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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使命》

内容概要

一个重力大大超过地球的星球引起了人类的兴趣，但在高重力的影响下，人类的探测器不幸坠落。

 人类只得求助于形同蜈蚣的当地人，引导这些远未进入技术文明时代的土著长途跋涉，找回探测器。

 小小的、落后的当地人踏上了横跨整个星球的长旅，在这个人类几乎无法抬起脚步的高重力星球上，
完成了一次最辉煌的壮举。

 重力星球的奇景，不同生命的冲突，落后观念与先进技术的碰撞――壮丽的长卷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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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使命》

作者简介

哈尔·克莱蒙特，本名哈里·斯塔布斯，生于美国麻省，曾获哈佛天文学学士学位，二战时入伍，成
为一名轰炸机飞行员。退伍后成为中学教师，长期教授科学课程。
    克莱蒙特一生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1954年，《重力使命》开始在《惊奇科幻
》连载，成为他的代表作，该书也是科幻史上硬科幻小说的代表。
    克莱蒙特在科幻作家和读者中具有崇高的声望。他是1991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宾，1998年入选科幻/
奇幻名人殿，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于1999年星云奖颁奖仪式上授予他科幻大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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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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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使命》

章节摘录

书摘第一章  冬天的风暴    狂风呼啸，像有自己的生命一般卷过海湾，把平静的海面彻底撕碎，搅得分
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浩瀚大洋，狂风肆虐，顷刻之间便能像卷走木屑一样吞没“布利”号。千
层巨浪随风卷起，整整一英尺高下，又被狂风吹散，成为弥漫四面的喷流。    伯纳兰蹲伏在高高的船
尾木筏上，只有他一个人溅得全身是水。他的“布利”号早已安全上岸。伯纳兰一知道将在这里过冬
，便马上把他的船稳稳当当拖上陆地。但此刻他仍旧禁不住有点担心：巨浪比他在海上历年遭遇过的
高几十倍。是失重的缘故，浪花才卷得这么高。同样因为失重，即使巨浪席卷海岸也不会对“布利”
号造成什么不得了的损失，可他就是放不下心来。    伯纳兰并不特别迷信，但与“世界边缘”近在咫
尺，谁都说不清到底会发生什么。即便他那一伙怎么说都毫无想像力的船员，这时也偶尔显得躁动不
安，私底下嘀咕着越过“世界边缘”会倒霉。他们偷偷抱怨说，“世界边缘”那头不知有什么怪物，
掀起这令人心惊胆颤肆虐千里的狂风。不管这怪物是什么东西，它准保讨厌被外人打扰。一遇到什么
突发情况，船员们便开始新一轮抱怨，可任何意外在这儿都是家常便饭，抱怨于是终日不休。麦斯克
林人本来习惯了自己五百五十磅左右的体重，在这里却只有二点二五磅。这种情形下稍不留神便会失
足跌跤。伯纳兰船长对这点再清楚不过，但船员们就是转不过弯子来。弄清自己的处境，迅速调整状
态以适应新环境，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有这种能力，至少也必须是个有逻辑思维习惯的人。    唐纳默
尔本该比其他人强些，可就连他也⋯⋯伯纳兰长长的身体绷紧了，两个木筏外的地方发生的事，他几
乎还没明白其含意，命令便差点脱口吼出。正是唐纳默尔，他的大副，不早不晚，偏挑了这个时候检
查一根船桅的系索。他利用现在几乎全无体重的情形，把原本匍匐的身体向上竖起，靠六只后脚摇摇
晃晃保持身体平衡。“布利”号的船员们大都看惯了类似把戏，即使这样，他的动作看上去依然有趣
极了。但是伯纳兰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有意思。到了仅有两磅重的地步，你必须时时抓住什么东西，否
则一缕微风就能把你吹跑，而六只用来爬行的脚是抓不住任何东西的。飓风呼啸，即使伯纳兰拼命叫
喊也没人听得见他的命令。他正要爬过隔在自己和闹剧现场之间的空地，却见大副把一副索具牢牢系
在身上的扣带上，另一头在甲板上固定好，稳稳当当伏在地上，几乎像被他放倒系牢的桅杆一样牢靠
。    伯纳兰又一次放下心来，他明白唐纳默尔刚才竖立的原因，这是表演——不管是什么东西掀起这
场暴风雨，唐纳默尔以自己的举动表示对它的轻蔑，以此打消船员们的恐惧情绪。好样的，伯纳兰暗
暗称赞，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海湾。    没人说得出哪里才是水陆交接的海岸线。海浪喷出的白沫夹杂
着接近白色的沙，卷成一堵白色旋涡形成的水墙，挡在“布利”号四周，一百码外的一切都隐藏在这
堵遮挡视线的水墙后。而现在，甲烷雨滴子弹一样嗖嗖地打在伯纳兰的眼壳上，他连“布利”号都看
不清了。还好伯纳兰的许多只脚下的甲板还像岩石一样坚固。这船虽然也因为失重减轻了分量，但似
乎还不会被吹走。“布利”绝不会被吹走，伯纳兰恶狠狠地想，多少根缆绳啊，系在深深扎进地下的
锚上，系在散布岸边的矮树上。是的，照说不应该出事。可万一呢?冒险开近“世界边缘”后消失得无
影无踪的船多了，“布利”也不是第一只。船员们对飞客的怀疑也许有其道理。毕竟，说服他留在这
里过冬的正是那些奇特的生物，而飞客呢，连保护船只船员的任何承诺都没作。可话又说回来，飞客
消灭他伯纳兰一伙易如反掌，何苦大费周折把他们哄到“世界边缘”来。飞客居然有本事驾驶着那个
庞然大物升到“布利”号头顶上!虽然这个地方重量已经没什么含义，可这一壮举仍然足以让他哑口无
言。伯纳兰迫使自己不再想这件事。他同麦斯克林星球其他所有人一样，只要头顶上方有个非常结实
的东西，哪怕只是暂时的，他们立即便会惊恐到极点。    船员们早就躲进罩布底下，就是大副在暴风
雨袭来时也停下了工作。大伙儿都在，罩布下面拱起的一堆一堆的，伯纳兰早已趁还能看清全船的机
会数过了。知道暴风雨将至，于是没派人出去捕猎。这次不需要飞客通报，随便哪个水手都能看出天
气恶化的迹象。近十天来，没有一个人离开距“布利”号五英里的安全距离。在这个失重的地方，五
英里一点儿也不算远。    当然，“布利”号储备了充足的食物，伯纳兰可不傻，雇人时也极力把呆瓜
排除在外。不过再怎么储备，总比不上新鲜食物。他实在想知道这场暴风雨会把他们钉在船里多长时
间，暴风雨来临前的迹象船员们看得很清楚，但持续时间却是从迹象上瞧不出来的。也许飞客知道。
不管知不知道，“布利”号上现在反正无事可做，跟飞客那种古怪生物谈谈也好。每次伯纳兰看着飞
客给他的那个仪器时总觉得难以置信，需要给自己打打气才敢相信这东西的能耐。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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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使命》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我读过的小说中，《重力使命》最出色地叙述了另一颗星球上的生活。他实现了我们这些人的梦
想：用科幻小说征服世界。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  托马斯·迪许    克莱蒙特具有一种最不可思议的
才能：利用实实在在的科学知识，创造一个最奇特的世界，一个符合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定律的世界
。他是作家中的作家，他的作品启发了无数作家。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  迈克尔·伯斯坦    在科学
中狂欢，以科幻小说创造世界的先驱。克莱蒙特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    ——加拿大著
名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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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使命》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硬科幻作品之一！奠定了克莱蒙特在科幻史上崇高的地位。    故事发
生在一颗叫做麦斯克林的行星上。这颗星球的奇异之处在于，它的重力远远超过地球。另外，它极高
的自转速度造成了行星表面的巨大重力差异。该星球赤道地区的重力只有地球重力的两三倍，而南北
两极的重力却是地球重力的700倍。由于高重力，人类发射到麦斯克林南极的科学实验飞船坠毁了。人
类探险家只好乘坐飞船在赤道附近降落，求助于当地形似蜈蚣的土著麦斯克林人。个头小小的、技术
落后的麦斯克林人于是踏上了横跨整个星球的长旅，前往极地，为人类回收实验飞船。    通过这个旅
途，作者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高重力星球的种种奇景异事。为了描写这颗奇异的星球，克莱蒙特采用了
最“笨拙”的方法：提出高重力的基本设定，再推想在这个设定之下，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的形态会
有什么表现。这样一来，种种奇景异事无不合乎科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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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使命》

精彩短评

1、故事情节设定太完美了！不愧世界十大硬科幻！
2、这个科幻真是硬。。。。 像麦斯克林蜈蚣一样硬， 合我的胃口。
3、不同的物理设定总是带给我们全新的认知和想象,非常硬的科幻,需要一定的理化基础和足够的想象
力,作为连动滑轮为什么省力和氨水分子式都忘记了的理科生理解起来非常吃力表示汗颜...
4、酷
5、一个生动翔实的，细致入微的记录片式的探险故事——唯一的特别之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重力远
超地球的外星。哈尔的描述给我们展现了一副波澜壮阔的、高重力星球的风土人情，就如同凡尔纳在
海底两万里中的描写一样给我带来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
6、科学总是引"人"入胜, 不分星球
7、那个时候科幻世界杂志译文版真的很经典 每次都是翻译经典大作
8、头脑无计可施，身体便自作主张。哈！好玩
9、够硬，只是人物刻画上比较幼稚，但还是很有可读性
10、看了三章已觉冗长无聊
11、又冷又累的世界
12、这本书的背景是在一个假想的行星上，但其重力加速度相当于地球的300倍，自转速度也比地球快
很多倍，所以两极和赤道附近的重力相差悬殊。这个行星上物体的运动仍然是受大家熟悉的牛顿三定
律支配，但由于特殊的重力条件，导致了很多大家不熟悉的、有趣的物理现象，行星上的生物也呈现
出与地球相差很大的体貌和生活特性，这是这本书努力突出的。除了假设以外，作者在书中的数据都
是经过计算得来的，所以会被硬科幻爱好者喜欢。另外，本书文风幽默，妙趣横生，令人一读再读。
13、太过于注重技术细节，故事性太弱，不过能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14、另一个奇异世界的历险！
15、都不是人主角了。。
16、写的不错、标准的硬科幻风格
17、可硬，故事略简单有凡尔纳遗风
18、没觉得很硬，有些失望
19、纯硬科幻 作者描绘了一个高级生命和低级生命齐心协力完成壮举的故事。作者笔下的毛毛虫们虽
说只有一些基本却并不完整的原始知识，但勇气毅力好学融会贯通和向往新知识却是支撑他们走到最
后的最大动力。没有选择高级生命对低级生命统治性的命令（这或许也是合作必备的条件，毕竟人类
无法独立完成任务）高级生命对低级生命进化的扰动影响中毛毛虫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在有选择和
自知的获取并对未来的文明发展演变做了理智选择（这也看出他们对自己的人性有了认识）全书对不
同生命接触影响以及科学和文明演进的思考是最大的亮点。
20、好看好看~毛毛虫大小的外星人真可爱
21、硬科幻，还好不长
22、对于一个完全虚幻的外星环境做出了基于现在物理学所有的原理，并且活灵活现的描绘出了一个
高重力星球的环境特征，生物特点等。完全符合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并不让读者觉得荒唐和虚假
。非常值得一阅。
23、很有意思。
24、可爱的毛虫星人~~~
25、太硬了
26、妙趣横生的单纯故事，能让一个物理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头脑里运行的作者必然是高手，书里
也有大航海时代面对一个似乎无限巨大世界的激情和浪漫。不过有时觉得作者在科学说明上用力过猛
，某些程度上也影响了可读性和情节的流畅...
27、一个星球的极地重力是地球700多倍，赤道上的重力约为地球的3倍，覆盖着星球表面的不是水而
是甲烷，极地的原著民认为他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倒扣的碗。
28、写的很严谨
29、第一次对硬科幻有概念
30、我心目中的神作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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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使命》

31、硬科幻杰作
32、好好看哈哈 萌系硬科幻
33、想象力！
34、对于喜欢科幻的人，这是必读的，它能让你看到自己读科幻的极限

35、教科书似的科幻小说
36、相当适合作为世界认知启蒙，一段’大航海精神‘的插曲。
37、这篇够硬！我仔细想想自己看过的没有几本比这本更硬的了！
38、最后是用什么加热“热气球”的？不该是爆炸么。。。。。。
39、硬科幻，很有意思，读起来很轻松
40、坚实的硬科幻代表作，但是情节推动太慢，故事也没什么特别的。
41、2016-7-24
42、科幻小说是极为自由和包容的文学形式。自由到一本长篇可以故事至简，但魅力不减。《重力使
命》是故事极简而设定极繁的作品，虽然阅读这本书需要极大的技术想象力，我作为一个地道文科生
读着依很爽，有了一段有趣有挑战的阅读经历。因为书里真有一个幻想的星球，而且细节充盈，让人
身临其境。扣一星是因为从我个人体验来看，开头的点子比结尾点子更有惊奇感，结构上有些头重脚
轻，但也瑕不掩瑜。说到点子，现在有部分写作者甚至编辑说科幻只要故事不要点子创意，我想说一
句：去你妈的。弱就弱，别他喵矫情！推理发展到现在，作家们还在追求诡计，而且有新诡计不断出
现。我非常赞同科幻应该追求故事，甚至没有点子的科幻也可以非常好，但对想象力和创意的追求是
不能停止的。老实讲，在我国这不多的科幻作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还不如伯纳兰有好奇心。推荐
43、太硬了。。
44、靠我这点可怜的理科知识还是能读下来的，只是觉得内容张力不够，情节显得单薄，那么多技术
细节摆在那里未免有点可惜。
45、太硬 而且太老了
46、小矮人的故事
47、主要问题是年代太久 技术细节太细反而都过时了
48、背景设定相当有创意
49、由最基本的设定，来推出一个可能的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发生的故事。
50、高中看的，感觉是我看过的科幻小说里最硬的，对工科男来说，很有快感
51、不是搞炫类型，很硬，很扎实的科幻作品，至今仍是我最爱科幻小说首名，一是因为构建了很成
功的全新的世界，二是外星人不懈探索未知的精神就是科幻的精神，三是写的很扎实感人
52、超级棒！！！！！！！！！！！！！！！！！！！！！！！！！
53、很好看，就是短了一点。伯纳兰让人想起人类航海家，那些强盗不说，那时候航海远行的人们确
实是最有胆量和对未知世界充满渴望的，未来星际旅行时代，也一定是这些人抢先开拓宇宙。
54、最初接触的长篇之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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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使命》

精彩书评

1、《重力使命》把“科幻小说”的概念体现到了极致。很“科”、很“幻”、很“小说”。哈尔·
克莱蒙特营造了一个高度重力的世界，构想了这个世界的环境和生命，以及环境和生命之间的关系。
这所有的构想，还有着严密的物理学依据。而这样一部“硬度”非常高的作品，其作为“小说”却毫
不逊色。主角伯纳兰的身上，有着作为商人的精明、作为船长的坚毅以及作为探险者的好奇心。这个
麦斯科林星球的“麦哲伦”率领着他的船队完成了一次远较麦哲伦伟大的航程。
2、哈尔.克莱门特的《重力使命》被誉为“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十部影科幻小说之一”。说它硬，
是因为这部以技术含量见长的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一颗惊人的星球，一个拥有着超级重力的生态环境
。这部小说在对于技术细节上的描写堪称经典，完全配的上“最伟大”的赞誉。如果说阿瑟.克拉克的
硬科幻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惊人的预见性上，那么金.斯坦利.罗宾逊的小说就硬在对技术细节的事无巨
细，如同工具说明书一样的详细描写；而克莱门特的科幻小说中，对技术的描写是往往是一个配角，
是一种对故事发生场景的交待，而非重点，这和很多硬科幻的大师是完全不一样的。最明显的对比就
是凡尔和威尔斯的小说，两者都喜欢技术至上，但是对技术描写的用途却并非一致。在哈尔.克莱门特
的小说中，技术已经被当成了一种附属物，一种故事展开不得不交待的背景，并非是唯一的兴趣爱好
。他把技术当成了一种玩具，科幻的硬核在他的小说中是所有有趣故事展开的前提。在这本《重力使
命》中，他需要一颗重力超大的星球来配合那些冒险故事的发生，加上这个完美主义者技术至上的想
法作祟，所以才有了那些在高重力情况下存在的生态环境，才有了基于这些环境上让地球人和麦斯克
林星上的“毛毛虫”人都很尴尬的境地。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哈尔.克莱门特对技术的设定采用的是
很原始的办法——摆出一个设计，不管三七二十一，尽量增加一些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个设定，来使得
这个设定更加的圆满。于是，这种设计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也正是科幻作品惊喜
之处，能让读者体验完全不同于地球的环境。《重力使命》中的对这些环境细致的刻画，的确让人眼
前一亮，这是一颗多么调皮有趣的星球啊。公转和自转周期完全不同于地球，而大气的成分和海洋的
构成更是颠覆了传统观念，至于里面的生物更是让人忍俊不禁。这些类似毛毛虫的小家伙俨然是颇有
气势，和地球人合作，一起克服困难，获得成功。所以，如果仅仅是就技术含量上而言，《重力使命
》无疑会获得很高的分数，得到很高的赞誉。中意硬技术流的读者肯定大呼过瘾。而这部小说中慎密
的科学架构是最大的亮点，称为“一流的技术派科幻小说”并不为过。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理工科
流派写作的弱点。一切以技术至上的小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本身为背景的技术
在文章中似乎有喧宾夺主之嫌，抢过了故事本身的风头。以前有人评价一部科幻小说时，曾这样说道
，“科幻小说首先是小说，其次才是科幻，以故事为核心的写作技巧直到今天仍然适用。”如何写一
部好的科幻小说，而非一部好的技术小说一直是大师们追求的目标。SFW上南希阿姨的写作课堂上所
教授的更多的是如何写好一个故事，也非如何做好一个科学的技术设定。然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的科幻小说依旧没有摆脱最初科幻小说诞生时就旗帜鲜明的技术流的范，似乎没有强大的
技术内核的支撑就无法写好一部科幻小说，我想哈尔.克莱门特写作这部《重力使命》也正是在这种技
术流风气的指导下完成的，不然他不会忽视情节到如此的地步。故事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一个
重力远大于地球的星球引起了人类的兴趣，但在高重力的影响下，人类的探测器坠落了，于是，人类
只能求助于麦斯克林的毛毛虫人们，这些当地人在地球人的帮助下，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困难
，最终完成任务。故事的展开和发展甚至是高潮都显得有点苍白无力。作者似乎有意要把毛毛虫人伯
纳兰塑造成英雄，而赖克兰在全文中也被作者刻意塑造成了一个配角，人类的作用除了当一个指南针
当一个地图当一个卫星导航的作用以外，没有了更大的作用。我们看到的是一帮当地人在缺乏响应科
学技术的支持下进行的冒险。从这个冒险元素上看，故事很完整，但是除了完整之外，我实在看不出
有那种让人惊喜的情节和桥段。从某种意义上讲，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是延续了《重
力使命》所秉持的那种硬科幻的老传统。科幻从诞生出现之日开始就展示了一种典型有异于其他文体
格式的文本样式，而这种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要素正是传统硬科幻卫道者们所固执坚持的。故事本身
不重要，情节不重要，我们需要的是铁铮铮的技术，需要的是相当硬扎值得推敲的设想，我们享受的
是这种衍生于科学技术，发端于科学技术的想想魅力，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硬科幻尽管故事讲述
、人物塑造还是情节搭建上都诟病颇多，却依旧能赢得一片喝彩。哈尔.克莱门特的《重力使命》我想
就是这样一部固守着某种传统科幻写作观点的作品，它不想向世俗的市场供需屈服，如同纯正的理想
主义者一样，依旧坚持着科幻的传统阵地，而且还坚守得颇有一番成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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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佩服哈尔.克莱门特的，老人家的在传统硬科幻的写作上依旧值得褒奖和掌声的。所以当如果我们不
是那么在乎故事本身，而是一个传统科幻的坚守者，那么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但是
，我仅仅是一个读者，一个靠读书取乐的俗人，所以当看到大师笔下对故事本身的忽略或者说用心不
多时，所以很自然地认为这部小说仅仅属于那种叫好不叫座的艺术片，而非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片。当
科幻目前在中国还并不普及，甚至属于小众娱乐的文学样式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一部科幻核心和故事
情节都能两者兼顾的小说，尽管这种小说的出现依旧很稀少，但是我们依然期待。因为《重力使命》
着意刻画的原本就不是故事，而是技术，作为背景的技术反而成了主角，这也许是哈尔.克莱门特没有
预料到的。故事很二流，情节、细节和桥段的应用上更是没有丝毫亮点，如果拍成电影，观众也许还
能通过视觉的效应来体会这部优秀小说中的精妙，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仅仅是文本，所以二流的故事
中，我们无法看到一流的情节，自然也无法体会到技术细节硬核的精彩。科幻小说中营造一个虚构设
定的世界和奇幻小说中的架空世界一样，都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写作。但是科幻小说的设定需
要严密的科学道理作为基础，而这种基础如果设定得毫无破绽，而且充满新意，那么这种硬科幻的硬
核心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也正是这种科学理论上的严密和论证逻辑性，也成了
科幻虚构设定的限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多的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往往也导致故事性的弱化，《重
力使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奇幻小说为什么能具有设定和故事两者的耦合优势，原因正是因为它们
往往就是一己之想，不会考虑过多的设定所本身蕴含的技术问题，在奇幻小说中，架空也好，设定也
好，仅仅是一个配角，不伤大雅的背景，而且永不着进行逻辑论证，因而故事在这个基础上就更能更
好的展开。因此，看完全文，公正地说一句，很深很回味的阅读快感，的确不多，但是对于那颗超重
力星球的奇妙设计和那些细致的环境、生物和有趣行为的描写，的确很吸引人。优缺点同样突出。所
以，我认为哈尔.克莱门特的《重力使命》是一流的内核、二流的故事、三流的情节。需要静心品味，
不然，难得的一点有趣和精妙都体会不到。阅读这本书的确很考验阅读者的心态。我认为，《重力使
命》依旧是经典硬科幻，因为它所存在问题不是它独有的问题，是所有硬科幻小说存在的共同的问题
，而它所带来的技术上的设定和虚构世界的大胆创新确是《重力使命》所独有的精彩。
3、典型的硬科幻作品，充满了未知世界的艰辛。估计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小说，作为文学作品而言，
恐怕不会得分很高。但我是科幻迷唉，想到看到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至于语言，再好的大师，也只
能写出“花园里有把伞”之类的话语吧！
4、只能说《重力使命》是我看过的科幻小说中比较不喜欢的一本。在这本书的介绍中强调了它的“
硬科幻”的代表之作，而且在阅读过程中也确实能让读者体会到这种详尽/翔实的技术描写，增长科学
知识。但这同时也是整部小说仅有的“好处”，因为除了这个方面小说从情节设置到人物刻画上均乏
善可陈。总体来说，作为一本科学普及读物《重力使命》是成功的，要称之为一本优秀的科幻小说则
尚欠缺火候。
5、回顾书中元素：航海、高水平与低水平科技的合作、远征、极地、奇遇、贸易、冲突，在地球已
无最后秘境的太空时代，作者营造了合适的理由，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让我们重新体验人类航
海时代远征的光荣与冒险。
6、我突然想起来我是在高三某一个晚自习的时候读的这本书，边读边在心里默默估算。感谢这样的
书使我消除忧愁，度过艰难的岁月。
7、这是我读的最硬的科幻,硬到几乎啃不动,我不得不一边读一边回忆早就丢到脑后的物理化学,有时还
会停下来算算公式什么的,但我不得不承认,读起来实在很爽.因为真实.所以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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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重力使命》的笔记-第148页

        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高度增加，空气密度就会随之降低。重力越大，密度降低的比率越大。在你
们的星球，这种情况更突出一点。

2、《重力使命》的笔记-第177页

        每次我向你们询问某种机器或设备的相关知识时，你们总是闭口不谈，每次总是以相同的借口来
搪塞我。

3、《重力使命》的笔记-第126页

        作为商人，伯纳兰从不介意被人当傻瓜，这样通常都大有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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