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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九世纪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儒勒·凡尔纳被誉为 “科学幻

想之父”。 他生于 １８２８ 年 ２ 月， 逝世于 １９０５ 年 ３ 月。 一生写了

上百部 （篇） 科学幻想小说， 其中长篇小说就达 ６４ 部， 总字

数达到七八百万字。 其主要成就是完成了一套科学幻想和冒险

小说， 总名为 《在已知和未知世界中奇妙的漫游》， 内容包括

从地球到宇宙空间， 从地质、 地理到航天、 航海等等， 简直包

罗万象。
凡尔纳的作品流传甚广， 多少年来， 已被译成 ５０ 多种语

言文字出版。 经常被改编成电影、 电视、 连环画等， 读者遍及

世界各地， 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喜爱。
他的作品故事惊险， 情节曲折， 文笔清新。 他超越时空的

想象力， 大胆而新奇， 神秘浪漫而又具有科学性， 简直达到了

集天地于一纸， 化时空为一文， 纵横捭阖， 逍遥自由地遨游于

茫茫宇宙， 引领着人们不断赶超未来世界。
列夫·托尔斯泰曾高度评价道： “凡尔纳的作品简直其妙

无穷。 我在成年读它时， 都使我大开眼界， 他的构思非常新

颖， 情节十分引人入胜， 他是一个天才的大师。” 在他年迈力

衰的老年， 还亲笔为凡尔纳 《八十天环游地球》 作插图。
高尔基认为凡尔纳的作品 “完全有资格列入世界文学名著

的行列。”
美国总统罗斯福、 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 在百忙之中读

凡尔纳作品时， 都被深深吸引，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给予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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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评价。
凡尔纳去逝时， 人们曾高度评价： “凡尔纳是科学界的文

学家， 又是文学界的科学家。”
正是凡尔纳把科学与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 才使他的作品

产生了无穷的魅力。 他不愧为科学与文学的大师， 其作品具有

永恒的魅力。
凡尔纳被世界人民称赞为 “科学时代的预言家” 在那个时

代， 他就在作品中描绘到巴黎具有全自动的地铁系统、 低噪音

的汽车和电力照明系统等， 在他作品中还 “发明” 了潜水艇、
电报、 电视、 飞机等。 后来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自己是受凡尔纳

作品的启示， 才走上了科学之路， 比如潜水艇的发明者之一西

蒙·莱克、 无线电发明者之一马科尼等科学家， 发明了凡尔纳

在作品中幻想的东西。
凡尔纳的许多名篇佳作如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海底

两万里》、 《地心游记》、 《神秘岛》、 《烽火岛》、 《气球上的五

星期》、 《八十天环游地球》、 《从地球到月球》、 《环绕月球》、
《蓓根的五亿法郎》、 《喀尔巴阡古堡》、 《征服者罗比尔》 等，
在十九世纪初就被鲁迅、 梁启超等前辈翻译介绍给我国人民。
后来， 关于凡尔纳的翻译和编译作品陆续出版了许多， 深受我

国读者喜爱。
在当今世界， 以凡尔纳的大名命名的科学奖已成为世界性

的科普大奖， 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仰慕。 凡尔纳的作品已成为

发展科学技术、 幻想未来、 推进时代进步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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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海上怪物

沿海的居民一定不会忘记， １８６６ 年， 海上发生的那

件奇特、 神秘而又无法解释的现象， 在海上行驶的许多

大船都看到一个庞然大物， 形状像梭子， 有时还会像闪

电般发光， 快起来像一阵风似的。 虽然很多生物学家在

看了所有航海日记的记载后还对此有所怀疑， 但舆论界

则甚为关注。

１８６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在澳大利亚海岸东边 ５ 英里处，

人们当正准备测定这个怪物的位置时， 这个莫名其妙的

家伙猛地喷出两道水柱， 哗地射到 １５０ 英尺的高空。

而在三天后， 印度———太平洋气船公司的克币恩托

巴尔哥郎号， 在 ７００ 公里以外的太平洋也看到了它， 认

识到这个类似鲸鱼的神秘怪物速度是何等惊人。

以后又有同样消息不断传出， 当时， 真地震惊了整

个世界。 尤其是在英国、 德国和美国， 民众更投入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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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关注， 甚至在讨论中逐渐在学术界分成了两大派系

———存在派和否定派。

后来， 这种议论也似乎慢慢平息了下来， 但到 １８６７

年 ４ 月， 又一件怪事引发了再次哄动。

４ 月 １３ 日， 在西经 １５ 度 １２ 分， 北纬 ４５ 度 ３７ 分的平

静海面上， 著名英国苟纳尔邮轮公司的斯各脱亚号正在

破浪而行。 当下午 ４ 点 １７ 分时， 有人发觉船尾、 左舷机

轮的后面仿佛被轻轻碰了一下， 当时船上大部分人都没

在意。 但接着船舱管理人员就跑上甲板喊道： “船漏了！

船漏了！”

船长安德生， 立即下到舱底。 发现海水涌入了第 ５

间舱， 从涌入速度可以看出漏洞不小。 他立即下令停船

并派潜水员到水下探查船的受损程度。 检查过后， 潜水

员报告说， 船底被撞了一条两米长的大洞， 那时船到克

利亚山甲有 ３００ 海里远， 因为漏洞问题船比原定日期延

迟了两天才驶进公司码头。

斯各脱亚号被架上了高处， 检查它的工程师几乎无

法相信自己所看见的情形。 在船的水限位置以下两米半

处， 有一个标准的正三角形缺口。 铁皮上的划痕整齐划

一， 就是用仪器测量也无法凿得如此完美。 能凿出这个

洞， 证明这东西绝非普通的钢铁， 在用巨大力量猛凿穿

了 ４ 厘米厚的船体铁板后， 又能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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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撤出。

这件事又一次让舆论一片哗然， 就连一些早年难以

找出原因的海难事件， 也都推到了这个怪物头上。 但按

年代记载统计， 估计每年约损失 ３０００ 艘船。 其中包括船

帆和汽船， 而失踪的也有 ２００ 多艘， 这么大的数目真是

触目惊心。

因为这个怪物的存在， 海上交通也变得危难重重，

于是， 各国政府都一致同意， 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海

中一霸。

正闹得沸沸扬扬时， 我刚好做完科学考察回来， 我

此次去的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困地区。 身为巴黎自

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 也对这个怪物难下定论， 徘徊

在两种见解间不能定夺， 但它的存在是不必怀疑了。 不

过， 我不同意这是神秘暗礁的说法， 因为除非这种暗礁

内部配有机器， 否则它无法在五个洲之间的大海中四处

游动。 另外， 我也不认为这是一只废弃的大船或浮动的

船壳， 因为它们都不会移动得如此神速。 在这一种种猜

测被否决后， 人们又把它想象成一条大鱼， 而且对它的

构造越传越神， 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当时正在纽约， 身为自然科学中这一神奇部门的

一名专家， 很快就被 《纽约先驱论坛报》 追问得不得不

明确表态。 我找出这个问题中关于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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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论据， 很快， 一篇材料充实内容精彩的论文就登上了 ４

月 ３０ 日的 《论坛报》。

“在我将各种假设无法成立的设想， 都一一否决之

后， 我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具有惊人力量的海洋动物。

“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生物都从神秘自然界探索出

来， 那就只能认为在海底探测无法到达的水域中存在鲸

鱼类的另一分支。

我们常见的独角鲸或海麒麟长 ６０ 英尺左右， 但如果

我们把它们的身长再拉长 ５～１０ 倍， 同时不要忽略了与它

们身材相适应的力量和凶猛程度， 就会与当前这个怪物

很相似。

所以， 在当前材料有限的情况下， 我只能将人们提

到的怪物看作一只不知的麒麟， 只是身体更加巨大， 而

它身上也不再仅是剑戟， 而是用真正的冲角作武装， 如

同铁甲船或战舰般具有强大的攻击性。”

“一石击起千层浪”， 人们对我的观点反响很大， 而

且， 我的结论给人们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他们可以充

分发挥对这种奇闻异事的幻想。

不过， 虽然有人从单纯的科学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但比较注重实效的诸如美国人和英国人， 则更多是考虑

该怎么清除掉这个可怕的海洋怪物， 以保障海上交通安

全， 尤其是工商界对此呼声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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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呼声一经提出，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美国政府，

声明要在纽约组织讨伐军清除这个海上毒瘤。 并很快有

一艘装有冲角的 “林肯号” 二级战舰蓄势待发。 司令长

官法拉古得到了各造船厂的支援， 以期尽早装备好这艘

二级战舰。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惯例， 正当人们发誓要清除这

个怪物时， 它却突然销声匿迹了。 接连两个月没有再出

现过。

所以， 这艘装备精良威力强大的 “林肯号”， 现在根

本不知要驶往何处， 人们变得焦躁起来。 幸好这时得到

报告， 旧金山轮船公司有一只汽轮唐比葛号， 在由加利

福尼亚开往上海途中， 在太平洋北部又发现了它。

人们立即群情激昂， 极力请求法拉古司令立即行动。

日常用品备齐了， 舱底都装满了灯， 船上全部人马都到

齐了， 只需点燃火炉加热锅炉起锚了。 法拉古司令官也

恨不得立刻出发！

就在林肯号从布鲁号林码头启程前的 ３ 小时， 我收

到了一封海军部长的邀请信， 诚邀我们法国代表参与这

项计划。

在我读完这封信前的 ３ 秒种， 我一点都不想参加远

征军， 就像我不想去北冰洋渡假一样， 但在读完海军部

长这封诚挚的信后， 我就发觉清除这只危险怪物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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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惟一的志愿。

所以， 我把长途跋涉刚刚归来的劳累以及身边的琐

事都统统抛之脑后， 只有一个想法———随船远征。

“康塞尔！” 我一声召唤。

康塞尔作为我的仆人和外出旅行的旅伴， 一直与我

相处融洽、 形影不离。 他是一个佛兰蒙年轻人， 他性格

冷漠、 遵守规矩， 很少对生活的意外而感到惊讶。 另外

他的手很巧， 能做很多细活， 只是极少言语。

因为有我这样学术界的专家熏陶， 再加上常常与这

方面人士来往， 他逐渐成了生物分类学的一名准专家。

“先生， 您在叫我？” 他走进来问道。

“对， 马上准备， 两小时后我们就出发了。”

“是， 先生，” 康塞尔面容平和， “你那些标本呢？”

“日后再作整理。”

“你那些外形奇特的植物、 大马、 大蛇和另外动物的

骨骼， 又如何处理？”

“先在旅馆寄存起来。”

“你那只活着的野猪呢？”

“先暂时请人代为饲养， 另外， 请人把我们那群动物

送回法国。”

“难道我们不是回巴黎吗？”

“是要回……当然……” 我掩饰道， “但需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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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圈。”

康塞尔没往下问， 只用一刻钟他就把一切都办完了，

我们赶到码头时， 林肯号正 “突突” 地喷着浓烟。

马上有人接过我们的行李并搬上甲板， 一名水手把

我领到尾舱内， 有一名军官满面春风地与我握手：

“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

“是法拉古司令官吗？”

“是， 欢迎您， 教授， 早就为您准备好舱房了。”

“林肯号” 是为这次行动而量体定作的， 一切材料、

内部构造和装备无不和这次任务相配。 其速度相当快，

高压蒸气机能够产生 ７ 个大气的压力。 在该压力驱动下，

能使船速达到 １８ ３ 海里 ／小时。 这在当时已是出类拔萃

的了， 但这还不足以与那只大鲸鱼相比。

“开船！” 法拉古长官一声令下———

于是， “林肯号” 穿过上百只满载送行船只形成的巷

道， 神圣地启程了。

好奇的人们挤满了整个布洛克林码头以及纽约在东

河沿岸的地区， 欢声雷动， 礼炮喧天！

法拉古长官是一个杰出的水手、 航海家， 他是 “林

肯号” 之魂， 他相信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鲸鱼， 并发誓要

为民除害， 与它进行殊死搏斗。

船上全体人员也与他同仇敌忾。 他们一直围绕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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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行动展开各种设想和讨论， 并对海面保持着高度警惕。

远征军全体将士都意气风发， 立志要用鱼叉把那海

怪刺死， 然后将它碎尸万段。 他们小心谨慎地观察着辽

阔海面。 另外， 法拉克司令曾许诺， 上至长官， 下至水

手， 谁先发现那头海怪， 都将得到 ２０００ 美元的奖励。

我同样加入了观察并想得到荣誉， “林肯号” 于是变

成了 “众目号”。 但有一个人例外， 他就是冷漠的康

塞尔。

我现在最佩服司令的细心和周密， 船上准备有各种

捕杀鲸鱼类的装备， 从手掷鱼叉到机关枪、 炸弹以及炮

用铁箭一应俱全。 前甲板上还有一架威武的膛炮， 炮身

厚重而口径很小， 在 １８６７ 年的万国博览会上曾见过这种

炮的仿制品， 它由美国制造， 其锥形炮弹重 ４ 公斤， 射

程达 １６ 公里。

所以说， “林肯号” 上的歼灭性武器应有尽有，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鱼叉王” 尼德·兰也在船上。

尼德·兰大约有 ４０ 岁。 身材高大而健壮， 外表严

肃， 性如烈火。 在人群中犹如鹤立鸡群。 特别是他那双

炯炯有神的眼睛， 更使他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他来自加拿大， 身手敏捷， 技艺高超， 在叉鱼这种

危险行当中， 还未有人能与他匹敌。

在我看来， 法拉古请此人真是太明智了， 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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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臂和眼睛， 就足以抵得上全体船员。

尼德·兰很少与人交谈， 但对我却是一个例外， 显

得特别友好， 显然， 他对我是法国人很感兴趣。 而且，

他也可以用加拿大已经不通用的拉伯雷法国话与我交谈，

而我也很荣幸能有机会听到这种法国话。

现在， 尼德·兰对所谓的海麒麟、 独角鲸表示怀疑。

在这点上， 他与大家有分歧， 他干脆对此避而不谈， 但

最终有一天他会谈到这些的。

三周以后的一个黄昏， 我们到达了距巴塔戈尼亚海

岸 ３０ 海里处， 那儿和白岬在同一纬度上。 我们当时已越

过南回归线， 南边 ７００ 海里处就是麦哲伦海峡， 顶多再

用 ８ 天， “林肯号” 就要驶入太平洋了。

我和尼德·兰正在船尾甲板上闲聊， 眼望着至今人

们仍不能到达其底部的令人神往而恐惧的海洋。 说着说

着， 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那头巨大的海麒麟， 以及这次

神圣远征的结果会怎样。

“作为一个捕鲸专家， 尼德·兰，” 我说， “你应该对

这种巨型哺乳动物很熟悉， 也最应该接受这种动物的真

实存在， 但为什么你到现在还要顽固地怀疑呢？”

“这是你的责任， 教授，” 尼德·兰说， “人们一般都

相信天空中有飞逝的慧星， 地底下生活着太古年代的怪

兽， 但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却会认为这很荒唐， 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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