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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南极科学考察相关的著述不胜枚举。
《古植物学家的南极之旅》一书不像学术性科学考察报告那样内容深奥难懂；也不像纯粹“介绍性”
的科普读物那样读起来枯燥乏味。
作者以一位资深科学工作者的视角，用平实、浅近的词句为我们讲述了她在花甲之年到南极去的一次
难忘经历，是一本难得的科学和人文交融的科普佳作。
自18世纪人类得知地球上有南极大陆以来，两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它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因为它
难以到达、环境恶劣，很难展开工作。
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神秘的南极大陆的窗口。
书中讲述了作者旅行和考察中的种种见闻和感受，笔触细腻，娓娓道来，令人如同身历其境，也备感
亲切。
书中还对南极的气候、海洋、冰山、冰盖等各种自然环境和地貌做了概要介绍，对当地的动、植物以
及有关的地质、地理情况也都有详略不等的叙述。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的考察内容，书中还简要地介绍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基础知识；特别对
重点考察的乔治王岛化石山所产出的植物化石，以及它们对研究南极5000万年来的古气候和自然环境
演变的意义做了阐述，向读者介绍了南极地区从温暖、湿润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演变为现今冰天雪地
、蛮荒不毛之地的过程，以及种种化石证据和相关学说。
作者还简叙了南极考察的历史和我国考察、建站的情况，航海途径所见各国的人文、风情和政经情况
等，内容十分丰富。
除了科学内容以外，作者用较多的篇幅叙述了她实地考察的情景，以及在考察船上和考察站内的生活
和活动片段。
在极地气候十分严酷、充满着种种不可预知的危险的环境中，作者和许多考察队员一样，常常是不顾
安危、孤身远征甚至深入无人区，圆满地完成了野外考察和化石采集工作。
航海和考察期间，科考队员和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彼此关心、相互支持，共同度过了既艰苦又欢乐的
日日夜夜，彼此分享着考察的成功和丰收的愉悦。
在考察过程中，我国科学家还和其他国家科学家互通有无、无私交往。
极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考察中的艰险的时候，还是在遇到难以克服周志克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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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作者李浩敏参加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经历为主线，通过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展
现了南极科考队员不畏艰险、乐于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
本书除了展示南极独特的自然环境，作为研究南极古植物化石的专家，作者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涉及
新生代南极的植被、古气候以及新生代早期南极独特气候形成原因等方面的知识，并以轻松的笔调描
写了异国的美丽风光，以及在科考期间与各国科考队员结下的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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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浩敏
1954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从事古植物学研究工作至今。
1983—1984年曾获美国耶鲁大学生物系布朗奖学金，在该系和该校匹堡德博物馆(Peabody
Museum)做访问学者。
1988年起，开始研究中国国家南极科学考察队采自南极的植物化石标本。
1992—1993年参加了中国第九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长城站夏季科考。
曾任国家南极科学考察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专业委员会第一、二、三届的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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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到2009年，参加《南极条约》的国家从开始时的12个增加至46个，包括28个协约国（
已在南极建立了考察站者），18个缔约国。
中国于1983年被接纳为缔约国，1985年正式成为协约国。
在1991年以前，《南极条约》组织每两年开一次会，从这一年起，改为每年一次。
《南极条约》以及历次南极条约协约国通过的140余项建议措施（包括公约），统称为“南极条约体系
”。
如：为了保护南极的资源和生态环境，1964年签订了《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1972年签订了《
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80年签订了《南极生物资源保护公约》，1988年6月通过了《南极矿物资源活
动管理公约》，1991年6月在马德里还通过了《南极环境保护议定书》和《南极环境评估》、《南极动
、植物保护》、《南极废物处理与管理》、《防止海洋污染》和《南极特别保护区》等5个附件。
《南极条约》原定有效期30年，1991年改为无限期延长。
该条约对南极洲的国际管理，促进科学考察活动的合作与发展，加强生态与环境保护等都起了重大作
用。
有人说，《南极条约》是迄今执行得最好的条约，堪称国际条约的典范。
极地号不断东南行，天气也越来越热，很快就要到赤道了。
这时，我们四位女士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任务，那就是做鬼脸面具，以便过赤道时“打鬼”用。
这个任务还得悄悄地执行，不能对其他人讲。
我们四个人搜肠刮肚地想，鬼是啥样子，谁也没见过。
最后还得靠杨工，她学建筑的，美术功底好，设计出几个面目狰狞的鬼脸，然后我们一起动手，又是
剪、又是缝的，总算完成了任务。
11月9日下午，极地号的汽笛长鸣，发出了到达赤道的信号，大家都自动地来到甲板上。
几位男同胞戴上了我们做的鬼脸。
过赤道要打鬼，可他们不但不挨打，反而成了香饽饽，好多人争相与他们合影留念。
还有六位同志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字牌，合起来组成了“九次队过赤道”的横幅，也成了合影的对象。
要知道，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乘着船经过赤道的机会啊！
当我们的董兆乾总领队宣布“1992年11月9日15时32分，极地号经由东经144°56.88’穿越赤道，从北
半球进入南半球”时，船上锣鼓齐鸣，震耳的鞭炮声与大家的欢呼声连成一片。
数发信号弹也腾空而起，有人还放起了烟火，这更增加了节日的气氛。
随后，船上举行了颁发“穿越赤道纪念卡”的仪式。
紧接着，船员和考察队员各出10人进行了拔河比赛，大家为他们呐喊助威，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
过了赤道后，我船按预定航线，开始向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挺进。
船将在那里检修，我们也可趁此机会上岸，领略新西兰的异乡风土人情。
新西兰位于赤道和南极之间，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由北岛、南岛两个大岛和一些小岛组成，面
积有近27万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80％以上是欧洲移民的后裔，原住民毛利人占总人口的12％以上
，华侨和华裔不到总人口的1％（据1992年的统计数）。
新西兰全境多山，平原狭小，山地和丘陵占其全国面积的3／4以上。
北岛多火山和温泉，南岛多冰河和湖泊，北岛和南岛隔库克海峡相望，气候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新西兰首府惠灵顿位于北岛的东南端，有一项世界之最，那就是它是世界上最靠南的首都，也就是说
，南半球所有国家的首都中，它的纬度最高（南纬41°17’）。
惠灵顿环抱着尼科尔森港，是个港口城市。
从船上望去，面临海湾的三面山坡上，建有一层又一层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别墅，错落有致，煞是
好看。
到了夜晚，从房子里透出的灯光闪闪烁烁，犹如点点繁星，好似仙境。
极地号于11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停靠在惠灵顿港。
当时，新西兰有关方面的人士、我国驻新西兰外交使团的代表以及新华社的记者等都来到码头欢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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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到来。
一位新华社女记者关心地对我说：“从岸上远看，你们的脸色都有点苍白。
”她说的是实话。
因为到惠灵顿前，由于塔斯马尼亚来的东澳气旋的影响，风浪比较大，又有人开始晕船了。
这次比上次遇台风时的情况要好一些，我虽然也感到不适，但还勉强支撑着，脸色肯定好不了，于是
我自嘲地说：“我是‘伊丽莎白’（一脸煞白）！
”说也怪，船一靠岸，尽管脸色还不太好，可晕船的症候群却马上全部消失了。
二十多天的海上旅途劳顿也全被我们抛到了脑后，大家开始各忙各的。
极地号准备在这里停靠四天（后来因检修船只的需要，又延长了两天），我最想去的地方是惠灵顿植
物园。
因为我研究南极古植物已好几年了，南极发现的植物化石与现今南半球生长的植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而与我们熟悉的北半球的植物区别很大，能到惠灵顿植物园去参观，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然而，到植物园恐怕很难找到同行人。
于是，我就先和队里的几个同伴一起到惠灵顿市区各处走走看看，熟悉一下环境，为我第二天的独行
做准备。
在我们到达后的第二、第三天，我独自在植物园对着南半球一些特有的植物又是拍照、又是做笔记，
整整忙了两天。
在那里，我还遇到从台湾来旅游的一家老少三代人，他们主动与我打招呼，问我一些情况。
当他们得知我是中国南极考察队的一员，即将到南极去时，由衷地说：“大陆这几年确实进步很快。
”我们船、队到达惠灵顿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的报刊纷纷报道新西兰的副总理兼对外关系与商业部
部长麦奇赖恩（DonMckinnon）先生接见我船、队领导的消息，并附上了接见时的照片。
还有一份报纸刊登了记者对考察队首席科学家董兆乾总领队的访问，对我们船、队的方方面面都予以
详实的报道。
华人和华侨听说祖国的1.5万吨级的巨型南极考察船来了，也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
有的人甚至来到码头，要求到船上参观。
于是，我们船上的人就引领他们到船上各处走一走，看一看。
据他们说，以前惠灵顿港从来没有停靠过这么大的船。
很快，我们就与当地的一些华人成了朋友。
他们不断地询问国内的情况，有的还把我们当成了亲人，向我们倾诉他们到新西兰后的苦辣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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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南极之旅》出版在即，首先非常感谢张弥曼、孙湘君、汪品先等几位学长，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鼓
励和帮助，方才使我下了决心，在“古稀之年”完成了这部科普领域的”处女作”。
承蒙周志炎院士在百忙中拨冗仔细阅读书稿，并为此书写序言，笔者对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感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历届领导对我的南极工作在精神上以及科研经费上的支持，
特别是我在南极时徐均涛副所长代表所领导给我写信问候，1993年回到南京时曹瑞骥所长又亲自带了
鲜花到火车站来迎接我，以及沙金庚所长提供的古生物所创新科研基金的资助，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
到十分温暖和激动，也使我的南极工作得以顺利、持续地向前推进。
笔者对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科研基金，以及所科技处蔡华伟处长亲自为这篇书
稿的出版撰写推荐信表示感谢！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胡炜编辑从组稿到编辑出版的整个工作中都十分认真负责，为此书的付梓出版做
出了很大的努力。
譬如在编排方面，她将原稿的结构稍作改动，就使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紧凑。
这让我感到她在专业上是一位实力派，而且也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实力派。
笔者在南极所拍摄的照片，原先的底片都是胶片。
感谢摄影家樊晓羿先生将这些照片代为翻拍成电子版照片，并感谢他将我从南极带回的一些纪念品、
小礼品也拍摄成照片，展现于书中。
本书稿的后期制作过程中，也曾经得到史恭乐博士的多次帮助。
如代为摄制现保存于南京中山植物园标本馆的南极被子植物发草和南极石竹的照片，翻拍一些插图并
为大量图片刻制光盘等。
此外，傅强博士也曾多次给予帮助，本书作者对他们两位也深表谢意！
感谢卞林根先生允许我使用他拍摄的一张”帝企鹅哺育企鹅宝宝”的珍贵照片。
本书还引用了国晓港先生拍摄的一幅”海狗”照片，比我当初拍摄的海狗照片效果好很多。
为了引用这幅图，我曾多次试图与他取得联系，但皆未成功。
我知道他是位”老南极”，希望他对我冒昧引用这幅作品以享读者予以理解。
书中还引用了九次队一位队员写的小诗，在船上看到时就没有署名，被我保存了下来。
我也希望他能理解我在此书中的冒昧引用。
关于本书的书名我略存异议，原本我为其定名为《南极之旅》。
出版社考虑到可能会有重名，抑或是意思不太明晰，故而最终被改为《古植物学家的南极之旅》。
但是窃以为“古植物学家”这项大帽子对于我说来显得过于”沉重”了，让我无法承受。
我个人觉得凡是堪称为“家”的，必定是对某一领域做到融汇贯通、学贯古今的“大家”，方能不辱
没这个名称，而我现在显然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因为每每见到新的、素未谋面的标本，总是感觉好似”雾里看花”一般，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查阅
文献、翻看资料之后，方能逐渐厘清事物的来龙去脉。
所以，我还不能称之为“家”，还只是这一学术领域中一名漫漫求索者，我自称为”研究者”。
近年来通过对南极古植物以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福建、广西）古植物的研究，使我悟出这样一个道
理：必须从全球的角度并结合古植物学研究来思考并解决被子植物系统演化问题。
即南北两半球的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包括古植物工作者）必须携起手来，深入合作，共同研究南北两
半球植物（包括化石植物）的分类和系统演化。
只有这个工作做细致了，基础夯实了，被子植物的”系统演化树”才会”茁壮生长”，那么距离被达
尔文称作是”讨厌之谜”的被子植物起源问题的最终揭秘，也就为时不远了。
因为地球毕竟是一个整体，无论缺失了（或忽略了）哪一部分，最后的结论都是存在缺陷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刚开始研究南极植物化石期间，我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在国内各大图
书馆中都找不到一本南美洲的植物志；在我国各个著名的植物标本馆中，来自南半球的植物标本也都
是凤毛麟角。
近年来，由于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上述状况已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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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交流渠道不畅之外，南北两半球植物的研究程度也不甚平衡，这些都有待今后改善，也有待于加
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
在从南极采到的假山毛榉化石中，我惊讶地发现有几种叶化石与桦木科的叶惊人地相似。
桦木科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地区，向南可达印度和中印半岛并在南美洲有少量分布。
2010年在与史恭乐博士一起研究福建产的龙脑香翅果化石的过程中，经过寻根溯源，我们发现，目前
主要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热带雨林的造林树种龙脑香科植物，已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公认为冈瓦纳大陆
起源。
我们同意这个意见，理由是该科的三个亚科间断分布于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而东南亚的这个分支
很可能是通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后才到达亚洲的。
此外，樟科植物化石在大洋洲、南美洲早第三纪以来的地层中广泛分布，令一些植物分类学者认为樟
科，甚至樟目也属于冈瓦纳大陆起源。
前述从全球角度并结合古植物学研究来思考并解决被子植物系统演化问题的想法，从最初时的朦胧意
识逐渐发展、形成为坚定的信念，况且南极洲还曾处于冈瓦纳大陆的核心地位。
我认为，南极中、新生代植物的研究对解决被子植物系统演化问题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我要感谢国家海洋局南极办公室给我参加中国南极第九次科学考察队到南极
考察的机会；也感谢中国南极第九次科学考察队队长、兼九次队长城站站长刘书燕先生给予我的多方
面的关心和帮助。
几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多次的鼎力相助，很多事情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我将以此书告慰已于2010年10月31日仙逝的李星学老师，是他亲手把我国最早发现的几块南极植物化
石交予我研究，促使我开始走上了研究南极植物这条虽然十分艰辛却又充满乐趣之路。
我还想以此书纪念我的双亲。
父亲为了哺育我们众兄妹，在抗日哒争胜利前夕终厨操劳过度而过早辞世，享年仅47岁。
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也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记得是在抗战后期，家中断粮，只有单位发的几麻袋冻得发黑、发紫的土豆。
母亲每顿饭都只吃那些削下来的发黑发紫的部分，而把那些略带点儿白色的部分留给我们这些孩子吃
。
在父亲逝世11年后，母亲也因积劳成疾罹患癌症去世。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我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
长兄在父亲逝世后，立即辍学，以其略显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两位姐姐也步其后尘，先后相继参加工作。
在兄姐的无私帮助下，1954年我得以完成高中学业并顺利考入留苏预备班，次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地质
系学习，开始了我在古生物学事业上的征程。
我还感谢我的两个女儿一贯对我的支持、理解和帮助!李浩敏2011年端午节前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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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游记:古植物学家的南极之旅》一书不像学术性科学考察报告那样内容深奥难懂；也不像纯粹“
介绍性”的科普读物那样读起来枯燥乏味。
作者李浩敏以一位资深科学工作者的视角，用平实、浅近的词句为我们讲述了她在花甲之年到南极去
的一次难忘经历，是一本难得的科学和人文交融的科普佳作。
《科学游记:古植物学家的南极之旅》展现了南极科考队员不畏艰险、乐于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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