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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  太陽發電機太陽發電機

　　除地球外，在太陽系裏同人類生活有最重大關係的物體莫過於太陽了。它藉著強大無比的引力，發揮安定的作用，使各行星運

動的微妙動力有條不紊；它又藉著能賦予生命的放射作用，防止地球成為冰封雪壓的沙漠。

　　幾年之前，有一位妙想天開科學小說作家假設太陽不發出令萬物溫暖的射線，世界隨之滅亡。他又假設另有一顆星向著太陽系

而來，在附近經過，擾亂了各行星的軌道。這顆星的引力破壞了整個太陽系的微妙的平衡。地球受它拉扯，脫離了太陽的掌握，飄

流於太空的永恆寒冷之中。

　　喪失了從太陽來的製造溫暖的能，地球上的海洋便開始凍結為冰。地球不久便掩蓋在堅固的冰殼子下，空的地方充塞著液體的

氧和氫的水潭，在冒著蒸汽——這是大氣層的可憐殘餘。這些水潭也漸漸凍結成固體。一度碩大無比的太陽表面，縮得只有針尖那
麼大，發出微弱黯淡的光，照在荒涼的地球表面上。再過一個世紀，太陽變成遙遠的眾星之一——不過是一點冷冷的光而已。那時
候，人類用盡了微弱的資源，越來越沒法掙扎終於滅亡。

　　這位科學小說家的悲慘看法，或許永遠不會成為事實。地球繞著令萬物溫暖的太陽而行，是牢靠地依附於它的軌道的。眾星之

間的空間極大，任何兩顆星相撞或貼身而過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但這位小說家畢竟以聳人聽聞的方式表明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是多麼仰賴太陽能持續供應。依這個故事所說，並不是寒冷的殘

酷侵襲使生命滅絕。它說地球上的各國人民老早已經知道他們的前途會怎樣，天文學家還計算過會發生怎樣的事，世上的政治家們

也替人類的生存作了大規模的準備，利用地球內部的熱。世上各國人民穴地而居，深藏地面之下數百碼，頭上的厚巖石層幾乎完全

隔絕了寒冷，保護了世人。但他們終於因饑餓而死亡。沒有了陽光，地球上的植物不能進行製造糧食的活動。生命的永恆循環因而

切斷了。

　　太陽的輻射能是推動一切生命程序的力量的源泉。事實上，它是地球上幾乎一切的動力的最根本源頭。

　　我們駕駛汽車時，是使用著變成了化石的太陽能來推動車輛。油箱裏的汽油從原油提煉出來，原油是在地球表面之下經過千百

萬年的長時期而形成的。無數年代以前，活的有機體享受著令它們溫暖的太陽光線，陽光照射在它們身上，給它們生活並生長的機

會。當它們死亡時，在某些地區它們腐爛著的軀體大量集結，埋藏在沙和淤泥之下，沙泥變為巖石，軀體變成的油逐漸充滿沙粒之

間的空隙。

　　當我們扭開電視機的開關時，又是太陽能在提供著動力。我們城市的供電線路的電能由發電站傳來，發電站將煤轉變為電力。

煤也是變成了化石的太陽能。它是往古的地質時代裏生活過的大量植物的遺體，這些植物使用太陽能構成自己的身體組織，後來死

了，身上逐漸堆積著越來越多的沙和泥。壓力慢慢將它們碳化——成為我們所知道的黑色的、易燃的煤。

　　發電站也可以從堤壩蓄積的水取得能量。這些水也代表太陽能。一年之中的每一天，太陽總要從海水裏蒸發大約一萬億噸的

水，化成水汽，進入大氣層，這鉅量的水，大部分很快就變為雨，落在各洲上。千千萬萬噸的雨水從溪流進入堤壩攔蓄而成的水

庫。壩上有輸水道，水由此連續奔流而下，沖到大渦輪機的葉片上，渦輪機推動發電機，產生電力給我們用。

　　農夫使用風車抽取地下水，流進高處的水箱，由管子流到他的房子裏和穀倉。抽水機由風車推動。風車的葉片由風推動。風由

氣流的運動所致，氣流又是因為陽光給予地面和空氣的熱不均勻所造成：晒熱了的空氣膨脹而上升，冷卻了的空氣則收縮而下沉。

所以追究到最後，是太陽能推動著農夫的抽水機。

　　有時候，鉅量的儲積著的太陽能以集中的、破壞性的方式釋放出來。分析到最後，太陽應該對旋風、颶風、水災和森林火災負

責。我們常常遭受自然力量的悲慘襲擊。我們很難認清這些可怕的力量所發出的能，原來蘊藏在友善的太陽光裏。

　　在地球表面各處發生作用的能的總量中，有小小一部分不是出自太陽。崩塌的巖石順著山坡滾落，它的能來自地球的內部力

量，當初把山脈堆積起來便是這股力量。地震的能也來自地球本身。火山、噴泉和溫泉的來源是地球內部的熱——這種熱有一部分
是由放射作用所產生。最後，潮水的澎湃主要是由月亮推動的；太陽對於潮水的高度只貢獻了大約三分之一的力量。以上所舉各種

能的總和——儘管這每種能都是極大的力量——只佔我們眼前表演著的鉅大能量的一小部分。太陽的射線凌駕其餘一切。

　　每天落到地球上來的放射能的總量大得驚人，但這不過是太陽每秒鐘傾倒到太空裏去的整個能量的極小極小的一部分而已。由

太陽看來，地球只是個微小的點——其體積相當於七百呎以外的一枚小銀幣。因此，從太陽發射到四面八方去的鉅量的能，達到我
們地球上的只有極小份量；幾乎全部的太陽能都失落在無限深遠的太空裏某個地方。

　　太陽佔有極大的空間，光芒萬丈，熱力灼人。在它之外很大的範圍裏，它都是天空中超乎一切的最亮的星。即令在太空裏令人

無法想像的遙遠地方看來，太陽還是一顆看得見的星，儘管不怎麼亮。但是就人類而論，這極大量的能，幾乎全部冤枉浪費掉了，

而且自從太陽誕生以來就已經浪費掉了。

　　地球所獲得的太陽能的份量只佔多麼小的一點點呢？

　　假定太陽供應放射能給我們時不是持續如水流而是放一下又一下，每一下只歷時一秒鐘。這樣，太陽把它所要分給地球的能交

來，只須每七十年裏發放一秒鐘的熱便足夠了。當然，幸虧我們不是這麼一下子取得太陽的熱。若是這樣，地球一眨眼間便會化為

蒸汽，儘管它距離太陽遠達九千三百萬哩。

　　為甚麼太陽會這樣經常不斷地發放出這麼巨大的能呢？原因是它的表面極熱。任何物體若是加熱到高溫度，都會放射相當份量

的能，溫度越高，發出的能越多。甚至於人體也藉輻射作用而發出能：我們的皮膚表面每一平方吋發出萬分之三馬力的能量，全身

就是依這比率而喪失能。一堆燒得熾熱的木炭產生的能量大得多，因為它的溫度高得多：它每一平方吋發出十分之一馬力的能。這



是相當大的能量發放，怪不得許多烹飪野餐的人想烤法蘭克福香腸卻烤傷了自己的手指。

　　至於太陽怎樣呢？在它的表面，溫度超過華氏表一萬度，它可以照每平方吋五十四馬力的比率提供能量。一九六○年美國生產
的電力總量約為八千億千瓦小時。這筆全年生產的能量，只相當於太陽表面上一點點地方——約為十個網球場那麼大——發出的
能。

　　太陽為甚麼可以連續不斷地放射這麼多驚人的巨大能量呢？因為它的表面始終保持極高的溫度。假如我們把一塊燒得熾熱的鐵

抽出火爐，只要過若千分之一秒，鐵塊就冷掉很多。它的顏色很快變為櫻紅色，稍過一會兒便成暗紅色。經過一兩分鐘，它一點也

不發光了。那麼，太陽何以並不冷卻，儘管它以這麼驚人的比率放射掉熱呢？道理當然在於它表面喪失的熱繼續不斷地由它內部提

供的熱補充了。

　　那麼，使太陽發電廠永遠開工不已的火力，不可能是煤炭火那樣的性質。早在一百年前，有人已看出這個道理，並且頭一次用

具體的科學數字把太陽發出的鉅量的能量記載起來。據計算，太陽若是一堆普通的「火」，不可能維持長久，那怕它是由高級的煤

在純粹的氧氣裏燃燒——這是當時已知的最好的易燃組合之一。太陽若是一堆普通的火，即令在有紀錄的歷史的期間也會燒成一大
堆死灰。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知道太陽的歲數決不止幾千年。它以現有的可怕規模發放出能量已有幾十億年了——比一顆完全由煤
或汽油構成的星所能燃燒的年數多一百萬倍以上。在太陽內部，埋藏於深厚的熱氣體層之下的，必定是驚人的能量之庫。

　　若想研究太陽這麼一個龐大已極的物體的內部情況，似乎辦不到。我們怎麼講得出厚達幾十萬哩的熾熱氣體層底下藏著的是甚

麼呢？何況我們距離太陽的表面幾乎有一億哩。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真是了不起，他們儘管遭遇上述種種困難，居然能夠左算右

算，算出太陽深邃的核心裏的情況。

　　指引我們明瞭太陽核心情況的，是件簡單事實，即太陽顯然是個穩定的結構。它既不爆炸，也不因本身的極大重量而坍垮。太

陽有三十三萬個地球那麼重，它的絕大質量，大部分是氫和氦氣，由引力作用維繫成一個巨大的球形。但是，甚麼東西令太陽不致

於坍垮呢？無論怎麼說，氣體總是可壓縮的，太陽最內部的核心必定負擔極可怕的重量，因為太陽的全部質質幾乎都由核心承托

著。我們該認為太陽的內部承受不住這麼大的負擔，只好給壓成固體。事實上卻不是如此。一團受到極大壓力的氣體本身也能向外

發出極大的壓力，因此能承受極重的負擔。

　　汽車實際上是由輪胎裏的壓縮空氣承托住的：它真正是在空氣上面進行的。而且，壓縮了的氣體的負載能力還可以增加。我們

可以增加輪胎內部空氣的密度，只要把更多的空氣壓進內胎的有限度的空間便行；此外，我們還可以增加輪胎內的空氣的溫度。這

兩種辦法都會增加內部的壓力——然而正是「每平方吋多少磅」的輪胎壓力決定著車輛的負載能力。

　　依照這種汽車輪胎的道理，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就能知道太陽內部的一些消息。很顯然，構成太陽身體的每一層氣體都必須能

負擔起它外面各層的整個重量。但這非要每一層氣體的內部壓力都具有適當的數值不可——否則它會給上面各層的重量壓垮。然而
從下面來的壓力也不能夠太大，假如太大，這層氣體受不了，便會把上面各層抬起來，使太陽爆炸了。所以太陽渾身上下內外的壓

力都必須恰到好處。天文學家所必須做的事只是替太陽的每一層氣體設想出適當的密度和適當的溫度，憑這些數值便會構成一個穩

定的太陽——一個既不坍垮又不爆炸的太陽。

　　設計建造太陽是個迷人的玩藝兒，其中只有一件難事，而汽車輪胎的例子將它表示得很清楚。假如胎內空氣溫度高，其密度雖

低也能產生充分的負載力；我們又可以多壓些空氣進胎裏增加它的密度，那麼它溫度雖低，負載力卻樣大。依同樣道理，天文學家

不明白太陽內部每一層氣體應該有多麼稠密、多麼熱。如果他們假定的密度高，溫度可以低些；反之，如果他們要使某一層具有低

密度，只要令它具有較高的溫度就行。

　　不過，以上只是解決這問題的辦法之一而已，太陽的存在清楚地表明了這種情形。我們之所以能找到這個解決辦法，因為我們

知道太陽裏有多少物質。天文學家設計了一層又進而設計下一層時，必須逐步假定其密度，因此當他們終於達到太陽核心時，太陽

的全部物質都派到了用場。如果他們所設計的一層一層的密度增加得太快，就會在外面各層消耗掉太多的物質，最後達到核心時沒

有多餘的物質可資裝填了。反之，如果他們設計一層一層的密度增加太慢，最後又會剩下一些物質無處可用。因此只能有一種解決

辦法，依這辦法斷定的太陽核心溫度把人嚇壞了：高達華氏表三千八百萬度。

　　這個數字的最有趣味的涵義是：溫度既達到這麼高，氫氣就會「燃燒」而發放極大量的放射能。但它是一種特殊的火。它不是

我們通常所見的火，如爐灶、燃燒的木堆或汽油的火。氫受到千百萬度的高熱時會燃起原子之火的破壞性烈焰。

　　溫度達到這麼高時，氫原子的核開始熔化，或粘合起來，組成氫核的簡單粒子便會構成較重的核。每當兩個核熔合時，發出一

下輻射，帶有鉅量的能。這種可怕的原子之火的主要「灰燼」是氦。深藏於太陽核心中的氫，蛻變為氦，釋放出極大量的輻射能。

要有千百萬度的高溫，才能從物質釋放能。

　　五十多年前，著名的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表明物質實在是高度集中的能。寥寥一盎斯（啢）物質裏就蘊藏著極大量的

能。假如這些能都給釋放出來，就會等於燃燒五十多萬噸煤所產生的熱。為產生這麼大量的熱，必須將整個盎斯的物質轉變為放射

性的能。氫在太陽核心的可怕熱力中轉變為氦時，有關的物質有一部分確實喪失了。一千磅氫氣轉變為氦時，所造成的氦的重量只

有九九二磅——因為另外八磅物質已經轉變為放射能。

　　能量之流從太陽核心的熾熱原子爐衝出來，向各方面穿過太陽龐太無比的軀體。後來，放射能之流終於達到表面，填補太陽最

外層不斷失散到太空去的能量。

　　每一秒鐘消耗的氫，達六億噸；但它幾乎全部化身為氦而重現。每秒鐘真正喪失的物質幾乎有五百萬噸。這五百萬噸物質轉變

為放射能，流入太空。但是太陽的質量龐大極了，自地球誕生以來，太陽所消耗的質量不過百分之一點五而已。儘管太陽以人所無

法想像的程度浪費能量，它仍豐富地貯積了巨量的物質，可以在今後千百億年裏不斷轉化為能。人類無須作杞憂，以為太陽會停止

照耀。



　　在熾熱的太陽核心裏燃燒著的火，正是令氫氣炸彈產生可怕毀滅力的那種火。通常的鈾彈或鈽彈（plutonium bomb）爆炸時，在
爆炸中心產生極大的溫度，這麼鉅大的溫度就能使一團氫熔合為氦，並在變化的過程中發放可怕的威力。令人害怕的氫彈就是這麼

爆炸的，它的暴烈性超過普通原子彈一千倍。舊式的原子彈只作為扳機——氫受夠了熱，便自行爆炸。由於氫核只能在受到極高溫
度的情況下轉變為氦並放出能，所以原子物理學家稱氫彈為「熱核武器」。幸好在氫彈爆炸時，只須極短時間，即許多分之一秒，

溫度便會降低，溫度一低落，氫的可怕爆炸便立即停止。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保全氫彈的溫度，因為爆炸太猛烈了，一切東西都給它

掀得不知去向。

　　太陽的核心是一團永遠燃燒的原子之火，相當於一個爆炸著的氫彈的中心。在太陽核心的極高溫度中，氫燃燒不已，因為熱力

不能在一次猛烈爆炸中逃散——它只能慢慢地一點一滴洩漏掉。太陽的身體的極大重量壓住核心，永遠保全住原子爐火。假如太陽
核心的熱得可怕的氣體有拳頭那麼大一團突然逃出了牢籠，它就立即會以氫彈的狂烈力量爆炸起來。

　　太陽的狂暴核心在沉重厚實的氣體之牆團團包圍之中，發出鉅量的原子能。能量衝過深厚的外層，洩漏到太空。太陽的射線在

走向地球的漫漫長途中逐漸變得稀薄了，終於達到地球。我們看到和煦可愛的陽光，一點也不會想到太陽能的發源地具有那麼可怕

的足以毀滅一切的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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