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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斗转星移，岁月

悠悠，勤劳的儿女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数的知识

财富，只有了解、掌握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再创辉煌。

作为新世纪的领跑者，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应该加深

对世界的了解，了解世界最新的技术和灿烂的文化，同

时，不断地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在

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为此我们本着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朋友服务的宗旨编

写了这套《科学奥秘丛书》，本书语言平实易懂，文中包括

天文、地理、材料、能源、海洋、昆虫、动植物各类知识，使

人增长智慧，了解前沿科学，激发青少年朋友学习的兴

趣。

—１—



同时也希望本套丛书能帮助青少年朋友更好的掌握

科普知识，提高科学素养，成为新世纪全面发展的人才。

由于时间仓促，兼编者水平有限，文中如有纰漏，望

能多多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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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飞天之梦

飞天神话故事

当远古时期的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和石器，依靠群体

的智慧和力量，猎取到足够的食物后，人类便有足够的时

间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了。于是人类发明了车，以车

代步；发明了船，来渡江过河。

但人类迈向天空的步伐却极其缓慢。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从雪花、树

叶飘落，云彩流动，狂风中飞沙走石等自然现象，以及天

空中的飞鸟、昆虫等的飞行活动产生联想，得到飞行的启

示而向往飞行。但是，古代生产力非常落后，生产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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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简单，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飞行的愿望无法

实现，只有寄托于神话。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奇妙、动人的

航天神话传说。这些航天神话传说不仅极大丰富了古代

人类社会文化，还孕育了后代航空技术的萌芽。

　　我国古代第一部以神话

为主流的书是什么？

传说我们的始祖黄帝就是骑着龙飞到天上去做神仙

的，征服洪水的大禹也曾驾着龙到天空游览。公元前１０

世纪周朝国王周穆王乘坐一辆“黄金碧玉车”，以日行万

里的速度飞往西天访问“瑶池金田”西王母。传说天上有

仙，称为天仙。天仙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飞行云中。

仙人王子乔骑的是巨鹤，西汉刘向在《列仙传》中写道：

“周灵王太子晋，七月七日乘白鹤，驻山头谢时人，数日而

去。”《列仙传·拾遗》中也写道：“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

箫……数年，弄玉乘风，萧史乘龙去。”



　
　
３









































　　　　

无论是借助飞车，还是驾驭白鹤，或是借助凤、龙，

都是古人意图借助它们以实现飞天梦想的一种想象。

根据民间传说编著的《山海经》中有不少“人鸟一体”的

怪异插图。这些带有浓密神秘色彩的怪异图，是人类

希望通过长一副鸟的翅膀来实现飞行愿望的一种飞行

想象图。

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览冥训》和晋朝干宝的《搜神

记》都记叙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我国广为

流传，家喻户晓。说的是神箭手后羿历经艰难险阻从昆

仑山西王母那里求得了两粒“不死之药”，夫妻分吃可以

长生不老。谁知后羿的妻子嫦娥偷着一个人吃了，结果

她就不由自主的飞上了天空，一直升到了月宫里。

我国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约公元前３４０—前

２７８年）在《离骚》中想象自己驾驶飞龙拉的车，在天空

飞行，朵朵云彩就像一面面旗帜，在他车旁迎风飘扬；

凤凰一边唱着歌，一边随他在空中飞翔。他飞过巍峨

的昆仑山，飞过一望无际的流沙河，最后到达天边的

西海。

《庄子·逍遥游第一》中写道：“夫列子御风而行，冷

然善也。”说列子由于得风仙之道，因而能够驾风不费力

地在空中飞行，把想象中的飞行与风联系起来，说明古人

已预见到飞行与风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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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白（公元７０１—公元７６２年）的《天台晓望》诗

里有：“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

诗人杜甫（公元７１２—公元７７０年）的《彭衙行》诗里

有：“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文学家韩愈（公元７６８—公元８２４年）的《调张藉》诗

里有：“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

李白、杜甫、韩愈在他们的诗里都希望人能够像鸟一

样生羽毛、长翅膀，在空中飞行。

北宋文学家苏轼（公元１０３７—公元１１０２年）的《金

山妙高台》诗里有：“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蓬莱不可

到，弱水三万里。”意思是：我想驾着飞车，去东海寻访赤

松子，三万里水路，到蓬莱可真不容易啊！

在我国唐代流传着一个唐明皇游月宫的故事，也十

分有趣。故事说有一天晚上，唐明皇坐在长安城的皇宫

之中，一边饮酒作乐，一边仰望天空中的明月，似有所思。

这时一位侍奉唐明皇的道士猜到了唐明皇的心思，他将

手中的拐杖向空中抛去，天空中顿时出现了一座碧玉般

的长桥，长桥的这一端在皇宫中，那一端直接月宫。唐明

皇又惊又喜，撩袍迈步，登上了碧玉长桥，直奔月宫进入

了广寒宫，这时仙乐四起，云雾缭绕，数不尽的仙女载歌

载舞，迎接唐明皇。唐明皇如醉如痴，乐而忘返，直到道

士再三提醒方才告别众仙女，回到人间，脚刚落地，那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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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玉般的通天长桥便倏忽而逝。

神话故事《西游记》里描写的天兵天将、妖魔鬼怪等

都能腾云驾雾在空中飞行。孙悟空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

千里。

我国甘肃敦煌石窟里的壁画飞天，其职能是侍奉佛

陀和天帝释，因能歌善舞，周身还散发着香气，所以又叫

香音神或飞天伎乐。按佛经的描述，飞天的形象似人非

人，头上长角，并不美。但经过艺术家之手，却成了形貌

俊美的天男天女。这些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飞天，身披

天衣，环绕彩带，飞腾之状犹如游龙翔凤，彩云飘扬。这

是人们对飞行向往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我国古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用语言、文字、绘画等

方式表达了古人向往空中飞行的愿望，并广为传播。可

以说，古人航空理想由来已久。

关于飞天方式的描述是多种多样的，有借助翅膀的，

有靠服食仙丹灵药的，也有靠能飞的鸟类或禽兽携带的，

还有靠修道成仙而飞上天空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中是借

助神牛的皮成功的，这与阿拉伯人神话中的飞毯有些

相似。

希腊神话中有一则故事说：太阳神赫里俄斯的儿子

法厄同不听众神的劝告置若罔闻，试图驾驶他父亲的火

焰战车飞近天空，结果他果然无法驾驭拉车的马，火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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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飞近地面，大地被烧焦了一大片，从而造成了今天的撒

哈拉大沙漠。

公元１６０年，希腊著名作家卢基阿诺斯写了一篇神

话小说《伊卡罗·米尼朱波斯》，说的是：主人公米尼朱波

斯巧妙地把鹫的右翼和秃头鹰的左翼取下来装在自己的

肩上，腰里带了食品，就从奥林匹斯山飞了出去。开始

时，他随着不断的升高而感到头晕，但不久就习惯了。他

飞过了５　５００千米的高空，到达了月球。在月球世界，他

和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相会，并向他请教加强视力的方法，

好从月亮遥望地球。从月亮上看，希腊只有四个手指头

那么大，人小得简直像只蚂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西方人想象的飞天工具竟是鸟

类的翅膀，而且他们认为月球离地球只有５　５００千米。

１６３９年，德国的朱安·波德旺写了一个题为《德米

尼克·冈扎莱斯的月球旅行》故事。主人公冈扎莱斯乘

船在大西洋中航行，后来他病倒在圣赫勒纳岛上。他和

仆人分开住，两人之间用鹄来联络。在鹄的脚上捆上小

包，代替信鸽。据说鹄这种鸟很聪明，经过训练之后，它

们飞回了欧洲大陆。这种鹄来自月球，后来到了返回月

球的季节，就带着冈扎莱斯飞到了月球世界。在冈扎莱

斯所访问的地方，居住着身高３米以上的巨人，寿命长达

５　０００年，一个名叫伊卢多兹尔的皇帝统治着这个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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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当人类开始向天空迈步的时候，其中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异常艰辛的，但人类始终没放弃征服天空的梦想。

泰戈尔在他的《飞鸟集》中写到：

“天空不留下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人类征服天空的每一个足印，都会永远被历史铭记！

　　答：《山海经》成书于先秦时期，是我国

古代第一本神话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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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想象

古人在探索飞行的过程中，想象的最早的飞行器可

能要算“飞车”了。

《山海经·海外西经》里有：“奇肱国善制飞车，游行

半空，日可万里。”

　　《拾遗记》的作者是谁？

《帝王世纪》里记叙：“奇肱民善为栻杠，以杀百禽。

能为飞车，从风运行，汤时西风至，吹其车到豫州。汤破

其车，不以示民。十年，东风至，汤复作车遣之去。其国

去玉门关四万里。”

传说，成汤在位１３年（前１７６６—前１７５４年），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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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奇肱国，奇肱国的人都是独臂，但心灵手巧，会猎取

飞禽，还会制造飞车。人坐在飞车上可以快速飞到很远

的地方去。有一次刮西风，把奇肱国的人和飞车刮到了

汤的国都豫州。汤王把独臂人和飞车的到来视为不祥之

兆，于是把飞车给毁了。过后，汤王觉得失礼，遂令工匠

复制奇肱飞车。过了１０年，有一次刮东风，又把奇肱国

人和飞车刮回去了。要设计、制造这样的飞行器，可以想

象一定会把当时的能工巧匠给难住。

《山海经》是我国的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珍贵古

籍，其成书年代距今至少有三四千年，书中所揭示的许多

奥秘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

从古人的记载中看，奇肱国的人和汤都会制造飞车，

这种飞车可以在云天中翱翔，飞行距离在４万里以上，而

且，汤不让普通百姓看到它，这说明飞车绝非等闲之物。

到了公元４世纪，东晋人王嘉写了一部《拾遗记》，其

中，有一段文字是关于“巨槎”的记载：“尧登位三十年，有

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常浮绕四海，十二

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槎，亦谓挂星槎。”

“槎”的本意是“木筏”，在这里指“船”。

这段古文的意思是：尧帝登位三十年，有一艘巨大的

船浮现在西天上，巨船上光灿灿的灯，晚上亮了，白天熄

灭。巨船围绕天空飞行，十二年一个轮回，循环往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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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止，人们称巨船为“贯月槎”，也叫做“挂星槎”。

据史书记载，尧是古代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

大酋长（其他两位是舜和禹）之一。

如果说《山海经》和《拾遗记》对“飞车”和“槎”的记载

不够明确的话，那么，《洞天集》中对一艘“仙槎”的记载就

似乎能让人信以为真了：“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

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

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槎亦飞去。”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汉代的严遵曾留下一艘仙船，在

唐朝时将它放在麟德殿上。这艘船大约五十余尺，敲打

它时发出的声音似铜铁锵声，船体坚固异常，几百年来没

有丝毫损坏。李德裕（曾任唐朝丞相）截取了一小块并把

它刻成道士的模样，所刻的道士竟能自由地飞走飞回。

到了唐僖宗（广明是唐僖宗的号）年间，所刻的道士突然

失踪了，那艘陈放在麟德殿上的仙船也飞走了。

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无论是“飞车”，还是“巨槎”、

“仙槎”，它们都与现代的航天飞船很相似。对于古人的

记述，我们已无法对古人的记述进行考证，但是这些“飞

车”、“巨槎”、“仙槎”，寄托的古人对飞天的渴求是一目了

然的。

可能是受鸟类飞行的启示，古人把飞行的愿望寄托

于翅膀，幻想人能“生”翅膀，像鸟一样在天空中自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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