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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茫茫宇宙， 浩浩人海， 真是无奇不有， 怪事迭起，
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和科技神奇奥妙无穷， 神秘莫测，
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捉摸不透。
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 使我们对于

那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和科学现象， 不得不密切关注和
发出疑问。 人们总是不断地去认识它， 勇敢地去探索它。
虽然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达到了很高程度， 但对于
许多谜团还是难以圆满解答。 人们都希望发现天机， 破
解人类的谜团 。 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科学先驱不断奋斗，
一个个谜团不断解开， 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 但又
发现了许多新的奇怪事物和难解之谜， 又不得不向新的
问题发起挑战。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解决旧问题， 探索新领域， 这就是人类一步一步发展的
足迹。
为了激励广大读者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未解之谜， 普

及科学知识， 我们编辑了 “走进科学阅读百科” 丛书，
包括 枟动物奇趣枠、 枟恐龙公园枠、 枟野人踪迹枠、 枟怪兽形
影枠、 枟草木奇葩枠、 枟生物百谜枠、 枟恐龙科考枠、 枟自然奥
秘枠、 枟地球揭秘枠、 枟地理探奇枠、 枟海洋谜底枠、 枟海底探
寻枠、 枟宇宙环游枠、 枟天文奇观枠、 枟空中奇景枠、 枟飞碟追
踪枠、 枟国宝档案枠、 枟宝藏新探枠、 枟考古发现枠、 枟古墓古
堡枠、 枟侦破秘密枠、 枟疑案真相枠、 枟奇案推理枠、 枟恐怖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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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枠、 枟外星生命枠、 枟惊险迷踪枠、 枟失踪之谜枠、 枟史海沉
钩枠、 枟科技前沿枠、 枟科技新潮枠、 枟科学回眸枠、 枟名胜奇
迹枠、 枟兵器博览枠、 枟舰船巡航枠、 枟战机时代枠、 枟军备竞
赛枠、 枟历史见证枠、 枟艺术走廊枠、 枟文化难题枠、 枟人物解
谜枠、 枟人体破译枠、 枟医学密码枠、 枟心理怪象枠、 枟超人特
异枠、 枟人类奇闻枠、 枟趣事轶传枠、 枟奇物怪事枠、 枟奇风异
俗枠。
本套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难

解之谜和科学技术， 集知识性、 趣味性 、 新奇性、 疑问
性与科普性于一体， 深入浅出， 生动可读， 通俗易懂，
目的是使广大读者在兴味盎然地领略世界难解之谜和科

学技术的同时， 能够加深思考， 启迪智慧， 开阔视野，
增加知识， 能够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激发求知的
欲望和探索的精神， 激起热爱科学和追求科学的热情，
不断掌握开启人类世界的金钥匙， 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
前发展， 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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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在沼泽地里的遗宝在哪里

几百年来， 世世代代的英格兰人都无法忘记理查一
世和约翰这两位国王， 但原因截然不同。 人们怀念理查
是因为他和萨拉丁之战中所显示的骑士风度及人格魅力，
而萨拉丁的诚实和侠义， 也被东西方赞誉为侠士风度，
所以他们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和热爱。 人们无法忘记约
翰有两个原因， 一是据说这位不得人心的国王是狼人。
他死后， 当年的僧侣们曾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他们是如
何听到约翰在墓穴里发出声音， 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尸体
掘出来移走。 二是因为他把价值连城的英格兰王室的宝
藏陷在了沼泽地里， 使得后人几百年来搜寻不已、 众说
纷纭。

１１８９年， 理查一世继位后， 封他弟弟约翰为莫顿伯
爵和爱尔兰公爵， 但他要求约翰答应在理查十字军东征
期间不进入英格兰。 然而， 当理查 １１９０ 年启程东征后，
约翰立即违背自己的誓言。 １１９３ 年理查在德意志被拘留
时， 他趁机夺取王位未成。 １１９９ 年理查一世死后， 他终
于成为王位的继承人。
继位以后， 约翰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对外对内争端之

中。 先是英法两国重启战端， 好不容易与法国的战争才
结束了。 １２０６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死去， 约翰反对任命朗
顿为大主教， 因而与英诺森三世发生争吵， 被教皇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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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罚。 这时的英格兰国内怨声载道， 内战终于在第二年
爆发。 １２１５年 ５月叛军占领伦敦， １２１５年 ６月 １５日， 约
翰不得不签字接受贵族们提出的大宪章。
不久战火复燃， 法国路易亲王侵入英格兰。 １２１６ 年，

约翰向教皇表示屈服并向教皇纳贡称臣， 这场纠纷才算
和解。 约翰与教皇重新和解后， 在教皇的支持下， 他开
始了向贵族们复仇的行动。
约翰率领一支雇佣军洗劫了自己的国家， 占领了一

座又一座城市， 只有伦敦能幸免。 在这种情况下， 贵族
们决定向法国求助， 并愿意让法国皇储路易斯登上英国
的王位。 １２１６年 ５月 １２日， 法国皇储带领军队在多佛登
陆。
在约翰占领的城市中， 他建造了 ２０ 多个官邸， 但没

有一个能成为他长久的家， 一年到头， 他总是在每个地
方只待几天。 其全部的贵重物品也都被带在旅途中， 分
装在无数个大箱子里， 在各地不停地辗转。
尽管这位国王一生名声不佳， 死后更多贬词， 但他

毕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高雅的品
味。 约翰最大的特长是鉴赏珠宝， 他收集了很多非常珍
贵的珠宝。 还有， 因为他喜欢到各地游玩打猎， 常年在
各地接触民众， 所以他非常熟悉英格兰国情， 在位期间
司法清明， 国库充盈， 税收和军事都有所改进。
约翰不断地扩大他的收藏品， 在他搜集的珠宝中，

有几件稀世珍品是他在欧洲大陆通过经纪人手中买下来

的。 出于喜爱， 他总把这些珠宝带在身边， 还为此制作
了特别的箱子。 但有时为了安全起见， 他也把收藏中的
一部分分散到全国各地的修道院保管。 但他要求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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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必须非常仔细地在清单中标出。 在他托人保管的珍
宝中有他的祖母、 德国皇帝海因里希五世的遗孀艾姆普
瑞斯· 玛蒂尔德女士加冕时皇权的象征物： 一顶来自德
国的大皇冠， 红衣主教的短袖束腰长袍， 镶嵌着宝石的
腰带， 一块海因里希五世加冕时披戴的真丝幔帐， 一颗
巨大的蓝宝石， 带有金色鸽子的金节杖， 两柄宝剑， 还
有金杯和金十字架。

１２１６年夏末， 英格兰的贵族们终于认识到， 法国军
队不是他们的同盟者， 他们来英格兰的目的只是希望得
到更大的利益， 于是贵族拥护法国军队的越来越少， 约
翰感到机会来临， 便于 １２１６ 年 ９ 月中旬转入反攻， 向那
些把他的东西交给法国人的人进行报复。

９月 １７日， 约翰来到剑桥， 拜访了两座历史悠久的
城堡， 紧接着向林考恩前进， 随后前往诺福尔克伯爵领
地。 １０月 ９日、 １０日， 他停留在沃施河南部 （即今天的
金斯· 雷恩）。

１０月 １１日， 约翰从雷恩前往维斯拜赫， 第二天向斯
维纳海得方向行进。 在约翰到达雷恩城时， 他从各地搜
刮来的战利品已经多得不计其数， 庞大的军队中那些结
实的箱子里珍宝越来越多， 他不得不下令把那些行李留
在了雷恩。
随后， 约翰的随从们接到命令： 为了与国王在斯维

纳海得汇合， 他们要走直接通过维尔斯特雷姆河的路，
并横穿河口， 因为此地的流沙充满了陷阱， 所以极其不
安全。 收集 １３世纪英国历史资料最丰富的编年史大修道
士马特乌斯· 帕里金西斯记下了这一重大事件： “当时渡
河时雾很大， 车辆通过沙地开始步履艰难地穿越这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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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地带， 可能先头部队陷入了淤泥中， 那些很快淹没回
来的水又拦住了他们的退路， 使他们进退两难。” 英格兰
国王约翰本人就在现场， 他眼看大事不好， 便想去找人
求救， 但被靠近的河水逼得退了回来。
这时， 约翰突然发现， 水中的土地突然裂开， 漩涡

把所有一切， 人和马， 卷到了水底。 转眼之间， 这位英
格兰国王不但失去了他的军队、 车马， 也失去了他费尽
心机多年搜集来的所有的珠宝和从修道院储藏室中取出

的贵重物品， 所有的一切都沉入了维尔斯特雷姆河的流
沙中。
据估计这些财宝今天的价值大约为 ２００ 万英镑。 这

位国王本来就得了痢疾， 转眼间就丢失了所有的珠宝，
连急带气， 很快病入膏肓。
克罗克斯顿修道院院长听取了国王的临终忏悔， 并

为他举行最后的涂油礼。 １２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约翰在纽
沃克去世， 被安葬在沃尔柴郡的大教堂。
在以后的 ７００ 年间， 这批王室的宝藏被遗忘在沼泽

地里。
直到 １９０６年 ２月 １５日， 伦敦文物研究者协会秘书约

翰· 豪普做了题为 “国王约翰的行李队伍的丢失” 的报
告， 这才引起公众对约翰遗失物品的兴趣。

枟每日邮件枠 日报的创办者， 同时也是业余考古爱好
者的沃德· 克里夫让他的部下库尔诺克来寻找这段传奇
痕迹。 经过一段周折， 库尔诺克找到了另外两个寻宝者
阿维克多和苏格兰工程师威廉。 威廉曾在荷兰从事过苏
伊德湖的排水工作。

３个人开始进行系统的寻找。 经过几年的调研，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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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 宝藏在地下大约一平方公里左右的矩形范围
内， 但此地已经被湖水淹没很久。 威廉钻了一个孔， 发
现宝藏没有沉到 ２２米深的坚硬的河床底部， 他估计大概
沉到了深度在 １１ ～１２米间的流沙中。

１９２９年底和 １９３０年底英国政府分别颁布了两个寻宝
许可证， 一个在萨顿桥附近； 另外在萨顿附近的一个占
地面积达 ４４０ 公顷的叫做 “东方的萨顿桥” 的地区， 许
可证明文规定， 在扣除寻宝所需的所有费用后， 宝藏的
净利润由王室与寻宝者之间均分。 但令人疑惑的是后来
这事情没有了下文。

１９２９年夏天， 来自巴尔的摩的富有的美国人约翰·
赫特· 博纳获悉此事， 便决定为寻找宝藏筹措经费。 后
来他认识了一位叫庞森拜的人， 并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
委员会的头儿。

１９３２年 １０月 ６日， 他们得到许可证， 有效期限为 ３
年或者干脆直到发现宝藏为止。 两个月后， 他们以 “沼
泽研究界限” 为名注册了一家股份公司， 它的股份投资
为 １０００英镑， 被分成 １０００张一英镑的股票出售。

１９３３年 ６月， 博纳遇到了一个从德国逃亡来的化学
家卡尔· 格拉特维茨， 他向博纳承诺用他自行设计的一
种金属探测器———探矿杖， 可以最快速地定位宝藏， 并
能加快它们的挖掘。 格拉特维茨马上着手进行工作， 经
过到沼泽地实地考察， 他准备要大约 ５００ 英镑， 也就是
相当于现在 １００００ 马克的酬劳。 然后他拿着自制的金属
探测器进行了不同的测量， 这种金属探测器是由一根插
在软木塞上、 两端挂在细线上的针组成的。 ９ 月 １５ 日他
做了如下报告 “在萨顿桥边的一个长 ８ 米、 宽 １ 米的地

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走进科学阅读百科

●

方， 在距离下沉的河床５０码的地方， 至少有２４辆装有银
子和其他货物的车， ２００匹驮着金袋子的马及士兵们， 在
沼泽地里被陷进去， 人数大约在 ８００ ～３０００ 人之间， 这
些车上装的是金子和银子。”
尽管这篇报道引起轰动， 除了博纳在 １９３４ 年春天确

知他事先支付的 ２００００ 英镑早已被花完以外， 寻宝一事
接下来就没有了下文。 不久， 公司解散时， 其财务状况
已经无可救药， 很快在繁多的诉讼官司中走到了尽头。

１９５０年， 英国又成立了 “沃施河研究委员会”， 对
国王约翰宝藏的定位尝试才重新开始。 这个公司把找到
曾经在中世纪用来穿越流沙的黏土堤坝作为它的首要目

标。 这一地带历来就潮湿、 低洼、 多水， 再加上自中世
纪以来这片土地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潮水的
涨落维尔斯特雷姆宽阔的河口变成了干涸的土地； 原来
的那条河也早已消失， 以至于人们根本不清楚， 沼泽地
在哪里结束， 海从哪里开始。
不久， 来自迪肯海穆的电子测量工具专家塔克博士，

在伦敦一家公司的资助下， 研制出一种叫做 “高阻表抵
抗力米” 的在土壤中测量电阻的仪器。 “沃施河研究委员
会” 向塔克博士提出， 用他提供的仪器去寻找黏土堤坝，
塔克博士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１９５４年秋天， 塔克博士带着仪器与他的队伍第一次
前往沼泽地。 他在后来的工作报告中谈到： 约翰国王的
队伍选择了一条比较坚固的浅滩来穿过维尔斯特雷姆河，
这个浅滩直到 １６ 世纪仍被人们使用。 但现代人必须清
楚， 从前维尔斯特雷姆的河岸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沃施
河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已成为流沙。 在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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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研究工作中， 他们对这种特殊的电阻测量法不断地
进行完善。 具体的工作是： 在一条直线上将 ３０ 个电极以
同等间距插入地中， 然后在两个最外端的电极处通过地
面以一个已知电流值， 同时测量中间两个电极间电的差。
因为特殊的电阻通过电极间距的改变而改变， 由于土质
不同从这些变化中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年复一年的
探测中， 他们共用了大约 ３０ 条横线列出了 ２ 平方公里多
的范围， 得到了 １０００ 多个不同的值。 最终证明了这一地
区确实曾经有马车经过。 在所有的测量结果之后， 结论
是， 在约翰王时代确实有一支队伍横穿河口。
后来呢？ ３０年的工作， 难道就为了得到这个结论吗？

“约翰王” 的那些珍贵宝藏到底埋藏在哪儿呢？
也许， 将来我们还会找到那批宝藏， 也许它们会永

远沉睡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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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城” 的宝物在哪里

德国商人、 考古学家谢里曼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希沙
拉克山丘上发现特洛伊古城之后， 又来到了征伐特洛伊
的希腊联军的统帅、 迈锡尼国君阿伽门农的故乡———希
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山谷中进行发掘。 凭着对
荷马史诗的笃信， 以及对公元 ２ 世纪希腊历史学家鲍沙
利阿斯游记中有关迈锡尼的生动描述的深刻理解， 使他
很快地使荷马史诗中的另一名字———迈锡尼成为举世瞩
目的中心。
大约在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左右的早期青铜器时代， 迈锡

尼文明就开始了， 大约公元前 １７ 世纪， 希腊人的一支阿
卡亚人在迈锡尼兴建了第一座城堡和王宫。 据荷马史诗
描述， 兴盛时期的迈锡尼是一个 “富于黄金” 的都市，
以金银制品名扬天下。
现存的迈锡尼城堡位于查拉山和埃里阿斯山之间的

山顶上， 平面形状大致呈现三角形。 城墙由巨大的石块
环山修建， 高 ８ 米， 厚 ５ 米。 西北面开有一座宏伟的大
门， 门楣上立有三角形石刻， 雕刻着两只跃立的雄狮，
这两只狮子雕塑是欧洲最古老的雕塑艺术， 这种左右对
称的雕刻形式显然是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 迈锡尼城堡
的正门因而被称为 “狮子门”。

“狮子门” 内左边有一间小屋， 估计是古代看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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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在 “狮子门” 内侧、 独眼巨人墙以东发现有 ６ 座
长方形竖穴墓， 这些墓葬被包围在竖立的石板围成的圆
圈中， 直径约 ２６畅５ 米， 称为圆形墓圈 Ａ。 在石圆圈中，
共有 ６座坟墓， 这 ６ 座长方形的竖穴墓大小深度不同，
长 ２．７米至 ６．１ 米， 深 ０．９ 米至 ４．５ 米， 墓顶用圆
木、 石板铺盖， 大部分已经坍塌。 ６ 座墓葬中共葬有 １９
人， 有男有女， 还有两个小孩， 同一墓中的尸骨彼此靠
得很近， 这些尸骨大多被黄金严密地覆盖着， 男人的脸
上罩着金面具， 胸部覆着金片， 身边放着刀剑、 金杯、
银杯等； 妇女肩上戴着金冠或金制额饰， 身旁放着装饰
用的金匣， 各种名贵材料做的别针， 衣服上装饰着雕刻
有蜜蜂、 乌贼、 玫瑰、 螺纹等图案的金箔饰件， 两个小
孩包裹在金片之中。
谢里曼发现这批古墓和墓中大量的金银制品后， 他

结合荷马史诗中有关阿伽门农从战场凯旋归来后， 其妻
子和情夫在宴会上趁其不备将这位迈锡尼国君谋杀的传

说， 认定墓中戴着金面具的死者就是从特洛伊战争中归
来的阿伽门农及其随从的遗骸。 １９５１ 年， 即谢里曼发掘
迈锡尼之后 ７５年， 希腊考古学家帕巴底米特里博士发现
了第二个墓区， 称为圆形墓圈 Ｂ， 这个墓区在 “狮子门”
以西仅 １００米之遥， 发掘出来的珍宝完全可与谢里曼发
现的差不多， 而且时代与前者基本相当。 这些长方形竖
穴墓的年代约为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公元前 １５００年， 早于特
洛伊战争的年代， 即公元前 １１８０ 年左右。 显然， 这些墓
证实既不是阿伽门农及其随从的墓地， 也不会是阿伽门
农妻子与情夫等的葬身之所， 而是迈锡尼王族成员的墓
穴， 墓中的死者也是陆续安葬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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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与希腊考古学家约翰· 帕巴底米特里发现圆形
墓圈 Ｂ同一时期英国考古学家韦思等在独眼巨人墙以西、
狮子门之外的地区发掘了 ９ 座史前公墓。 这些圆顶墓均
属于青铜时代中期， 大约相当于公元前 １５００ 年～公元前
１３００年。 考古学家们在墓中发现了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建
筑物、 武器和器物， 从而， 证实了迈锡尼与荷马描写的
世界的密切联系。
在这些圆顶墓中， 最大的一座即是著名的 “阿特柔

斯宝库” （ “阿特柔斯” 是阿伽门农之父）。 这座墓的门
梁是从一块石灰岩上开采下来的， 重达 １２０ 吨， 有 ５ 人
高， 宽近 ５米， 厚约 ０．９米。 迈锡尼人在没有起重机和
千斤顶的情况下， 却能将百余吨重的门梁准确地安置起
来， 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这座墓的主室平面呈圆表， 用黄褐色的石灰岩砌成，

顶部叠堆成圆锥状， 高 １３．７ 米， 底部直径约 １５．２ 米，
地面铺石灰， 北侧山岩内还凿出一方形侧室。 东侧有宽 ６
米、 长 ３６米的墓道， 墓门总高 １０．５米， 门内有长约 ５．
２米的甬道， 重达 １２０吨的巨石即盖于其上， 墓室的四壁
饰以壁画。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认为迈锡尼君主将他们
的藏宝都收藏在里面， 故称之为 “宝库”。
迈锡尼墓掩埋在荒寂的山峦下长达 ３０００ 年之久。 虽

然自公元前 １１００年～公元 １４５３年之间， 多利安人、 罗马
人、 哥特人、 威尼斯人、 土耳其人先后占领希腊， 光临
过这座黄金之城， 但奇怪的是， 他们都未能发现埋葬在
地下的古墓珍宝。
大约在公元前 １２ 世纪， 迈锡尼倾国出兵， 远征小亚

细亚富裕的城市特洛伊， 围攻 １０ 年方才攻陷摧毁了迈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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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等城市。
迈锡尼城堡、 宫殿、 墓葬、 金银制品的发现再一次

证实了荷马史诗的真实性， 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有关
荷马史诗的争论， 但同时也令人奇怪 “富于黄金” 的迈
锡尼并不出产金矿， 而黄金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迈锡尼
城壁垒森严， 固若金汤， 为何屡遭沦陷？ “阿特柔斯宝
库” 的石门梁重达 １２０ 吨， 迈锡尼人是用什么方法将其
安置上去的呢？ 尤为令人困惑不解的是， 迈锡尼的大量
黄金、 珍宝为何在沦陷之后没被人掳去？ 这一个个问题
至今无人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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