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火星
、

金星的视运动到
‘

旧心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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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仅为火星公转轨道的 #∃ %&
,

地球跑到了火星

的 前 面
,

这就 是 火 星视 运 动 中的 第一 次
“

逆

行
” ∋

同样 当地球即将完成第二个公转周期之时

也恰巧是火星即将完成第一个公转周期之时
,

地球又在公转的最后 (∃% 周期中跑到了火星的

前面
,

以完成第二次火星冲 日
∋

哥 白尼这张火星视运 动图 �图 (∀
,

就是在

合 日 �太阳在地球
、

火星之间时 ∀前后顺行
,

在冲

日 �地球在太阳
、

火星之间时∀前后逆行
∋

在逆

行变顺行和顺行变逆行之间空中留停不动的样

子就是
“

驻 留
” ∋

火星每周 ) 次逆行
∋

木星 ∗)

次
,

而土星则达 ∗# 次之多
∋

这就确定了地外 #

颗行星的顺序
∋

、,,

∗+ 世纪 ∗� 一 % � 年代
,

是
‘

旧 心说
”

形成和发

展时期
∋

哥白尼对火星
、

金星视运动的研究
,

是

确立
‘

旧 心说
”

的线索和依据
∋

大家知道
,
水星和金星只出现在拂晓和傍

晚的地平线附近
,

从来不 出现在顶空
∋

因而我

国古代称水星为
“

辰星
” ,

称金星为
“

启明
” 、 “

长

庚
” 、 “

太 白
”

星
∋

它们都有盈亏和
“

逆行
”

现象
∋

但火星
、

木星
、

土星却总是以恒星为背景缓慢地

由西向东越过南天顶空
,

而这种向东 的移动不

时受到阻止和倒向
,

且在回复其正常向东方 向

之前
,

先由东向西经过一个短距离
,

这就是行星

的
‘’

驻留
”

和
“

逆行
” ∋

这种天象在哥白尼之前始

终是不解之谜
∋

哥白尼为拯救
“

天象
” ,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

和慎重的批判精神
,

在可靠的观测事实和几何

论证的基础上
,

建立起
’
‘

日心说
”

这种新的宇宙

体系的理论
∋

《天体运行沦办第 % 卷中指出 , “

如

果我们 设想地球也有某种运动
,

那么这种运 动

看来是一种类似的但方向相 反的运动
,

它影响

地球以外的一 切事物
,

仿佛我们经过它们
∋ ”

事

实上
,

哥 白尼首先是 对火星的视运动进行了详

细的观察和分析
∋

哥白尼观测到 , 在地球上每年都 可以看到

一次火星
“

逆行
” ,

而在每两年 中看到 的火星这

两次
“

逆行
”

中间要隔 % ) 个月左右
,

往复 不止
∋

如果假 设火星 在紧靠地球 的外侧 围绕太 阳 运

动
,

公转周期是  & ! 天
,

既大约是地球的两倍
,

就能解释火星路径上的这种振动 �逆行 ∀仅仅是

由于地球轨道运动才使地球 上的观察者看到的

现象
∋

天文学 中规定 , 当太阳
、

地球
、

火星顺次排

成一 直线时为火星冲 日
∋

显然在冲 日以后的 #

个月中
,

地球公转为地球轨道的 ∗∃%
,

而火星公

我们看到的火星变动路线

、 、老罗了野泌 一 尹
攻 星的机道

在《天 体运 行

论》第  卷 中 的 太

阳
、

金星
、

地球图 �图

)∀ 为 , 金 星 − 和地球

. 在 以 太 阳 为 中心

的 共 面圆 上 运 动
∋

设地球 . 点 保持 静

止
,

而金星从 / 点匀

速 旋 转 到 −
、

0
、

−’

点
∋

从 . 画金星轨道
图 )

的两条 切线 .− 和 百尸
,

则金星仅在角 尸 .− 内

往返
,

这正是金星随太阳早晚出现在地平线附

近的原因
∋

哥白尼又发现
,
从 . 看去

,

− 与 1 形

成最大角距离 2 后就有一段逆行且伴有盈亏现

象
·

故
“ 金。, 二 %&

。

时
,

�2 水 , 二 ) &� ∀ 3−
二

4卷 +期 �总+# 期 ∀



32 56 2
∋

设 1. 二 ∗
,

则 1−
二 35 6 2, 显然水星和

金星是两颗地内星
∋

东

长庚星

精华 7 第 ) 卷介绍天体运动的数学原理和方法 7

第 # 卷是恒星表 7 第 % 卷介绍地球的绕轴运动和

绕 日运动毛第 + 卷论述月球 7第  卷是关于行星运

行的理论
∋

“

日心说
”

不仅以对地心理论的否定而引起

人类宇宙观的重大变革
,

同时也直接导致了整个

自然科学从宗教侄桔中解放 出来
,

并大踏步前

进
∋

所以人们把《天体运行论》正式发表的 8 +%#

年作为近代科学开始的标志
∋

地球

一
图 #

深人分析可知 , 金星公转周期为 ) )+ 天
,

当

丑乡9在一直线上
,

太阳淹没了金星的光辉
,

地球

运行一个月是公转轨道的 : ∃ ∗)
,

而金星却前进

) ∃ 巧
∋

从运动的地球上看正是金星上合期为顺

行 �如图 #∀
∋

从行星
、

地球和太 阳连线 的夹角

看
,

因行星距太阳大约 ∗+
。 ,

升落时差为 ( 小时
,

因而处在太阳东面约 % �� 的金星
,

升起和没入地

平线 比太阳迟约 # 小时
,

这就是傍晚看到的
“

长

庚
”

星
∋

反之
,

当 1/ . 在一直线上
,

一个月后恰为

金星下合时期的运动
,

称为逆行
∋

在太阳西面约

% �
“

的金星先升先落 # 小时
,

即为只能在黎明前

后看到它的
“

启明
”

星 �如图 %∀
∋

同样
,

水星与太

阳升落时差为 ( 个多小时
,

加之地平线附近云层

较厚
,

就难看清它了
∋

鼻然哥白尼
“

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迟疑不

决
”

过
,

但他终于排列出太阳系中行星的位置顺

序
,

展示在他著名的宇宙图中 �参见 图 +∀
,

并给

出了表 ( 中的一些测量值
∋

∗ +# # 年哥白尼完成

了《天体运行论》 卷手稿
, 第 ∗卷是宇宙概观

,

说

明宇宙总结构和
“

日心说
”

的基本思想
,

为全书的

;∋)

西
启 明星

、

地球

友恒 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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