開爾文勳爵公佈的結果。舉兩個例子，查理斯．達爾文曾在第一版的《物種起源》中

宣稱，地球的年齡至少在 3億年以上；而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地質學家塞繆爾．霍

頓更是宣稱，地球的年齡高達 23億年。

這樣一來，關於地球的年齡，就有了勢不兩立的兩派觀點。開爾文勳爵認為，

地球的年齡大概只有 2400萬年。而地質學家則認為，地球的年齡至少有好幾億年。

雙方一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到了 1907年，一個人的出現，徹底打破了天

平的平衡。

為了說清楚其中的道理，我要先講一講甚麼是「放射性」。所謂的放射性，就是

指一些不穩定的原子核會自發地放出某些射線，然後衰變成一些穩定的原子核的現

象。1896年，法國物理學家安東尼．貝克勒爾率先發現鈾元素具有放射性。兩年

之後，皮埃爾．居里和瑪麗．居里發現釙元素的放射性更強。這三人也因此共享了

190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圖 1.16）。

安東尼．貝克勒爾 皮埃爾．居里 瑪麗．居里

圖 1.16  19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順便多說一句。本來，評獎委員會只打算把這個獎頒發給安東尼．貝克勒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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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爾．居里兩人。但皮埃爾．居里非常愛他的妻子，

堅決要求把居里夫人也列為獲獎者，否則他就不去瑞

典領獎。在徵求了貝克勒爾的意見以後，評獎委員會

做出了以下的決定：貝克勒爾獨得 1/2的獎金，而居

里夫婦各得 1/4的獎金。幸好由於皮埃爾．居里的堅

持，居里夫人才沒有被歷史埋沒。

到了 1907 年，打破天平平衡之人，終於登場

了。他就是英國著名物理學家歐內斯特．盧瑟福（圖

1.17）。

在物理學界，盧瑟福以看不起其他學科而出名。

他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世界上所有的科學，不是物

理學，就是集郵。」言下之意是，與物理學相比，其他自然科學都和集郵一個檔次。

這句話得罪了很多其他學科的科學家，其中反應最激烈的是化學家。事實上，他們

甚至對盧瑟福進行了「報復」，給他發了一個諾貝爾化學獎。

在 20世紀初，人們已經知道，對於含有放射性的元素，其部分的原子核會自發

地衰變成其他元素的原子核，從而使放射性元素的質量減小。1907年，盧瑟福發現

了一個非常奇妙的現象：對所有放射性元素而言，其原子核衰變到只剩一半時所花

費的時間（科學上稱為半衰期）是固定不變的。比如說，100千克的某種放射性元素

衰變得只剩 50千克，與 50千克的同種放射性元素衰變得只剩 25千克，兩者所花

的時間完全相同。

盧瑟福的發現有很大的實用價值。比如說，如果某件古董裡含有一種放射性元

素，我們就可以通過測量這種放射性元素與它最後衰變成的那種元素之間的比例，

來確定古董的年代。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把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當成一個標準的時

鐘，來測量古老物體的年齡。事實上，要是比測量精度，無論是開爾文勳爵的熱力

學方法，還是地質學家的沉積岩方法，都比這種用放射性元素半衰期的方法差得遠。

通過研究了一些古老礦石的衰變情況，盧瑟福發現地球的年齡至少有 7億年。

這個結果宣告了地質學家的勝利。

更重要的是，盧瑟福的發現為地球年齡的測量指明了方向。只要能找到地球上

最古老的岩石，然後再利用某種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來計算它的年代，就可以估算

出地球的年齡。當然，具體該用哪種放射性元素來測，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圖 1.17  歐內斯特．盧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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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下一個作出重要貢獻的人是英國地質學家阿瑟．霍姆斯。霍姆斯主要關注鈾元

素的一種同位素鈾 235。大家對鈾 235應該並不陌生，因為它後來成了製造原子彈

的主要原料。鈾 235具有放射性，可以自發地衰變成鉛 207；更關鍵的是，鈾 235

的半衰期長達 7億年。所以它可以作為一個很理想的時鐘來測量地球年齡。通過測

定古老岩石中鈾 235和鉛 207的比例，霍姆斯在 1927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宣稱地

球的年齡介於 16億年到 30億年之間。而到了 1946年，他又發表了一篇文章，宣

稱地球的年齡應該在 30億年以上。

1948年，芝加哥大學地質學教授哈里森．布朗也對地球的年齡產生了濃厚的興

趣。但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大坑，不想自己傻乎乎地往裡跳。因此，布朗就把測定地

球年齡的課題交給了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克萊爾．彼得森。為了讓彼得森來跳這個坑，

布朗忽悠他說這個課題「易如反掌」。結果，彼得森就這麼被忽悠了進來。

這個世紀難題的終結者，就此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以前人們測量地球的年齡，都是去尋找一些特別古老的岩石。但問題在於，那

些所謂的古老岩石，其實都是在地球誕生很久之後才形成的。換句話說，如果只是

研究地球上的岩石，可能會大幅低估地球的年齡。

彼得森另闢蹊徑，提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猜想：從太空中掉下來的那些隕石，

其實是太陽系形成初期剩下來的建築材料，它們的內部還保留着太陽系最原始的化

學組分。換句話說，這些隕石其實和地球一樣古老。這樣一來，只要用霍姆斯的辦

法，準確測出這些隕石到底存在了多少年，就能推算出地球的年齡。這個宛如天外

飛仙般的奇思妙想，為解決地球年齡這個世紀難題帶來了真正的曙光。

當然，通往成功的道路往往都不平坦。在實際測量過程中，彼得森遇到了一個很

大的麻煩：隕石樣品只要一接觸到空氣，樣品中鉛的含量立刻會顯著上升；換言之，

這些樣品很容易受到空氣中鉛的污染。為了對付這個麻煩，彼得森在自己工作的加州

理工學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菌實驗室。他在無菌實驗室裡仔細挑選古老隕石的

樣品，並精確測定其中鈾和鉛的比例。他的努力，終於在 7年之後獲得了回報。

1955年，彼得森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正式宣佈，地球的確切年齡是 45.5億年。

這個結果，一直到現在也沒有發生大的改變。在經過近百年的努力之後，人類終於

測出了地球的年齡。

關於彼得森，不妨再多說幾句。因為測出了地球的年齡，並不是彼得森人生的

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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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之後，彼得森開始關心另一個問題：為甚麼大氣中會含有這麼多的鉛？通

過研究格陵蘭島上不同年代的積雪層，他發現大氣中鉛的含量是在 1923年突然暴增

的。而那一年，美國的三家巨無霸公司（通用汽車公司 、杜邦公司和新澤西標準石

油公司）成立了一個叫作乙基汽油公司的合資企業，並開始向全世界出售含鉛汽油。

從那以後，彼得森就開始了一場致力於保護環境的漫長鬥爭。他經常公開抨擊

乙基汽油公司，並呼籲政府盡快立法，以禁止含鉛汽油的銷售。

乙基汽油公司的反撲非常兇猛。它動用各種關係，讓彼得森無法再獲得任何科

研經費。此外，它還向加州理工學院的董事會不斷施壓，想讓彼得森丟掉飯碗。

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個普通人，要孤身對抗一個龐大的利益集

團。幸好，彼得森沒有放棄。在他的不斷呼籲下，環保意識逐漸在美國民眾的心中

覺醒。1970年，美國國會提出了《潔淨空氣法》；1986年，美國政府禁止了一切含

鉛汽油的銷售。在經歷了幾十年艱難的抗爭，彼得森終於笑到了最後。

我們來做個總結。在 19世紀末，基於熱力學的研究，開爾文勳爵宣稱地球的年

齡應該是 2400萬年。但很快地，他就被一群地質學家打了臉；他們通過觀察一些古

老的沉積岩，算出地球的年齡至少有好幾億年。到了 1907年，盧瑟福發現所有放射

性元素的半衰期都固定不變；這個發現宣告了地質學家的勝利，同時也為地球年齡的

測量指明了方向。20世紀 20年代，霍姆斯指出鈾 235的半衰期可以用來測量地球

的年齡。而到了 1955年，彼得森通過測量古老隕石中鈾和鉛的比例，發現地球的確

切年齡應該是 45.5億年。在經過近百年的努力之後，人類終於測出了地球的年齡。

我已經講完了地球的形狀、大小、質量和年齡。下一節，我會聊聊地球到底具備

哪些特殊的條件，從而變成了生命的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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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為甚麼地球能成為生命的綠洲？

就目前所知，地球是唯一一個擁有生命的星球。在危機四伏、到處都是不毛之

地的宇宙中，居然還存在一個如此美麗而生機勃勃的綠洲，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

奇跡。

事實上，一個星球要想孕育出生命，是件極端困難的事情。不說其他因素，僅

對這個星球本身而言，就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它必須有一個合適的質量，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如果質量太小，它就

無法靠自身引力阻止周圍氣體的逃逸，從而變成一顆沒有大氣層環繞的岩石星球；

如果質量太大，它就會吸引太多的氣體，從而變成一顆氣態行星。在這兩種情況下，

生命都無法生存。

第二，它必須處於一個合適的位置，與恆星離得不能太近也不能太遠。如果離

得太近，星球的表面溫度就會很高，讓所有的水都變成水蒸氣；如果離得太遠，星

球的表面溫度就會很低，讓所有的水都變成冰。換句話說，要想保證液態水的存在，

這個星球必須位於一個狹小的圓環區域內，這就是所謂的宜居帶。事實上，如果地

球離太陽再遠 5%，或者再近 15%，就會從這個宜居帶裡掉出去。

第三，它必須有一個合適的內部活躍程度，不能太平靜也不能太劇烈。如果內

部活動太平靜，就不會產生地質活動，也無法形成大氣和磁場；如果內部活動太劇

烈，地震和火山就會持續不斷地爆發，把這個星球變成一個活生生的地獄。

在接着講地球為何是生命綠洲之前，我想先談一個比較理論、也比較前沿的 

話題。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科學理論能決定一個星球的初始狀態。換句話說，一個

星球的質量、位置和內部活躍程度應該是完全隨機的。既然如此，為甚麼地球能完

美地滿足這三大條件呢？

最早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是澳大利亞裔物理學家布蘭登．卡特。如果你以前看

過霍金的《時間簡史》，應該會對這個名字有印象。事實上，卡特是英國物理學家霍

金的同門師弟，並且與霍金一起提出了著名的黑洞無毛髮定理。

1973年，卡特參加了一個紀念哥白尼 500周年誕辰的學術研討會。在這次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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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他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那就是著名的人擇原理。人擇原理說的是，

如果一個自然現象無法產生任何觀察者，那麼這個現象就不可能被觀察到。這意味

着，追問不可能被觀察到的現象為甚麼不存在，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

有了人擇原理，前面說的那個問題立刻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地球不滿足這三大

條件，地球上就不可能出現生命，也就不會出現像我們這樣的智能生命來追問這個

問題。換句話說，我們能追問這個問題，這本身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正是由於有合適的質量、位置和內部活躍程度，地球才得以長期擁有使她變成

生命綠洲的三大要素，也就是海洋、大氣和磁場。

讓我們從地球的海洋說起。就目前所知，地球是獨一無二的表面擁有液態水的

星球。據科學家估算，地球擁有的總水量約為 13.76億立方千米，其中海水總量約

為 13.35億立方千米，大概佔地球總水量的 97%。一般來說，海水會吸收波長較長

的紅光、橙光和黃光，而反射或散射波長較短的綠光和藍光，這會讓大海看起來是

藍色的。由於海洋面積大概佔地球總表面積的 75%，所以人們經常把地球稱為藍色

星球。

眾所周知，水是生命之源。現在有很多生物，沒有氧氣和陽光也能生活下去；

但沒有發現任何一種生物，能在沒有水的情況下生存。事實上，地球上最早的生命，

就誕生在海水之中。原因很簡單。對於蛋白質之類的有機大分子而言，水是最好的

溶劑。正是在液態水的環境中，這些有機大分子才可以互相混合，進而通過各種化

學反應來形成複雜的結構，最終演化成真正的生命體。此外，水也是生命的很多新

陳代謝活動的基礎。舉個例子，如果沒有水，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就都無法再進行

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講，液態水是生命活動不可或缺的舞台。所以，地球能擁有液

態水的海洋，實在是地球生命的福音。

但是，僅僅擁有海洋，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任何溫度下，水都可以蒸發。

舉個例子，你要是把一盆水放在地上，時間長了，你就會發現這盆水變得越來越少，

最後甚至完全消失。這是因為液態的水自發地變成了氣態的水蒸氣。同樣的道理，

海洋裡的水，也會自發地變成水蒸氣。如果沒有其他因素阻止，這些水蒸氣就會逃

逸到太空中；久而久之，地球上的海洋全都會乾涸。

幸好，地球擁有阻止水蒸氣逃逸的機制，那就是地球的大氣。

眾所周知，地球擁有一個大氣層，也就是受地球引力吸引而環繞地球的一層混

合氣體（圖 1.18）。據科學家估算，這層混合氣體的總質量約為 5.15×1018千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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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包含質量分數大約 78%的氮氣和 21%的

氧氣，此外還包括氬氣和二氧化碳在內的少

量其他氣體。

事實上，正是這個大氣層阻止了水蒸氣

的逃逸。由於大氣層的溫度較低，水蒸氣進

入大氣層以後，會遇冷而凝結成小水滴，然後

再以降雨的形式返回地表。如果地球沒有大

氣，這個水循環就會被打破；久而久之，地球

表面的水就會蒸發殆盡。

事實上，地球大氣還有很多其他的重要

功能。比如說，地球大氣中還含有一些溫室

氣體，包括二氧化碳、水蒸氣、甲烷和臭氧。

溫室氣體最大的特點是，對波長較短的電磁

波幾乎沒甚麼影響，而對波長較長的電磁波

有很強的吸收能力。太陽表面的溫度很高，

輻射出來的電磁波能量高波長短，所以不會

受到溫室氣體的阻礙，能順利到達地球表面。

而地球表面的溫度較低，輻射出來的電磁波

能量低波長長，所以會有很大一部分被溫室

氣體攔截下來。因此，溫室氣體的存在能讓行星表面的溫度升高，這就是所謂的溫室

效應。據科學家估算，如果沒有溫室效應，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大概會下降 32°C。

此外，地球大氣層中還有一個臭氧層，大致分佈在與地球表面相距 20—30千米

的環形區域。臭氧層能吸收掉太陽光中 97%的紫外線。如果沒有這個臭氧層，這些

高能的紫外線就會直接照射到地球表面，從而對地球生命造成嚴重的威脅。不是甚

麼天體都能擁有大氣層。比如說，我們熟悉的月球就沒有。那到底甚麼樣的天體能

擁有自己的大氣層呢？這取決於它的質量和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一方面，大氣會

受到這個天體引力的吸引，從而被束縛在此天體的周圍。引力束縛的強弱取決於天

體的質量：質量越大，引力的束縛就越強。另一方面，大氣又會從太陽那裡獲得熱

量，從而產生逃跑的動力。逃跑動力的大小取決於天體與太陽之間的距離：離得越

近，大氣逃跑的動力就越強。這兩股力量一直在彼此鬥爭。如果引力的束縛佔了上

氮氣

氧氣

氬氣

氖氣

氦氣

甲烷

氫氣

氪

二氧化碳

圖 1.18  地球大氣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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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行星就能擁有自己的大氣層；如果逃跑的動力佔了上風，行星就會變成光禿禿

的樣子。我們的地球能擁有大氣層，就是地球引力佔上風的結果。不過，只是引力

佔上風，還不足以讓一個天體一直保有大氣層。地球之所以能一直保有大氣層，是

因為它還有一個強大的磁場。

地球磁場（圖 1.19）其實是一個從地球內部一直延伸到太空中的巨大磁場。中

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指南針之所以能夠辨別方向，就是由於這個地球磁場的存

在。不過，地球磁場的磁軸與地球的自轉軸並不重合，兩者之間還存在着一個 11度

的夾角。此外，地球磁場的南北極其實與地理上的南北極相反。

圖 1.19  地球磁場

地球磁場最主要的作用是抵禦太陽風。太陽風是太陽發出的高能帶電粒子流，

主要由處於電離狀態的氫和氦（也就是去掉外層電子的氫原子核和氦原子核）構成。

由於這些帶電粒子流具有很高的能量，地球的大氣層無法阻止太陽風的長驅直入。

所以，要是沒有別的東西來阻止它，太陽風就會一直颳到地表，對地球生命造成嚴

重威脅。

幸好，地球有強大的磁場。眾所周知，在磁場中，帶電粒子的運動軌道會發生

偏轉。因此，地球磁場能迫使太陽風中的高能帶電粒子朝地球兩極的方向發生偏轉。

到了兩極地區，這些帶電粒子會與位於高層的大氣分子發生碰撞，從而形成美麗的

極光（圖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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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圖 1.20  美麗的極光

更重要的是，地球磁場阻止了太陽風剝離地球大氣。如果太陽風能直接轟擊到

地球大氣層，這些高能帶電粒子就會把自身的能量傳遞給地球的大氣分子，從而讓

它們可以掙脫地球引力並逃逸到太空中。久而久之，地球的大氣層就會被太陽風逐

漸剝離。幸好，地球磁場構築了一個天然的屏障，有效地阻止了太陽風與地球大氣

的直接接觸。這樣一來，地球引力就可以牢牢地束縛住大氣分子，從而讓地球一直

保有自己的大氣層。

我們來做個總結。就目前所知，地球是唯一一個擁有生命的星球。由於有合適的

質量、位置和內部活躍程度，地球得以長期擁有海洋、大氣和磁場。海洋為生命的誕

生提供了舞台，大氣阻止了海洋的蒸發，而磁場保證了大氣不會被太陽風剝離。正是

由於這三大要素，地球才成為一個美麗的生命綠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