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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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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荒时期的文明之谜

按照通常的规律， 文明的呈现是复合的整体。 这意
思是说， 复活节岛上不应当仅仅只有这些巨石人像， 而
应当包括宗教信仰、 神话传说， 以及文字等文明产物。
据罗格文等的回忆录介绍， 当他们登上复活节岛时，

曾在石人像附近发现大量刻满奇异象形文字的木板。
这种象形文字的确非常奇怪， 它不同于中国古代的

象形文字， 也不同于印度、 埃及的古象形文字。 它的象
形图案更超于符号特征。 它的笔触的粗细、 深浅， 似乎
都表示着某种含意， 而且整个如同密码似的书写排列方
式， 都仿佛表现出某种波动般的节律感。
由于后来西方传教士的到来， 这种为复活节岛所特

有的木板文字被大批烧毁。 这些传教士说木板文字是
“魔鬼的咒语”。 这种愚昧绝顶的行为， 使今天的研究者
们大感遗憾。 因为迄今为止收藏于世界各博物馆中的这
种木板文字， 总共不超过 １０ 块。 其书写的内容， 各国科
学家运用了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先进手段， 都未能解
读。
复活节岛这个远离大陆的火山岩堆成的孤岛， 似乎

不可能有大陆文明光临过它， 岛上居民居然能创造出令
今人还难以破译的古怪文字， 这不能不让人们感到奇怪。
按常规来理解， 一个能创造出文字的民族， 它应当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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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文字出现的其他文明来， 可惜除了难以解释的巨石
人像之外， 谁也找不出与创造文字相适应的其他文明的
痕迹。
岛上居民的肤色还颇复杂。 说明这是个多民族混居

的小岛。 可是罗格文记述这些见闻的时候， 岛上总共才
有数百人口。 数百人口又混杂着许多种族的人， 真是让
人疑窦丛生。
现代研究太平洋的学者认为， 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

应属于波利尼西亚文化， 其根据就是库克船长说到的岛
上原始居民使用的语言， 保留着南太平洋群屿的音韵。
说明复活节岛居民的种族， 应源自波利尼西亚群岛。 反
对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 复活节岛远离亚洲， 而十分靠
近南美洲。 作为整体情况而言， 波利尼西亚是人类较晚
迁人室居的地区之一， 据研究波利尼西亚的历史不可能
早于公元九世纪， 而复活节岛的考古调查表明， 它最早
在公元十四世纪之后才有人居住， 而更多学者认为复活
节岛只是在公元 １５００ 年或 １６００ 年之后， 才有人迁入居
住。 这距 １７２２年荷兰人首次到来仅 ｌ００ 多年时间， 如此
短暂的时间， 岛民不可能完成如此庞大的雕石工程。
这显然太荒谬了。
的确， 从人种学角度入手， 似乎可以找到解开复活

节岛之谜的途径。
从宗教比较方面入手的学者们发现， 复活节岛上的

鸟人崇拜， 颇似所罗门群岛上的绘画和木雕。 所罗门群
岛上的绘画和木雕所表现的鸟 “人”， 也是鸟首人身， 大
而圆的眼睛， 长且弯的嘴啄。 同时， 从生活习俗方面加
以比较， 又能发现复活节岛与所罗门群岛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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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岛举行庆典时， 主持人必须把头发剃光， 把头染
红。 所罗门群岛也有染发习俗， 而且由来已久。 并且相
当普遍。 而复活节岛只有在举行庆典时这样做， 这部分
学者因此指出， 复活节岛的鸟人崇拜和染发习俗， 是受
所罗门群岛的影响。
此外， 复活节岛居民和所罗门群岛上的美拉尼西亚

人， 都有把耳朵拉长的习俗。 罗格文就曾看见复活节岛
某些居民的耳朵一直垂到肩膀上。 这种习俗也表现在雕
刻艺术上， 譬如复活节岛上的巨石人像有不少都刻有长
长的耳朵。 而长耳朵的石人像在所罗门群岛就更常见了。
然而， 这些零星的材料并不能使人信服。 因为有的

学者认为复活节岛上的鸟人崇拜应起源于南美大陆， 拉
长耳朵的习俗， 在南美印加人祖先中也曾流传。
而像托尔· 海雅尔达因成功地利用原始孤舟漂流远

洋， 他则坚持认为复活节岛的先民应来自秘鲁。
真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但耸立在复活节岛四处

的巨石像， 很容易使人想到位于安第斯山脉的蒂亚瓦纳
科。 因为那儿发现的巨石人像， 其孤傲不逊的造型， 面
目清苦的面容， 与复活节岛上的雕像如出一辙， 但两地
隔着高山和海洋， 有近 ４００ 公里的路程， 这种空间的阻
碍如何进行文化交流呢？
公元 １５３１年，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弗朗西斯科· 皮扎

罗， 率兵进犯印加帝国 （今秘鲁境内）， 当他向当地印第
安人询问蒂亚瓦纳科的情况时， 他们告诉他谁也没有见
过这座灿烂的文明古城———蒂亚瓦纳科毁灭之前的情形，
因为它建设时， 整个人类尚处在漫漫长夜的洪荒时代。
从这个残存的线索中， 不禁让人想到一个问题， 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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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是受蒂亚瓦纳科的影响， 那么，
是谁把设计蓝图， 加工办法和吊装设备带往遥远的太平
洋中部， 一个小小的荒岛？ 很显然的是， 原始的士著民
族是不可能完成的。 那么， 传播这种文化的又是谁呢？
复活节岛留给世界的是一片哑谜。
复活节岛上仅生活着一千多居民， 而在罗格文来到

之前， 小岛仅有数百人， 岛上没有树木。 无法以采集度
日。 狩猎也不可能， 因为岛上除了零星的鸟类之外， 成
群的老鼠便是岛上的惟一动物。
岛上的土著居民以近海捕捞为业。 在他们力所能及

的视野内， 除了大海、 太阳、 月亮以及星星之外， 就别
无他物了。 愚昧当然和蛮荒有关系。
然而， 复活节岛上的居民称自己世居的地方为 “特

一比托一茨一特一赫努阿”， 意思是 “世界的肚脐”。
多么令人惊奇的一种叫法！
假如我们能远离地球， 从高空鸟瞰地球时， 我们将

惊讶地发现， 岛上层民对自己居住地方的叫法完全没错。
复活节岛位于太平洋中部， 正是世界的中部———肚脐！
难道， 岛上的居民曾经从高空俯视过自己居住的地

方？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肯定有人曾经从高处俯瞰
过小岛， 并把这些告诉岛上的士人。 问题是这些人又是
谁呢？
问题似乎已经清楚了。 要离开地表， 从高处俯视地

球， 必然要搭乘飞行器。 古代人是不可能拥有飞行工具
的。 能拥有飞行器的只能是那些来自外星球的智能生命。
如果人们不相信是外星球智能生命创造的话， 那么，

复活节岛的文明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现今又在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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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历史的史前文明

位于黑海之滨的保加利亚城市瓦尔纳， 风光绮丽，
气候宜人。 它有着连绵数里的沙地海滩， 是东欧著名的
避暑胜地。 这座海港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 过去人们一
般认为它建于公元前 ５７２ 年。 但本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考
古发现证明， 这个估计太保守了。 瓦尔纳的历史确切些
说， 已有 ６０００ 多年！ 这座古城重现于世的史前文化成
就， 把保加利亚的文明发展史大大提前， 并使之可与苏
美尔、 埃及、 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相媲美。 而世界历
史观的这一重大变化， 却是由现实生活中一件极为偶然
的小事引起的。

１９７２年秋天， 瓦尔纳城郊一家工厂的一位名叫雷科
· 马里诺夫的拖拉机驾驶员在为铺设地下电缆挖沟时，
在地下 １．５ 米处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亮闪闪的金属碎片
（它们各有 ４寸见方）， 和因生锈腐蚀而呈深绿色的铜制
工具， 以及一堆隧石断片。 马里诺夫感到事关重大， 他
立即把这批发现物送到瓦尔纳的国家博物馆。 经测试鉴
定， 其中一把铜斧是保加利亚史前时期青铜时代 （约公
元前 ５０００到前 ３０００ 年） 的遗物， 而发亮的金属碎片是
黄金打制的手镯等装饰品的残物， 隧石工具断片也是史
前时代的。 这样惊人的发现在保加利亚从未有过， 它引
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瓦尔纳博物馆和索菲亚大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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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组成了考古发掘队， 由年轻的优秀考古学家伊万诺夫
负责组织和指导， 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探查发掘出一处史
前墓穴。 在墓葬物品中有许多是制作精美、 用料讲究的
工艺品， 人们看后很难相信它们竟出自于史前时期的工
匠之手。 经初步测定， 这些墓葬品是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的遗
物。 伊万诺夫和他的同伴们为此万分欣喜， 他们自豪地
认为， 在瓦尔纳所从事的发掘工作， 其历史价值完全可
以同德国考古学家海因利希· 施里曼在 １９ 世纪中叶发现
特洛伊古城遗址的意义相比。
但在发掘工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中， 保加利亚的考古

学家们注意到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 但又感到困惑不解。
这就是： 在出土文物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以青铜为原料
制作的工艺装饰品。 在斯塔拉· 扎戈拉城附近还发现了
一座古代铜矿遗址， 以及熔铜的坩锅和铸型的石模。 可
见当时的居民已熟练地掌握了冶炼和翻铸的技术。 但问
题在于， 这种技术是保加利亚人的远古祖先自己发明出
来的， 还是由其它古文明地区的外来者导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 保加利亚和其它国家的绝大多数学

者倾向性的意见是： 冶金术的基本技法最早是从埃及和
苏美尔产生的， 其后传到爱琴海地区。 在 １９ 世纪发掘的
特洛伊、 迈锡尼、 伦梯斯和克里特等爱琴文化遗址中，
都可以看到早期青铜时代的铜制工艺品。 而保加利亚的
冶炼术， 则可能是从爱琴海地区传导过去的。
但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考古学教授科林· 伦弗罗，

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 １９７８ 年， 他来到保加利亚做实地
挖掘考察。 通过对瓦尔纳地区和马里察河谷地区墓穴随
葬品的发掘和鉴定， 他提出保加利亚的青铜时代要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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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地区的同一发展阶段， 这里的古代居民很早就依
靠自己的力量发明了熔冶技术。 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古文
明地区有它自身的独立起源， 而不是受到中东和爱琴海
古代文明区域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 伦弗罗的观点提出
以后， 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因为此说一
旦成立， 不仅保加利亚的历史， 而且全世界的历史都将
重新大大改写。
与保加利亚史前文明的起源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

问题是， 这个地区的最早居民是当地的土著人还是外来
移民？ 这些人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中生活的？
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分析， 多数学者认为保加利亚

人的祖先是公元前 ６０００ 年左右从小亚细亚和希腊半岛迁
移过去的， 他们以小股移民的方式散居在巴尔干地区。
保加利亚的最早居民以经营农业为生， 但在石器时代手
工业的生产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从斯塔拉· 扎戈拉城
在石器时代的一个定居点遗址中， 就发现了用不同颜色
的海滩贝壳串连而成的项链和色彩斑斓的陶器制品， 其
产生年代约为公元前 ５５００ 年。 而至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左右
时， 由于青铜时代冶炼业的出现促使手工业和采矿业生
产获得了重要的发展， 整个地区的经济、 文化面貌也出
现了繁荣的景象。 在公元前 １２００年后的数百年间， 保加
利亚古代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 即色雷
斯人统治的民族部落时期。
在现今保加利亚西北部的瓦拉察一地发掘的色雷斯

人部族首领的墓穴， 向人们展示了当年色雷斯人的一些
生活场景， 它包括三外墓葬点， 其中主要一处陵墓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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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墓室组成， 在前室入口处停放着一架装饰豪毕的四轮
马车。 引人注目的是， 三匹拉车的马连同银制的马具也
成了殉葬品。 在马的骨骼旁边还有一位女子的骨骼， 肋
骨间插有一把已生锈的利矛， 这显然是当殉葬人反抗时
有意加害的。 主墓室内摆放着部族首领和他妻子的棺材。
部族首领年为 ３０岁， 身上配有全副盔甲、 短剑以及装有
７０支箭镞的箭筒。 其中头盔做工尤为精细， 样式也与只
露有两眼的希腊式铜板头盔不同， 它依照人的五官位置
雕刻成面形图案， 甚至头发、 眉毛也清清楚楚。 首领妻
子的随葬物品， 其工艺精湛更是令人叫绝。 其中金制的
月桂树叶花冠， 恐怕只有中国古代的皇后之冠可与之相
比。 但这位年约 １８岁的 “王后” 竟也死于非命， 一把利
刃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骨！ 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考
察，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 色雷斯人部族实行一夫多
妻制， 首领或武士在预感到死神将至时， 命令族人杀死
他们最宠爱的、 也是最漂亮的一位妻子作为陪葬者。 从
这种非常荒谬和野蛮的规定中， 人们也不难看到色雷斯
人部落首领的权威性和父系氏族社会的某些特点。
奇怪的是， 色雷斯人在保加利亚史前文化的舞台上

做了一番颇有光彩、 颇有建树的历史活动之后， 却不知
何故地突然中断了他们的英雄业绩。 有人猜测他们可能
迁徙到欧洲其它地区去了。 也有人推断是外敌入侵战祸
所致。 但这些说法都缺乏可信的证据。 相比之下， 倒是
希腊大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意见， 对探讨这个问题有些启
发。 他说： “色雷斯人是继印度人之后世界上人数最多的
民族， 如果他们由一人统治， 或如果他们内部一致的话，
那他们将攻无不克并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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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却不能团结一致从而失去了这种可能性， 这也是
色雷斯人衰落的原因。”
保加利亚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目前仍在

进行。 仅瓦尔纳一地发现的金制或铜制器物， 已达 ２０００
多件。 人们还在乌尔奇图姆发现了欧洲大陆青铜时代最
大的黄金储地。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奇
迹出现， 到那时人们也许才能够对保加利亚史前文化成
就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做出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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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死而复生之谜

如果真有耶稣其人， 那么关于他的死， 又是一个引
起争论的问题。 据 枟圣经枠、 枟新约枠 中的 “四福音书”
即 枟马太福音枠、 枟马可福音枠、 枟路加福音枠 和 枟约翰福
音枠 记载，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 ３ 天， 重新复活，
并一再在门徒面前显现， 因此使四散的门徒重新鼓起勇
气， 聚集起来， 获得了耶稣之死不是终结而是死而复活
的信念。 不过这样说法自近代以来一再引起人们的疑惑，
早在 １８３５年， 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学者大卫· Ｆ· 施特劳
斯就在 枟耶稣传枠 中指出： “耶稣之死的真实性， 不可能
从他被钉十字架这一方面得到充分证明， 而只能从他之
复活缺乏证明予以说明。 说耶稣还继续活着是没有历史
资料可证明的， 但如果认为他真的死了， 那边只好把十
字架之死认为是真的死了。” 英国学者卡本特认为： “有
关耶稣处死的情形， 福音书的记述大都是为了显示其如
何在细节上都实现了 枟引日约枠 的预言。 美国 枟圣经枠
文学专家莱肯指出：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完成了替
人类赎罪的使命， 是 枟新约枠 中福音故事的基础， 也是
整部 枟新约枠 神学思想的基础。” 也有不少神学家和科学
家用各种方法对意大利都灵大教堂的一块坟布进行测试

与检验考证 （据说这块坟布曾包过耶稣的尸体） 是真是
假， 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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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在本世纪出版的两本书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
兴趣， 他们都另辟捷径， 对耶稣的身世作出了标新立异
的解释。 １９８２年英国德拉科特出版社出版的 枟圣族与圣
杯枠 一书， 由英国人 Ｈ· 林肯、 美国人 Ｒ· 利以及新西
兰人 Ｍ· 贝京三人合作撰写。 作者历经数年的实地考察
及查阅了大批文献资料后认为： 耶酥并不是一个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 而是一个觊觎以色列王位的犹太
贵族， 其娶了一个名叫玛丽· 玛格达琳的女子为妻， 并
生有子女数人。 因为参与贵族争权斗争遭到失败后， 被
迫流亡到高卢 （法国古称）。 为了防备政敌的谋害， 他将
妻子儿女留在高卢， 并捏造自己被判刑钉死在十字架上
的故事， 自己只身潜返祖国。 他的后代在高卢生活繁衍，
并在公元 ５ 世纪时成为法兰克人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
至公元 １１世纪末， 耶稣的后裔参加了十字军东征， 创建
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戈德费鲁瓦· 布隆即为耶稣后裔，
关于耶稣家族的血统就被称为圣杯———血统， 它的秘密
一直由秘密教会锡安山隐修会所保存。 中世纪乃至近现
代的一些文化界名人如达· 芬奇、 波义耳、 牛顿、 诺迪
埃、 雨果、 德彪西、 科克托等人都曾是该地首领， 甚至
戴高乐也是该会成员。 锡安山隐修会禁止普通教徒了解
耶稣家族的秘密。 作者甚至声称悬挂于天主教堂的圣母
像， 并非耶稣母亲之像， 而是其妻玛丽· 玛格达琳的画
像。 此书所披露的耶稣身世轰动了欧美， 被西方书评界
称之为 “２０世纪最有争议的著作”。 该书至 １９８６ 年便已
连续印行了 ６版， 仍畅销不衰。
与前书天方夜谭式的奇论不同的是， 一位年轻的德

国学者 Ｈ· 凯斯顿在 １９８３ 年写出了 枟耶稣印度枠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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