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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了解月亮的秘密亮的秘密
好书荐读

《月球简史》

【英】大卫·M·哈兰德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

长久以来人类对月球认知的发
展历程：从古典时期哲学家们
的各类学说，到科学家们凭借
望远镜和数学知识确定了月球
的地貌特征和月球运行的规
律。太空时代到来后，随着各
种日益复杂的空间探测器绕月
飞行，对月球表面进行测绘，
人类开始了解月球的背面。美
国的“阿波罗”计划取得了胜
利，人类成功登月，不少国家
相继加入月球探测活动中。

本书融合了天文、地理、
地质、遥感等知识，介绍了月
球上的地形、地貌以及月球的
起源理论，展示了人类数个世
纪以来如何揭开月球的神秘面
纱的，并期待着能够建立一个
有人生存的月球基地。

《月球上的一天》

【日】山本省三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月球，这颗离我们最近的

天体，从古至今为我们带来了
无数故事，人们对它充满了好
奇。探月一直是我们人类的梦
想，梦想有一天我们能在这颗
卫星上生活。如果我们真的生
活在月球上，又会是什么样的
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小主人
公在月球上的一天，了解月球
知识，体会不一样的月球生活。

《我要月亮》

【意】安德烈·瓦伦特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要月亮》是为了纪念人

类登月 50 周年，意大利“安徒
生奖”年度插画作者、教育类
图书奖获得者、天体物理学
家、代表欧洲初次登上国际空
间站的宇航员，共同为孩子们
奉上的精彩绝伦的月亮科普与
人文畅想。绘本中以月亮为主
题创作了三篇童话故事：可爱
有 趣 的 寓 言 故 事 —— 奶 酪 月
亮；充满童话色彩而又专业的
行星介绍——不一样的行星；
月球居民对地球的“一探究
竟”——地球上的月球居民。

《月亮：从神话诗歌到
奇幻科学的人类探索史》

【德】贝恩德·布伦纳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贝恩德布伦纳跨领域

创作，将科学知识穿行于文化
历史之中。这本关于月亮的
书，向人们讲述了这个布满岩
石的寒冷小卫星是如何成为人
类文化长河中浪漫而神秘的母
题，又是如何引领科学步入太
空，直至广袤的星际。

《月球上的炊烟》

昱天虹 著
九州出版社
当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逐

步走向衰亡，我们该何去何
从？科学家们能否凭借科学技
术将月球改造成人类的第二家
园，让月球上升起袅袅炊烟？

著名生化专家郁士贵从生
化学的角度，以其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人
类征服月球的瑰丽画卷。

《环绕月球》

【法】儒勒·凡尔纳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美国巴尔的摩城大炮俱乐

部的主席巴比凯恩、尼科尔和
米歇尔·阿当乘俱乐部发射的
炮弹，到月球去探险。由于途
中遇见一颗在太空游荡的火流
星，它的引力使炮弹逸出轨
道，无法抵达月球。

三位旅行家将自己的危险
处境置之度外，仔细地观测月
球的面貌，并做了笔记。他们
乘坐的炮弹因本身的速度太
大，最后飞往月球和地球引力
相等的死寂点的另一边，向地
球降落，坠入太平洋，三位旅
行家被一艘军舰救起，并受到
人们的热烈欢迎。

《月球秘密》

【德】埃里希·于波拉克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月球绕地球公转已经持续

了数十亿年，而人类观察月球
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
前。在古代，人们将它看作天
上的神灵，并梦想有一天可以
踏上这一毗邻的世界。我们的
祖先根据月球由蛾眉月至满
月的周期性变化，制定了最
初 的 历 法 。 相 对 于 其 他 天
体 ， 月 球 和 地 球 挨 得 很 近 ，
所以在空间、大小和地貌方
面，它是人类最先开始研究
的天体。

本书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
宇宙中的这位邻居，以及其他
行星的卫星。

《太空课堂》

王依兵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太空课堂》（全三册） 采
用绘本形式，把天文知识融入
十几个轻松的小故事中，利用
拟人手法塑造了森林王国中的

“大象老师”“卷尾猴”“尖耳
猴”等动物形象，通过他们的
对话讲述青少年关心的天文知
识，主要包括：地球、太阳与
恒星、月球、水星、金星、火
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
王星，以及银河系天体等相关
科学知识，启发青少年思考和
观察世界。

晚综

12月1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12月2日4时53分，嫦娥五号着陆器
和上升器组合体完成了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这段时间，关于嫦娥五号探月的新
闻频繁登上热搜。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关于月亮的科普书，了解这个美丽的星球。

现代人知道月圆月缺是
地月运动形成的现象，古代
人也早就观察到了月亮这种
周而复始的变化，并把它记
录在诗词文章中。

月相
日耀生光，盈亏有序

“月本无光，犹银丸，日
耀之乃光耳。”

——沈括《梦溪笔谈》
宋代学者沈括精研天文

物理，在其代表作 《梦溪笔
谈》中生动诠释了月相圆缺
的原理：月球自身不会发
光，太阳光照在上面才让它
明亮起来。时日推移，日月
之间位置变动，照射区域不
同，人间就有了视觉上的盈
亏变化。

现在我们知道，月相圆
缺确切来讲，是太阳、地
球、月球三者之间相对位置
规律变动的结果。地球自转
一圈的周期为一日，月球绕
地球公转一圈的周期为一
月，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
周期为一年。地球自转催生
昼夜更替，月球公转出现月相
盈亏，地球公转及黄赤交角存
在造成四季变化。年月更迭，
周而复始，毫不留情将一代代
人湮没进历史的洪流中。

通常来讲，月相变化分
为八段，依次是新月、蛾眉
月、上弦月、凸月、满月、
凸月、下弦月、残月，接着
又到了新月。一个周期称为
朔望月，时长为一个农历
月，平均29.53天。

白居易《暮江吟》中的“可
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
弓”写的是蛾眉月。黑月过
后，月球向东公转，位于太阳
东边，西月面被照亮。“一道残
阳铺水中”之后，夜色渐浓，镰
刀形蛾眉月悬在西方天空，
凸面朝西。“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则写的是满
月，农历十五、十六，月球
运行到太阳对面。日落月
出，整夜可见。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东
汉时期，先贤们就认识到月

球运动影响海潮涨落。《论
衡》记载：“涛之起也，随月
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这
在世界古天文史上有前瞻意
义。新月的朔日和满月的望
日牵动潮汐涨涌，朔日往东
上涨，望日往西上涨。

月食
蛤蟆啖月，血月吐焰

“月形如白盘，完完上天
东，忽然有物来啖之，不知
是何虫。”——韩愈《月蚀诗
效玉川子作》

唐 代 诗 人 卢 仝 曾 挥 毫
1677字描述月全食现象及过
程，其中有“望日蚀月月光
灭”之语。

在古人看来，太阳和月
亮是天地阴阳变数的“操纵
者”。日月光灭可不是一件非
同小可的事儿，十有八九是

“妖物作祟”，于是民间涌现
出“吴刚伐树”“蛤蟆吞月”

“天狗食月”这些传说。一旦
月食发生，便敲锣打鼓驱赶
啖月的妖物，从 《鹊桥仙·
月蚀》中“锣筛破了，鼓擂
破了，谢天地早是明了”词
句中可见一斑。

月食中发生概率最低却
最为壮观的要数月全食，可
一睹“血月吐焰”的奇绝景
象。“血月”在信奉“天人感
应”观的古人眼里是大凶之
兆，需通过“月变省刑”化
解。从现代科学视角看，“血
月”其实是地球大气层作用
的结果。月全食时，太阳光
经过大气层，像通过三棱镜
一样发生色散，只剩波长较
长的红光穿透过来，偏折到
月面上，月球被染成暗红或
红铜色的“血月”。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月
食和月相两类天文现象观测
起来非常便捷，目视或借助
天文望远镜均可。无论是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的古时，还是全民共赏“超
级月亮”的今朝，人们对这
位“近邻”的关注未曾挪
移，而视角将更为纵深。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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