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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奇怪的瓶子

英国豪华游艇 “邓肯号” 在苍茫的大海上乘风破浪， 船起浪伏，
片刻之间， 伦敦港口已近在眼前。

这个时候， 船主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英国贵族院苏格兰

十二元老之一， 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出色的会员， 他正和他的夫人

海伦、 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端坐在安全舒适的船舱里， 欣赏着气势

磅礴的海风狂浪。
豪华公爵游艇 “邓肯号” 一如既往地勇冲向前。 这时， 船长孟

格尔在望远镜中突然看见前方不远处窜出了一条凶猛的大鲨鱼。 警

笛奏响， 一个魁梧的水手快速地将一个系着块腌肉的大鱼钩沿船舷

投向海中。
大鲨鱼出现在前方的消息， 马上传遍了整艘游艇。 年过三十的

格里那凡爵士一脸严肃地走在人群之前， 俨然一副领袖人物的模样。
麦克那布斯少校步伐沉稳， 神情威严， 他已经五十过头了， 皱纹深

深地刻在了他的额头上。 海伦内心激动， 眼神闪烁。 她在屏声敛气

地观看大海上捕鲨的情景。
大鲨鱼靠近腌肉， 张口吞入腹中， 正要抽身离去， 大力水手抓

住时机， 双臂一扯， 大鲨鱼立时被大力水手生生拽住， 内脏被钩，
想逃也逃不掉了。 只听 “哗” 的一声， 鲨鱼破水而出， 一头撞在船

舷上， 额部受伤流血， 大力水手不敢怠慢， 大喝一声， 使力回拖，
受了重伤的大鲨鱼尾下头上地被拖到船甲板上。 这时， 只听 “咔嚓”
一声， 手起斧落， 那条对人构成极大威胁的尾巴被另一个大力水手

手持利斧砍断了。 大力水手按住鲨鱼的腹部， “哧” 的一声脆响， 鲨

鱼的肚子被剖开了。 令人惊奇的是， 水手从鲨鱼肚中掏出了一个灰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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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罐子。
格里那凡爵士立刻看出了那个罐子是一个漂流瓶。 他和孟格尔

船长以及麦克那布斯对此十分敏感。 他们知道， 漂流瓶的出现就预

示着一些可怜的人们不幸地遭遇了惊心动魄的海难。
罐子周围已经被乱七八糟的海上垃圾紧紧缠住了。 显然， 这个

罐子在大海上漂泊有一段时间了。 麦克那布斯眉头一皱， 马上脱口

而出： “这绝对是只法国香槟酒瓶！”
孟格尔船长并没有闲着， 他找来了一把铁锤。 “铛啷” 一声响

后， 瓶子被打碎了。 几张折叠好的纸立刻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可能

是瓶塞没塞紧吧， 渗透进去的海水盐渍使它们粘合在一起。 格里那

凡谨慎地揭开了纸张， 这是三张大小相同的写过字的纸。 此时此刻，
纸张上的好多字母都已模糊不清， 有的甚至消失了。 格里那凡拿到

手上， 照着阳光， 一遍遍地从头至尾， 又从尾到头， 反反复复细看

了许多遍， 最后才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这是三份用不同文字写下

的内容一样的文件。”
麦克那布斯凑近格里那凡， 认真严肃地观看了一番。 他说：

“嗯， 有一份是英文， 有一份是法文， 另外一份极有可能是德文！”
漂亮的海伦兴致勃勃地问： “哦， 都写了些什么？” 海伦的眼睛

一直盯着那三张纸。
“我们应刻有能力有办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里那凡微笑了一下。
孟格尔船长精通德文， 他今年才 ３０ 岁， 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年轻

人。 格里那凡、 孟格尔、 麦克那布斯三人鼎力合作， 他们拼拼凑凑，
你翻译一句， 他弄懂一词， 终于拼凑出了这三份文件所表达的意思：

１８６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三桅船 “不列颠尼亚号” 在格拉斯哥沉没，
沉没地点： 哥尼亚南半球， 经度 ３７ 度 １１ 分。 幸存船长和两名水手，
上陆后被土著人俘虏， 请救援， 否则必死！

格里那凡转身对海伦说： “今天是 １８６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就是说，
差不多在两年前， 格拉斯哥港的一艘三桅船 “不列颠尼亚号” 在海

上遇难了， 船长和两名水手在南纬 ３７ 度过 １１ 分处将这个文件装进

漂流瓶中， 请求发现者设法救援他们。”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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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件中的一些字词， 海伦和麦克那布斯还在考证查据着， 例

如 “哥尼亚” （ｇｏｎｉｅ）， “到达” （ａｂｏｒ）， “野蛮的…印第” （ｃｒｕｅｌ⁃
ｓｉｎｄｉｅｎｓ） ——— “野蛮的印第安人” 等一些有头没尾， 模棱两可的词

句。 他们一致认为， “哥尼亚” 是指正好被南纬 ３７ 度线掠过的阿根

廷南部 “巴塔哥尼亚” （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ｅ）。 孟格尔立刻从一大包 １８６２ 年商

船日报中费了很大劲儿找出了 １８６２ 年 《商船日报》 的消息： “喔，
很清楚了， １８６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秘鲁的卡亚俄商埠， 满载货物， 驶往

格拉斯哥港。 船名正是 “不列颠尼亚号”， 船长格兰特！”
格里那凡马上接口： “原来是他， 苏格兰人格兰特呀！ 我听说过

他的名字， 在英国商船会员中名气挺大的。”
这份文件所描述的场景已经非常清晰了， 唯一不清楚的地方就

是文件中描述的纬度问题了。 格里那凡爵士拿起笔， 立刻在一张雪

白的纸上写下了一些字， 麦克那布斯少校迅速瞥了一眼， 最后把纸

递给海伦。 海伦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１８６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三桅船 “不列颠尼亚号”， 隶属格拉斯哥港，

沉没于近巴塔哥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 因为急于逃生， 船长

格兰特和两名水手逃上了大陆， 被野蛮的印第安人俘虏了。 情急之

中抛下此文件于经度 ３７ 度 １１ 分处， 请求救援， 不然， 必死无疑！
“喔， 上帝！ 整整长达两年之久， 不幸的幸存者， 不知道他们还

活没活在这个世上。 他们的家人望穿秋水也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啊！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海伦伤心地说。

格里那凡说： “我们不会撒手不管这件事的， 因为我们都有良

知，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返航， 我要去找海军大臣。”
当豪华的 “邓肯号” 返航进港时， 夕阳的最后一丝光彩已经把

宽阔的海面抹得有些淡黄了。

寻找失踪者

不久， 英国最有影响力的， 发行量最大的 《泰晤士报》 刊发了

一则启事：
“如果有人想知道格拉斯哥港的三桅船 “不列颠尼亚号” 及其

船长格兰特先生的消息， 请和格里那凡爵士联系。 地址是： 苏格兰，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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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顿郡， 玛考姆府。”
玛考姆府是一座古老的贵族庄园， 居住在这里的是格里那凡爵

士家族， 格里那凡家族和周围街坊邻居一直和睦相处。 格里那凡家

族时常救济贫苦的街坊邻居， 在当地名望极高， 非常受人尊敬。
刊发启事的当天傍晚， 有两个不辞劳苦的人来到玛考姆府， 叩

求拜访格里那凡爵士。
海伦一直担心着这件事情， 她希望有一个好结局。 她亲爱的夫

君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在 《泰晤士报》 上刊出启事后， 就赶往英

国海军大臣府邸请求支持， 她一直在等待好消息， 但是爱德华至今

未归。 她的直觉告诉她， 这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她是著名地理学

家威廉·塔夫内尔的女儿， 她父亲在探险中不幸遇难， 她真心诚意

祈祷上帝不要轻易夺走别人宝贵的生命。
玛考姆府的管家把访客请入客厅。 海伦接待了他们。
访客是一男一女， 男的年龄比女的小， 似乎是姐弟俩。 姐姐穿

得大方得体， 美丽的双眸略显浮肿， 显然是痛哭所致。 弟弟十岁上

下左右， 幼稚的脸庞显出忧虑和不安。
“格里那凡夫人， 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格兰特船长的女儿

玛丽·格兰特， 他是我弟弟罗伯尔。 我们是看了 《泰晤士报》 上刊

出的启事才赶来询问的。 虽然现在格里那凡爵士先生不在家中， 但

是我们的心情你是能够理解的， 快告诉我们格兰特船长的下落吧！”
“喔， 上帝保佑！ 你们是格兰特船长的孩子？ 太好了！ 上帝保佑

你们， 孩子们！” 海伦起身离座， 拉住他们姐弟俩的小手， 轻轻地抚

摸着他们的头发。 她轻声对他们说： “我马上要告诉你们的可能是一

个不幸的消息， 但是希望依然存在着。”
“格里那凡夫人， 我父亲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您直说了吧！ 我们

很坚强的。” 玛丽咬紧嘴唇说道。
于是， 海伦向格兰特姐弟俩讲述了藏在漂流瓶中的 ３ 张纸以及

模糊不清、 残剩仅余的文字， 等等。 最后说： “格兰特船长大概是在

巴塔哥尼亚附近的海湾遇难的。 他和两个水手设法上了岸， 这就是

那个漂流瓶里的求救信所透露给我们的讯息。”
“格里那凡夫人， 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那份求救文件以及那个漂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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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瓶？”
“对不起， 暂时不能。 我丈夫已经把它们带到了伦敦， 想请海军

部出力救援落难的格兰特船长，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你们不辞劳苦、
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们令我十分感动。
让我们一起共用晚餐吧。 我丈夫会为你们带回好消息的， 假如你们

不急着去办其他事， 就在我家住上几天吧。 愿上帝保佑你们！”
格兰特姐弟俩推辞不掉海伦的真诚盛邀， 再说他们也不愿空手而

归， 要知道， 他们一直放心不下他们那可怜的父亲。 所以他们答应了。
用完晚餐后， 玛丽非常直率地向格里那凡夫人讲述了父亲的

生平：
哈利·格兰特生于苏格兰柏恩郡， 一直受着良好的教育。 长大

后首先做了水手， 然后当了大副， 渐渐地掌握了航海技能， 最后当

了船长。 在无数次远航中， 他在航海和经商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

色。 他的妻子生下罗伯尔后就去世了。 他痛不欲生， 于是就把出海

远航当作了一生的奋斗目标。 他的民族兴衰意识很强， 他一直想在

海外寻找一个新大陆， 真心诚意希望苏格兰人能够富足强大。 他把

全部积蓄都贡献给了苏格兰民族。 在苏格兰同胞的赞助之下， 他终

于在 １８６１ 年聘雇了一些船员， 驾驶着三桅船 “不列颠尼亚号” 驶向

了太平洋。 他要去寻找新大陆， 临行前， 他拜托一位年老的堂姐照

顾他的儿女。
１８６１ 年， 玛丽才 １４ 岁。 她非常思念他的父亲， 她一直关注着商

船日报， 她只能从报上获知父亲的情况。 自从 １８６２ 年 ５ 月， “不列

颠尼亚号” 驶出秘鲁的卡亚俄港口， 她就再也得不到有关父亲的任

何情况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 照顾他们的堂姑妈病故了， 姐弟俩悲

惨地沦为了孤儿。
玛丽坚强地担负起生活的重荷， 她性格坚毅， 靠自己勤劳的双

手艰辛地抚养着幼小的弟弟罗伯尔。 姐弟俩相依为命。 虽然生活如

此不幸如此坎坷， 但是， 她寻找父亲的信念一直都没有放弃过。 她

四处打听消息， 但父亲似乎是一去不复返。 她不敢相信格兰特船长

也就是她父亲已失踪或遇难身亡。 《泰晤士报》 上刊发的启事使她看

到了希望。 她不敢耽搁， 立刻带着弟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玛考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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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不幸令格里那凡夫人非常感动， 她暗庆自己适才给了玛

丽姐弟新的希望， 她没有说出格兰特船长已经不在人世， 事实上，
她也只知道格兰特船长在大海上遇难了， 海难之后的具体情况她跟

玛丽姐弟一样， 也是一无所知。 她多么希望格兰特船长还活在这个

世上啊， 因为， 她不愿看到玛丽姐弟成为真正的孤儿。
第二天清晨， 一阵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 格里那凡爵

士一夜失眠， 从伦敦急忙回到了玛考姆府。 格里那凡夫人和麦克那

布斯少校都起得很早， 他们坚信， 格里那凡爵士会从伦敦带来令人

振奋的消息。 一听到清晰而又熟悉的马蹄声， 格里那凡夫人就知道

是格里那凡爵士回来了。 他们快步走出了府门。
风尘仆仆的格里那凡爵士一脸倦色， 他拥抱了迎向他的妻子，

一句话也没有说。
麦克那布斯少校从他那一脸倦色中看到了格里那凡爵士的内心

无奈。 事情肯定不妙， 麦克那布斯这样想。
格里那凡夫人在拥抱丈夫的那一瞬间， 也知道到了事情遇到了

困难， 但是她还是问道： “怎么样了， 爱德华？”
格里那凡爵士无奈地叹了口气： “哼！ 海军部那伙人根本就没有

同情心， 他们不愿意为这件事情作出任何的援助， 他们认为漂流瓶

中的求救信字迹模糊， 分辨不清， 时间相隔太久， 这是一件大海捞

针的工作。 到头来， 也是空忙一场。 喔， 格兰特船长！”
“不， 不！ 我悲惨的父亲呐！” 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号之后， 格里

那凡爵士突然看到一个小姑娘向自己跪下了———格里那凡夫人和麦

克那布斯少校只顾着询问格里那凡爵士， 却疏忽了格兰特船长的儿

女。 姐弟俩起得比格里那凡夫人还早， 他们睡不着， 一直忐忑不安

地在庄园里散步。 他们恰好听到了格里那凡爵士无奈的叙述。
格里那凡爵士吃惊不小， 立刻双手扶起了可怜的玛丽。 格里那

凡夫人马上向丈夫介绍了玛丽姐弟。 格里那凡爵士连声说： “很抱

歉， 玛丽小姐， 真没想到……”
玛丽姐弟幽怨哀苦的声音缠绕在庄园周围， 格里那凡夫妇及其

他人的心情也很沉重。
过了一会儿， 坚强的玛丽强忍巨痛擦去眼泪， 拜谢了格里那凡

·０８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尔

纳

科

幻

故

事

精

华

　
第

三

卷

◎

爵士夫妇， 牵着同样悲伤的罗伯尔， 往门口走去。
就在玛丽姐弟走到门口的时候， 格里那凡夫人胸口一热， 激动

地说道： “孩子， 请稍等片刻， 我有话要对你们讲。”
她深情地望着格里那凡爵士， 同情的泪水顺颊而下， 她的声音

哽咽地说： “假如， 格兰特船长当时写下求救信装入漂流瓶中是把自

己的生死交给了上帝， 那么， 我们这些打开漂流瓶子的人就是上帝

特派的营救者。 亲爱的爱德华， 我明白你制造豪华的 “邓肯号” 是

想带我去游览观光， 为的是， 希望我每天快快乐乐。 眼前的事情告

诉了我， 去拯救一个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人， 取得最后胜利获得的快

乐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最美好的快乐！ 亲爱的爱德华， 不能再耽搁

了， 让我们乘 “邓肯号” 去寻找濒临死亡的格兰特船长吧！”
海伦的声音很轻， 周围的人都听到了， 他们不仅听到了， 而且

还听得很仔细。 有声的表达， 无声的感动。 格里那凡爵士欣慰地抱

住了他美丽而善良的妻子。
因为格里那凡爵士的豪华游艇 “邓肯号” 要出海仗义救人， 所

以格拉斯哥港口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人们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排水量高达 ２１ 吨的 “邓肯号” 是一艘英国游艇族中数一数二的

游艇， 它装有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 马力十足， 比狂风还快。 “邓肯

号” 拥有首桅和主桅， 它可以任意张开调整主帆， 它还拥有梯形帆、
小前帆、 小顶帆、 樯头帆等一系列普通帆船所拥有的风帆， 风力有

多大， 航行的动力就有多大。
孟格尔船长为这次远程航行费尽脑汁， 在他的安排和指挥下，

游艇作了一番增添。 孟格尔船长以及他的手下群策群力， 为此次远

航人员， 为格里那凡爵士夫妇、 格兰特姐弟、 麦克那布斯少校切身

着想， 对他们照顾得十分周到， 安排得非常贴心。 格里那凡爵士一

行人对此感到十分满意。
孟格尔船长将格里那凡爵士庄园的 ２４ 名子弟全部安排到下层平

舱住宿。 庄园子弟们对格里那凡爵士忠诚不二， 尽心尽职。 他们尤

擅格斗， 善使武器， 是此次远航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的卫士。 船员

们都配置了防身兵器， 在船的甲板上还安置了一尊活旋转大炮， 以

防意外之祸， 以御突发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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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豪华、 功能齐全的 “邓肯号” 令人们大开了眼界， 众口称

妙， 拍手赞好。 连港口内紧挨着 “邓肯号” 停泊的大型汽船苏格提

亚号船长伯尔冬也用羡慕的眼光久久凝望着 “邓肯号”。
８ 月 ２４ 日晚上， 已在船舱中安置停当的格里那凡爵士夫妇、 麦

克那布斯少校、 玛丽姐弟、 奥比内夫妇及全体船员， 一齐离开了

“邓肯号”， 往格拉斯哥教堂走去， 他们要为自己这次远行进行祈祷。
回到 “邓肯号”，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１１ 点整。

游艇陌生人

第二天凌晨 ３ 点钟， 随着一阵汽笛轰鸣， 豪华游艇 “邓肯号”
载着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以及他们的豪迈深情， 向大西洋驶去。

大海的狂风巨浪猛烈地拍击着 “邓肯号”。 黎明时分， 海水又恢

复了往日的宁静。 玛丽跟着格里那凡夫人走到甲板上观看海上日出。
格里那凡爵士和麦克那布斯起得更早。 此时， 他们正面朝大海， 伸

开双臂， 迎着海风感受大海的博大胸怀。 罗伯尔顽皮地扯住帆索，
猱身直上， 霎时便攀到桅杆高顶。 他正在刻苦适应大海的脾气。

惊鸿一瞥， 海上日出结束， 大家又转回到船舱里去。 唯一留下

的是， 正在凝神抽着雪茄烟的麦克那布斯少校， 他似乎余兴未尽。
就在这时， 舷梯上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少校回头一望， 一个

陌生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麦克那布斯心里吃惊不小， 但没有溢露于言表， 他仔细地打量

了陌生人一番， 暗自揣测这个陌生人的身份及来历。
那个陌生人身形高瘦， 年纪大概有 ４０ 岁上下。 一顶旅行专用鸭

舌帽戴在高高的额头上， 高鼻梁上架着副大眼镜， 棕色的旅行夹克

衫， 口袋密布在上衣和裤子周围， 每个口袋塞得很挤， 形象很怪异，
极其眩人的是， 胸前吊挂着一个单筒大望远镜， 少校以前看到过这

种望远镜。
陌生人慈眉善眼， 举止大方， 行径端正。 麦克那布斯并没有因

为这个陌生人表面谦和就放松警惕。 少校心里嘀咕： 他是不是格里

那凡的客人？ 可是爵士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呀？
“总管！ 总管！” 陌生人的语言不是纯正地道的英语。 舱里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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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内先生应声即到， 他看到这个陌生人时也吃惊不小， 他也嘀咕：
他是谁呀？ 我怎么不认识？

陌生人解释道： “我整整安睡了 ３０ 多个小时， 哦， 现在我需要

填饱肚子。 这个要求应该不算过分吧， 先生们？”
奥比内问道： “等等， 先生， 你住几号房？”
“嗯， 我是 ６ 号房的乘客雅克·巴加内尔呀！”
孟格尔船长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甲板上， 他是恰巧路过。 雅克·

巴加内尔见他身穿船长制服， 立刻走上前伸手说： “嗨， 你好， 伯尔

冬船长！”
“等等！ 先生， 你搞错了， 我不是伯尔冬。”
“啊？ 这难道不是去印度的苏格提亚号吗？”
“瞧， 先生， 你又搞错了， 这是 “邓肯号”， 开往大西洋， 远

航！” 孟格尔说。
这时， 格里那凡爵士夫妇、 玛丽·格兰特也走出船舱， 来到甲

板上。 陌生人一见到气宇轩昂的格里那凡爵士， 又述说起自己来了：
“打扰了， 先生。 我是巴黎地理学会理事雅克·巴加内尔， 也是柏

林、 孟买、 达姆施塔特、 莱比锡、 伦敦、 彼得堡、 纽约、 维也纳等

地的地理学会会员， 我还是东印度皇家地理科学会名誉会员。 如果

我没有说错的话， 我现在脚下所站着的这艘船是开往印度的苏格提

亚号。 但这位先生却说这艘船是驶向大西洋的 “邓肯号”！”
关于雅克·巴加内尔的名声， 格里那凡爵士早有耳闻， 不能说

是如雷贯耳， 但用耳熟能详来形容却是一点儿都不过分。 巴加内尔

是地理学家， 在地理学方面既是专家也是权威， 同时， 他也以在生

活中粗心大意闻名。 格里那凡爵士微笑着问道： “巴加内尔先生， 如

果方便的话， 你不妨说说你是如何搭上这条船的？”
“好， 非常愿意。 我是从巴黎预订的船票， 舱房是苏格提亚号 ６

号房。 当我搭火车赶往格拉斯哥港时已经是上午 ９ 点钟了。 当时天

很黑， 我立刻乘马车赶到码头， 马不停蹄地上了船。 奇怪的是， 我

没有碰到船员。 我没有细想那么多， 立刻走到了 ６ 号舱， 门是开着

的， 我在火车上折腾了将近 ４０ 个小时， 我来不及多想， 倒头便睡

了。 没想到一觉睡了 ３０ 多个小时。 现在想想，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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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身上口袋里翻出翻进， 手忙脚乱一阵后， 终于拿出船票，
又瞧了瞧自己的手表， 忍不住哈哈大笑道： “嘿， 巧得很， 不多不少

正好 ３６ 个小时。 没骗你们吧， 苏格提亚号的船票， 瞧瞧！”
事情很快就弄得一清二楚了。 马虎大意的雅克·巴加内尔是在

大家上教堂祈祷的时候， 糊里糊涂地上了船。
“很抱歉， 事情的结果不得不让你放弃去印度考察的计划。 你本

来搭乘的是苏格提亚号， 可是你却摸黑错上了我们这艘开往智利的

“邓肯号”。”
“喔， 上帝！” 巴加内尔连声叫苦， 咚咚几声急步声响， 他飞快

奔下楼梯， 跑回 ６ 号舱。 他迫不及待地查看了自己的行李。 很幸运，
在搬放行李这一细节行为上他还没有粗心大意。 他的行李都在舱里，
一件不少。

巴加内尔心情非常沮丧， 后悔之情溢于言表。 他望 “邓肯号”
上悬挂的旗帜， 脸上很难为情： “哦， 哦， 尊敬的格里那凡爵士， 我

想我们应该商量一下。 就是， 这艘豪华气派的游艇应该驶往东方的

印度才是明智之举。 观光世界风采， 东方的印度比智利美丽多了。
我们同往印度那可真是幸运万分啊！ 我去印度肩负着考察当地地理

的神圣使命啊！”
“对不起， 巴加内尔先生。 假如我们此行是旅行观光的话， 随便

到哪里都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是去找几个遇海难后被遗弃在巴塔哥

尼亚地区的人， 并要安全地把他们带回英国……” 格里那凡夫人情

绪很激动地说。
雅克·巴加内尔仔仔细细地听完格里那凡夫妇对漂流瓶以及格兰

特船长的讲述。 最后， 他听到海伦大义慷慨要远航救援落难的格兰特

船长时， 他格外激动， 深情地说道： “高尚的海伦女士， 我为你这种

义举， 这种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 一切的赞美之辞尽在我激

动不已的内心深处。 那么在 “邓肯号” 抵达第一个靠岸停泊的地点之

后， 请让我上岸， 换搭回欧洲的船再去印度， 可不可以呢？”
“我们不反对你的这个决定。 既然有一面之缘， 不妨在我们这艘

游艇上逗留几天， 您意下如何？” 格里那凡爵士举手投足尽显绅士风

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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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加内尔听了爵士这一番话， 心里稍感欣慰。 上错了船， 本来

是件难堪的事情， 巴加内尔非常感谢爵士寥寥数语便解其围。 他拜

读了格里那凡爵士递给他的那 ３ 份求救信。 并对爵士一行人能够想

方设法救落难的格兰特船长的行为表示赞赏。 大家都很高兴， 并为

之大受鼓舞。
雅克·巴加内尔得知海伦的父亲是已逝著名的威廉·塔夫内尔

时， 他立显恭敬谦和神情。 威廉·塔夫内尔生前经常与他有书信来

往。 两人虽未谋面， 但却是神交已久， 威廉·塔夫内尔在地理方面

的学识让巴加内尔十分钦佩。 巴加内尔和另外一位著名地理专家曾

联名致信地理学会， 郑重推荐威廉·塔夫内尔加入地理学会， 成为

巴黎地理学会会员。
豪华游艇 “邓肯号” 经过了马德拉群岛、 加那利群岛， 但他都没

有下船的意思。 大家猜想， 巴加内尔大概是除了印度对其他地区皆不

感兴趣， 也有可能是， 他从地图和地理书刊上对它们烂熟于胸了吧。
９ 月 ２ 日， “邓肯号” 经夏至线， 驶向佛得角群岛， 这些时日都

是一帆风顺。
“邓肯号” 停泊在佛得角群岛普腊亚湾， 这是航行南美大洲的最

后一个停泊点。 巴加内尔要转程去印度就非得下船不可了。
此时此刻， 风雨笼罩住了普腊亚湾。 孟格尔船长准备放小艇将

整理好行李的巴加内尔送往普腊亚城。 但此时此刻的巴加内尔非常

不愿意离船上岸。 尤其是他听格里那凡说， 这样的天气将延续很长

一段时间， 在这种时候， 很少有船来普腊亚， 在普腊亚湾等待乘回

欧洲的船， 少说也要等上一年半载的。 很显然， 巴加内尔此时还不

想形单影只地离开 “邓肯号”。
格里那凡爵士看到雅克·巴加内尔犹豫的样子， 就知道他也想

加入到援救格兰特船长的行动中来。 所以他直言不讳地询问巴加内

尔是否愿意放弃到印度深入考察的计划， 参加寻找格兰特船长的行

动， 与此同时， 还可以考察沿途其他地方的地理位置。
“我早就想这么办了， 但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既然格里那凡爵士

盛情邀请， 我当然愿意了。” 巴加内尔喜上眉梢。
９ 月 ７ 日， “邓肯号” 驶过了赤道， 进入南半球， 一如既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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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徐航行在大西洋上。
巴加内尔忘不了他的老本行， 他的眼睛总离不开地图。 他幸运

地在船舱里翻出了几本旧西班牙文图书， 他很乐意在漫长的航行中

学习西班牙语。 西班牙人当年横渡大西洋， 征服了南美洲， 大洲众

多地区都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于是南美洲听得懂的外国语言是西

班牙语， 对英语、 法语似乎是闻所未闻。 巴加内尔还为罗伯尔讲述

了哥伦布发现美洲， 麦哲伦环球航行等探险家的轶事。 巴加内尔给

人的感觉已经很明显了， 直言快语， 激情乐观。
当 “邓肯号” 驶入著名的麦哲伦海峡， 进入太平洋时已是 ９ 月

２５ 日了。
格里那凡爵士要求孟格尔船长把 “邓肯号” 驶到南美洲科尔科

瓦多湾。 从地图上看， 此处离南纬 ３７ 度线很近了。 “邓肯号” 紧挨

着奇洛埃岛和南美洲南部海岸一些零星小岛边缘航行。 他们一丝不

苟地沿岸寻找， 不肯放过任何海上漂流物， 甚至连垃圾也要捞起来

查看， 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邓肯号” 在智利和塔尔卡瓦诺港口停泊。 格里那凡爵士和巴加

内尔乘小艇上岸， 急急忙忙赶往康塞普西翁城， 直接奔往当地英国

领事馆。 最后的结果令大家都很失望， 不要说英国领事， 就连其他

国家设在此处的领事馆， 都没听说过有船只遭遇海难的消息。 紧接

着， 格里那凡爵士又私自掏腰包雇人到周围海岸探查亲访， 如此尽

心尽力地进行了一个礼拜， 依然是一无所获。 玛丽姐弟俩垂头丧气，
全体船员的心情和玛丽姐弟的心情一样糟糕。

巴加内尔重新接过那 ３ 份求救信， 他看得非常细心， 一个字也

不肯漏过。 他一言不发地看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开口了：
“先前， 你们的推测是印第安人 （ ｉｎｄｉａｎ） 之前的空白应是 ‘将

受俘于’ 的意思， 但我的观点却是 ‘已被俘于’ 更为恰当。 也就是

说， 他们刚扔完瓶子就被野蛮凶猛的印第安人俘虏了。”
“我不这样认为。” 格里那凡爵士说， “瓶子只能在船遇难时扔

入海里， 也就是说， 信中说的经纬度肯定是指船只出事时格兰特船

长等人上岸的地点。”
“可是我们在经纬 ３７ 度附近查找了 ６ 天了， 依然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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