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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是中国的法国文化年，又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年。
在纪念“科幻小说之父”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作为老法语工作者，我有幸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
译儒勒·凡尔纳的名著《海底两万里》。
我用法语和汉语并用的特殊思维方式，按照科幻先行者的思路，设身处地、亲临其境地扮演起生物学
家阿罗纳克斯教授的角色，同两位说法语的外国朋友(一位是比利时人，一位是加拿大人)一起，莫名
其妙地被时光逆流抛进神出鬼没的鹦鹉螺号潜水船，作为“自由的囚徒”，与“水中怪人”尼摩船长
打了近十个月的交道，进行了迢迢两万法里的潜海航行，历尽千难万险，饱览了千奇百怪的海底风光
，完成了一次虚拟的海洋探险考察，实现了一次从已知求未知的科学幻想远征，并以现代人的眼光重
新审视凡尔纳的远见卓识，既紧张又愉快地度过了中国的法国文化年和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年。
本来，译者与作者不好相提并论，但通过本书的翻译，我似乎同百年后的凡尔纳有几分书缘，竟能结
成中西文化合作的“生死之交”，并在电脑桌上实现了隔世的心灵沟通。
    1828年，儒勒·凡尔纳出生在法国西部海港城市南特。
父亲皮埃尔·凡尔纳是当地有名的律师，学识渊博但墨守成规，对文学和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母亲
索菲·阿洛特·德·拉菲伊出生名门，虽然有些任性，但待人诚恳，擅长写作，富于幻想。
凡尔纳可能秉承了家族传统的遗传变异优势，从小就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父亲总希望子承父业，但淘气而聪明的小凡尔纳却向往海外冒险。
十一岁那年，他背着家人，私下与科拉利亚号船上的见习小水手串通好，悄悄乘小艇偷渡出海，爬上
这艘开往印度的轮船，准备出去闯大世界。
然而，出走并没有成功。
父亲得到消息后便把他抓了回来，并严厉地惩罚了他。
无可奈何的他只好表示：“以后保证只躺在床上靠幻想进行旅行。
”没想到，一句童言竟预言了他一生的辉煌成就。
    凡尔纳不得不按照父亲的旨意到巴黎去学法律。
大学毕业后，他却违背父亲的意愿，没有回南特当律师，而决定留在巴黎发展。
父亲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只好顺水推舟，却没想到凡尔纳并不喜欢司法职业，只热衷于文学创作，老
在文学界，特别是在戏剧圈子里寻找机会，在沙龙交际中异想天开。
不过，命运对凡尔纳的天陛和志趣格外垂顾。
通过母亲家族的关系，他认识了著名作家大仲马的家人，与小仲马混得很熟。
据说，大仲马喜欢吃南特菜，凡尔纳就说他吃的南特菜不地道，然后自告奋勇为大师做了正宗的南特
菜。
大仲马吃得津津有味，于是便收下了他这个门徒，并安排他当了巴黎歌剧院的秘书。
近水楼台先得月，凡尔纳的创作热情顿时高涨起来，一连写了几个剧本，但都没有成功。
后来，他与小仲马合作写了《折断的麦秆》，被大仲马看上了，于1850年搬上巴黎舞台。
这是凡尔纳第一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只是成功微不足道，观众和舆论反应平淡。
之后，他又写了许多剧本，大都水平不高，波澜不惊。
凡尔纳深深陷入创作出路的困惑，意识到在高山林立的戏剧界很难立足，更谈不上突破，必须下决心
独辟蹊径，标新立异。
    就在这时，他结识了老探险家雅克·阿拉戈(1790—1855)，并经常进出阿拉戈家的沙龙。
阿拉戈发起组织了“航海家协会”，沙龙里流传着航海家们从海外带来的各种奇闻。
其兄让·阿拉戈(1786—1853)则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在这个科学家加探险家的家族沙龙里，经常出入的是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航海家、旅行家、
探险家、文学家和各学科的专家学者。
凡尔纳从中广交朋友，耳濡目染，获益匪浅。
想当初巴尔扎克把社会学引进文学，创造了“人间喜剧”的奇迹；大仲马把历史学引进文学，开创了
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奇迹；何不把自然科学，特别是地理学、天文学引进文学领域，开辟科学探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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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新领域？
凡尔纳怀着创新的冲动，开始泡图书馆，孜孜不倦地攻读科学、文学与探险著作，对阿拉戈兄弟的《
环球旅行》、《大众天文学》和美国推理小说鼻祖爱伦·坡的历险小说则情有独钟。
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积累了丰厚的科技基础知识和资料，加上他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特别发达
，终于在困境中吸取经验教训，很快形成了别开生面的创作新思路。
    此时，凡尔纳有幸认识了《家庭博览》杂志的主编皮特尔．谢瓦利埃，并很快争取到了他的友谊。
1851年，凡尔纳在《家庭博览》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一个月后又发表了《
乘坐气球旅行》。
第二年又发表了《马丁·帕兹》。
至此，凡尔纳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改变，他的科学探险小说崭露头角。
    法国有句谚语：自助者天助。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成功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也靠他人的帮助，最后就看运气了。
就在凡尔纳寻找突破的关键时刻，经导师大仲马的介绍，他结识了大出版家儒勒·赫泽尔。
    儒勒·赫泽尔比儒勒·凡尔纳大十四岁，是一位有远见的作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当时正为自己的出版社和《教育与娱乐杂志》物色、培养青年作者。
1862年，儒勒·凡尔纳不好意思地把《乘坐气球旅行》交给了赫泽尔。
两个儒勒初次洽谈颇为投机。
1863年赫泽尔书局出版了《气球上的五星期》，获得巨大成功。
两个儒勒一拍即合，一下子竟签订了二十年长期合作的合同。
从此，凡尔纳每年要向赫泽尔交二至三部书稿。
从此，凡尔纳就可以靠稿费维持生计并从事职业写作了。
从此，法国一位职业科幻小说家就这样闻名于世了。
从此，世界各国千百万读者就可以兴致勃勃地领略凡尔纳的生花妙笔，上天入地下海洋，进行亦真亦
幻的陆上、空中、水下环球远程旅行了。
    凡尔纳是一位高产作家，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
凡尔纳一生写的作品不下百部，其中大都是科幻小说。
《鲁滨孙叔叔》(1861)、《气球上的五星期》(1862)、《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1863)、《地心游记
》(1864)、《从地球到月球》(1864)、《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1865)、《环游月球》(1868)、《一座漂
浮的城市》(1869)、《海底两万里》(1869)、《八十天环游地球》(1872)、《盛产皮毛之邦》(1873)、《
神秘岛》(1874)、《米歇尔·斯特罗哥夫》(1874)、《太阳系历险记》(1876)、《黑印度》(1877)、《十
五岁的船长》(1878)、《蓓根的五亿法郎》(1878)、《机器岛》(1893)等一大批信息量大、科技知识丰
富、情节离奇曲折、人物形象鲜明突出的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相继问世，受到法国和世界各国读者尤
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凡尔纳科幻小说引人人胜，雅俗共赏，在法国的发行量早已突破两千万册。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上百种文字，在世界畅销不衰。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凡尔纳是世界上作品被译介最多的十大名家之一。
他的代表作多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闻名遐迩，脍炙人口。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法国电视部门专门设置了以儒勒·凡尔纳命名的国际科普电视奖项，以
鼓励各国加强电视科普宣传教育。
2005年联合国的“世界旅游日”主题，自然而然在纪念凡尔纳逝世一百周年上大做文章。
    凡尔纳的确创造了科幻文学的神话，但科幻不是神话。
神话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凡尔纳的许多幻想已经或正在实现，有的将来很可能变成现实。
我们现在拥有的电视、潜艇、飞船、导弹、计算器、机器人、飞行器、霓虹灯、水下呼吸器、高速列
车乃至全球通讯网络等高端技术，他在一百多年前就为我们想到了。
许多科学家、工程师和作家坦言自己的志趣曾受到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影响。
法国元帅利奥泰对下议院讲话时曾说：“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将凡尔纳的预言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已。
”这话虽然言过其实，但至少说明，凡尔纳手笔不凡，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科普效果和教育意义不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底两万里>>

低估。
    凡尔纳当年发表科幻小说使用了一个总题目：《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漫游》。
这个题目显然是画龙点睛，抓住了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精髓。
如果读者能怀着从已知求未知的漫游心态阅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那一定开卷开心，在开阔眼界、增
长学问的同时，说不定还能培养积极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创新的勇气和想象力。
    在凡尔纳的六十多部科幻小说中，如果把(《从地球到月球》、《太阳系历险记》称作“天书”，把
《地心游记》称作“地书”，把《八十天环游地球》称作“人书”，那么《海底两万里》就是名副其
实的“海书”了。
它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海量的海洋知识揭开了海底世界的神秘面纱，奉献了洋洋大观的精彩，堪称科
幻小说中的经典，海洋小说中的精品，其文学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皆为上品。
    《海底两万里》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
当时世界航海业方兴未艾，但海难事件频频发生。
根据许多遇险船只幸存者的回忆，海难事故大都与海上“独角兽”有关。
欧美报刊对此大加炒作，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于是，舆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海难肇事者是海洋怪物，一派则认为是深海动物。
    海难事件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但肇事者究竟是海怪还是海兽，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所谓“谜”就是未知世界，而未知世界总是神秘的。
凡尔纳的小说一开头就抓住这个世界争论的焦点，不断调动读者的好奇心，让读者跟着作家的思路去
认识这个神秘莫测的未知世界，于是演绎出一段离奇曲折、跌宕起伏、悬念迭出的科幻故事。
    凡尔纳编的故事虽然离奇，但并不离谱，节外生枝合情合理，来龙去脉头头是道，起码可以自圆其
说。
    美国海军为了确保航线安全，派出最先进的军舰去追杀“独角鲸”。
法国生物学家阿罗纳克斯教授和加拿大捕鲸能手尼德-兰应邀随美军舰出海执行任务。
军舰与“独角鲸”终于在不太平的太平洋海域遭遇，并受到“海怪”的重创。
法国学者和仆人以及加拿大鱼叉手在撞船时不幸落水，但鬼使神差，三个人被命运抛到“独角鲸”的
脊背上。
其实，所谓的“独角鲸”既不是海洋怪物，也不是海洋动物，而是一艘设计精巧、构造复杂、技术先
进的人造潜水船。
    凡尔纳在揭开“独角鲸”秘密的同时，又让读者陷入一系列新的悬念连环套当中。
首先要弄清楚鹦鹉螺号究竟具有多高的技术水平，然后要弄清楚鹦鹉螺号的主人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现在通过查阅资料可以知道，《海底两万里》成书之前，世界上已经有“潜水船”存在。
1620年，荷兰物理学家科尼利斯·德雷尔成功地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艘潜水船，木质结构，靠木桨
驱动，可载十二名船员，但只能潜水三至五米。
1776年，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戴维特·布什内尔在华盛顿将军支持下，研制成功海龟号潜艇，靠人力
螺旋桨驱动，并首次用于实战，但发动攻击没有成功。
1801年5月，富尔顿在法国皇帝拿破仑的支持下，对“海龟”进行了改造，建成了鹦鹉螺号潜艇，铜壳
铁框架，艇长六点八九米，最大直径三米，状如雪茄，艇中央有指挥塔，水面用风帆推进，水下用人
力螺旋桨推进，用压载水柜控制浮沉，艇上带有压缩空气，可供四个人和两支蜡烛在水下使用三小时
，能潜水八至九米深。
‘1863年，法国建成一艘名为“潜水员”的潜艇，第一次使用蒸汽发动机，艇长四十二点六七米，排
水量四百二十吨，外形如海豚，速度二点四节，潜深十二米，能在水下续航三小时，是20世纪以前建
造的最大一艘潜艇。
1866年，英国建造了鹦鹉螺号潜艇，使用蓄电池作动力，航速六节，续航力八十海里。
应当指出，当时信息技术很不发达，加上潜艇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建造过程高度保密，外界很少有人
知道潜艇的秘密。
但凡尔纳显然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潜艇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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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笔下的鹦鹉螺号绝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之物，而是从已知的潜艇技术出发，探索未来潜
艇技术的发展前景。
值得庆幸的是，凡尔纳想象出来的潜艇已经在20世纪变成了现实，而且有了突破，使用了核动力。
当然，这是凡尔纳始料不及的。
1954年1月21日，人类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在美国顺利下水，艇长九十米，排水量两千八百吨，
当时造价为五千五百万美元，最大航速达二十五节，最大潜深一百五十米，可以在水下续航五十天、
航程三万海里而无需添加任何燃料。
几代鹦鹉螺号潜艇发展的轨迹，不正是从已知世界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吗?凡尔纳的超凡想象力由此可
见一斑。
    《海底两万里》作为文学作品，还为后人塑造了一个最具悬念的  “水中人”——尼摩船长——的形
象。
尼摩船长是一个大智大勇、神出鬼没、总能逢凶化吉的“怪人”。
他不是超人，却胜似超人。
他既是鹦鹉螺号的总设计师，又是建造潜水船的总工程师，也是潜艇航行的总指挥和技术总管。
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不仅懂法、英、德等现代语言，而且还精通古拉丁语；他不仅搜集海底奇异的
动植物标本，而且喜欢收藏世界名著、名画、名曲，还会弹一手动听的管风琴。
他有很高的智商，天文、地理、人文、海事无所不通，他可以修正专家、学者(其中包括阿罗纳克斯教
授)有关海洋论著中的许多错误判断和见解；他有利用天然条件、开发海洋资源、长期在水下生活的高
强本领。
阿罗纳克斯教授说他对人类怀有刻骨的仇恨，其实他只恨压迫者，为了报仇雪恨，他可以不惜一切代
价撞沉敌人的军舰，但对遇难的苦命采珠人却舍身相救，慷慨解囊，甚至可以随时动用“海底银行”
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他人道地接纳了阿罗纳克斯教授等三位不速之客，不仅让他们自
由地进出鹦鹉螺号的图书室、博物馆，而且还带领他们漫步海底平原，饱览无奇不有的海洋生物，尝
试海底森林打猎，穿越阿拉伯水下通道，参加海底珊瑚公墓葬礼，参观沉沦海底的大西洋古城，目睹
打捞西班牙沉船财宝活动，而且还让他们见识了最深邃的海沟，最活跃的海底火山，最轻松的触礁脱
险，最名贵的珍珠大王，最美丽的珊瑚世界，最危险的冰山绝境，最残酷的人鱼(章鱼)大战⋯⋯但读
者看到书的最后一页，竟然弄不明白尼摩船长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也不知
道他躲避人类社会、深藏海洋的真正动机。
这个悬念直到《神秘岛》的第三部才被解开。
《海底两万里》与《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和《神秘岛》前后呼应，所以有凡尔纳三部曲，或海洋三
部曲之称。
    有未来学家称，21世纪必是海洋的世纪，许多学者还提出了海洋发展战略。
阿罗纳克斯教授曾盛赞尼摩船长在水下掌握的科学技术比陆地(世界)超前了一个世纪。
在纪念儒勒·凡尔纳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回顾一百年来人类海洋科技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海底两万里》提出的许多预言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正在实现，有的还待继续探索。
比如，海洋生物保护问题，海洋资源开发问题，海底旅游观光问题，海底城市建设问题，人类向海底
移民问题⋯⋯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不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吗？
不都值得有科学头脑的文学家们发挥奇思妙想、大书特书吗？
    杨松河    2005年于南京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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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底两万里》这部作品叙述法国生物学者阿龙纳斯在海洋深处旅行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1866年，当时海上发现了一只被断定为独角鲸的大怪物，他接受邀请参加追捕，在追捕过
程中不幸落水，泅到怪物的脊背上。
其实这怪物并非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潜水船是船长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
秘密建造的，船身坚固，利用海洋发电。
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
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植物
和水中的奇异景象，又经历了搁浅、土人围攻、同鲨鱼搏斗、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许多险情。
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知道的海底秘密公布于世。
　　这部作品集中了凡尔纳科幻小说的所有特点。
曲折紧张、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瞬息万变的人物命运，丰富详尽的科学知识和细节逼真的美妙幻想
融于一炉。
作者独具匠心，巧妙布局，在漫长的旅行中，时而将读者推入险象环生的险恶环境，时而又带进充满
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波澜壮阔的场面描绘和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交替出现。
读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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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儒勒·凡尔纳 译者：杨松河儒勒·凡尔纳(1828—1905)是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
他的主要成就是著有《在已知和未知世界中奇妙的漫游》这套科幻和冒险小说。
所写内容从地球到宇宙空间，从地质、地理到航海、航天，可谓包罗万象。
这些充满奇幻叙述的小说使他名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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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第一章 神出鬼没的海礁第二章 赞成和反对第三章 悉听尊便第四章 尼德·兰第五章 轻举妄动第
六章 全速前进第七章 不明来历的鲸第八章 动中之动锣第九章 尼德·兰的愤怒第十章 水中人舒第十一
章 鹦鹉螺号第十二章 一切都用电第十三章 若干数据第十四章 黑潮舛第十五章 一封邀请信第十六章 漫
步海底平原第十七章 海底森林第十八章 太平洋下四千里第十九章 瓦尼科罗岛第二十章 托雷斯海峡第
二十一章 陆上才几天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的雷电第二十三章 强迫睡眠第二十四章 珊瑚王国第二部第
一章 印度洋第二章 尼摩船长的新建议第三章 价值千万的宝珠第四章 红海第五章 阿拉伯地下水道第六
章 希腊群岛第七章 地中海四十八小时第八章 维哥湾第九章 沉沦的陆地第十章 海底煤矿第十一章 马尾
藻海第十二章 抹香鲸与露脊鲸第十三章 大浮冰第十四章 南极第十五章 大事故还是小事故？
第十六章 空气稀薄第十七章 从合恩角到亚马孙河第十八章 章鱼第十九章 湾流第二十章 北纬四十七度
二十四分，西经十七度二十八分第二十一章 一场大屠杀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的最后几句话第二十三
章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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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66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出现一种莫名其妙的现象，谁也无法自圆其说 ，人们至今念念不忘。
且不说轰动一时的种种传闻，令沿海居民奔走相告， 让内陆舆论沸沸扬扬，就是一般航海人员也都激
动不已。
欧美外贸商贾、船 长和船主、各国海军将领以及两大洲各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关注也都达到无以 复加
的程度。
 的确，不久前，好些航船在海上遇到一个“庞然大物”，那是一个颀长 物体，状如纺锤，不时发出
磷光，比鲸大得多，快得多。
 对于这个庞然大物的出现，各种航海日志都有记载，相关事实大同小异 ，诸如物体或生物体的形状
、神出鬼没的运动速度、惊心动魄的活动能量以 及似乎是天赋的活力等，简直如出一辙。
如果说这是一种鲸类海洋生物，可 它的体积却远远超过了该学科最新认定的鲸。
反正居维叶①、拉塞拜德②、 杜梅里③和德·卡特法热④先生是不会承认真有这样的怪物存在的，正
所谓 科学家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否则一概不予承认。
 只要把多次观察得到的结果综合分析一下——摈弃保守的估计，认为该 物体只有二百英尺长；但也
不能信口开河，说它有一海里宽三海里长——我 们便可以肯定，其大小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鱼类学家
们早已认定的体积，如 果此物确实存在的话。
 不过，这东西的确存在，事实本身是再也无法否认的了，更何况，好奇 之心人皆有之，对这种神出
鬼没现象所引起的世界性轰动，最终还是能够理 解的。
至于有人斥之为天方夜谭，恐怕就有失偏颇了。
 千真万确，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一布纳奇航运公司的希金森总督 号，在距澳大利亚东海岸五海
里的洋面上曾经遇见过这个游动的庞然大物。
 贝克船长当时还以为是一座尚未发现的暗礁，正当他要测定它的准确位置时 ，这个不明物体突然喷
出两道水柱，呼啦一声直射空中，高达一百五十英尺 。
那么，除非这座暗礁上有间歇喷泉，不然的话，希金森总督号面前的东西 就很可能是迄今尚未认知的
一种海洋哺乳类动物，它用鼻孔呼气，喷出带泡 沫的烟雾水柱。
 同年7月23日，在太平洋海面上，西印度一太平洋航运公司的克里斯托 巴尔一科隆号也碰到同样的事
。
可见，这个奇特的鲸类动物能以惊人的速度 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时隔希金森总督号发现怪物之后不
过三天，克里斯托 巴尔一科隆号在相距七百海里的地方竟然也看见了它。
而十五天之后，在离 上述地点两千海里之遥的地方，国营航运公司的海尔维地亚号和皇家邮船公 司
的香农号，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海面上迎面对开时，也分别看到了 这个大怪物，方位在北纬四
十二度十五分、西经六十度三十五分。
根据两船 同时观察得到的数据，估计这只哺乳动物的长度至少有三百五十英尺，因为 香农号和海尔
维地亚号两船首尾相连也不过百米(约合三百二十八英尺)，远 不及怪物长。
更何况，最大的鲸，如时常光顾阿留申群岛的库兰马克岛和乌 姆居里克岛附近海面的那些鲸，最长也
不过五十六米——也许压根就没达到 这个长度。
 此类消息连篇累牍，横渡大西洋的佩雷尔号客轮所做的种种新观察，英 曼航线上的埃特那号跟这个
怪物的一次不期而遇，法国军舰诺曼底号军官们 所写的航海记录，克莱德爵士号军舰海军参谋菲茨一
詹姆斯所做的精密测算 ，都曾引起轰动。
在轻松幽默的国度里，大家都拿这事当笑谈，但在严肃务 实的国家里，像英国、美国和德国，人们却
很看重这回事。
 在各大城市里，这个怪物变成了风靡一时的宠物：咖啡馆有人歌唱它， 报刊上有人嘲笑它，舞台上
有人表演它。
街头小报乘机炒作，鸭子居然能下 五颜六色的彩蛋。
由于没有复印设备，一些报刊一再发表各种巨型怪兽的报 道，有的说是白鲸，有的说是北极海中可怕
的“莫比·狄克”①，还有的说 是大海怪“克拉肯”②，据说海怪的触须可以缠住一艘五百吨位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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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并 将它拖入大洋深处。
有些人甚至不惜引经据典，搬出亚里士多德③和普林尼 ④的见解，说他们承认这类怪物的存在，有的
甚至借用彭托皮丹主教⑤的挪 威纪事，保罗‘埃纪德的论述，以及哈林顿的报告，后者言之凿凿，不
容置 疑，说他于1857年乘坐卡斯蒂兰号时，看见过一条大海蛇，这种蛇以前只在 立宪号航行的海面上
出现过。
 于是，在知识界和科学报刊上，坚信派和怀疑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无休止 的争论。
“怪物问题”烧得人们头脑发热。
信奉科学的记者与宣扬神怪的记 者针锋相对，在这场刻骨铭心的论战中笔走龙蛇，墨洒海天·更有甚
者，有 些人还大打出手，为此还流了两三滴鲜血，因为他们的笔锋所指突然从海蛇 转向础咄逼人的
反对派。
 论战持续了半年之久尚难分胜负，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流行小报振振有 词地反驳巴西地理研究所、柏林皇家科学院、不列颠科学协会、华盛顿斯密 森学院
发表的权威文论，也攻击《印度群岛报》、穆瓦尼奥神父的(《宇宙 》杂志、皮特曼的《消息报》讨
论的文章以及法国和外国各大报刊的科学专 栏文章。
它那些信奉神怪的作家们才思敏捷，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利用海 怪怀疑论者常引用的林内①的一句
话来回敬对方：“大自然不制造愚蠢”， 恳请时人切勿得罪大自然，要相信“克拉肯”、大海蛇、“
莫比·狄克”的 存在，要相信头脑发热的海员们的胡言乱语。
最后，一家善于一针见血的讽 刺报，由编辑部最德高望重的编辑大笔一挥，草草发表了一篇文章，像
希波 吕托斯②那样，向怪物发动猛攻，并给予致命的一击，在世人的哈哈大笑中 一了百了。
神怪战胜了科学。
 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里，怪物问题似乎已被埋葬，也似乎不应该节外生 枝。
但就在此时，人们又得知一些新的事实。
这已不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科 学问题，而是一个务必绕开的实实在在的重大危险。
问题完全改变了本来面 目。
怪物居然变成了小岛、岩石、暗礁，而且这座暗礁神出鬼没，行踪莫测 ，不可捉摸。
 1867年3月5日夜间，蒙特利尔航海公司的摩拉维亚号航行到北纬二十七 度三十分、西经七十二度十五
分的海面时，船右舷尾部撞上一座礁石，可是 ，任何海图都未曾标明这一带有礁石。
由于风力的助威和四百马力的推动， 船速高达十三节③。
毫无疑问，若不是轮船质量卓越，摩拉维亚号被礁石开 膛破肚后，连同从加拿大运来的二百三十七名
乘客，势必同归于尽，葬身海 底。
 事故发生在清晨五时左右，那时天刚破晓。
值班主事立即奔向船的尾部 。
他们一丝不苟地观察了出事海面。
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只看见一个大漩 涡，离船尾三链④处碎成浪花，似乎有大片洋面受到强烈的冲
击。
摩拉维亚 号准确无误地记录下出事地点，然后继续航行，粗看没有发生任何海损。
它 到底是撞上水下暗礁还是巨轮遗骸？
人们不得而知。
但船到码头后进行检查 时，才发现轮船部分龙骨已破裂。
 虽说这件事本身性质十分严重，不过，若不是在三个星期之后，在相同 的情况下又发生了类似的事
件，它很可能跟许多其他事件一样很快就会被人 忘在九霄云外。
只是由于受损船只的国籍及其所属公司的声望，新发生的撞 船事件才引起非同小可的反响。
 提起英国著名船主肯纳德的大名恐怕无人不晓。
早在1840年，这位精明 的企业家就创办了一家邮船公司，航行在利物浦到哈利法克斯①之间的航线 上
，当时只有三艘四百马力、一千一百六十二吨位的木船。
八年后，公司壮 大了，拥有四艘六百五十马力、一千八百二十吨的船只，而后，只经过两年 ，又增
加了两艘更大马力和载重量的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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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肯纳德公司再次获得邮 政快运特权，先后添置了阿拉伯号、波斯号、支那号、斯科合号、爪
哇号、 俄罗斯号等邮船，这些可都是一流快船，是继大东方号之后，在海上航行的 规模最大、无与
伦比的航船。
就这样，到1867年，肯纳德公司已经拥有十二 条邮船，其中八条是轮式的，四条为螺旋桨式。
 我之所以简明扼要地介绍以上细节，是要让诸君了解这家航运公司举足 轻重的地位，其精明的管理
举世闻名。
这家公司经营得法，游刃有余，生意 兴隆，尚无一家跨洋航运企业能与之匹敌。
二十六年来，肯纳德公司的邮船 在大西洋上航行两千艘次，没有造成一次失误，也没有发生一次晚点
，也没 有遗失过一封信件，更没有丢失过一个旅客或损失一只船。
因此，尽管法国 公司的竞争咄咄逼人，但乘客们仍然选择肯纳德公司的航线，只要翻翻近年 来官方
发表的统计文献就一目了然了。
这么说来，肯纳德公司的一条豪华客 轮发生事故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就不会有人感到大惊小怪了吧
。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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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译文名著文库097:海底两万里》这部作品集中了凡尔纳科幻小说的所有特点。
曲折紧张、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瞬息万变的人物命运，丰富详尽的科学知识和细节逼真的美妙幻想
融于一炉。
作者独具匠心，巧妙布局，在漫长的旅行中，时而将读者推入险象环生的险恶环境，时而又带进充满
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波澜壮阔的场面描绘和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交替出现。
读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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