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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是继别里亚耶夫之后俄罗斯
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科幻大师，堪称俄罗斯科幻文学泰斗，里程碑式的巨星。
    哥哥阿卡迪1925年8月28日生于黑海边上的石油城巴顿(1991年10月12日逝于莫斯科)，弟弟鲍里斯1933
年4月5日生于列宁格勒。
兄弟两人均为俄罗斯作家协会会员。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出身于书香门弟，母亲是一名教师，父亲是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的艺术史家。
哥哥阿卡迪在二战时入伍，曾被送进一所军事语言学院学习，以翻译日本名著而闻名，复员后，曾先
后在莫斯科国际科技情报所、国家文艺出版社、国立儿童读物出版社担任编译工作。
1964年，阿卡迪担任俄罗斯读书爱好者协会俱乐部教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并分管莫斯科作家协会分会
散文部、科幻及历险文学委员会工作。
．  弟弟鲍里斯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机械数学系，但却以天文学家的身份，在普尔科夫斯基天文台工
作多年。
自1973年起，鲍里斯一直担任列宁格勒科幻进修班主席。
同时，他也是俄罗斯著名幻想文学奖项“铜蜗牛”奖评审委员会唯一主席。
2002年，鲍里斯获俄罗斯国家文学年度奖；2003年，他创办大型科幻文学杂志《21世纪日正中天》并
亲自担任主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从1957年起开始合作，创作了无数科幻佳作，直到1991年兄长过世为止。
他们的长篇处女作《紫云之国》于1959年出版，第二年，随着短篇集《通往阿玛尔切亚去的路》和《
六根火柴》的面世，他们科幻作家的地位得以确立。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主题广泛，主要围绕着社会、哲学、人类文明发展、心灵探索等深刻议题
，叙事擅用荒诞、讽刺的手法，继承了19世纪果戈理、谢德林的文学路线。
他们的作品有别于一般的科幻小说偏重科技或宇宙飞船之类的物质面描写，总是以入与社会为中心，
辅以科学幻想。
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路边野餐》曾被前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改拍成电影《潜行者》，成为20世纪
的经典影片。
    2001．年，俄罗斯一科幻网站在科幻迷票选的基础上评选本国70本最佳科幻小说，斯特鲁伽茨基兄
弟的作品独占其中四分之一，而且，前10名中有7本是这两兄弟的作品！
    两人代表作有：    短篇集：《外来》(1958)、《自主反应》(1958)    中篇集：《路边野餐》(1972)、《
亡人之信》(1979年获俄罗斯国家科幻文学奖)    长篇：《紫云之国》(1959)、《通向木卫五的道路
》(1959)    系列长篇：“正午”系列(该系列1990年获“别里亚耶夫”奖)，包括《22世纪日正中天
》(1961)、《逃走的企图》(1962)、《遥远的彩虹》(1963)、《做神难》(1964)、《人烟之岛》(1971)、
《小孩》(1971)、《来自地狱的青年》(1974)、《蚁巢里的甲虫》(1979，1981年获“阿厄里塔”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共联合出版了25部长篇及作品集，译介了不少像阿西莫夫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幻作家
的作品。
由于对俄罗斯和世界科幻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们在国内外数十次获奖。
截至目前，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33个国家的42种语言，全部约500版。
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名家的科幻作品都有向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致敬之意，比如近期的美国科幻大片《
阿凡达》。
    1987年，他们兄弟二人曾作为嘉宾出席在英格兰不来顿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
1997年，俄罗斯克里木天文台发现的第3054号小行星，根据发现者本人的提议，被命名为斯特鲁伽茨
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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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蚁巢里的甲虫》(作者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是《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之
一。

《蚁巢里的甲虫》内容介绍：在一颗无名星球的废墟下，科考人员发现了一只琥珀石椁，里面有十三
枚存放了四万年以上的受精卵细胞。
针对如何处置这些东西，地球“世界理事会”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
不料争论还没结束，十三枚卯细胞就完成了第一次裂变——原来，一股神秘力量早已为这批胚胎设置
好了生长程序，并在它们身上做了记号！

为防外星人渗透和侵蚀，“世界理事会”制订了一套严密的防守措施：这批外星人出生后一律分开抚
养，长大后即发配到地球之外工作生活，不得再回来。
正当人类以为高枕无忧的时候，“十三人”之一的列夫·阿尔巴金偷偷潜回了地球⋯⋯
这是一部具有浓郁俄罗斯风格的科幻小说，构思宏大，思想深刻，感伤抒情，读来令人心有戚戚，回
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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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罗斯）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俄罗斯）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译者：李志民阿卡迪·
斯特鲁伽茨基和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继别里亚耶夫之后俄罗斯最有影响力
的科幻大师，迄今为止在国际上享有最高声誉的俄罗斯科幻作家。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出身于书香门第，哥哥阿卡迪以翻译日本名著而闻名，弟弟鲍里斯为天文学家。
兄弟俩从1957年起开始了联袂创作的崭新模式，为世人奉献了无数科幻佳作。
而最能体现他们创作思想和价值的作品当属“日正中天”系列，该系列共八部作品，这些作品之间既
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又能相对完整地独立成篇。
本书即为“日正中天”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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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3点17分，艾克谢林茨把我叫去。
他没有抬头，我只能看到他那满是白色老年斑的秃顶。
这说明他非常焦虑，而且情绪不好。
但这不关我的事。
“坐。
”我坐下了。
“要找一个人⋯⋯”刚一开口，他就突然停住，很久没再开口，眉头紧锁，面带怒容。
可以猜想得到，他对自己刚才讲的那句话不满意，要么措辞不佳，要么内容不对。
他很讲究表达的绝对准确性。
“要找什么人？
”我问道，想帮他摆脱这种语言上的尴尬。
“列夫·维亚切斯拉佛维奇·阿巴尔金，一名进步使者。
前天从萨拉克什星极地站离开，来到了地球。
到达地球后，他没有登记注册。
我们必须找到他。
”他又停顿了，第一次抬头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睛圆圆的，绿得不大自然。
他显然很困倦。
我明白，问题严重极了。
严格说来，阿巴尔金是一名制度破坏者。
一般情况下，进步使者返回地球后可以不登记注册，因此，他是否注册登记未必会引起委员会的注意
，更别说让艾克谢林茨亲自抓捕他了。
这时，艾克谢林茨显得疲倦极了——我觉得他似乎马上就要靠到椅背上，呼一口气，以一种轻松的口
吻说：“好了。
对不起，这件事我自己干算了。
”——这种情况是有过的。
虽然不多，但是有过。
“有理由相信：''艾克谢林茨说，“阿巴尔金是躲起来了。
要是十五年前我追问过一句他是什么人生的就好了。
现在过去了十五年，错过了追问的良机。
“你一找到他就通知我，”艾克谢林茨继续说，“不许有任何暴力行为。
总之，不能施暴。
找到他，监视他，通知我。
要求就是这些，不多也不少。
”我赶紧点头，表示充分领会。
但他还是死盯着我不放，我只好故作镇定，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我应当找到他，盯住他，
然后通知您。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试图抓捕他、惊动他，更不能和他交谈。
”“是这样。
”艾克谢林茨说，“现在谈下一个问题。
”他把手伸进桌子侧面的抽屉——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把珍贵的信息存储器放在抽屉里——从
里面取出一个沉甸甸的东西。
我马上想到了弘纪语中那东西的名字，确切地说，就是“文件匣”。
不过，直到他把它搬上桌摆在面前，又把骨节粗大的长手指放在上面，我这才敢叫出来：“文件匣！
”“别打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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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谢林茨厉声说，“注意听好。
委员会里没有人知道我对他感兴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刻有人知道。
所以你只能自己单干，没有助手。
你的小组现在转归克拉夫吉亚负责。
你必须当面向我报告，无论如何不能破例。
”必须承认，我惊讶万分。
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在地球上还没接触过级别如此之高的秘密。
说实话，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竟然会有这种事。
所以，我斗胆问了一个相当愚蠢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这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不能'，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
参与此事的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是，既然你和他们永远不会见面，那么实际上，他的情况也就只有我
们两个人知道了。
当然，在找人的过程中你必须和很多人谈话，你可以编故事给他们听，你自己编。
没有故事好编的时候，你就跟我说。
”“是，艾克谢林茨。
”我顺从地说。
“然后，”他继续说，“看来，你得从他的社会关系入手。
至于他的社会关系，我们掌握的全部材料都在这里。
”他用手指敲了敲文件匣，“虽然不太多，但有刚开头你需要的东西。
拿去吧。
”我拿过文件匣，我在地球上从没碰过这种东西。
不透明的塑料盖上有一把金属锁，盖子上面印着一排洋红色的字——列夫·维亚切斯拉佛维奇·阿巴
尔金下面不知为什么还有个编号：07。
'请问，艾克谢林茨——”我说，“为什么用这种形式？
”“因为用别的形式就不会有这些材料了。
”他冷淡地答道，“顺便提醒一下，不能用晶体存储器拷贝文件。
你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显然，这就是说不许再提问题了，他下了一道恶毒的逐客令。
本来有很多问题可以现在问，但是，在不了解文件内容的情况下提问，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过，我还是冒险问了两个问题：“期限是多久？
”“五昼夜。
不能再多了。
”怎么都完成不了，我暗自盘算了一下。
“我是不是应该确信，他现在就在地球上？
”“肯定在。
”我起身要走，他偏偏又不让我走了。
他的绿眼睛专注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瞳孔一会儿缩小，一会儿放大，像猫一样。
当然，他很清楚我不太满意这个任务，我觉得它不仅奇怪，而且——温和点的说法是——盲目。
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不过这会儿，他实在不好什么都不说就放我走。
“你还记得，”他最终还是开了口，“在一个叫萨拉克什的星球上有个名叫西戈尔斯基的人吧，绰号'
云游者'？
他追踪过一个名叫马克⋯⋯的伶俐的毛头小子。
”我记得。
“是这样，”艾克谢林茨说，“西戈尔斯基那时没有找到那个人。
但是，我和你应该能找到，因为现在要去的星球不是萨拉克什，而是地球。
列夫·阿巴尔金也不是毛头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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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谈谈疑难之处吗，头儿？
”我说，想解开困扰着我的疑虑。
“干活儿去吧。
”他没有答应。
我把安德烈和桑德罗的关系移交给克拉夫吉亚时，他俩很惊讶，都有点儿不死心。
最让我担心的是，他们不愿服从命令。
我只好大声训斥他们，两人这才一边埋怨，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瞧了瞧卷宗，悻悻离去。
他们的注视激起了我一种突如其来的担忧：应当把这个“神秘的文件匣”保存在哪里呢？
我坐在办公桌前，摆放好卷宗，机械地看了看文件目录。
七份报告，时长一小时十五分钟——正好是我在艾克谢林茨那里待的时间长度——我认为，自己已经
顺利地把全部工作关系移交给了克拉夫吉亚。
所以，我就仔细阅读起卷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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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俄罗斯科幻文学对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久违了。
作为一个俄罗斯科幻文学爱好者，我对此一直非常关注。
自前些年翻译出版俄罗斯科幻名作《妖魔古墓》(瓦西里·戈洛瓦切夫著)之后，我有幸从网上认识了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并意外地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了他们的获奖代表作之一——《蚁巢里的甲虫》。
在征得作者同意之后，我便开始着手翻译。
历经两年的艰苦工作，译作近日终于得以跟广大读者见面，非常欣慰。
    在翻译过程中，我自始至终都得到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先生的热情支持。
他对我的去函有问必答(而且是马上就答)，哪怕节假日也都如此。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鲍里斯身患重病多次住院，但他每次出院以后，都是病还未愈，就马上给我复信
，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
从我开始去信至今，他一共回复了我近60封信。
他待人的热忱和忘我工作的精神始终在鞭策着我。
说实话，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是不可能按照出版要求完成这本书的翻译任务的。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就已经给我们生动描述了克隆技术的幻想。
虽然当今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克隆技术成为现实，然而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描述的克隆技术还是要更深一
层。
首先，他们的克隆人不需要在母体里发育成胚胎出生，而是让卵细胞在一种特别的孵化器里实现细胞
分裂和发育。
更妙的是，在他们的设想中，卵细胞已经可以植入程序(芯片)，从而使成人后的孵化人的一切行动都
受到程序支配。
这与当今的机器人植入类似人脑细胞、人脑植入纳米芯片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让人品来颇有趣味
。
    由于本人能力、水平有限，望各位专家拨冗赐教，不胜感激。
    李志民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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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蚁巢里的甲虫》：俄罗斯“别里亚耶夫奖”、“阿厄里塔奖”双奖作品，假如高等文明在事先不让
“被光顾者”知道的情况下干预了低等文明。
即使这种干预是出于良好的意愿，也很难说是善还是恶、是道德还是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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