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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已经

让人们有了世界越来越小的感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

事”，一般人无需再进行实地考察，甚至去冒险发现，就能获

悉世界各地存在和发生的各种事情。

然而，在信息技术还不甚发达，人们可获取知识的手段

还不够完善的时候，最初是谁探索发现了世界上的未知？是

谁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是谁加速了我们认识世

界的进程？是那些无畏的探险家们！在辽阔的海面上，在陌

生遥远的国度里，在冰天雪地的极地大陆，在浩瀚无垠的外

太空，都留下了这些勇者的足迹。古往今来的中外探险家们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探险行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凭借他们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为人类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奇妙

天地。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绝不会拥有现在的

世界。

当然，在历史探险者的队伍中也有一些人是本着侵略征

战或寻求宝藏的目的去探索未知地域的，他们抢夺自然资

源，残害无辜族群，甚至盗窃珍贵文献，给人类探险史上留下

了永远的污点。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我们在谴责他们野蛮

行径和强盗行为的同时，也不能抹杀他们在促进人类地理发

现和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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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人类的探险开始向着“更高”领

域———太空奋进，探险活动的目的和性质也不再是单纯的发

现未知和寻找资源，政治与科技实力的较量为这些探险活动

更添了一层神圣的色彩。

随着时代和观念的改变，在新时期里出现得更多的探险

活动是出于挑战自我、挑战极限，探险方式也日趋多样化。

本书精选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外探险家们的探险故

事，涉及航海探险、大陆探险、岛屿探险、极地探险和航天探

险。这些故事为你讲述了那一段段伟大旅程背后鲜为人知

的惊险与辛酸，希望这些故事在丰富青少年朋友阅读生活的

同时，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鼓舞。

因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并开发了那些探险家们突破千难万

险才到达的原本陌生的地域，也保存下了探险家们历尽艰辛

考察才著就的珍贵史料，但我们最应学习和继承的还是他们

为信仰、为目标而无可畏惧、勇往直前的精神！

人生，正如探险一样，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未知与磨难，

愿探险家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每个人，去勇敢地迎接生命

中的每一场挑战！

借此书与年轻的朋友们共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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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大陆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1451 ～ 1506 年) 是西班牙著名航海家，是

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哥伦布自幼热

爱航海冒险。他读过《马可·波罗游

记》，十分向往印度和中国。当时，地圆

学说已经很盛行，哥伦布也深信不疑。

他先后向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

国国王请求资助，以实现他向西航行到

达东方国家的计划，但都遭到拒绝。

当时，西方国家对东方物质财富需

求除传统的丝绸、瓷器、茶叶外，最重要

的是香料和黄金。其中香料是欧洲人起居生活和饮食烹调必不可少

的材料，需求量很大，而本地又不生产。当时，这些商品主要经传统的

海、陆联运商路运输。经营这些商品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极力反对哥伦

布开辟新航路的计划。哥伦布为实现自己的计划，到处游说了十几

年。直到 1492 年，西班牙王后慧眼识英雄，她说服了国王，甚至拿出

自己的私房钱资助哥伦布，使哥伦布的计划才得以实施。

1492 年 8 月 3 日，哥伦布率领船队起锚出海了。8 月 12 日，船队

驶到了位于非洲近海的加那利群岛。补充了木柴和供应品之后，9 月

6 日，船队离开加那利群岛，船队乘着加那利群岛附近常起的东北风

朝正西方航行，根据哥伦布几年前在这一带航海的经验，这种东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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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洋驶向日本国最好的风向。

船队顺着偏东风日夜不停地航行着，有时一昼夜可以向西航行

150 多英里。可是日复一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总是那空无一物的海

面。船员们过着单调的海上生活。从早到晚，船童每隔 30 分钟报告

一次根据沙漏得到的时间。船员每隔 4 小时换一次班，由于在 15 世

纪后期的小船上，只有船长和一两名高级官员才有享受舒适的船舱和

卧铺的权力，所以不当班的船员只有懒洋洋地躺在甲板上闲聊，或缩

在阴凉处好好地睡上一觉。

远航开始的日子里，哥伦布过得非常愉快，空气清新的早晨，煦暖

的午后和宁静的大海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唯一使他焦虑不安的

是海员们情绪的日渐低落。哥伦布在开始的时候就准备了两本航海

日志。一本记录他估计的每天驶过的实际距离，是秘密的; 另一本记

载的航程比实际航程小得多，是公开的，这样是为了在航期拖长时，使

船员们不致感到惊恐而失去信心。但是由于哥伦布总是把航速估计

过高，所以他这本假日志倒更接近于实际的情况。

两个星期后，由于风向改变，航队开始逆风而行，可这却使哥伦布

感到宽慰。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正需要这逆风，因为船员们很担

心这一带海上以后永远不会有适当的风向来送他们返回西班牙。”

不久，他们发现一簇簇碧绿的海草飘浮在海面上，这时他们已经

航行到了大西洋中部的马尾藻海。当他们顺利通过之后，一个海员发

现了一只附在海草上的海蟹，哥伦布认为这迹象表明陆地即将临近

了，因为在他看来，蟹是不可能在离陆地 80 里以外被发现的。其实，

这只是一种在马尾藻海里到处繁生的小蟹。

9 月 25 日傍晚，平塔号的船员高喊在前面发现了陆地，另外船

上的船员也跟着爬上桅杆，一个海岛在海天相接之处隐约可见。哥

伦布激动不已，跪在地上感谢上帝，并且命令全体船员唱起了对上

帝的颂歌。可是他们发现的海岛在第二天却无影无踪了。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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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和以后都发生过，实际上他们是把低垂着的雷雨云误认为是

陆地了。

10 月份，船队已与世隔绝地在大洋上漂泊了 3 个星期，可是陆地

的影子都没发现。满面胡茬，衣服也由于汗浸水淋而结成板块的海员

开始公开抱怨，他们说这次远航是一种愚蠢的航行，有几个海员甚至

扬言要把哥伦布扔到大海里后再返航回去。

可是哥伦布还是坚持要继续一直向西航行。10 月 7 日，他们看到

一种肯定不是海鸟的小鸟越过头顶向西南方飞去。这时正值大批候

鸟从北美飞向加勒比海岛群和南美过冬的转徙高潮。因此哥伦布就

率领整个船队朝西偏西南方航进，就以候鸟为航标。

10 月 11 日，海浪送来了一根有树叶的枝条，一根开满花朵的树枝

和一块好像被人工砍凿过的木头，这些迹象表明陆地似乎真的已临近

了。哥伦布在日落时带着船员唱起了祝福歌。他提醒大家，国王曾许

诺以巨额年金做报酬给第一个发现陆地的人。晚上，船上点起了明

火，把灯笼悬挂在船尾，这样可以保证各船只互不失散。晚上 7 点，船

员开始值第一个夜班。

在海浪汹涌的夜间，船队颠簸在月光闪烁下的浪头上。各船船长

都凝神注视着西边远处的洋面，或在甲板上紧张地来回踱着。1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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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哥伦布终于发现远处的一点微弱的火光。好像有人拿着一只蜡烛

举起后又放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消失了。据后人分析，哥伦布看

到的火光可能是印第安人在海岛的东海岸燃起的野火，以用来驱赶室

内的蚊蚋。

大家空欢喜一场后又都恢复了平静，在静谧的星光下，船队继续

向前航行。第二天上午两点钟，平塔号的一个船员又高呼道: “陆地!

陆地!”这次他们的确发现了陆地，那些在月光中闪现出灰白色调的沙

石构成了崖岸。但这只是在佛罗里达外缘成弧形展开的巴哈马群岛

中的一个海岛，并不是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

这时的哥伦布已不是一个探险家，而是一个新大陆的发现者。一

条项链似的珊瑚礁和金光闪闪的沙滩环绕着的一个微微起伏的海岛

耸立在船队前方 6 英里处。这个被哥伦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的岛上

到处生长着绿油油的热带森林。圣萨尔瓦多，西班牙语的意思是“神

圣的救主”，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长 13 英里，宽 5 英里的小海岛。

哥伦布从船上看到有几个裸体的人从树林中出来，于是他把各船

船长召集起来，“总督”哥伦布把石榴红的服装穿上，女王的“F”和

“Y”字旗也分别由另外两名船长扛着，举行仪式，然后在刚刚竖立的

木杆上升起了那两面旗子。哥伦布宣布这里已成为西班牙的国土。

随后他率众踏上大地，匍匐在地上，以感谢上帝给他们带来的好运。

红棕色皮肤的居民，看着这群白皮肤不速之客的“表演”，感到十分好

奇和困惑。

不久，居民们开始好奇地围观哥伦布，他们全是裸体，体态十分健

美，自以为是到了东印度群岛的哥伦布，把这些土著居民称作印第安

人。这样，从那时起所有的美洲土著也都被这样称呼了。实际上，他

们当时见到的这些人是散居于南美北岸诸海岛上的阿拉瓦克人。

哥伦布同这些土著居民做了交易，以铜铃、红帽子、玻璃珠之类的

小物品换得了黄金制成的小饰物、棉纱和鹦鹉等等。这项贸易是绝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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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交换:一枚普通的西班牙钱币就可以换 25 磅棉纱。后来哥

伦布描写这些居民时说道: “我所见到的所有人都很年轻，他们没携带

任何武器，也不懂得铁的武器可以伤人，当我把剑拿给他们看时，他们

抓住了剑刃，因无知而伤了手指……”

船员们在圣萨尔瓦多停留了两天，也用一些廉价的装饰品从印第

安人那里换来了食物和淡水。

那位带来的阿拉伯语言学家在这里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哥伦布

他们只是依靠手势和符号就从阿拉瓦克人那里得知，南边有一个拥有

大量黄金的国王，且在南边和西边还有许多这样的海岛。

这个消息是振奋人心的。在当时那带有很多想象成分的地图上，

确实有许多海岛散缀在亚洲东部的海上，包括那个所谓的日本国。根

据《马可·波罗行纪》的记载，那里黄金丰富到这样的程度，连宫殿的

屋顶和地板都是用黄金制成的。于是哥伦布下定决心要向西南方寻

找这块宝地。抓了 6 个阿拉瓦克人当翻译和向导之后，船队又朝西南

方行进了两个多星期。在途中，他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海岛，并且在

这一带首次尝到了白薯、玉米和木薯，令他们赞赏不已的还有印第安

人奇特的睡铺———网络状吊床。这以后不久，欧洲的海员就采用了这

种吊床。

然而，寻遍了巴哈马群岛，他们也没有找到很多黄金，因而根据印

第安人的传闻他们又继续向南方去寻找一个更大的叫古巴的海岛。

这里风景十分秀美，到处可见巍峨的青山，因而，哥伦布说古巴是他所

见到的最美丽的海岛。可是，在那里，他们同样没有找到什么商船和

黄金屋顶的宫殿，他们所见的只是一些独木舟和一些由圆形小屋组成

的村落。

哥伦布拿着一块黄金指给当地土著人看时，他们指了指内陆的一

个地方说: “古巴纳坎。”哥伦布认为他们说的一定是中国的大汗。因

此他认为自己现在到了中国，而不是什么日本国。



7

哥伦布很快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携带着菲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

公函去见大汗。显然在这里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大汗，也不可能找到什

么有黄金的宝藏，可是他们却发现了另一个“宝藏”———当地居民有一

个奇特的习惯，就是把一种称作托巴科斯的叶子卷起来塞进鼻孔，吸

入点燃时冒出的烟。他们没有料到这野草有一天会变得像黄金似的

贵重，这“野草”就是烟草。

沿古巴北岸航行了 5 个星期，船队仍旧没有找到黄金。由于听信

了阿拉瓦克人的意见，平塔号的船长自作主张起锚向东航行，去一个

叫巴比克的海岛上寻找黄金，却自此一去 6 个星期不见归来。

12 月 5 日，哥伦布只率领着尼娜号和圣玛丽号到达了古巴的最东

端，在继续东行中，又一个人口众多、风景优美的海岸出现了。全体人

员都认为这是一个和西班牙同样美丽的海岛，哥伦布将它命名为“西

班牙岛”。实际上，这是现在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属于海地和多米尼加

共和国。

又过了两个星期，哥伦布他们勘查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北部海岸的

大约 1 /3 的地方，并且绘制了一幅相当准确的这一带的地图。他们去

参观了阿瓦克人的大部落并希望能寻找到黄金，因为他们发现越是向

东走，就越有找到黄金的苗头。

12 月 20 日，船队在四周环山的阿库尔湾下锚。友好的当地居民

将一些黄金饰物献给了他们。一件嵌金的精绣棉布作为礼物送给了

哥伦布，这是在东边几英里外的一个部落酋长特意送来的，因此哥伦

布决定马上回访。哥伦布从这位酋长那里得知在内地有一个黄金十

分丰富的叫锡瓦奥的地方。锡瓦奥又被哥伦布误解为可能是日本国

的误读，因此他更认为有无尽的宝藏在这个西班牙岛上，也更相信西

班牙岛就是位于中国东边海上的日本国。他们在岸上修了一个寨堡，

木料来自于触礁后的圣玛丽亚号船的残骸，将之命名为纳维达德，西

班牙语的意思就是“圣诞节”。作为在这新大陆上的第一次殖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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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留下 40 人开采伊斯帕尼奥拉的金矿。随后，他们带着从岛上

弄到的各种特产，大量的黄金以及作为这次发现的证人的 6 个印第安

人，于 1493 年 1 月 4 日起锚开始了返回西班牙的漫长航程。

两天后，哥伦布的尼娜号又和正贴岸向西航行的平塔号重新会

合。两只探险船无畏地驶向茫茫大西洋。两星期后，伊斯帕尼奥拉的

群山就再也看不到了。归航的旅途也是惊险万分，同样经历了惊涛骇

浪和狂猛的风暴，在亚速尔群岛附近，两艘船又被巨大的风浪冲散。3

月 4 日，历尽坎坷的尼娜号终于到达了里斯本，3 月 15 日，船又驶进了

出发时的帕洛斯港。平塔号也在几个小时后进了港口。经过 7 个月

零 12 天，这些疲倦的探险者终于回来了。

哥伦布一生中最愉悦的日子要算他回来后的几个月，4 月中旬他

被召进宫，并且得到了将军的封号，隆重的招待也大出哥伦布意料之

外。哥伦布也因此成了风云一时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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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 年到 1504 年间，哥伦布又三次航行至美洲。他到达了北美

的大部分海岸，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

1506 年 5 月 20 日，哥伦布因病去世。

哥伦布的远航是大航海时代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改变了世界

历史的进程。它使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从

那以后，西方终于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于

世界民族之林，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成就海上霸业。

寻梦东方
达·伽马系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葡萄牙航海家，也是开拓了从

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地理大发现家。他由于实现了从西欧经

海路抵达印度这一创举而驰名世界，并被永远载入史册。

达·伽马于 1497 年起航，率领四艘

船只，共计 170 多名船员，其中包括会讲

阿拉伯语的翻译。探险队最初向佛得角

群岛航进。随后，达·伽马没有沿着迪

亚士航行过的非洲的海岸线而是向大西

洋远航，航线几乎是直线向南。他向南

行进了很长一段路线后朝东转去，到达

了好望角。这是一条优选的航线，比沿

海岸下行要快，但是更需要拼搏精神和

高超精湛的航海技术。由于达·伽马选

择了这条航线，因而有 93 天从他的航船上望不见陆地———他在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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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上所花的时间是哥伦布的两倍半还多，令人叹服!

9 月 22 日，达·伽马绕过好望角，随后又沿非洲东海岸上航。在

向北航行的路上，他在几个被穆斯林控制的城市停留过，其中包括今

日肯尼亚的蒙巴萨和马林迪。在马林迪，他找到了一个印度引航员，

为他引航 30 天，从阿拉伯航海一直至印度。1498 年 5 月 20 日，大约

在离开葡萄牙 10 个月之后，达·伽马到达卡利卡特———印度南方最

重要的贸易中心。卡利卡特的印度君主扎莫林一开始对达·伽马表

示欢迎，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失望，因为达·伽马赠送他的礼物全是些

便宜货。这使得达·伽马未能与扎莫林达成任何贸易协定。同年 8

月，达·伽马离开卡利卡特。

返航比出航更为艰难。他们用了大约 3 个月的时间穿越阿拉伯

海，途中许多船员都因坏血病死去，最终仅有 2 艘船安全返航:第一艘

于 1499 年 7 月 10 日到达葡萄牙，达·伽马自己的船于 2 个月后到达。

总共只有 55 名船员──还不到起程时船员的五分之一———在这次返

航中幸存下来。但是当达·伽马返回里斯本后，他和国王都正确地认

识到他的 2 年航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6 个月后，葡萄牙国王派遣了

一支以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为首的追踪探险队。卡布拉

尔如期到达印度，途中发现了巴西( 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其他葡萄

牙探险家可能在此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巴西) ，并载着一大批香料返回

葡萄牙。但是喀夫拉尔的船员有些在卡利卡特遭到杀害。因此，1502

年瓦斯科·达·伽马奉命率领一支有 20 条航船的舰队去那里执行讨

伐使命。

达·伽马在这次探险中的行为极其残忍。他一离开印度海岸，就

劫获一条过路的阿拉伯航船，在把船货卸下来之后就在海上连人带船

一起烧掉，船上所有的人———包括妇女和孩子———几百人都被活活烧

死。达·伽马到卡利卡特后，蛮横地要求扎莫林把所有的伊斯兰教徒

都从这个港市驱逐出去。正当扎莫林犹豫不定之时，达·伽马就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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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致残了 38 名印度渔夫。扎莫林虽极其愤怒，但却无可奈何，只得答

应了达·伽马的要求。归途之上，达·伽马在东非建立了一些葡萄牙

殖民地。由于这些功绩，葡萄牙国王重赏达·伽马，授予他各种头衔，

赠给他许多财产、津贴及其他奖励。达·伽马直到 1524 年才返回印

度，新上任的葡萄牙国王任命他为总督。他到达印度几个月后一病不

起，于 1524 年 12 月去世。后来他被重新安葬在里斯本附近。瓦斯

科·达·伽马航海的基本意义是他开辟了一条从欧洲到印度和远东

的直接航线，其影响许多国家都能感觉出来。

从短期来看，它对葡萄牙的影响最大。通过控制通往东方新的贸

易航线，这个位于文明世界边远地区的国家，不久便甩掉贫穷落后的

帽子而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葡萄牙人迅即在印度周围建立

起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

瓦斯科·达·伽马对一条通往印度新贸易航线的开辟，使从前控

制印度洋贸易航线的穆斯林商人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这些商人

不久就被葡萄牙人彻底击败并取而代之，而且从印度通往欧洲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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