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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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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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文明为何顷刻湮灭

１８４０年，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这位非常受欢

迎的游记作家，在造访了科潘遗迹之后这样写道：“所有

的一切都是谜，神秘得令人捉摸不透的谜。”斯蒂芬斯先

是骑着骡子，然后改划独木舟，最后又穿过洪都拉斯的雨

林地带。他一心想要找到已经不复存在的古代玛雅的

城镇。

在随后的３年中，他踏遍了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发

现了４０多处遗址。正是在这些地方，在丛林的深处，散

乱地分布着许多宫殿和金字塔，以及许多刻着象形文字

的碑石和雕塑。斯蒂芬斯认为，所有这些显然都源于某

种卓越的文明。

那些追寻斯蒂芬斯的足迹而来的考古学家们都接受

了这一观点。在他们解读了墓碑上的符号之后，他们对

此更是深信不疑。这些符号都是一些数字，它们表明玛

雅人已经精通数学。他们制造了日历，记录的时间长达

几百万年。而且他们还相当精确地绘制了复杂的天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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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人金字塔

行图。一些杰出的考古学家据此认为，玛雅人或者至少

他们的统治者，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智慧。

西尔韦纳斯·莫利和埃里克·汤普森分别于１９４６

年和１９５４年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了玛雅。根据他们的

描绘，玛雅是一个独特的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两位杰出

的考古学家发现，在玛雅遗址的周围并没有明显的防御

工事的遗迹。莫利和汤普森由此认为，玛雅曾是一个宗

教王国，其中国王兼任祭司，他们终日苦思冥想着宇宙中

的数学问题。这种思考偶尔也会被前来送食物的农夫打

断，这些农夫都依赖于他们的智慧。

刻在墓碑上的数字也为我们提供了玛雅文明消亡的

时间。在科潘被记录下来的最后一个日期（根据玛雅人

的日历推断）是公元８２０年，其后玛雅人的其他一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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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如多米诺骨牌似的先后消亡了：纳兰霍亡于８４９年，

卡拉科尔亡于８５９年，蒂卡尔亡于８７９年。但令人不解

的是：这些文明为何消亡呢？玛雅人与墨西哥的阿兹特

克人和秘鲁的印加人不同，因为后两者均是被西班牙征

服者摧毁的，而玛雅人则在公元９００年之前已经放弃了

他们的城镇，这比哥伦布进行航海活动还早了将近６００
年。也没有迹象表明玛雅人的城镇曾遭到过另一个印第

安文明———阿兹特克人的好战的祖先的破坏。在这些城

　　上图所示均出自马德里古抄本。它是现存仅有的
四本玛雅著作之一，由象形文字撰写而成。马德里古
抄本直到１９世纪才被发现，它对成功解读玛雅文字起
了关键作用。玛雅文字是迄今人类发明的最复杂的语
言之一。

镇之间也不可能发生战争———至少莫利和汤普森这样认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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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他们两人所刻画的爱好和平的玛雅人的形象曾主

导考古学界的思潮。

因此，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玛雅文明的消亡，如

同吞没了它的丛林一样，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谜。

一些学者试图从环境方面寻求答案。例如，莫利就

认为，玛雅人为了得到更多的耕地，不断地毁林造田，直

到最后他们用尽了自己的土地。也有人认为，原因在于

玛雅的农夫耗尽了他们的耕地。还有人提出自然灾害，

如地震，台风或持续的干旱等作为解释。也有人归因于

疟疾和黄热病，毕竟在西班牙人的征服之后，疾病无疑起

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所有这些理论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缺乏证

据支持。也许我们很难驳倒它们。但试想，一场足以毁

灭玛雅文明的环境灾难，总该在地质层中留下某些痕迹

吧———但我们却未曾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汤普森的理论是：某个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可能来

自墨西哥中部或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进入了位于尤卡坦

半岛的玛雅人的最北部的一座城镇，并推翻了那儿的统

治者。汤普森认为，与其说这是一次军事侵略，不如说是

一次文化侵略。它颠覆了玛雅人在当地已确立起来的政

治和宗教秩序。这一情况向南蔓延，反过来又导致了玛

雅农民的暴动。这些农民曾经对祭司权贵们俯首帖耳，

但他们却不愿向野蛮的入侵者进贡。

至少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汤普森的理论。在尤卡坦

半岛上的一些玛雅人的城镇中，发现了一些来源于１０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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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带有墨西哥中部风格的橘黄色的陶罐。随后又在那

里陆续发现了一些墨西哥湾沿岸风格的建筑。但问题在

于，并没有任何遗迹，能够说明玛雅人的中心地带的南移

曾受过外来的影响。至于陶罐和建筑，它们可能来源于

和平时期的商业活动。即使能证明外来者曾侵入北部地

区，陶罐和建筑上的日期也不足以说明这种入侵是发生

在玛雅文明消亡之前还是在其后。外来者也很可能只是

在玛雅的统治者已经撤离的情况下，填补了一个空白

而已。

尽管如此，由于缺少其他更可信的观点，汤普森和莫

利的看法仍继续主导着玛雅学术界。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和７０年代，语言学家们终于能够解读古代玛雅人的单

词和数字之后，情况才有所转变。参照译出的文本来看，

汤普森和莫利关于玛雅文明消亡原因的解释存在许多漏

洞。而且，这些文本也彻底改变了学术界关于玛雅文明

的看法。

如果不是因为汤普森，这些文字可能早在几年甚至

几十年前就被翻译出来了。汤普森一直坚信，这些文字

和先前译出的那些部分一样，只是一些古怪的数学概念

和日历。也曾有人提出这些玛雅人的墓碑上刻着的可能

既有单词或字母，又有数字和图像，但他们受到了奚落，

很快放弃了解读这些文字的努力。

由于汤普森的巨大影响，学者们普遍忽视了迭戈·

德·兰达所做的工作。兰达是一位方济各会的传教士。

他曾于１６世纪５０年代访遍了玛雅城镇的各处遗址———

５

































　
　
　

６　　　　 　　玛雅艺术家利用特奥蒂瓦坎的壁画技术，
即把颜色涂抹在湿润的灰漫表层的办法，使这
个三脚鼎上的大咬鹃和它的嘴中冒出来的人物
形象色彩艳丽、持久如新。盖子中间是神袛或
鬼魂的头部造型，可当捏手用。这在其他器皿
中也十分常见，借此足以看出玛雅人想象力的
丰富。

这比斯蒂芬斯的探访活动几乎早了３００年。兰达曾做过

一些初步的尝试，想把玛雅人的符号和字母联系起来。

这些尝试都不正确，但他的思路却是对的。可惜，兰达是

一个狂热的传教士而非学者，在确信他所收集的玛雅人

的书中所载的只不过是些“关于邪恶的迷信和谎言”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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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将它们付之一炬。

只有四本书逃脱了西班牙传教士的破坏，并在热带

雨林的潮湿的环境中幸存下来。其中有一本后来被存放

于柏林国家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图书馆发

生火灾，这本书几乎也化为灰烬。幸运的是，一位名叫尤

里·克诺索洛夫的苏联战士从火中抢出了它，并将它带

回家乡。然后，在远离汤普森的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克诺

索洛夫开始了研究。

１９５２年，他宣称自己破译了密码：玛雅文字既不全

玛雅雕塑

是字母（如同兰达所认为的），也不全是数字和图像（如同

汤普森所认为的）；事实上，克诺索洛夫写道，它是音节和

单词的组合。

汤普森对克诺索洛夫的工作冷嘲热讽———这正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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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者一贯的作风。“这是发生于俄国的严格的党内合

作结果的又一真实事例”，他以显然是鄙视的笔调继续写

道：“从自由世界的立场来说，我们希望其在军事方面的

研究也会如此。”

然而，其他一些学者逐渐开始质疑汤普森，并接受相

信克诺索洛夫的观点。当１９７５年汤普森去世时，人们已

经能够理解玛雅人的语法和句法，学者们可以着手翻译

玛雅人的作品了。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因为幸存下来的不仅仅只是

四本书，还有刻或绘在石碑上、玛雅人的陶罐上以及城墙

上的成千上万的文字。这些东西一经译出，就动摇了由

莫利和汤普森所提出的玛雅人的形象。在一座座墓碑

上，翻译者们看到了关于战争策略、血腥的战场以及残忍

的以被俘的敌人献祭的详尽的描述。我们看到的再也不

是爱好和平而又富有知识的祭司阶级了。事实证明，玛

雅的统治者，都是些好战的武士。大部分文字都记载了

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

考古学家们在摆脱了莫利和汤普森观点的束缚之

后，发现了更多的证据，它们向我们展现了玛雅人的穷兵

黩武。例如，在蒂卡尔曾发现一些长而狭窄的壕沟和土

埂，它们可能曾被用作护城河和胸墙。在拜肯也发现过

这种曾用于防御的城墙在卡拉科尔，人们曾发现建筑物

上有烧焦的痕迹，还曾在一座金字塔的地板上发现一个

未埋葬的儿童。在博南帕克曾发现过许多栩栩如生的壁

画，过去人们认为它描绘的是某种宗教仪式，而现在则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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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被看作是真实的战争场面的再现。

考古学家们确立了玛雅人的穷兵黩武的新形象之

后，就可以为其文明的消亡寻求新的解释了。阿伦和迪

亚娜·蔡斯在伯利兹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武器，他们认为

玛雅的各个城邦之间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最终摧毁了玛雅

文明。阿瑟·德玛雷斯特在危地马拉北部的一次发掘中

发现了成堆的被砍下的人头，他也由此得出了相似的结

论。他估计大约在公元８２０年前后，那儿的玛雅人曾锐

减到其以前数量的５％。

德玛雷斯特认为：“像波斯尼亚瘟疫一样的战争最终

断送了玛雅文明。”关于城镇之间战争的影响，考古学家

似乎正在达成共识。而恰在这时，却发现了一些新的证

据，导致以环境因素来解释玛雅文明的消亡的古老观点

重又流行起来。１９９５年，古气候学家在研究尤卡坦半岛

中部的奇彻坎努博湖底的沉积物时，发现在公元８００～

１０００年这一时期的沉积物中，硫酸的含量很高。硫酸只

有在湖水很少的情况下———通常是在干旱时期———才会

沉到湖底。戴维·霍德尔和他的同事认为，这一时期可

能曾发生过严重的干旱，造成庄稼歉收，饿殍遍野、疾病

盛行，这些都是导致玛雅文明消亡的祸根。

这岂不是使科学家们又回到他们的起点了？未必尽

然。首先，霍德尔并未把干旱作为玛雅文明消亡的唯一

原因；他只是把它作为引发了一系列环境和文化危机的

一根导火线而已。同样，那些强调战争的破坏作用的人

也只是把它作为众多因素之一。实际上，自２０世纪７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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