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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前言

经典与名著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和文化思想的结晶。它凝结了人类的智慧，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通过阅读名著来与古人交流
，了解世界各国精彩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成就，从而获得启发，拓展人生。    从小学到中学，是一个人
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外名著的作用，就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高
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莎士比亚也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美好的作品
能让我们看见了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通过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来了解西班牙文化；通过
莎士比亚的悲喜剧集来了解真正的英国；通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来见证前苏联
历史的宽广和苦难。经典名著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阅读它们是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捷径
。一套全面而意义深刻的经典人文教育丛书对中小学生精神世界的成长至关重要。它起着传承和净化
，启迪和感悟，融个人的经历和经典的养分于一体的作用，是中小学生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方块
字”语文新课标必读经典是为全国中小学生量身打造的中外名著系列丛书。我们希望这次修订后的“
语文新课标必读经典丛书”内容更原汁原味、知识更实用、针对性更强。它一定能成为中小学生朋友
的良师益友。本套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选本。所选图书为现行教材、大纲、新课标所指定
必读名著；是经过几年市场检验沉淀精选出来的最受中小学生喜欢的名著。    其二，体例。无删减，
原文原著呈现；书中设置作者简介、创作背景、特色人物、人物关系表、旁批、注释、思考练习题等
栏目。    其三，作者队伍的现代性和专业性。本丛书的编者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界权威或从事外国文学
教育的老师。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与独到眼光，精益求精，能满足学生日益提高和不断变化的阅读需
要。    广大的中小学生朋友们，这是一片广阔的阅读海洋，这是一次精神的游历，进入其中你们会获
得一次神奇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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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66年出了一件怪事，出现了一种没人说得清楚、也无从解释的现象，大家可能还都记忆犹新。且不
说种种流言使港口居民惴惴不安，令内陆公众惊诧不已，就连那些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也都大大地受了
震动。那些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船主、船长、打鱼的、各国的海军军官，以及欧美两大洲的各国政
府，对这件事都表示了高度关注。    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船只在海上碰到过一个“庞然大物”
，一个很长的梭形物体，有时还闪着磷光；和鲸鱼相比，这个“庞然大物”体积要大得多，动作也快
得多。    有关这个巨大物体出现的情况，不同船只的航海日记上记得相当一致：那个东西，或是那个
动物，呈现的是一样的外形，活动起来是一样的神速，动力同样惊人地强大，似乎生来就具有特别的
活力。假如这是一种鲸类动物，比起到那时为止科学上进行过分类的鲸类来，它的个头要大得多。无
论是居维叶、拉塞佩德，还是迪梅里和卡特拉法热先生，都不会承认这种庞然大物的存在——他们只
承认见过的东西，即所谓经他们这些学者的法眼审视过的东西。    保守的估计，认为这个东西长二百
英尺；夸张的估计，说它有一海里宽，三海里长。把这两种估计都撇开，在多次观察所得的结果里取
其中，我们也可以肯定，这种庞然大物的个头，比鱼类学家迄今为止所见过的要大得多——假如这种
东西果真存在的话。    然而，这东西果真存在，事实本身已经不容否认；根据人喜欢相信神奇事物的
习性，我们就会明白，这种不可思议的事物一旦出现，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什么样的轰动。至于把
此事斥为无稽之谈，这种做法不足为训。    实际上，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一伯纳克轮船公司的汽
船“希金森总督”号，在距澳大利亚东海岸五海里处就碰上过这个会动的大家伙。一开始，巴克船长
以为是碰到了一座不熟悉的礁石，他甚至还打算对这座礁石的准确位置进行一番测量呢；但就在这时
，从那个奇怪物体身上喷出了两根一百五十英尺高的水柱，呼啸着冲上了天空。这样看来，除非这座
礁石上有间歇性喷泉，不然的话，“希金森总督”号汽船碰上的就确确实实是某种水生哺乳动物了。
这是一种到那时为止尚不为人所知的动物，能用鼻孔喷出夹杂着空气和蒸汽的水柱。    同年7月23日，
西印度一太平洋轮船公司的“克里斯托巴尔·科朗”号汽船，在太平洋上也看到了相似的东西。这就
是说，这条异乎寻常的鲸类动物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地方游到另一个地方，因为，“希金森总督
”号和“克里斯托巴尔·科朗”号是在两个相距七百古海里的不同地点看到它的，而时间只隔了三天
。    十五天之后，在距离“克里斯托巴尔·科朗”号看到那个庞然大物两千古海里的地方，国家轮船
公司的“爱尔维修”号和王家邮船公司的“香农”号，在美洲与欧洲之间的大西洋上一处海域迎面近
舷对驶的时候，同时看到了那个怪物，那里是北纬42度15分，西经60度35分。通过这次共同观察，估
计这只哺乳动物的身长至少在三百五十英尺以上，因为，尽管“爱尔维修”号和“香农”号船身都有
一百米长，和这只哺乳动物相比，身形还是小了些。但是，经常出没于阿留申群岛海域库拉马克岛和
乌穆居里克岛的鲸鱼，最大的身长也只有五十六米，从来没有超过这个身长的。    这样的报告一份接
着一份。横渡大西洋的“佩雷尔”号最近所做的观测，走依兹芒航线的“埃特纳”号和那个怪物的相
撞，法国“诺曼底”号驱逐舰上的军官们所做的记录，海军准将菲茨——詹姆斯的参谋部在“洛德·
克莱德”号上测到的准确方位，都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在一些国家里，生性幽默的人拿这件事开
玩笑，但那些严肃务实的国度，如英国、美国和德国，对这件事都极度关注。    在各大中心城市，这
个怪物成了时髦话题：咖啡馆里有人津津乐道地说它，报纸上有人嘲弄它，还有人把它搬上了舞台。
小报碰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任意编造谣言。各种想象出来的巨大动物在报纸上再次出现，从极北
地区可怕的白鲸“莫比·狄克”，到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硕大无朋的海妖，应有尽有。斯堪的纳维亚
神话里的海妖能用触角把一条五百吨重的船缠住，拖下海底深渊。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搬出亚里士多
德和老普利尼的观点，这两个人都认为世上存在着怪物；接着又提到彭陶皮丹主教的挪威故事，保尔
·赫格德的游记，最后还抬出了哈林顿先生的航海报告。哈林顿先生的诚实是不容怀疑的，他肯定地
说，一八五七年他在“卡斯蒂朗”号上看到过一条大蛇，那条蛇到那时为止只在旧时的北极探险船“
立宪”号行经的海面上出没过。    于是，在学术团体里和科学杂志上，信其有的人和怀疑派之间的一
场没完没了的论战爆发了。“怪物问题”使人头脑发起热来。信奉科学的记者和信奉神灵的记者斗了
起来。在这场有纪念意义的论战中，挥洒了大量墨水，有几位甚至还洒了几滴鲜血，因为，他们从海
蛇谈起，最后展开了最为严重的人身攻击。    论战进行了半年，双方各有胜负。各类小报连篇累牍，
对秘鲁地理研究所、柏林皇家科学院、不列颠联合会和华盛顿史密斯协会等学术团体发表的论文，对
《印度群岛报》、穆瓦尼奥本堂神甫主办的《宇宙》杂志和彼德曼主办的《消息报》上进行的讨论，
对法国和外国各大报刊上的科学专栏文章，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怀疑论者引用了林奈的一句话，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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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才华横溢的作者戏谑地模仿了这句话，对“大自然界不制造蠢货”的说法，确实起到了支持作用
；他们恳请当代人不要违背大自然，去承认有什么海妖、海蛇、白鲸“莫比·狄克”，不要相信那些
头脑发热的水手们的胡言乱语。最后，在一张令人生畏的讽刺幽默型报纸上登出了一篇文章，是该报
最受读者欢迎的编辑撰写的，这位编辑像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希波吕托斯似的，给了那个怪物最后一击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结果了它的性命。才智战胜了科学。    在一八六七年的头几个月里，怪物似乎已
经被埋葬，不可能死而复生，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新发生的一些事又摆在了
公众面前。这一次，涉及的已经不再是个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而是一项需要避免的真实而严重的危
险。问题的性质变了。那个怪物又变成了小岛、礁石和暗礁，不过是个能飞逝的暗礁，难以确定，让
人琢磨不透。    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夜，正行驶到北纬27度30分和西经72度15分海域的蒙特利尔大洋
公司的“莫拉维扬”号汽轮，右舷尾部碰上了一块岩石。没有一张海图标明过这片海域有这么一块岩
石。“莫拉维扬”号是一艘四百马力的汽船，借着风力，当时正以每小时十三节⑩的速度行进。毫无
疑问，如果不是船体质量上乘，就会被撞裂，“莫拉维扬”号可能也就带着从加拿大运来的二百三十
七名乘客葬身海底了。    意外发生在清晨五点左右，正是日出时分。航向值班员们急忙冲向船尾，全
神贯注地察看洋面。洋面上什么也没有，只在三链以外的地方有个已经碎成了浪花的旋涡，犹如平静
的洋面受了重重的一击。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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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作家、“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著名的科幻三部曲之一。小说讲述了法
国博物学家阿罗纳克斯教授应邀登上一艘驱逐舰，参与追捕当时盛传的海上“怪物”，不幸被“怪物
”俘获的故事。而所谓的“怪物 ”竟是一艘当时无人知晓的潜水艇。潜水艇艇长尼摩邀请阿罗纳克斯
教授一行三人做海底旅行。沿途，他们饱览了海底变幻无穷的奇异景观和形形色色的生物，经历了种
种危险。最后，当潜水艇到达挪威海岸时，阿罗纳克斯等三人不辞而别，将他们所知道的海底秘密公
诸于世。小说悬念迭出，高潮频起，趣味盎然，蕴含着鲜明的爱憎和广博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在获得
极大的精神享受的同时，感受自然的神奇和科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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