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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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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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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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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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

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奥秘，人类从未停

止过猜想和探索。２０世纪初，一位气象学家的一次“直

觉的闪光”和他进而提出的一个地球科学的“假说”，引发

了一场被誉为“对地质学的影响可以和达尔文在一个世

纪前对生物学产生的影响相比拟”的地球科学革命。

１９１０年初，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因病住院，一连躺

了好几天，觉得有些无聊，于是抬头看对面墙壁上挂着的

一幅世界地图，看着看着，他的头脑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奇

妙的问题：为什么大西洋两岸大陆的弯曲形状竟如此相

似呢？沿着北美洲的东海岸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凹形

地带，恰好能镶嵌欧洲西海岸到非洲西海岸的凸形大陆，

而巴西的亚马逊河口大陆突出的部分，则刚好可以填入

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湾。

细看一下，巴西海岸每有一个海湾，非洲就有一个相

应的突出部分。难道世界的各大洲原来是一整块原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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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破裂了，经过长期的漂移才形成今

天的样子？不，不可能，这或许只是一种巧合。魏格纳随

即丢开了在他当时看来“并不认为有什么重大意义”的

念头。

１９１１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会，魏格纳在一本论文集

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根据古生物的证据，巴西与非洲间

曾经有过陆地相连。这段文字记载促使魏格纳去证实自

己最初“直觉的闪光”，从大地测量与古生物学的范围研

究地壳构造运动，进而提出大陆漂移的假说。

魏格纳之前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也曾同样由于

看地图或其他原因产生过类似的想法。例如，１７世纪培

根和普莱赛特论述过新大陆和旧大陆曾经连接的可能

性；１８世纪布封根据大西洋两岸生物的亲缘关系，认为

两岸的大陆原来是拼合在一起的；１９世纪佩利格里尼、

考斯渥则、南森、贝汉诺夫、洪堡和修斯都提出过大陆漂

移、地壳大规模水平运动的想法。早期的世界地图已清

楚地表明非洲和南美洲相对海岸线的“锯齿状拟合”。

１８０１年，洪堡及其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大

西洋两岸的海岸线和岩石都很相似。魏格纳首先提出，

应该用深海中的大陆坡边缘进行大陆拟合。凯里证明，

两个大陆的外形在海面以下２０００米等深线几乎完全可

以拟合。布拉德等人借助计算机计算，发现无论用１０００

米或２０００米等深线拟合的结果差别不大。复原拟合工

作证明，各大陆可以通过复原形成一个超级大陆，即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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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所命名的“泛大陆”。泛大陆是由冈瓦纳大陆（南方各

大陆加上印度）和劳亚大陆（北美和欧亚）组成的复合古

大陆。

然而在魏格纳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把大陆海岸对

称性作为科学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证。当魏格纳怀

着激动的心情把这一大胆的想法告诉自己的恩师柯彭教

授时，却被教授打断了：“你对地质学是没有发言权的，还

是把精力放在自己的本行气象学研究上吧！”

作为汉堡大学的著名气象学家，柯彭教授对与气象

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地质学也颇有研究。他很清楚，在地

质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历来是海陆固定学说。按照

这种学说，地壳分为两个基本的构造单元，活动性强的地

带叫地槽，比较稳定的叫地台。地壳运动以垂直升降为

主。各地段虽然可以上升为陆或下降为海，但它的位置

基本上固定不变，没有大规模的水平运动。由活动性强

的地槽转化为比较稳定的地台，是地壳运动的普遍规律。

１００多年来，这种固定的地球观，垄断着地球科学领域，

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强大传统势力。

柯彭教授本想以此打消魏格纳的猜想，没想到却使

魏格纳更受激励，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一旦认准目标，便勇

往直前，即使要冒离经叛道的风险，也决不回头。从

１９１１年秋冬开始，魏格纳在继续从事气象学研究的同

时，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了还很陌生的地学领域。他

穷搜博览，从各大洲之间以及全球范围的联系中进行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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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追索，在浩繁的地学资料整理和对比中，寻找大陆漂

移的重要证据。在这个过程中，柯彭教授虽然仍批评他

“不务正业”，但却不断地为他收集资料提供方便。

１９１２年１月６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地质学会上，

魏格纳做了题为《从地球物理学的基础上论地壳轮廓（大

陆与海洋）的生成》的讲演，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四

天以后，他又应邀在马尔堡科学协会做了题为《大陆的水

平位移》的讲演，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新活动的地球观念：

在古生代地球表面，只有一个统一的大陆，叫作泛大陆。

在它的周围是广阔的海洋，叫作大洋。２．２５亿年前的中

生代以来，由于太阳与月亮的引力和地球自转产生的离

心力的作用，原始的泛大陆分裂成几块，并做水平漂移，

逐渐形成现在的海陆面貌。

魏格纳的讲演，犹如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阵狂澜，立

即引起了德国地质学界的震动。在那段时期，几乎所有

的地质学者都在议论这一假说，有人振奋，有人惶恐，有

人赞同，有人责难。为了给大陆漂移说寻找更有力的证

据，魏格纳于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３年做第二次横跨格陵兰岛

的探险，并苦苦思索了许多理论方面的问题。

从格陵兰岛回来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魏

格纳应征入伍，他的研究计划被迫中断。也许是命运之

神的安排，魏格纳在作战中受了重伤，回到后方疗养，大

陆漂移这项伟大的研究又回到了身边。１９１５年，世界大

战的炮声尚未停息，震惊全球的不朽之作《海陆的起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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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了。

南美洲、北美洲、欧洲、非洲拼合图

在书中，魏格纳综合了地貌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

古生物学、古气候学等方面的知识和事实，从不同学科的

角度，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大陆漂移的观点和论据，形成了

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如果大西洋两岸边缘以往真的是曾经连接在一起

的，那么其他地质结构就必然是相吻合的。为了证明这

种吻合，魏格纳对大西洋两岸的地质结构进行了仔细的

比较，发现其岩层和褶皱结构确实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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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马达加斯加、非洲之间，以及澳大利亚与南极洲之

间的地层构造中，也找到了相似的对应关系。在魏格纳

描绘的一幅大陆漂移模式图中，有一块“联合古陆”，它恰

好把今天的南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南极洲和澳洲加

上印度古陆，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由于大陆在分裂时

发生玄武岩浆的大规模喷射，这些地区形成了不少独具

特色的金属成矿带。例如，今天非洲的安哥拉和南美巴

西的成矿带，要把它们拼起来，那就都在一个条带上。总

之，这种地质构造的一致性绝不是局部的、偶然存在的，

而是全球性和普遍性的存在。

魏格纳首次提出大陆漂移观点时，许多证据来自他

对古气候的研究。他注意到，各大陆上存在某一地质时

期形成的岩石类型出现在现代条件下不该出现的地区：

如在极地区分布有古珊瑚礁和热带植物化石；而在赤道

地区发现有古代的冰层。运用将今论古的原则，魏格纳

把冰川活动的中心放在当时的旋转极附近，而珊瑚礁和

蒸发岩分布的地带放在赤道附近，用这种方法确定了各

大陆当时的古纬度。对古纬度和现代纬度的比较，魏格

纳得出了大陆漂移的结论。

魏格纳认为，大陆漂移对现代由海洋分隔的各大陆

上动物群和植物群的显著相似性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使

魏格纳和以后的调查者们获得深刻印象的一些例子有：

南美和非洲都能见到的具有类似蝾螈的骨骼构造的淡水

爬行动物中龙，它不可能游过大洋；大西洋两岸的古生代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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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无脊椎动物化石组合很相似；南极洲三叠系中有许

多陆生爬行动物的化石在其他大陆上同样存在；二叠纪

舌羊齿植物群（一个独特的植物组合）的种子蕨化石，见

于南方的各个大陆和印度。古生物学的证据曾引起过人

们纷纭的争论，迪茨在１９６７年就人们争论的证据发表了

一篇评论，其中还引用了一些霍尔登所作的饶有趣味的

图群。

如今，这些争论都已是历史的陈迹，从这里我们可以

见到，以旧框架收集新事实只是徒劳，用旧理论去解释事

实又往往导致荒谬。

南美、非洲、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地层两两相似，使魏

格纳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大西洋两岸所共有的地质现象

更加证明这两块大陆曾经是连在一起的。

在北大西洋两岸的两块大陆，有一条非常重大的古

山系，被称为加里东山脉。如今在大西洋东岸的挪威看

到的是山系的西段，这条山系通过爱尔兰以后似乎淹没

在大西洋下。可是在加拿大的纽芬兰则有一个古山系仿

佛从大西洋里爬上来，它和欧洲的加里东山脉有许多相

同之处。这个在北美出现的山系被称为老阿巴拉契亚山

脉。魏格纳认为北美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曾一度和欧洲的

加里东山脉相连。如果把大陆拼合在一起，就形成一条

连续的山系。

岩石中含有磁性矿物，在地球磁场的影响下，岩石形

成时就受到磁化，从而保存了它们形成时间和地点的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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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磁场方向的古地磁记录。通过对岩石所记录的古磁场

的倾向和倾角的测量，可以计算岩石形成时地球磁极的

位置。

人们从各个大陆不同时代的地层里测出几千个古磁

极的位置，连接任一大陆不同时期的古磁极的线，就是那

个大陆的视极移曲线。将各大陆视极移曲线比较，调整

的结果表明，在２亿年前的所有大陆曾是一块共同的大

陆———泛大陆。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则是古气候的资料。２０世纪

初，无论是在澳洲、印度，还是在南部非洲和南美洲，都发

现了大约３亿年前古冰川的遗迹，就连南极洲也发现了

类似的古冰川泥砾。假如把这些在今天看来分散在四面

八方的古冰川遗迹放在这张“联合古陆”的拼图上，就会

发现它们竟然会集中在一个不大的地区。原来，当时这

个地区就是寒冷的极区，而那时的欧洲气候却比较温暖。

古代气候和今日气候相比是如此不同，这只有从大陆漂

移的假说中才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以前大陆之间的直接连接，在生物学方面的证据极

多，大陆漂移说最初就是从古生物学的事实中受到启发

的。一切生物都生活在它所适应的特定环境中，故科学

家们可以通过古生物化石来了解过去存在过的地理环境

条件。例如，从古珊瑚礁的分布情况可以知道３．５亿年

以前在北美洲东部和欧洲西部，曾经存在完全相同的具

体环境。令人惊奇的是，这两个大陆的珊瑚礁中，不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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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环球航行路线示意图

有完全相同的珊瑚种，而且所含的其他海洋生物和江河

生物的种类也完全相同。这一事实说明这两个浅海区在

过去是直接相连的。早在１９世纪末，博物学家们就已经

发现各洲具有相同化石种属的大量实例，并据此得出结

论：认为美洲、非洲、印度、大洋洲和南极洲之间，在很长

的地质时期中存在过非常广泛的陆地联系。

作为新地球观的经典之作，《海陆的起源》一出版就

轰动了德国和欧美地区。它以惊世骇俗的观点，从根本

上改变了１００多年来人类对地球表面海陆分布与起源的

认识。短短几年间，这本书便被翻译成英、俄、日等多种

文字，传遍了全世界。十多年中，几乎所有的地学会议、

报纸和杂志，都在传播、议论这一学说。一些明智的学者

已经敏锐地洞察到它的伟大意义，认为“这一理论一经证

实，它在思想上引起的革命，堪与哥白尼时代天文学的革

命相媲美”。

然而，正如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所说的那样，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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