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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是20世纪初西方文坛一位声誉卓著的英国作
家，曾与阿诺德·贝纳特、约翰·高尔斯华绥并称为“爱德华时代文坛三杰”。
威尔斯一生出版过110本书籍，发表了500多篇文章。
他的著述不仅产量高，而且涉猎广泛，影响深远，为他赢得了诸如科学小说作家、喜剧作家、社会小
说家、哲学家、预言家和历史学家等众多称号。
然而，威尔斯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他的科学小说，他与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一起，开创了科学小说的
新时代。
文学评论家沃尔特·艾伦曾称赞威尔斯的科学小说至今无人能企及，甚至有人把他比作科学小说界的
莎士比亚。
威尔斯于1866年9月21日生于英国肯特郡勃洛姆雷。
父亲是一名职业棒球员，后转而靠经营一家小店为生；母亲在一家富绅的宅邸当女佣。
父母低微的社会地位和童年清贫的生活使威尔斯深切体会到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对社会的贫富悬殊
和剥削现象尤感不平。
虽然威尔斯幼时在勃洛姆雷上学，但他自小嗜书如命，初级教育靠自己的广泛阅读完成。
14岁时，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威尔斯不得不自谋生路，先后做过药店学徒、信差和布店伙计，这段人
生经历对他今后塑造各类人物形象，描写社会场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威尔斯在苏萨克斯郡一家文法学校谋得助教一职，经过刻苦学习，于1884年获得助学金，进入
皇家科学院的前身南肯辛顿理科师范学校学习。
在三年求学期间，他师从著名科学家、达尔文进化论者托马斯·赫胥黎，攻读了物理学、化学、地质
学、天文学和生物学。
这一理科教育背景，以及赫胥黎的宇宙进化论和生物进化论，为他后来的科学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科学想象资源。
毕业后，威尔斯做过短期的教员，间或从事新闻写作，为报刊撰写文章。
1891年，他与表妹伊莎贝拉结婚，四年后离婚，与学生艾美·凯瑟琳结为连理。
1893年，由于肺出血，他不得不长期休患，养病期间，开始为杂志写短篇小说、散文和评论。
同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论文集，以及《时间机器》和《奇异的访问》两部科学小说
。
《时间机器》一书使威尔斯名声大噪，从而奠定了他在科学小说界的声誉。
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科学小说。
威尔斯处在科学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然而他却逐渐对这一文学类型感到厌倦，并于1990年起，转入
社会讽刺小说的写作，创作风格也随之一变。
他开始模仿狄更斯，用辛辣幽默的笔触讽刺时俗，塑造了众多既可悲又可笑的“小人物”形象。
这方面最出色的作品有《基普斯》、《托诺·邦盖》和《波里先生传》。
依据这部分作品，评论家们称威尔斯是“狄更斯后的又一个狄更斯”。
威尔斯自幼关心社会问题，经著名剧作家萧伯纳介绍，于1903年加入了宣扬社会改良主义的费边社，
后由于不满费边社的渐进改良方式而退社。
根据这一经历，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新马基雅弗利》。
威尔斯一开始就强调小说的思想性，这种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趋于明显。
他运用小说这种通俗形式宣传自己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想，对人类的进步作了各种充满希望的建设性
构想，体现了他的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
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有《现代乌托邦》、《未来事物的面貌》等等。
除了小说外，威尔斯在创作后期还出版过不少通俗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读物。
他的《世界史纲》是一部通俗文化史，出版后大受欢迎；他还和长子乔治·菲利普·威尔斯以及朱利
安·赫胥黎爵士一起，出版了洋洋三大卷《生命科学》。
而1934年出版的《实验性自传》，又是一部出色的社会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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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的最后岁月，威尔斯又转向了电影和戏剧，出版了《未来的事物》和《能创造奇迹的人》。
1946年8月，威尔斯在伦敦病逝。
纵观威尔斯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其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科学小说，主要写于1900年之前；第二类是社会讽刺小说，写于1900年到1910年之间；第三
类主要创作于1910年之后，通常被称为“思想阐述小说”。
但令威尔斯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科学小说，主要包括《时间机器》、《莫罗博士岛》、《隐身人》、《
第一次登上月球的人》、《神食》、《星际战争》、《沉睡者醒来势等等，其中大部分作品已被改编
成电影。
1938年问世的《星际战争》被奥森·威尔斯买下广播权，在美国新泽西电台演播。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星际战争》播出后迅即引起一阵恐慌
，许多听众信以为真，纷纷收拾行李，到乡间避难。
当局政府派出警察，将广播剧本全部烧毁，但仍有部分保留，后公开竞拍，被好莱坞著名导演斯蒂芬
·斯皮尔伯格所获，于2005年改编成轰动全球的电影《世界大战》。
威尔斯的科学小说刚问世不久，就有评论家将他比作英国的儒勒·凡尔纳。
若从作品的影响及成就而言，两人确实旗鼓相当，但若论作品的创作方式，他们却大不相同。
凡尔纳所关注的只是科学技术的实现问题，他有句名言：“只要有人想象，其他人就一定做出。
”他的作品以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为主，给予科学家、探险家们以极大的启发。
而威尔斯的科学小说虽然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但更倚重天马行空般的幻想。
他想象在宇宙中遨游，构思星际战争；把人类送上月球，又将火星人引入地球。
他从天上搜罗天使，从海底打捞美人鱼；驾驶时间机器驰骋在时空中。
他的作品无奇不揽，无险不探，从月球、太空、过去和未来等各个角度观察生活，通过怪物和外星生
物的眼睛审视人类，故事紧张，情节离奇，引人入胜。
威尔斯自己也承认：“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指凡尔纳)对科学发明的预见和我的幻想完全不同。
他的作品总是描写技术和发明的实际可能性，而且对此作出了许多卓越的预言。
他所感兴趣的是具有实践性的东西；动笔写作前就相信，自己所写的当时尚未出现的技术将来一定会
实现⋯⋯我的故事所表明的却不是实现科学假设的可能性，而是对另一种幻想的体验。
”再者，威尔斯与凡尔纳的价值观也有所不同。
凡尔纳赞扬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和巨大威力，其创作的目的在于把读者引入神奇迷人的科幻世界。
但威尔斯的作品在幻想的外表下具有深厚的现实性。
他借助科学幻想，用怪诞的人物、离奇的情节、夸张的手法、诙谐的语言和瑰丽的场景，针砭时弊，
揭示现实，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
威尔斯曾说，他的科幻小说继承的是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在《金驴记》中所开创的传统，“这类故
事的意义并不在于幻想本身，而在于包含在幻想中的非幻想因素⋯⋯它们只有在翻译成日常语言后，
或者说排除一切怪诞的成分后，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意义。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只是威尔斯创作的一种载体，而非其目的所在。
他所关注的是与科技相关的社会问题，对科学技术本身也不是一味地赞扬，而是给予客观的分析，警
示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并揭露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各种问题，谴责荒唐、丑恶的现实。
威尔斯创造了一种将科学知识、文学技巧和社会观念三者融为一体的科学小说模式，这是凡尔纳的推
崇科学精神、追求科学细节的“硬科学小说”所无法比拟的。
尽管威尔斯表明自己的科学小说作品不在于预见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但作为一名功底深厚的理科学士
，他的想象不乏科学的依据，某些作品仍不失为杰出的科学预言，为当时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若干有参
考价值的预见。
譬如在《时间机器》中，威尔斯打破了牛顿确立的一成不变的时间观，阐述了“四维空间”的理论，
大胆地构想出可在时空中任意穿行的时间机器。
“四维空间”、“四维几何”在现代已被广泛认同并应用。
更为神奇的是，在《时间机器》问世后的20个年头，现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
，从理论上证明了时间和空间位移的相对性原理，断定当飞船的速度达到极大(接近光速)时，乘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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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者可能实现“时间旅行”。
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理论竟为后来的天文观测和微观测试所证实，从而开创了人类科学史上的新纪元
。
又如《神食》中所描述的能够激发生物生长潜力的食物，预言了当代大量使用的生长激素。
在《莫罗博士岛》中，莫罗博士对动物进行肢体移植和大脑改造，不免使现代读者联想到20世纪备受
关注和争论的物种器官移植以及动物的无性繁殖——克隆等。
在《星际战争》中，火星人使用的“热线”与半个世纪后发现的激光相似，“黑烟”与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德军使用的毒瓦斯相当；小说中描写的大规模荼毒生灵的场面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印证。
在《陆战铁甲》中，威尔斯预言了装甲坦克将在战争中应用。
在《太空战》中，他预见了飞机将用于战争。
在《获得自由的世界》中，他发明了“原子弹”一词，描绘的原子弹爆炸情景与后来的实际情形如出
一辙。
威尔斯在《第一次登上月球的人》中描写的月球表面的奇幻景象与50年后阿波罗11号登月时发回的照
片不乏相似之处。
此外小说还生动地描摹了宇宙航行的失重现象以及人类在月球上软着陆，飞船返回地球时在海中溅落
等景象。
这些大胆的设想均被现代宇航员登月及返回地球着陆时采纳。
《时间机器》是令威尔斯声誉鹊起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故事的主人公“时间旅行者”乘着自制的“时间机器”穿越时空隧道，飞到了公元802701年。
这时的世界物产丰饶充裕，人类分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
一种是脆弱娇小的埃洛伊人，悠闲地生活在地面上的豪华宫殿中，养尊处优，饱食终日，由于长期不
劳作、不思考，智力和体力退化。
另一种是凶悍粗野、形如狐猴的莫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世界，整日在隆隆的机器旁劳动，养肥
埃洛伊人供自己食用。
之后“时间旅行者”又飞到了几百万年以后，那时的世界满目疮痍，人类灭绝，只剩下白色的蝴蝶和
巨型螃蟹。
《时间机器》可谓是一部巧夺天工的社会寓言。
读者不难猜测埃洛伊人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后代，而莫洛克人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后裔。
威尔斯将世纪之交的西方阶级斗争与人类进化论相结合，用幻想和寓言的形式给整个现代社会发出醍
醐灌顶的警示——劳动者和剥削者的长期敌对可能造成恐怖的后果。
此外，通过《时间机器》，威尔斯还表达了对人类终极处境的关怀，拨动了亿万颗不安的心灵。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感叹生命的短暂，然而威尔斯竟设想出一架能自由穿梭于时空中的机器，而且从
理论到实践均构思得天衣无缝，这是何等的令人振奋、令人向往！
只要人类还为时空的局限所困，《时间机器》的魅力将永不消减。
1897年发表的《隐身人》可能是威尔斯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作品。
小说描写了一位名叫格里芬的科学家对科学发明的狂热追求。
格里芬家境贫寒，才华横溢，他坚持科学研究，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发明了隐身术。
然而，格里芬没有利用科学发明造福人类，反而妄想凭借隐身术称霸世界，建立“恐怖统治”。
他不顾朋友肯普苦口婆心的劝诫，一意孤行，落得众叛亲离，最后在人们的喊打声中含愤死去。
《隐身人》将视角转向了科学技术本身，向读者展现了科技无限发展后潜在的负面效应。
威尔斯警示人们科学是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又能招致灭顶之灾，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科学发明
一旦落入自私者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
除了蕴含深刻的社会意义外，《隐身人》的魅力还表现在对小人物的刻画上。
往往只是寥寥几笔，人物的性格就跃然纸上。
譬如在商讨如何对付隐身人时，伊平镇的村民都侃侃而谈，但无人付诸实践，作者评论道：“这帮人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管理议会的才能：只知纸上谈兵，从不采取任何果断的行动。
”严密的科学推理也是《隐身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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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小说虽有幻想的成分，但若一味只有幻想，小说就显得虚假而不可信。
威尔斯借隐身人之口极具逻辑地分析了隐身术的科学原理，阐述了各种光的折射和反射定理，通俗易
懂又合乎情理。
他的语气之肯定、思路之清晰、分析之透彻、逻辑之严密，使人心悦诚服。
在《第一次登上月球的人》中，威尔斯的想象力再次凌空翱翔，在宇宙间纵横驰骋。
小说讲述了科学家卡沃尔研制成一种能阻挡万有引力的物质，并用它制造出一只飞行球，与朋友贝德
福一同前往月球探险。
登月后，两人遭遇月球人的追捕，贝德福得以逃生，返回地球；卡沃尔不幸被捕，囚禁在月球的地下
世界，之后他又向地球发回信息，描绘月球人的身体构造和社会结构。
此书把读者引入了奇幻的月球世界。
月球人根据各自担任的社会职责，用生物药剂刺激某部分器官畸形发展，如数学家的脑袋硕大无比，
但四肢萎缩，警察肌肉发达，邮差腿脚细长等等。
读者不难看出这些奇形怪状的月球人影射了从事各种职业的现代人。
威尔斯用夸张的笔触抨击了现代社会分工对人类的扭曲和戕害。
再者，小说中惊心动魄的追击场面，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瑰丽多姿的月球风光也是科学小说迷们所
津津乐道的。
难怪有的评论家称威尔斯的科学小说作品“是幻想达到了高度的自由，经岁月之水洵洗后依然散发着
不可泯灭的艺术光彩”。
威尔斯的科学小说有助于启迪和培养人们的科学幻想能力。
科学幻想是创造发明的先声，是科学发展的先导。
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提出利用科学小说普及科学知识的观点，预言“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
自科学小说始”。
一个民族倘若丧失了科学幻想能力而欲求发展，如同盲人渴求绘出五彩缤纷的图画一般不可思议。
威尔斯的科学小说作品不仅能燃起人们对科学的热情，激起对未来的遐想，更能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
的深层思考。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互联网技术普及，电子产品推陈出新，核武器、生化武
器扩散，人类对待科学技术谨慎与否、明智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死存亡。
但愿我们能铭记威尔斯的警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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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间机器》是英国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最早获得成功的一部科幻小说，也是他最负盛名的科幻作品
之一，在此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时间旅行
”的概念；作品通过一位酷爱冒险的科学家在公元802701年的历险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在未来社
会上演的人吃人的悲剧画面，是一部将“19世纪阶级斗争和人类进化相结合”的伟大著作和惊心动魄
、发人深省的警世预言书。

 1897年发表的《隐身人》可能是威尔斯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作品。

小说描写了一位名叫格里芬的科学家对科学发明的狂热追求。

在《第一次登上月球的人》中，威尔斯的想象力再次凌空翱翔，在宇宙间纵横驰骋。
小说讲述了科学家卡沃尔研制成一种能阻挡万有引力的物质，并用它制造出一只飞行球，与朋友贝德
福一同前往月球探险。
登月后，两人遭遇月球人的追捕，贝德福得以逃生，返回地球；卡沃尔不幸被捕，囚禁在月球的地下
世界，之后他又向地球发回信息，描绘月球人的身体构造和社会结构。
此书把读者引入了奇幻的月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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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赫·乔·威尔斯 译者：朱光立 丛书主编：黄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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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趁太阳还没完全下山，我们离开了宫殿。
我决心黄昏之前穿过上回阻碍行程的那片树林，第二天清晨到达斯芬克斯。
我计划当晚尽可能多赶些路，然后再生一堆火，在火光的保护下过夜。
一路上我边走边拾柴火和干草，不一会儿就抱了满满一堆。
由于拿的东西太多，前进的速度要比预期的慢。
另外，韦娜已经累了，我也昏昏欲睡。
还没赶到树林，黑夜已经降临了。
我们登上了灌木丛生的山坡，韦娜看到前面漆黑一片，吓得不敢前进。
我有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预感，可惜这种感觉没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反而促使我继续赶路。
我已经连续两天一夜没合眼了，只觉得烦躁不安，心乱如麻。
我睡意渐浓，恍惚中看到了莫洛克人的影子。
“正当我犹豫不决时，我发现身后漆黑的灌木丛中蹲着三个黑影。
四周灌木交错，杂草丛生，我们随时可能遭到莫洛克人的偷袭。
我估算，这片树林至多不过一英里深。
要是我们能穿过去到达对面空荡荡的山坡，就能有个安全的栖息之地。
我有火柴和樟脑，点燃后可以一路照明。
然而，如果要挥舞火柴，就必须丢掉怀里的柴火和干草，无奈之下，我只得放下它们。
但我又转念想到，点燃柴火和干草可以吓唬一下身后那些家伙。
当时我自认为这是掩护脱身的妙计，但后来却发现这种做法愚蠢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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