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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世界大发现纪实系列丛书》经过专家学者们长达两
年的编撰工作，终于出版了。其间的酸甜苦辣难以用语
言来表达，但备感欣慰的是，崇尚科学的读者朋友们终于
可以一览为快了。

本套丛书共十五册，它们分别是《拨开宇宙的迷
雾———天文大发现》（上、中、下）、《精彩地球———地理大
发现》（上、中、下）、《自然世界的奇迹———数理化生物大
发现》（上、中、下）、《地下深处的秘密———考古大发现》
（上、中、下）、《神奇分界线———北纬３０度的秘密》（上、
中、下）。人类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不知凝聚了多少人
的汗水和心血，甚至生命。每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都给
人类带来无价的物质或精神果实，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
自然或历史的本来面目。

１９世纪末，在公众甚至科学家中普遍存在一种情
绪，以为能被人们发现和解释的所有事情都已被揭示出
来了。在２０世纪的头５年中，人类终于驾驶着一种机器
飞离了地面，爱因斯坦也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
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努力适应这个神奇无比的世界。２０



世纪的科学巨人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知识，使以前所有
的发现都黯然失色。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发展使人们看待
科学的方式发生了突变。在２１世纪，公众已开始认为科
学突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一些所谓的未来学家自
吹自擂的预言却不以为然。

在人类以往重大发现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中，一些重
大的秘密仍未能得到全解。这些重大秘密中的细枝末节
已使人类困惑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比如说亚里士多
德，他第一个提出了鸟类迁徙的说法。他说对了一些事
情，也说错了一些事情。他所说错的事情却因为是他说
的而延误了人们进一步探究长达两千年之久。现在，我
们也只得到部分关于鸟类迁徙的答案。在另外一些情况
中，现代科学的巨大突破已在不曾想到的领域中遇到了
新的问题和困难。比如，我们对宇宙起源知道得越多，解
释就越抽象，以致许多科学家开始认为他们离神学而不
是科学更近了。

１００多年前，我们对大陆板块漂移一无所知，即使现
在我们也仍无法准确预测由板块运动引起的地震。恰好
在６０多年前，人们首次提出可能存在黑洞。现在，我们
已可推知出它们的存在，但它们的性质却在某些方面更
加让人困惑难解了。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发展就好比吹气球，气球里面是
已知的知识，外面是未知的世界。已知的越多，气球的体
积就越大，它接触到的未知世界也就越广阔。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发现一个规律，发现一个事实，
科学就前进了一步。而发现一种未知的现象，科学也同
样踏着它向前迈进。

科学史是用问号和答案写成的。问号后面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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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后面是问号。而且有时候，答案里面包含着问号，问
号也许就是一种答案。２１世纪科学的发展，往往就是在
问号里面找答案，在答案里面找问号。

发现意味着既拥有一个新的结束，又拥有一个新的
开始。

世界需要发现，人类更需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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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30 度———穿过中国
众多神秘地带

隐含众多谜团的山区———湖北神农架

神农架，在中国湖北省西部的大巴山区。它的面积
有 3200 平方千米，是我国保存比较完好的原始森林之
一。神农架属于秦岭东延部分，海拔差不多都在千米以
上。它的主峰叫“大神农架”，海拔有 3053 米，人们都称
呼它是“华中第一峰”。

神农架古木参天，长着大量的冷杉、华山松、桦、栎等
树。还有珍贵的植物紫荆、青檀、香果树、珙桐树等; 药用
植物有 1200 多种，素称“华中绿色宝库”。神农架的森
林里栖着白熊、野猪、水獭、麝獐、灰铃、金钱豹、白狼等野
生珍禽异兽。神农架不仅有着丰富的植物资源和珍贵的
动物资源，还有着许许多多让人难以琢磨的谜团和奇怪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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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之谜

“野人”，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是在神农架那神话
般的原始森林里时隐时现的幻影。然而，越是梦幻中的
怪影，人们越是好奇，越是想捕捉它，越是抵挡不住它的
诱惑: 这就是“野人”的魅力所在，或许也是古代人之所
以称“野人”为“山魅”的原因。
“野人”，这个令人神魂颠倒的千古之谜，“引无数英

雄竞折腰”，有多少有志之士为之倾倒，梦里寻他千百
度。其中，不仅有黄万波、袁振新、周国兴、李健、刘民壮、

毛光年等这些矢志不渝的专家学者，也有来自全国各地
形形色色、如痴如狂的“野人迷”们。

军队老干部孟庆宝，是郧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他是军队中第一个打报告要求参加野考的。在呈送军分
区、省军区党委的报告中，他写下这么一段话: 我要求野
考，绝不是一时头脑发胀，更不是老昏头了。在西藏平叛
时，我遇到一个姑娘抱着牛伤心地痛哭，牛是死了的。原
来几天前，这姑娘放牛，碰上一个红黑色毛人，一膀子就
把牛打死了。从此，我就想见识见识这个力大无穷的毛
人。后来在竹山县当人武部政委，听说山里闹“野人”，

我义务考察过几次，收获虽然没有传说中那么丰富，但却
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我坚信野人这东西确实存在。

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报告批准了。他不仅是野考队
里唯一的现役军人，而且被任命为“鄂西北奇异动物科
学考察队”政委。老伴知道这倔老头一旦作出决定，九
匹马也拖不回，便未加阻拦，只是叮嘱他: “莫忘了，找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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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要两截竹筒。”

他明白老伴的好意。传说中，“野人”见人就抓住他
的手臂狂笑不已。如果你套着竹筒，就可趁它笑昏过去
时，把手抽出来逃掉。这似乎是防“野人”的好办法。可
他偏偏独出心裁，从保卫科弄来一副手铐，说进山时一半
套在自己手腕上，另一半留着，一旦野人抓住他的手，他
就咔嚓一下铐住它的手，这样即使他自己死了，野人也逃
不掉。他这个活捉“野人”的“绝招”，真叫他老伴哭笑
不得。

去野考队报到那一天，他一早就离开十堰市自家的
花园式两层楼房，拒绝小车送他，而是徒步走了两百多千
米，直奔神农架荒山野林中考察队住的窝棚。

作为考察队政委，他数年如一日，天天在密林中奔来
奔去，寻访野人。考察中，多少次险些送命，连他自己也
说不清。

有一次，孟政委发现一个用十几根箭竹扭成一把编
织而成的圆状的窝，窝内有零星的细软长红毛，窝旁还有
42 厘米长的大脚印。显然，这是大力士“野人”的杰作，

是它睡觉的地方。他欣喜若狂，独自一人在窝边隐蔽静
守了一个多星期。海拔 2000 多米的山野，把他冻成重感
冒:他不得不爬回自己的窝棚。谁知他往窝棚里一躺，就
再也爬不起来。荒野之地，叫天天不应，4 天没吃东西，

奄奄一息。幸亏林区副主任舒家国有事来找他，把他背
下山，乘车送到医院，才捡回他一条命。

1981 年 6 月的一天，孟政委与队员们上山考察，在
箭竹丛中发现奇异动物的脚印。当时天下着小雨，他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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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思想跟踪，与队员们失去了联系。雨越下越大，他全然
不顾，继续考察。这时山洪暴发了。突如其来的洪水把
他卷了过去，又抛下悬崖。凭着高超的游泳技术，他在汹
涌的神农山洪中翻滚了几个小时，最后挂在一棵倾斜的
树杈上才脱了险。

从急流中爬上岸时，他手枪掉了，干粮没有了，鞋子
军帽也不见了，周身碰伤十几处。他迷了路，在山里转了
两天，饿了就吃野草、野果，渴了就喝溪水。他终于昏了
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简陋的木板床
上。有位老人正端着一碗热汤喂他，他喝了一口，顿觉心
里发出一丝暖气。原来是巴东下谷坪板桥的一位老农民
上山砍柴时发现了他，把他从山上背回了家。

老人问他是什么人? 从哪里来? 他从实告知是郧阳
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野考队政委。

老人把这事向公社汇报，公社又通知了派出所。派
出所的人到那里一看，只见他衣衫褴褛，遍体鳞伤，一下
子傻了眼。这哪里是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形象! 他把
老人叫到门外，悄悄吩咐把这个可疑分子监视起来，有情
况赶紧报告。

孟政委失踪了好几天，大家担心他被洪水吞没了，便
报告了军分区。考察队和军分区都派人去寻找，并通知
了周围的公社、公安部门。巴东下谷坪板桥派出所这才
知道老农家的那个人确实是野考队政委，便立即与考察
队联系。

孟政委辗转回到了神农架，他那死里逃生的历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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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时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现在还在继续找“野人”，尽管已离休多年，每年
仍积攒一部分钱，有机会就到那密林中的小窝棚里住上
一阵子。别人劝他: “老孟，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一个人
进山，可要小心呀!”他总是笑着说: “没事，我是死不
了的!”

上海教育学院教师李孜，1979 年加入神农架野考
队，其后 7 年间，8 次进入神农架以及川东林海寻觅野人
踪迹。考察期间，险象环生，数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他立志探索“野人”的奥秘，源于亲戚讲的一个故
事。他年轻时，有个在四川万县当工程师的亲戚到上海
探亲，在他家谈起四川巫山县猴娃的传闻。在一个叫偏
崖子的村子里，1939 年有个妇女生下一个猴娃。刚出生
时，猴娃脑壳只有 8 厘米，浑身浓毛，牙齿出得早，弯腰曲
背，两腿曲着，走路喜欢四肢着地，爬梯子特别灵活。他
不肯穿衣服，穿上就撕下来，冬天也不畏寒。他不说话，

只会发出“呷! 呷!”、“哦哦哦!”的声音，见人就“嘿嘿
嘿”地笑个不停。1960 年，21 岁的猴娃身高 1． 4 米，野性
却有增无减，常常把客人的衣服抓破。家里人怕他闯祸，

便用绳子拴住他。后来，猴娃屁股不小心被炭火灼伤，身
体日见衰弱，终于死去了……

猴娃的传说，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后来他考大学就
学生物学。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便立志要探索“野
人”这个科学谜题。他想，如果能捕获一个“野人”，那无
疑是对进化论的一个最现实的诠释。

1979 年 9 月，他第一次走进神农架。临行前，他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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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说: “神农架的‘野人’如果真是一种介于人和猿
之间的动物，我就打入到他们中间去，做他们的一个
成员。”

他来到刀削斧劈的天门垭，头一晚住在用枝桠叠成
的“窝棚”里，用两个大塑料袋对口套着，人钻进去露出
鼻子、眼睛，这就是所谓的“睡袋”。头一餐吃的是压缩
饼干、野果和树皮。

他与刘民壮、甘明华等 5 名考察队员在大山中转悠
到初冬季节，终于在神农架主峰丛林深处，发现了几百个
一尺左右的奇特大脚印。大家兴奋极了，一起将这些足
迹浇灌了石膏印模。

第二年他第二次进山。当时巫溪县正闹“野人”。

他顾不得寒冬将至快要大雪封山，也顾不得身体疲惫，立
即前往考察“野人”活动情况。

李孜来到与“野人”搏斗过的谢明高家，了解他与
“野人”搏斗的详情，那是一个初冬的上午，谢明高割漆
完工后，背着竹篓回家。他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肩胛被人
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他吓慌了。他的背后一个“野人”
“呷呷呷”地直朝他笑，接着“野人”又用力把另一只手伸
过去，想抱住他。谢明高大惊失色，但此时却欲逃不得，

没奈何，他便与“野人”扭成一团，一齐滚下山坡。幸好
“野人”两腋卡在树桠上，动弹不得。他趁机捡起石块狠
命朝“野人”砸去，“野人”痛得嗷嗷叫，捂住了双眼，谢明
高才得以逃脱。

李孜来到搏斗现场，发现被“野人”践踏而折断的树
枝。他感到不虚此行。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回归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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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自己差点送了命。

事后回忆起这段历险经过，他写道:

在路过一个草深林密的峡谷时，突然一条蛇窜了出
来，咬了我的大腿，两颗毒牙印痕深深地嵌在大腿上。死
亡威胁着我，附近又没有蛇药可解救。眼看就这样等死，

我不禁感慨万千，掏出随身带着的预先写好的遗书，将它
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亲爱的爸爸妈妈，敬爱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这次我
在鄂西北神农架进行寻找“野人”考察工作过程中遇到
了不测，请你们不要过分伤心，因为我是为了祖国的科学
事业而牺牲的……

我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但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忽然
想起一个前苏联探险家在荒野发病时自己动阑尾手术的
故事。我眼前顿时明亮起来。我取出防卫用的尖刀，朝
胫骨旁伤口处狠狠刻去。疼痛使我冒出豆大汗珠，但毒
肉还是没有割下———刀太钝了! 于是我再次提起颤抖的
手，将被毒蛇咬伤的腿肉一小块一小块地剐了下来，尔后
用双手挤出毒血……由于疼痛，我休克了。但是，我终于
战胜了死神，挽回了生命。

几年后，他在神农架再一次遇险。

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他只身来到茫茫无边的林
海之中。他艰难地跋涉到一座山峰的斜坡时，忽然发现
一行奇异的脚印，它拇指外叉，脚底无足弓，足足有 42 厘
米长。据此推断，这个奇异的动物起码有 2． 5 米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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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他循着脚印沿山坡追踪。也不知走了多远，远处的
灌木丛中猛地闪出一个黑影，朝他迅速地走来:在离他约
10 米的地方，那黑影忽地像人一样站立起来。他喜出望
外，差点儿喊出: “啊，野人!”可是，它那一对怕人的黑眼
睛和一双黑手掌，以及一股刺鼻的腥味，使他幡然清醒:

是黑熊! 他当然知道这“熊瞎子”的厉害，但从包里取武
器已来不及了。这时他想起老猎人的叮嘱，遇到黑熊办
法有三:一是原地站立不动;二是微弯腰肢，脸上装笑;三
是俯身伸出双手，做“献哈达”状。他决定原地站立
不动。

黑熊那一双毛茸茸的大爪子搭在他的双肩。他当时
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但他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

依然纹丝不动地站着。这时，他真正领悟到了佛教“禅”

的意境，四大皆空，整个身体仿佛落入了无底深渊: 就这
么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黑熊最终摇头晃脑地离开
了他。
“攀千尺悬崖，下百丈深谷，钻密麻麻的竹丛，闯阴

森森的山洞，在空谷中谛听鸟语，在兽道中辨别路径。”

这就是他描绘的考察队员日常生活图景。为了抓住“野
人”，他首先得把自己变成“野人”。他想出个办法，长时
期不洗澡，以身上的怪味来引诱“野人”。可是，“野人”

并未上当，而他自己却受害不浅。在神农架大森林里，毒
蛇、竹虱、旱蚂蟥、蛇麻草和携带森林脑炎病毒的蛘螨，为
林中“五害”。他身上的怪味特重，招惹了不少蚂蟥和毒
虫。他穿过蚂蟥区时，浑身又痛又痒，伸手一摸，内衣里
竟捉出一条粉笔粗细的蚂蟥。这种山蚂蟥的吸盘特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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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吸在身上拉都拉不下来。只有用“火攻法”，即用点
燃的香烟来烫。他立即脱下衣服，用香烟一下子烫掉下
十几条蚂蟥。

尽管如此。他“衣带渐宽终不悔”。母亲心疼地对
他说: “捕捉‘野人’，希望最多只有万分之一。”他却回
答: “就是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决不退却!”他 30

多岁了，依然没有结婚，而对“野人”却一往情深，情不自
禁地给“野人”写下这么一首仿古诗: “我驻江之头，君住
江之尾;日夜思君君不见，同饮一江水。”

中科院武汉分院的领导同志把他们这些志愿者的情
况向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方毅同志汇报。方毅同
志在批示中鼓励道: “世界上就是要有这样的探索者，否
则就没有哥伦布。”

黎国华，屈原家乡秭归县人氏，他本是神农架林区文
工团年轻的编剧人员。1977 年听了中科院古人类研究
所黄万波关于“野人”的报告后，对野考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第二年，他独自上山找“野人”，结果发现了一长串一
尺长的大脚印。从此，他对神农架存在“野人”坚信不
移，成了名副其实的“野人迷”。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揭开“野人”之谜。于是，他省
吃俭用，买了一支土枪。1979 年 5 月，他谎称“回家结
婚”请了假，其实他连女朋友也没有，而是以此为由背上
土枪上山追踪“野人”去了。一连在山上住了 3 个月，居
然发现了疑为“野人”的粪便及其附近的一个 25 厘米长
的脚印。不久，他正式报名参加野考，成了刘民壮属下的
野考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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