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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宇宙高远无边，世界万物有缘。
千奇百怪引目，惹得世人祈盼。
茶后饭桌相聚，聊《探索与发现》。
　　此书虽非小说，但有小说引人入胜的魅力i虽非哲学，但能从猎奇中获得明辨是非，发人深思的哲
理知识；虽非幽默调笑的小品，但从诸多的事例和丰富的知识中，起到缓解紧张、消除疲劳、愉悦心
情、振奋精神的作用。
书中虽然汇集的资料颇丰，奇闻怪事颇富，但因宇宙之渺茫，瀛寰之广阔，未知事物何止千万，其中
的奇闻趣事，犹如泉水每时每刻地都在涌流，所以永远也写不尽道不完。
假若将以往和当今天地人类万物间的奇异现象统揽书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不解之谜
不断揭开，奇闻怪事亦将变成人所共知的常识。
因此，探索与发现，仅是针对常见事物而言，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一阶段才有一定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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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宇宙高远无边，世界万物有缘。
千奇百怪引目，惹得世人祈盼。
茶后饭桌相聚，聊《索与发现》。
此书虽非小说，但有小说引人入胜的魅力；虽非哲学，但能从猎奇中获得明辨是非，发人深思的哲理
知识；虽非幽默调笑的小品，但从诸多的事例和丰富的知识中，起到缓解紧张、消除疲劳、愉悦心情
、振奋精神的作用。
书中虽然汇集的资料颇丰，奇闻怪事颇富，但因宇宙之渺茫，瀛寰之广阔，未知事物何止千万，其中
的奇闻趣事，犹如泉水每时每刻地都在涌流，所以永远也写不尽道不完。
假若将以往和当今天地人类万物间的奇异现象统揽书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不解之谜
不断揭开，奇闻怪事亦将变成人所共知的常识。
因此，探索与发现，仅是针对常见事物而言，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一阶段才有一定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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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旭，原名李亚民，1933年出生于河北省晋州市。
曾任晋州市党校副校长，现任晋州市人才研究学会副会长、晋州市魏征研究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曾发表诗作300余篇，并出版《黎旭诗词选集》、《东周列国志选译》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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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宇宙星辰第一章 宇宙奥秘深莫测包罗万象蕴奇观第二章 星辰眨眼满天亮精心探究奥无穷第三章 
银河系里藏奥秘求全认识何嫌多第四章 太阳英姿多神采生灵万物存身源第五章 蓝球绕阳育灵性生机
盎然度日年第六章 月亮自古人向往无穷奥妙待尔观第七章 人类欲探火星秘移民幻想待有年第八章 流
星夜间燃烟火陨石落地响惊雷第九章 扫帚临门思晦气揭开面纱见真容第十章 木星体肥称老大要与太
阳争高低二、山水岛屿第十一章 海洋面积超陆地腹内藏秘世争奇第十二章 风云变幻无常例怪雨雪雹
少见闻第十三章 海市蜃楼绝妙景神奇之光争思忖第十四章 自然现象多怪异山崩地裂鬼神惊第十五章 
海洋茫茫藏神秘怪岛种种饰乾坤第十六章 怪异湖泊映妙景稀有河流生疑云第十七章 怪泉种种遍大地
奇井眼眼招游人第十八章 神奇土地人费解深山幽谷谜团多第十九章 怪石含趣天然就雕刻蕴古自然成
三、生物寄趣第二十章 动物足迹遍天下千奇百怪竞生存第二十一章害人动物惊世目与人交锋震心弦第
二十二章动物与人相为友苦心训练为我用第二十三章动物异类能相处反目为仇互攻击第二十四章动物
求偶贮奇趣命终时刻互哀悲第二十五章动物联欢大聚会生活医病近似人第二十六章奇异植物多奇趣利
害种类两分清第二十七章巨型长寿人罕见珍奇品种难觅寻四、世间奇闻第二十八章不明飞物古今有世
界风传外星人第二十九章浩瀚大漠秘难测死亡世界见桃源第三十章洞穴探幽开眼界古墓涉足观奇珍第
三十一章博物馆千奇百怪稀有学校欲争辉第三十二章古怪建筑惊俗世稀有旅馆话当今第三十三章怪异
村庄多怪事奇特城市多奇闻第三十四章战争史里蕴趣事两军对垒奇计贏五、文苑趣事第三十五章数字
之谜人费解巧思妙用趣味生第三十六章忌讳之中定命运文字堆里藏杀机第三十七章奇书异报知多少怪
碑石刻见若何第三十八章奇文怪论共赏析妙诗含趣开心扉第三十九章自古联语有千万奇异楹贴织趣闻
第四十章汉字奥秘深难测文苑宝库趣事多第四十一章军事术语笔阵比古代书法惊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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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宇宙星辰　　第一章 宇宙奥秘深莫测 包罗万象蕴奇观　　一提起宇宙，人们立刻就会从脑
海里浮现一种神秘感。
古人在未揭开宇宙的面纱之前，总凭借主观想象，把蔚蓝的天空视为神仙居住的天堂，把苍茫的大地
称为红尘世界。
人为的把天上人间划分成两个难以逾越的领域。
认为人间是由天上万能的上帝主宰着，所以，人生在世就要抑恶扬善，多做好事，不行恶为，死后才
能升入天堂。
关于天上的一些神秘观念，至今仍然左右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灵。
其实，无论是人们的所在地，或所谓的天堂，统统处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
　　在《三国演义》中的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孟德曾慷慨陈词地对刘备说：“夫英雄者
，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此言极喻凡是成就大事者，必须具有包容万物的宇宙胸怀，气势之大，使“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词
汇都逊色千万倍。
由此可见，对宇宙的了解和认识，不单单是获得知识的问题，也关系到一千人能否以宇宙为师的大问
题。
在古代，一个学识渊博的仁人志士，无不把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当成干大事的必备之资。
诸如西周的姜尚，春秋时的管仲，西汉时的张良，三国时的诸葛亮，唐代贞观年间的魏征，明朝的刘
伯温等等，莫不如是。
正因为这些历史名人，学识渊博，胸襟博大，才酝酿出好的治国方略，成就了一代明君，使国家成为
富强之邦。
　　那么，宇宙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究竟有多大呢？
至今仍然是个未知的领域，仍然像个撕不清捋不断的谜团那样，一直在缠绕着人们的心灵，仅能用粗
略笼统的语言表达出来。
所谓宇宙，就是指所存在的万物，包括地球在内的一切天体的无限空间。
什么空气呀，海洋啊，月亮啊，行星和恒星啊等等，统统包括在内。
正因如此，整个物质世界，小莫过于微观世界的粒子，大莫过于宏观世界的宇宙。
那么，宇宙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是否有极限、有边缘？
根据科学家们用射电望远镜观察的结果，仅能观测到100亿多光年的宇宙概貌，但仍然找不到它的边缘
在哪里。
　　1993年初，美国一家杂志社，曾在《全国地理世界》杂志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成千上万名
青少年提出宇宙有多大的问题。
文章说，假如你能以光的速度，即每秒约为30万公里去太空旅行，那么，从地球到太阳，要花8分钟的
时间。
接着从太阳到银河中心，将要花费3万3千年。
而银河又是个银河系星团中的一个，要穿过整个银河系星团，又得花费2百万年的时间。
然而，银河系星团只是巨大室女星座星群中超星群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想穿过它们，还得花上5亿年
的时间。
如果以光的速度继续在太空旅行，要想进入宇宙深处又需要多久呢？
科学家们预算了一下，大概需要200亿年。
试想，要驾驶光速器继续往远处走，再走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宇宙边缘呢？
可以断言：别说驾驶任何先进的宇航工具无法找到宇宙的边缘，就是坐上想象的航空器械也永远走不
到宇宙的尽头。
由此可见，宇宙是个无限大的空间世界。
“边缘”一词，在宇宙空间领域，已失掉了它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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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仅能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近及远地逐渐认识它，探
讨它。
只能是一个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释疑过程罢了。
只要不间断地探讨、研究，一定能获取更多、更新的奥秘。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一）局限于太阳系。
在20世纪以前，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对宇宙的观测能力非常粗浅，认为太阳系就是一切，不相信天
外还有天。
（二）银河系决定论。
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一直到1900年，认为银河系就是宇宙。
最大胆地设想，银河系的宽度也不过两万光年。
到1920年，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等计算出银河的宽度为10万光年，包括的恒星总数为2000亿-3000亿
颗，虽是保守数，但比20年前己扩大了100倍。
（三）银河系的多元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也有了新的突破。
一些天文学家的思想眼界不断扩大，认为宇宙是由许多个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所组成，每个星系大约
由几十亿到几千亿或上亿颗星体汇集起来的。
（四）宇宙膨胀论的出现。
随着天文学家观测能力的深化，不仅跳出了银河系，向着河外星系发展，而且逐渐认识到宇宙不是静
止不变的，而是不断膨胀和向外扩张的。
如果把目前对宇宙的认识，与1900年相比，已大到l00万倍。
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对宇宙的认识就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变化。
这是认识的飞跃，是科技突飞猛进的结果。
　　从古代到现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甚至经历了艰苦奋斗和血的洗礼过
程。
若是具体一点，主要迈出了七大步：　　（一）“盖天说”。
此说也是我国最早的宇宙观，即“天圆地方说”。
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像一把大伞那样悬挂在大地上空，用八根柱子支撑着，又用绳子将伞柄
与大地连接起来，构成天和地的整体。
　　（二）“浑天说”。
这一说法是东汉时期天文学家张衡提出的，并制造出浑天仪，比天圆地方说进于一大步。
他认为，天和地的关系就像鸡蛋中的蛋白和蛋黄一样，地被天包在其中。
但浑天说把地球当成了宇宙中心，与欧洲的“地心说”不谋而合．此说虽然是错误的，但在中国古代
天文领域里称雄千余年。
　　（三）“宣夜说”。
这种说法，是人们夜观天象时的争吵议论和喧闹得名的。
认为宇宙是无穷的，充满了气体，打破了天球固体说，这与现代天文观测非常接近，但并未引起重视
而失传。
　　（四）“地心说”。
此说盛行于古代的欧洲，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行星如月亮、水星、金星、
火星等，包括太阳也围绕地球转，此说显然是错误的。
除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外，太阳是绕着银河运行的，金、木、水、火、土等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转。
此说唯一可取的是，认为地球是圆的，比天圆地方说进了一大步。
　　（五）“日心说”。
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在临终时，曾出版一本《天体运行论》，完整地提出了“日心说”理论，从此
便取代了“地心说”。
现在看来，此说虽与现代的宇宙观有矛盾，但在那个时代还是有胆有识的勇敢之为。
因为此说与基督教的“上帝造人”发生了冲突，一些科学家为了维护“日心说”，曾付出了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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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的一位思想家布鲁诺，为坚持此说曾被烧死，科学家伽利略曾被判处终身监禁。
　　（六）“大爆炸说”。
1929年，天文学家哈勃曾公布了个震惊科学界的发现：即所有的河外星系都在高速地膨胀，离我们愈
来愈远。
美国科学家伽莫夫，于1948年正式提出了宇宙起源于大爆炸学说，这种学说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
说明宇宙不断地向外扩张。
　　（七）“星云说”。
最初的星云说是l8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提出来的，现代观测证明，恒
星是由星云形成的，不过这种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英国《自然》杂志，在21世纪初，曾发表关于“宇宙结构是平坦的”文章，根据最新观察结果，
认为宇宙既平坦又不断膨胀。
从150亿年前由一个爆炸小点引起的，一直在向外扩张下去。
这种学说认为，如果宇宙的总质量大于临界质量时，其结构是球形的，并在引力作用下收缩；如果总
质量小于临界质量时，其结构就成为马鞍形，宇宙内部的引力并不能抵消宇宙的膨胀速度，所以一直
在不断膨胀；如果宇宙的总质量等于临界质量时，其结构就是平坦的，但膨胀仍不会停止。
 　　宇宙的结果，实际上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观测宇宙的形状，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即看光线的走向，如果两束光从一地起，愈走愈近时，应判
断其结构是球形的；如果两束光愈走愈远，其结果就是马鞍形的；如果两束光线永远平行往前走，其
结构就是平坦的。
通过观测证明：宇宙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弯弯曲曲的形状，而是趋向平坦的结构。
　　浩瀚无垠的宇宙，并不是像我们用肉眼所看到的只有曰、月、星辰和银河系，无论从广度或深度
，无论万景千奇，无论梦幻所见，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如果有条件拿起望远镜，或是通过现代高科技的观测器暸望深空，定会使你惊叹不已，感慨万千。
在未能享受到亲眼直观的乐趣之前，不妨暂时享受一次间接的书面语，亦能达到开阔眼界愉悦心灵的
目的。
　　美国天文科学家最近用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宇宙，已发现1250亿个星系，比过去的估计大约增多
了1450亿个。
这一发现不仅打破了银河系是宇宙中心的旧观念，而且对河外存在少量星系的观点也是一次最大的挑
战。
然而到此仍不是定论，尚待继续观察和发现，惊人的消息将陆续进发。
　　宇宙中的星辰布满了天空，不仅数量多的惊人，就是形状的大小，颜色种类，发光的亮度，寿命
的长短，距离的远近和体态的虚实都有所不同。
若有幸站在观象台上，会令你目不暇接，惊叹不已。
南半天的猎户座是冬季星空的中心，其中有两颗超乎寻常的星体：参宿七是颗极亮的恒星，其亮度大
约相当于60000个太阳发出来的光，不过距离我们太远，感受不到超常的亮度罢了。
参宿四是个体态非常大的星星，直径是太阳的800倍。
武仙座是夏季夜空中的一个庞大的星座，是著名的M13球状星团，其中足有30多万颗星星，它们紧紧
地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直径为35光年球状的巨型星体。
因离我们太遥远的缘故，若用肉眼观看，仅相当于四等星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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