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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地想象成一个“大黑窟窿”，其实不然。

所谓“黑洞”，就是这样一种天体：它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

，就连光也不能逃脱出来。 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场将使时

空弯曲。当恒星的体积很大时，它的引力场对时空几乎没什

幺影响，从恒星表面上某一点发的光可以朝任何方向沿直线

射出。而恒星的半径越小，它对周围的时空弯曲作用就越大

，朝某些角度发出的光就将沿弯曲空间返回恒星表面。 等恒

星的半径小到一特定值（天文学上叫“史瓦西半径”）时，

就连垂直表面发射的光都被捕获了。到这时，恒星就变成了

黑洞。说它“黑”，是指它就像宇宙中的无底洞，任何物质

一旦掉进去，“似乎”就再不能逃出。实际上黑洞真正是“

隐形”的，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那幺，黑洞是怎样形成的

呢？其实，跟白矮星和中子星一样，黑洞很可能也是由恒星

演化而来的。 我们曾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白矮星和中子星形

成的过程。当一颗恒星衰老时，它的热核反应已经耗尽了中

心的燃料（氢），由中心产生的能量已经不多了。这样，它

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起外壳巨大的重量。所以在外壳

的重压之下，核心开始坍缩，直到最后形成体积小、密度大

的星体，重新有能力与压力平衡。 质量小一些的恒星主要演

化成白矮星，质量比较大的恒星则有可能形成中子星。而根

据科学家的计算，中子星的总质量不能大于三倍太阳的质量

。如果超过了这个值，那幺将再没有什幺力能与自身重力相



抗衡了，从而引发另一次大坍缩。 这次，根据科学家的猜想

，物质将不可阻挡地向着中心点进军，直至成为一个体积趋

于零、密度趋向无限大的“点”。而当它的半径一旦收缩到

一定程度(史瓦西半径)，正象我们上面介绍的那样，巨大的

引力就使得即使光也无法向外射出，从而切断了恒星与外界

的一切联系“黑洞”诞生了。 与别的天体相比，黑洞是显得

太特殊了。例如，黑洞有“隐身术”，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

它，连科学家都只能对它内部结构提出各种猜想。那幺，黑

洞是怎幺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呢？答案就是弯曲的空间。我们

都知道，光是沿直线传播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可是

根据广义相对论，空间会在引力场作用下弯曲。这时候，光

虽然仍然沿任意两点间的最短距离传播，但走的已经不是直

线，而是曲线。形象地讲，好象光本来是要走直线的，只不

过强大的引力把它拉得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在地球上，由于

引力场作用很小，这种弯曲是微乎其微的。而在黑洞周围，

空间的这种变形非常大。这样，即使是被黑洞挡着的恒星发

出的光，虽然有一部分会落入黑洞中消失，可另一部分光线

会通过弯曲的空间中绕过黑洞而到达地球。所以，我们可以

毫不费力地观察到黑洞背面的星空，就像黑洞不存在一样，

这就是黑洞的隐身术。 更有趣的是，有些恒星不仅是朝着地

球发出的光能直接到达地球，它朝其它方向发射的光也可能

被附近的黑洞的强引力折射而能到达地球。这样我们不仅能

看见这颗恒星的“脸”，还同时看到它的侧面、甚至后背！ 

“黑洞”无疑是本世纪最具有挑战性、也最让人激动的天文

学说之一。许多科学家正在为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而辛勤工作

着，新的理论也不断地提出。不过，这些当代天体物理学的



最新成果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有兴趣的朋友可

以去参考专门的论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