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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海底两万里》是儒勒·凡尔纳的著名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

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的第二部，叙述法国生物学者阿

龙纳斯在海洋深处旅行的故事。这事发生在 1866 年，当时海上发现

了一只被断定为独角鲸的大怪物，他接受邀请，参加追捕，在追捕过

程中不幸落水，泅到怪物的脊背上，其实这怪物不是甚么独角鲸，而

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潜水船船长尼摩邀请他作海底旅行。他们

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

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植物和水中的奇异景象，又经历了许多危险；

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知道的

海底秘密公诸于世。 

书中关于巴布亚人的描写，流露了种族偏见，阅读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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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第 一 章 

飞 走 的 暗 礁 

人们一定还记得 1866 年海上发生的一件离奇的、神秘

的、无法解释的怪事。且不说当时哄动沿海居民和世界舆

论的各种传闻，这里只说一般航海人员特别激动的心情。

欧美的进出口商人、船长和船主、各国的海军官佐以及这两

大洲的各国政府都非常注意这件事。 

这事大体是这样：不久以前，好些大船在海上碰见了一

个“庞然大物”，一个很长的物体，形状很象纺锤，有时发出

磷光，它的体积比鲸鱼大得多，行动起来也比鲸鱼快得多。 

关于这个东西的出现，许多航海日志所记下的事实（如

这个东西或这个生物的形状，在它运动时的难以估计的速

度，它转移的惊人力量，它那种象是天生的特殊本领等等），

大致是相同的。如果这东西是鲸鱼类动物，那么它的体积

是大大超过了生物学家曾经加以分类的鲸鱼。居维埃①、
——————————— 

① 居维埃（Cuvier，1769－1832），法国著名动物学家和生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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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色别德①、杜梅里②、卡特法日③，这些生物学家——除

非看见过，也就是说，除非这些科学家本人的眼睛看见

过——是不承认有这样一种怪物存在的。 

把多次观察的结果折中一下来看——一方面丢开那些

过低的估计，即这个东西只有二百英尺长，同时也不接受过

于夸张的言论，即它有一英里④宽三英里长，——我们可以

肯定的说，这个奇怪的生物，如果真是存在的话，它的体积

是大大超过鱼类学家所承认的体积的。 

这东西既然存在，而事实本身又是不可否认的，那么，

由于人类好奇的心理，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怪物的出现会

在全世界引起怎样的骚动。至于说这是荒唐无稽之谈，那

是决不会有人同意的。 

因为，1866 年 7 月 20 日，加尔各答－布纳希汽船公司的

喜金孙总督号，在澳大利亚海岸东边五英里，碰见了这个游

动的巨大物体。巴克船长起初还以为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暗

礁，他正要测定它的位置的时候，突然这个不可解释的物体

喷出两道水柱，哗的一声射到空中一百五十英尺高。这么

说，除非这座暗礁上边有间歇喷泉，不然的话，喜金孙总督

号面前的东西，就是还没有人知道的一种海中哺乳类动物，

它还从鼻孔中喷出有气泡的水柱呢。 

同年 7 月 23 日，西印度－太平洋汽船公司的克利斯托巴
——————————— 

① 拉色别德（Lacépéde，1756－1825），法国生物学家。 

② 杜梅里（Duméril，1774－1860），法国医生和生物学家。 

③ 卡特法日（Quatrefages，1810－1892），法国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 

④ 一英里等于一千八百五十二米。（观者校注：1 英里=1609.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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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哥郎号，在太平洋上也碰到这样的事。喜金孙总督号看

见这怪物以后三天，克利斯托巴尔哥郎号在相距七百里的

地方也看见了它，由此可知，这个奇特的鲸鱼类动物能以惊

人的速度从这一处转移到另一处。 

十五天以后，在离上面说的地点有两千里远的地方，国

营轮船公司的海尔维地亚号和皇家邮船公司的山农号，在

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海面上相遇的时候，在北纬 42 度

15 分、西经 60 度 35 分的地方，同时看到了这个大怪物。根

据两船同时观察得到的结果，估计这只哺乳动物的长度至

少有三百五十多英尺（约一百零六米），因为山农号和海尔

维地亚号两船连起来，都还比它短，两船从头至尾只有一百

米长。可是，最长的鲸鱼，象常常出没于阿留申群岛的久阑

马克岛和翁居里克岛①附近海面的那些鲸鱼，也只不过是

五十六米，而比这再长的，从来就没有过。 

接连不断地传来的消息，横渡大西洋的贝雷尔号所做

的种种观察，茵曼轮船公司的越提那号跟这个怪物的一次

相碰，法国二级军舰诺曼第号军官们所写的记录，海军高级

参谋弗兹－詹姆斯在克利德爵士号上所做的很精密的测算，

这一切在当时的确曾经哄动一时。在民族性比较浮躁的国

家里，大家都拿这件事作为谈笑资料，但在严肃和踏实的国

家里，象英国、美国和德国就不同，它们对这事就非常关心。 

在各大城市里，这怪物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事件。咖啡馆

里歌唱它，报刊上嘲笑它，舞台上扮演它。谣言正好有了机
——————————— 

① 这些岛在北美西北，是近北冰洋一带的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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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这怪物身上捏造出各种各样的奇闻。在一些发行量

不多的报刊上，出现了关于各种离奇的巨大动物的报道，从

白鲸、北极海中可怕的“莫比·狄克”①一直到庞大的“克拉

肯”②——这种怪鱼的触须可以缠住一只载重五百吨的船

而把它拖到海底下去——都应有尽有。有些人甚至不惜引

经据典，或者搬出古代的传说如亚里士多德③和蒲林尼④

的见解（他们承认这类怪物的存在）；或者搬出彭土皮丹

主教⑤的挪威童话，保罗·埃纪德的记述，以及哈林顿的

报告；这报告是不容怀疑的，他说，1857 年，他在嘉斯第兰号

上看见过一种大蛇，那种蛇以前只在那立宪号到过的海面

上⑥才能看见。 

于是，在学术团体里和科学报刊中产生了相信者和怀

疑者，这两派人无休止地争论着。“怪物问题”激动着人们。

自以为懂科学的新闻记者和一向自以为多才的文人开起火

来，他们在这次值得纪念的笔战中花费了不少的墨水！甚

至有几个人还流了两三滴血，因为有人把针对大海蛇的笔

锋移向一些态度傲慢的家伙身上了。 

在六个月当中，争论继续着。彼此有理，各执一词。当
——————————— 

① 《莫比·狄克》（Moby Dick）是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 1851 年

出版的一本小说，小说中讲白鲸鱼“莫比·狄克”的怕人故事。 

② “克拉肯”（Kraken）是传说中挪威海里的蛸鱼类章鱼科怪物。 

③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纪元前 384－322），古代希腊哲学家和科学

家。 

④ 蒲林尼（Pline，23－79），古代罗马学者。 

⑤ 彭土皮丹（Pontcppidan，1698－1764），丹麦作家。 

⑥ 指北冰洋一带，立宪号是北极探险的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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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流行的小报都兴致勃勃地刊登争论的文章，它们不是攻

击巴西地理学院、柏林皇家科学院、不列颠学术联合会或华

盛顿斯密孙学院发表的权威论文，就是驳斥印度群岛报、摩

亚诺神父的宇宙杂志、皮德曼的消息报里面的讨论和法国

及其他各国大报刊的科学新闻。这些多才的作家故意曲解

反对派也常引证的林奈① 的一句话：“大自然不制造蠢东

西”，恳求大家不要相信北海的大怪鱼、大海蛇、“莫比·狄

克”和疯狂的海员们臆造出来的其它怪物的存在，不要因此

而否定了大自然。最后，某一著名尖刻的讽刺报有一位最

受欢迎的编辑先生草草了事地发表一篇文章，处理了这个

怪物；他象夷包列提②那样，在大家的笑声中，给这怪物最

后一次打击，把它结果了。于是机智战胜了科学。 

在 1867 年头几个月里，这个问题好象是入了土，不会

再复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又听说发生了一些新的

事件。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而是

必须认真设法避免的一个危险。问题带了完全不同的面

貌。这个怪物变成了小岛、岩石、暗礁，但它是会奔驰的、不

可捉摸的、行动莫测的暗礁。 

1867 年 3 月 5 日，蒙特利奥航海公司的摩拉维安号夜

间驶到北纬 27 度 30 分、西经 72 度 15 分的地方，船右舷撞

上了一座岩石，可是，任何地图也没有记载过这一带海面上

有这座岩石。由于风力的助航和四百匹马力的推动，船的

速度达到每小时十三海里。毫无疑问，如果不是船身质地
——————————— 

① 林奈（Linné，1707－1778），瑞典著名植物学家。 

② 夷包列提（Hippolyte），古代希腊神话人物，他曾打死一个海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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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特别坚固，摩拉维安号被撞以后，一定要把它从加拿

大载来的二百三十七名乘客一齐带到海底去。 

事故发生在早晨五点左右天刚破晓的时候。船上值班

的海员们立即跑到船的后部；他们十分细心地观察海面。除

了有个六百多米宽的大漩涡——好象水面受过猛烈的冲击

——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把事故发生的地点确切

地记了下来。摩拉维安号继续航行，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

损伤。它是撞上了暗礁呢，还是撞上了一只沉没的破船？当

时没有法子知道。后来到船坞检查了船底，才发现一部分

龙骨折断了。 

这事实本身是十分严重的，可是，如果不是过了三个星

期后，在相同的情况下又发生了相同的事件，它很可能跟许

多其他的事件一样很快被人忘掉了。接着又发生的那一次

撞船的事件，单单由于受害船的国籍和它所属公司的声望，

就足以引起十分广泛的反响。 

英国著名的船主苟纳尔的名字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的。这位精明的企业家早在 1840 年就创办了一家邮船公

司，开辟了从利物浦到哈利法克斯①的航线，当时只有三艘

四百匹马力、载重一千一百六十二吨的明轮木船。八年以

后，公司扩大了，共有四艘六百五十匹马力、载重一千八百

二十吨的船。再过两年，又添了两艘马力和载重量更大的

船。1853 年，苟纳尔公司继续取得装运政府邮件的特权，一

连添造了阿拉伯号，波斯号，中国号，斯各脱亚号，爪哇号，
——————————— 

① 利物浦，英国海港。哈利法克斯，加拿大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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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号，这些都是头等的快船，而且是最宽大的，除了大

东方号外，在海上航行的船没有能跟它们相比的。到 1867

年，这家公司一共有十二艘船——八艘明轮的，四艘暗轮

的。 

我所以要把上面的情形简单地介绍一下，是要大家知

道这家海运公司的重要性。它由于经营得法，是全世界都

闻名的。任何航海企业，没有比这公司搞得更精明，经营得

更成功的了。二十六年来，苟纳尔公司的船在大西洋上航

行了两千次，没有一次航行不达目的地，没有一次发生迟

误，从没有遗失过一封信，损失过一个人或一只船。因此，

尽管法国竭力要抢它的生意，但是乘客们都一致愿意搭苟

纳尔公司的船，这点从近年来官方的统计文献中就可以看

出来。了解这情形以后，便没有人奇怪这家公司的一只汽

船遭遇到意外事件会引起那么巨大的反响。 

1867 年 4 月 13 日，海很平静，风又是顺风，斯各脱亚号

在西经 15 度 12 分、北纬 45 度 37 分的海面上行驶着。它

在一千匹马力的发动机推动下，速度为每小时十三海里半。

它的机轮在海中转动，完全正常。它当时的吃水深度是 6 米

70 厘米，排水量是 6，685 方米。 

下午四点十七分，乘客们正在大厅中吃点心的时候，在

斯各脱亚号船尾、左舷机轮后面一点，似乎发生了轻微的撞

击。 

斯各脱亚号不是撞上了什么，而是被什么撞上了。撞

它的不是敲击的器械而是钻凿的器械。这次冲撞是十分轻

微的，要不是管船舱的人员跑到甲板上来喊：“船要沉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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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沉了！”也许船上的人谁也不会在意。 

旅客们起初十分惊慌，但船长安德生很快就使他们安

稳下来。危险并不会立刻就发生。斯各脱亚号由防水板分

为七大间，一点也不在乎个把漏洞。 

安德生船长立即跑到舱底下去。他查出第五间被海水

浸入了，海水浸入十分快，证明漏洞相当大。好在这间里没

有蒸汽炉，不然的话，炉火就要熄灭了。 

安德生船长吩咐马上停船，并且命令一个潜水员下水

检查船身的损坏情形。一会儿，他知道船底有一个长两米

的大洞。这样一个裂口是没法堵住的，斯各脱亚号尽管

机轮有一半浸在水里，但也必须继续行驶。当时船离克利

亚岬还有三百海里，等船驶进公司的码头，已经误了三天

期，在这三天里，利物浦的人都为它惶惶不安。 

斯各脱亚号被架了起来，工程师们开始检查。他们眼

睛所看见的情形连自己也不能相信。在船身吃水线下两米

半的地方，露出一个很规则的等边三角形的缺口。铁皮上

的伤痕十分整齐，就是钻孔机也不能凿得这么准确。弄成

这个裂口的锐利器械一定不是用普通的钢铁制的，因为，这

家伙在以惊人的力量向前猛撞，凿穿了四厘米厚的铁皮以

后，还能用一种很难做到的后退动作，使自己脱身逃走。 

最近这次事件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结果这又一次使

舆论哄动起来。从这时候起，所有从前原因不明的航海遇

难事件，现在都算在这个怪物的账上了。这只离奇古怪的

动物于是负起了所有船只沉没的责任。不幸的是船沉的数

目相当大，按照统计年鉴的记载，包括帆船和汽船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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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损失约有三千艘左右，至于因下落不明而断定失踪

的，每年的数目也不下两百艘！ 

不管有没有冤枉这怪物，人们都把船只失踪的原因算

在它身上。由于它的存在，五大洲间的海上交通越来越危

险了，大家都坚决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清除海上这条可怕的

鲸鱼怪。 

第 二 章 

赞 成 和 反 对 

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

瘠地区做完了科学考察回来。由于我是巴黎自然科学博物

馆的副教授，法国政府派我参加这次考察。在内布拉斯加

州度过了六个月的时间，三月底，我满载了珍贵的标本回到

纽约，我动身回法国的日期定在五月初。所以，我就利用

逗留期间，把这次收集来的矿物标本和动、植物标本加以整

理，而斯各脱亚号的意外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我自然也熟悉当时议论纷纷的这个问题，而且我怎能

不知道呢？我把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报刊读了又读，但没有

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因为这个怪物，我作了种种猜测。由

于自己拿不定主意，我始终摇摆于极端不同的见解之间。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那是无可置疑的；怀疑这事的人，请他

们去摸一摸斯各脱亚号的裂口好了。 

当我到纽约的时候，这问题正闹得热火朝天。有些不

学无术的人曾经说那是浮动的小岛，是不可捉摸的暗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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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假设，现在完全被推翻了。理由是，除非这暗礁在

腹部有一架机器，不然的话，它怎能这样快地一会到这里一

会又到那里呢？ 

同样地，说它是一只浮动的船壳或是一只巨大的破船，

这假设也不能成立，理由仍然是因为它转移得那么快。 

归根结底，这问题只可能有下面两种解释，因此人们分

成了抱着不同主张的两派：一派说这是一个力大无穷的怪

物，另一派说这是一艘动力十分强大的“潜水艇”。 

后面那种假设虽然很可以成立，但到欧美两洲调查之

后，便站不住了。如果说私人可以有这样一种机器，实在是

不大可能的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造了这个东西？

他又怎能保守秘密而不泄露呢？ 

只有一国政府可以拥有这种破坏性的机器，在人们绞

尽脑汁要增强武器威力的不幸时代，一个国家瞒着其他国

家制造这种武器是可能的。机枪之后有水雷，水雷之后有

潜水冲击机，然后——又是各种互相克制的武器。至少我

自己心中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个“潜水艇”的假设，由于各国政府的声明又站

不住了。因为这是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既然海洋交通受

到了破坏，各国政府的真诚，当然不容有所怀疑。并且，怎

么能说这只“潜水艇”的建造竟可以逃避公众的耳目呢？在

这种情形下，就是拿个人来说，要想保守秘密，也十分困难，

对于一国政府，它的行动经常受到敌对国家的注意，那当然

更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根据在英国，在法国，在俄国，在普鲁士，在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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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在意大利，在美国，甚至于在土耳其所做的调查，“潜水

艇”的假设，也终于不能不放弃。 

这个怪物尽管当时一些报刊对它不断加以嘲笑，但它

又出现在波涛上了，于是人们的想象就从鱼类这一方面打

主意而造出种种最荒诞不经的传说来。 

当我到纽约的时候，有些人特地来问我对这件怪事的

意见。我以前在法国出版过一部八开本的书，共两册，书名

为：《海底的神秘》。这部书特别受到学术界的赏识，使我成

为自然科学中这一个相当奥秘的部门的专家。因此人们才

询问我的意见。但我只要能够否认这事的真实性，我总是

作否定的答复。但不久我被逼只得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

况且《纽约先锋论坛报》已经约了“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教

授，可敬的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请他发表对这个问题的

意见。 

我发表了我的意见。我因为不能沉默，才不得不说几

句话。我从政治上和学术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

现在我将我发表在 4 月 30 日《论坛报》上的一篇材料很丰

富的文章的结论，节录几段在下面： 

“我一个一个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假设和所有不可能成

立的猜想，不得不承认实在有一种力量惊人的海洋动物的

存在。 

“海洋深不可测的底层，我们完全不了解。探测器也不

能达到。最下层的深渊里是怎样的情形呢？海底一万二千

海里或一万五千海里的地方有些什么生物和可能有些什么

生物呢？这些动物的身体构造是怎样的呢？我们实在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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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 

“可是，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可以用‘两刀论法’的公式来

解决。 

“生活在地球上的各色各样的生物，或者我们认识，或

者我们不认识。 

“如果我们不认识所有的生物，而大自然又继续对我们

保守某些鱼类学上的秘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探测

器不可及的水层里还有鱼类鲸类的新品种；它们有一个‘不

浮的’器官，因为在海底下呆久了，在偶然的情况下，由于一

时高兴，或者任性，就突然浮到海面上来。这说法还是比较

令人信服的。 

“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确认识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那

么我们就必须从已经加以分类的海洋生物中找出我们讨论

的这个动物；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要承认有一种巨大的独角

鲸的存在。 

“普通常见的独角鲸，或海麒麟，身长常常达到六十英

尺。现在如果把这长度增加五倍，甚至十倍，同时让这条鲸

鱼类动物有和它身材成比例的力量，再加强它的攻击武器，

这样就是现在海上的那个动物了。也就是说它有山农号军

官们所测定的长度那么长，它的角，可以刺穿斯各脱亚号，

它的力量可以冲破一只汽船的船壳。 

“诚然，这条独角鲸，如某些生物学家所说，是具有一把

骨质的剑或一把骨质的戟，那么这一定是一根象钢铁一样

坚硬的长牙。有人曾经在鲸鱼身上发现过独角鲸的牙齿，

独角鲸用牙齿攻击鲸鱼总是成功的。有人也曾经从船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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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出过——好容易才拔出来——独角鲸的牙齿，它钻通船

底就好象利锥穿透木桶那样。巴黎医学院陈列馆就藏有一

枚这种牙齿，长两米二十五厘米，底宽四十八厘米！ 

“好吧！现在假定那武器还要厉害十倍，那动物的力量

还要大十倍，如果它的前进速度是每小时二十英里，那么拿

它的体重去乘它的速度平方，就能求出撞坏斯各脱亚号的

那股冲击力。 

“因此，在还没有得到更多的材料之前，我认为这是一

只海麒麟，这只海麒麟身躯非常巨大，身上的武装不是剑

戟，而是真正的冲角，象铁甲船或战舰上所装有的那样，它

同时又具备有战舰的重量和动力。 

“这样便说明了这种神秘不可解的现象。——或者相反

地，不管人们所见到的、所感到的是怎样，实际上什么都不

是；那也是可能的。” 

最后几句话只能说明我没有主见，看问题摇摆不定；这

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全我教授的身份，同时不愿意让美

国人笑话，因为美国人笑起来，是笑得很厉害的。我于是留

下这一条退路。其实我是承认这个“怪物”的存在的。 

我的文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很

有一部分人拥护它。而且文中提出的结论可以让人随便去

设想，没有什么限制。人们总是对那些神奇怪诞的幻想感

到兴趣。而海洋正是这些幻想的最好泉源，因为只有海才

是巨大动物可以繁殖和成长的环境，陆上的动物，大象或犀

牛之类，跟它们比较起来，简直渺小得很。一片汪洋的海里

既然有我们所知道的最巨大的哺乳类动物，说不定也有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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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无比的软体动物和看起来叫人害怕的甲壳动物，如一百

米长的大虾，或二百吨重的螃蟹！为什么不能有呢？从前，

跟地质学纪年同时代的陆上动物，四足兽，四手兽，爬虫

类，鸟类，都是按照巨大的模型创造的。造物者用高大的模

型把它们造出来，经过长久时间，这模型渐渐缩小了。在深

不可测的海洋底下（因为海洋是永不更改，而地壳几乎是不

断变化着的），为什么不能保存从前另一时代的巨大生物的

品种呢？海洋内部，为什么不能藏有那些巨大生物的最后

变种，以一世纪为一年，以一千年为一世纪的那些巨大品种

呢？ 

我又让自己浸沉在种种空想中了。现在要停止这些空

想，因为，在我看来，时间已经把这些空想变成为可怕的现

实。我再说一次，当时对于这件怪事的性质有这一种意见，

就是大家都一致承认有一种神奇东西的存在，而这种东西

和怪诞的大海蛇并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可是，尽管有一些人把这事看成是一个待解决的纯粹

科学问题，但另一些比较注意实利的人，特别在美国和英

国，这类人很多，他们主张把海洋上这个可怕的怪物清除

掉，使海上交通的安全获得保障。特别是工商界的报刊，都

从这个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航业商情杂志》，《来依特公

司航海杂志》，《邮船杂志》，《海洋殖民杂志》，以及为保险

公司宣传公司要提高保险费的那些报纸，对于清除怪物这

一点，都一致表示同意。 

公众的意见一提出来，北美合众国首先发表了声明，要

在纽约作准备，组织清除独角鲸的远征队。一艘装有冲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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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度的二级战舰林肯号定于最近的期间驶出海面。各

造船厂都给法拉古司令官以种种便利，帮助他早一天把这

艘二级战舰装备起来。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等人们决定要追赶这怪物的时候，

怪物再也不出现了。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谁都没有得到怪

物的消息，也没有海船碰见它。好象这条海麒麟已经得到

了人们准备进攻它的情报。因为大家说得太多了，甚至于

用大西洋的海底电线来说！所以，喜欢说笑话的人说，这个

精灵的东西一定在中途偷听了电报，现在它自己有了防备，

不再随便出来。 

因此，这艘用作远征而且装有强大打鱼机的二级战舰，

现在不知道向哪里开才好。大家越来越不耐烦了，忽然，7

月 2 日，旧金山轮船公司从加利福尼亚开往上海的一只汽

船唐比葛号，三星期前在太平洋北部的海面上又看见了这

个东西。 

这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大家要法拉古司令官立即

出发，二十四小时的迟延都不许可。船中日用品全装上去

了，舱底也载满了煤。船上各部门的人员一个也不少，都到

齐了。现在只等升火，加热，解缆了！大家不容许这船再有

半天的延期！再说，法拉古司令官本人也巴不得马上就出

发！ 

在林肯号离开布洛克林码头之前三小时，我收到一封

信，信的内容如下： 

 

“送交纽约第五号路旅馆，巴黎自然科学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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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教授阿龙纳斯先生。 

先生： 

如果您同意加入林肯号远征队，合众国政府很愿

意看到这次远征有您代表法国参加。法拉古司令官已

留下船上一个舱房供您使用。 

海军部长何伯逊敬启。”   

第 三 章 

随 您 先 生 的 便 

在收到何伯逊部长的信之前三秒钟，我还象不愿意去

北冰洋旅行一样不愿意去追逐海麒麟。读了这位海军部长

的来信，三秒钟之后，我才理解到我的真正志愿，我生平的

唯一目的，就是要捕捉这样捣乱的怪物，把它从世界上清除

出去。 

可是我刚刚长途跋涉回来，很疲倦，非常需要休息。我

只想回去，回祖国去，看看朋友，看看我在植物园内的小房

子和我收藏的珍贵标本。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止我。我忘

记了一切，忘记了疲倦、朋友、珍藏，我毫不考虑就接受了美

国政府的邀请。 

而且，我还有这样一个想法，反正条条道路都可以回到

欧洲，海麒麟也许客客气气地把我引到法国海岸边！这个

有名的动物——也许讨我喜欢——要让我在欧洲海中捉到

它，那么，我至少也要拿上半米以上的牙戟带给自然科学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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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目前我必须到太平洋的北部去找这个海麒麟；这

和我要回法国去，却是背道而驰了。 

“康塞尔！”我用不耐烦的声音叫着。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他一向陪我出去旅行。这诚实的

青年是佛兰蒙人，我很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他是一个生

性冷淡、循规蹈矩、一贯热心的人，对于生活中的突然事件

并不惊奇。他的两手很灵巧，什么事都做得来，虽然他的名

字叫做康塞尔（“劝告”的意思），可是人家不问他的时候，他

决不发表意见。 

因为跟植物园里学术界人士经常接触，康塞尔渐渐学

了些东西。我可以说他简直是一个专家，他对于生物学的

分类十分熟悉，他能象杂技演员爬梯子一样熟练地从门，

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变种，一直数到最后的一

个类别。可是他的学问只局限在分类学上。分类就是他的

生活，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对于分类的理论很有

研究，但缺乏实践，我想，他大概连大头鲸和长须鲸都分不

出来！总之，他是个忠实正直的人！ 

十年来，直到现在，凡我为科学而去的地方，康塞尔都

跟我去。他自己从不想到旅行的长久或疲劳。不管有多

远，不管去什么地方，去中国或是去刚果，他总是提起他的

行李箱立即出发。他到哪里去都一样，连问也不问。他身

体健康，肌肉结实，不在乎疾病，一点也不神经质，就是好象

不会用脑子似的，至于思考能力，那就更谈不到了。 

这个人三十岁了，他的年龄跟他主人的年龄的比例是

十五比二十。请读者原谅我用这种说法来说我现在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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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 

可是康塞尔有一个缺点：过份讲究礼貌。他总是用第

三人称跟我说话，有时甚至叫人听了厌烦。 

“康塞尔！”我又叫了一声，我手里忙着准备出发的行

装。 

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我是信任的。通常我

从不问他是不是愿意跟我去旅行，但这次旅行有点不同，是

一次期限可以无限延长的远征，是凶多吉少的冒险，是追赶

能象敲碎核桃壳一样撞沉一艘二级战舰的动物！就是最没

有感觉的人，对这问题也得考虑考虑吧！康塞尔会有什么

意见呢？ 

“康塞尔！”我第三次叫他。 

康塞尔出来了。 

“先生，叫我吗？”他进来的时候说。 

“是我叫你。快给我准备，你自己也赶快准备。我们两

小时以后就要出发。” 

“随您先生的便，”康塞尔安静地回答。 

“一点时间也不能放过。所有的旅行用具，衣服，衬衣，

袜子，都不必点数，尽量的拿了，放在我的大箱里，快，赶

快！” 

“先生的标本怎么办呢？”康塞尔说。 

“以后再整理好了。” 

“先生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动物，植物，大马，大蛇，以及

其他骨骼，又怎么办呢？” 

“暂时寄放在旅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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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那只活野猪呢？” 

“我们不在的时候，托人喂它。另外还要托人将我们的

那群动物运回法国去。” 

“我们不回巴黎去吗？”康塞尔问。 

“当然……要回去……”我含糊的回答，“不过要绕一个

弯。” 

“先生，您喜欢绕这个弯？” 

“呵！那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一条不那么直捷的路而

已。我们要搭林肯号出发。” 

“只要先生觉得合适就成了，”康塞尔安然地回答。 

“朋友，你知道，这是关于那个怪物的问题……那条有

名的独角鲸的问题……我们要把它从海上清除出去！……

两本八开本的著作《海底的神秘》的作者，不能不跟法拉古

司令一同出发。这是光荣的任务，但是……也是危险的任

务！我们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去！这怪物可能很任性！但

我们仍然要去！我们船上有一位眼光敏锐的舰长！……” 

“先生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康塞尔回答。 

“你好好想一想，因为我对你什么也不隐瞒。这次旅行

也许是最后一次，说不定回不来哩！” 

“随您先生的便。” 

一刻钟以后，康塞尔把箱子整理好了，我相信什么也不

会缺少，因为这个人对衬衣和衣服的分类，跟对鸟类或哺乳

类动物的分类一样能干。 

旅馆的升降机把我们送到二楼下的大厅中。我步行数

级，到了地面一层。在常有一大群人围住的大柜台上，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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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了账目，付了钱。我托人把一捆一捆打好包的动、植物标

本运回巴黎（法国）。还留下一笔钱，托人喂养我的野猪。

康塞尔跟着我走出了旅馆，上了一辆马车。 

马车从百老汇路直到团结广场，再经过第四号路到包

法利街的十字路口，走入加土林街，停在三十四号码头，这

一趟车费是二十法郎。码头边，加土林轮渡把我们（人、马

和车）送到布洛克林。布洛克林是纽约的一个区，位于东河

左岸，走了几分钟，我们便抵达停泊林肯号的码头，林肯号

的两座烟囱正喷出浓密的黑烟。 

立刻有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这艘大船的甲板上。我赶

紧上船，问法拉古司令在什么地方。一个水手领我到船尾

楼上见他，这位军官气色很好，他向我伸手，对我说： 

“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吗？” 

“对，”我答，“您是法拉古司令吗？” 

“是。欢迎欢迎，教授。您的舱房早等着您了。” 

我行个礼，让司令去作开船的准备，另外有人领我到给

我预备的舱房。 

林肯号是为着它的新目标而特选和装备好的。它是一

艘速度很快的二级战舰，装有高压蒸汽机，可以使气压增加

到七个大气压力。在这个压力下，林肯号的速度平均可以

达到每小时十八点三海里，这是很快的速度，但跟这只巨大

鲸鱼类动物搏斗还是不够的。 

战舰内部的装备完全合乎这次航海任务的要求。我很

满意我所住的舱房，它位于船的后部，房门向着军官们的餐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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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舱房很舒服，”我对康塞尔说。 

“先生不要见怪，”康塞尔回答，“住在这里跟寄生蟹住

在海螺壳中一样舒服。” 

我留下康塞尔安顿我们的箱子，独自一个人上了甲板，

观看准备开船的操作。 

这时候，法拉古舰长正要人解开布洛克林码头缆柱上

拴住林肯号的最后几根铁索。看来如果我迟到一刻钟，半

刻钟，船就会开走，我也就不能参加这次出奇的、神怪的、难

以相信的远征了。这次远征的经过，虽然是真实记录，将来

可能还会有人怀疑的。 

法拉古舰长不愿意耽搁一天甚至一小时，他要赶快把

船开到那个动物所在的海中。他把船上的工程师叫来了。 

“蒸汽烧足了吗？”舰长问他。 

“烧足了，舰长。”工程师答。 

“开船！”法拉古舰长喊。 

开船的命令通过话筒传到机器房，轮机人员接到命令，

立即让机轮转动起来。蒸汽涌入半开的机关中，发出呼呼

的啸声。一排排横列的活塞发出格格的声响，推动机轴的

杠杆。推进器的轮翼不断加大速率，搅动海水，于是林肯号

在上百只满载观众前来送别的渡轮和汽艇的行列中，庄严

地向前行驶着。 

布洛克林码头和东河沿岸的整个纽约地区都挤满了好

奇的人们。从五十万人胸中发出的欢呼声，震动了天地。

成千上万块手帕在挤得紧紧的群众头上招展，不停地向林

肯号敬礼，直到船抵达赫德森河口，纽约城所在的长形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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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尖端，人群才渐渐散去。 

这时候，大船沿着新泽西州海岸行驶，河的右岸都是别

墅，从炮台中间穿过时，炮台鸣礼炮向大船致敬。林肯号为

了向它们答礼，把美国国旗连升三次，那三十九颗星在后桅

横木上闪闪发光。后来大船改变方向，驶进设有浮标的航

道。大船掠过沙洲，洲上有数千观众，对船作最后一次的欢

呼。 

护送大船的渡轮和汽艇老是紧跟着行驶，直到灯船附

近，有两道灯光标明纽约航路的出口的地方，它们才离开大

船回去。 

这时正是下午三点。领港人从大船下来，上了他的小

艇，驶到在下风等着他的一艘小快船那边。煤火添起来了，

机轮更急地搅动水波；大船沿长岛低低的黄色海岸行驶，

在晚间八点的时候，西北方不见了火岛的灯光，船便开足马

力，在大西洋黑沉沉的波涛上奔驰了。 

第 四 章 

尼 德·兰 

法拉古舰长是一位优秀海员，完全配得上他指挥的这

只战舰。他的船跟他融为一体，他是船的灵魂。关于那条

鲸鱼类动物的问题，他心中并不存在什么疑问，他不许在船

上讨论这只动物有无的问题。他相信这动物的存在就象许

多老实妇女相信有海怪一样，完全是出于信仰，而不是由于

理智。这怪物是有的，他发誓要把它从海上清除出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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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罗得岛①的骑士，象杜端尼·德·哥森②去迎击骚扰他

海岛的大蛇。不是法拉古舰长杀死独角鲸，就是独角鲸弄

死法拉古舰长；并没有中间路线。 

船上的海员们都赞同他们长官的意见。他们总是在谈

论着，争辩着和估计着碰见怪物的各种机会，他们总是在侦

察着辽阔的海面。不只一个海员抢着要到桅顶横木上去值

班，要是换了另一种情况，这种苦差事是没有人不咒骂的。

只要太阳还在空中的时候，船桅边总是挤满了水手，尽管脚

掌踩在船甲板上烫得吃不消，他们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

动。其实，林肯号的船头这时还没有沾上太平洋的海水呢。 

至于船上的全体人员，大家都希望碰着海麒麟，用鱼叉

刺死它，把它拖上船来，宰割它。他们全都十分小心地侦察

着大海。何况，法拉古舰长说过，不论练习生或水手，水兵

或军官，谁先报告海麒麟的消息，都可以得二千美元的奖

金。因此，林肯号船上的眼睛会更忙起来，那是不难想象

的。 

至于我，也不落后，我并不把我每天应做的观察让别人

代劳。这只船真有许多理由可以称为“多眼号”。全体人员

中间，唯有康塞尔相反，他对于我们共同发生兴趣的问题表

示很冷淡，给船上大家的热情浇上一盆冷水。 

我前面说过，法拉古舰长这人很细心，他把打巨大鲸鱼
——————————— 

① 罗得岛（Rhodes）是地中海的一个岛，中世纪时由罗得岛骑士管理，

抵抗土耳其人，十分顽强。 

② 杜端尼·德·哥森（Dieudonné de Gozon）是 十四世纪时的罗得岛

骑士，他一人把危害这岛的大蛇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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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用的各种装备都带在船上。就是一只捕鲸船也不会装备

得更完备了。我们船上的武器，应有尽有，从手投的鱼叉，

一直到鸟枪的开花弹和用炮发射的铁箭。在前甲板上装有

一架十分完善的后膛炮，炮身很厚，炮口很窄，这种炮的模

型曾在 1867 年的万国展览会中展览过。这架宝贵的大炮

是美国造的，可以发出重四公斤的锥形炮弹，射程是十六

公里。 

因此，林肯号的歼灭性武器，可以说样样俱全，最妙的

是船上还有鱼叉手之王尼德·兰。 

尼德·兰是加拿大人，两手非常矫捷，在这种危险的叉

鱼职业中，他还没有碰见过敌手。他又灵敏又冷静，又大胆

又机智，本领很高强，要不是一条狡猾的长须鲸，或是特殊

聪明的大头鲸，是很难躲过他的鱼叉的。 

尼德·兰大约四十岁。他身材魁伟，有六英尺多高，体

格健壮，神气庄严，不大爱说话，性情很暴躁，容易发脾气。

他的风度特别引人注意，尤其是他那双目光炯炯的眼睛，使

他面部的表情更显得突出。 

我认为法拉古舰长把这人请到船上来，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人，单单他一人，从手和眼两点来看，就相当于全体的

船员。我不能有再好的比方，只能说他是一架强度的望远

镜，而且是一门随时可以发射的大炮。 

说是加拿大人，就几乎可以说是法国人 ①。尽管尼

德·兰不多跟人接触，但我应当承认，他对我却有一种特别
——————————— 

① 加拿大从前是法国的属地，法国人很多，所以加拿大人几乎可以说

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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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感。无疑地，那是由于我的国籍吸引了他。在他，这是

一个机会，可以说说加拿大某些省份现在还通行的拉伯

雷①的法国话，在我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听听这种法国话。

这位鱼叉手的老家是在魁北克，当这城市还属于法国的时

候，他家里就已经出了一批大胆的打鱼人了。 

尼德·兰渐渐有了谈话的兴趣，我很爱听他谈在北极

海中冒险的故事。他常用诗一般的句子有声有色地讲述他

打鱼和战斗的故事。他的故事具有史诗的形式，我听他讲，

好象是在听一位加拿大的荷马②在朗诵着北极的伊利亚

特③。 

我所以要把我确实知道的这位大胆的鱼叉手描绘出

来，那是因为在患难中产生和巩固了的友谊把我们结合在

一起了！嗳！勇敢的尼德·兰！但愿我再活一百年，可以

更长久地想念着你！ 

目前，尼德·兰对于海怪问题的意见是怎样呢？我承

认，他并不相信有什么海麒麟，独角鲸；船上的人，只有他不

同意大家的看法。他甚至于避免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

想这事总有一天会使他谈到的。 

7 月 30 日，即我们出发以后三星期，船在黄昏的时候

到了离巴塔戈尼亚海岸三十海里，跟白岬同一纬度的地方。

那时我们已经过了南回归线，麦哲伦海峡就在不到七百海

里的南方。不用八天，林肯号便要在太平洋的波涛上行
——————————— 

① 拉伯雷（Rabelais，1493－1553），法国十六世纪的大作家。 

② 荷马（Homére），古代希腊的大诗人，约生活于纪元前九世纪。 

③ 伊利亚特（ Iliade），相传为荷马作的史诗，是古代最伟大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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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了。 

尼德·兰跟我一同坐在尾楼甲板上，一边看着这神秘

的大海——它的深处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无法到达；一边谈

谈这个，说说那个。这时候，很自然地，我把话头转到巨大

的海麒麟上面了，我又谈到我们这次远征成功或失败的各

种可能。后来，我看见尼德·兰一声不响，只让我说，就直

截了当地要他发言。 

“尼德·兰，”我问他，“您怎么能怀疑我们追逐着的鲸

鱼类动物的存在呢？您这样怀疑，有什么特别理由吗？” 

这位鱼叉手在回答之前，看了我一会儿，照他惯常的姿

势，拿手拍拍他阔大的前额，闭闭眼睛，好象在沉思。他说： 

“阿龙纳斯先生，我有理由。” 

“尼德·兰，您是一位职业的捕鲸专家，您很熟悉海中

的巨大哺乳类动物，照理您应当容易承认这个巨大的鲸鱼

类动物的存在，可是您竟要来做最后一个怀疑这事的人！” 

“教授，这是因为您搞错了，”尼德·兰说，“一般的人

相信有横过天空的非常特殊的彗星，有住在地球内部的太

古时代的怪物，那还可以，但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决不承认

有这类荒唐古怪的东西存在。打鲸鱼的人也一样。鲸科动

物，我追逐过许多，我用鱼叉叉过很多，我也杀死过好几条，

可是，不论那些鲸鱼力量怎样大，怎样凶，它们的尾巴也好，

它们的长牙也好，决不能弄坏一艘汽船的钢板。” 

“尼德·兰，可是，独角鲸的牙齿把船底钻通了的传说

并不少。” 

“木头船，那是可能的，”加拿大人回答，“不过，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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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事我也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我

不能承认长须鲸、大头鲸、独角鲸可以穿透钢板。” 

“尼德·兰，您好好听我说……” 

“不，教授，什么都可以听您，这个可不能。也许这是一

条巨大的章鱼吧？……” 

“尼德·兰，那更不对了。章鱼是软体动物，单是这个

名字就已经表明它的肌肉一点也不坚强。就是章鱼有五百

英尺长，它也不会属于脊椎动物这一门，它对于斯各脱亚号

或林肯号这类的船，决不至有损害的。所以有关这类海怪

或怪物的事迹，都应当看作是荒唐无稽之谈。” 

“那么，生物学专家，”尼德·兰带着点讥诮的口气说，

“您是坚持有巨大鲸鱼类动物的存在吗？……” 

“是的，尼德·兰，我再说一遍，我所以相信，我是有事

实根据的。我相信海中有一种哺乳类动物存在，它的躯体

组织十分坚强，属于脊椎动物门，象长须鲸、大头鲸或海豚

一样，并且有一个角质的长牙，钻穿的力量十分大。” 

“唔！”这位鱼叉手哼了一声，同时摇摇头，表示不能相

信的神气。 

“请您注意，”我又说，“我的诚实的加拿大人，如果有这

样的一种动物，如果它是生活在海洋底下，如果它要在离水

面几英里深的海底活动，它必然有坚强无比的机体。” 

“为什么要这么坚强的机体呢？”尼德·兰问。 

“因为要在很深的水中生活，要能抵抗水的压力，那就

必须有一种不可估计的巨大力量。” 

“真的吗？”尼德·兰挤一挤眼睛，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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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一些数目字很容易给您证明这事。” 

“啊！”尼德·兰答，“数目字！人们可以随便拿数目字

来证明自己喜欢的事！” 

“尼德·兰，这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数学上的数目字。

请您好好的听我说。我们都承认，一个大气压力等于三十

二英尺高的水柱压力。实际上，这水柱的高度是最小的，因

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海水，海水的密度大于淡水的密度。尼

德·兰，好吧，当您潜入水中，在您上面有多少倍三十二英

尺的水，您的身体就要顶住同等倍数大气压的压力，即每平

方厘米面积上要顶住同等倍数公斤的压力。照这样推算，

在三百二十英尺深处的压力是十大气压，在三千二百英尺

深处是一百大气压，三万二千英尺深，就是说，约两里半深

处，是一千大气压。这就等于说，如果您潜入大洋到这样的

深度，您身上每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就要受到上千公斤的压

力。可是，诚实的尼德·兰，您晓得您身上有多少平方厘米

的面积吗？” 

“当然不少，阿龙纳斯先生。” 

“大约有一万七千平方厘米的面积。” 

“这么多吗？” 

“实际上，一大气压比每平方厘米的一公斤重量超过一

些，现在，您身上一万七千平方厘米的面积就顶着一万七千

五百六十八公斤的压力。” 

“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 

“您一点不觉得。您所以不被这样大的压力压扁，是因

为进入您身中的空气也有相等的压力。因此，内部压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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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压力能够达到平衡，内外压力抵消了，所以您可以顶

着，不觉得辛苦。但在水中便不同了。” 

“是的，我懂得了，”尼德·兰回答我，也比较注意了，

“因为水在我周围，水不进入我身中。” 

“对，尼德·兰。所以，照这样推算，在海底下三十二英

尺，您要受到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八公斤的压力；在海底下三

百二十英尺，受到十倍的压力，即十七万五千六百八十公斤

的压力；在海底下三千二百英尺，受到百倍的压力，即一百

七十五万六千八百公斤的压力；最后，在海底下三万二千英

尺，受到千倍的压力，即一千七百五十六万八千公斤的压

力；就是说，您要被压成薄片，压成象人们把您从水压机的

铁板下拉出来似的！” 

尼德·兰喊一声：“好家伙！” 

“好，我的诚实的鱼叉手，如果一种脊椎动物，身长好几

百米，身宽按照身长的比例，它住在这样的海底深处；那么，

它们有数百万平方厘米面积的身躯，所受到的压力，就要以

千百亿公斤来计算了。现在请您算一算它们的骨架和机

体，要顶住这样大的压力所必需的抵抗力吧！” 

“那它们的身体要用八英寸厚的钢板造成，跟铁甲战舰

那样才行。”尼德·兰回答。 

“正象您说的那样，尼德·兰，现在您想想，这样一个巨

大的物体，以快车的速度撞在一只船壳上，可能产生的破坏

力量是怎样。” 

“是……也许……是这样，”加拿大人回答，由于上面的

数目字，他心中动摇了，但并不愿意马上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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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相信了吗？” 

“您使我相信了一件事，生物学专家，就是说，如果海底

下有这样的动物，那它们的身体力量必须象您所说的那样

强大。” 

“可是，固执的鱼叉手，如果海底下没有这样的动物，您

怎样说明斯各脱亚号所遭遇到的事故呢？” 

“这或者……”尼德·兰迟疑地说。 

“你说下去吧！” 

“因为……这不是真的！”这位加拿大人回答，他无意中

背出阿拉哥①的这句有名的对话。 

但这个回答不能说明什么，只不过说明了这位鱼叉手

的固执罢了。这一天我不再追问他。斯各脱亚号的事故是

不可否认的。船底上的洞是实实在在有的，而且这洞非堵

住不可，当然我并不认为有一个洞就能说明问题，可是这洞

决不是毫无原因就会有的。既然它不是暗礁撞的，那必然

是某一种动物的尖利武器钻的了。 

那么，把以上所举的理由归纳一下，我认为这个动物是

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鱼类，鲸鱼目。它所属的科，

是长须鲸、大头鲸、海豚的那一科；至于它应列入的“属”，应

归入的“种”，那要等将来才能弄清楚。如果我们想解决这

个问题，必须解剖这个神秘的怪物。要解剖它，就得捉住

它，要捉住它，就得叉住它（这是尼德·兰的事）；要叉住它，

就得看见它（这是全体船员的事）；要看见它，就得碰见它
——————————— 

① 阿拉哥（Arago，1786－1853），法国著名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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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碰运气的事）。 

第 五 章 

冒 险 行 动 

林肯号的航行，在这些天当中，并没有碰到什么意外。

但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得尼德·兰显出了他惊人的技

巧，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对他的那种信任是应该的。 

6 月 30 日，在马露因海面上，林肯号向美国的捕鲸船

打听那条独角鲸的消息，这些捕鲸船都说没碰见。但其中

一只名叫孟禄号的捕鲸船船长，知道尼德·兰在我们船上，

要请他帮忙，追捕已经发现了的一条鲸鱼。法拉古舰长很

想看看尼德·兰的本领，就准许他到孟禄号船上去。我们

的加拿大朋友运气真好，不仅是打了一条鲸鱼，而且是打了

两条，他投出双叉，一叉直刺入一条鲸鱼的心脏，追赶了

几分钟以后，另一条也被捕获了。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追赶的那个怪物，真的跟尼德·兰

的鱼叉相碰，我决不敢打赌，保证这个怪物无事。 

战舰以惊人的速度，沿着美洲东南方的海岸行驶。

7 月 3 日，我们到达麦哲伦海峡口上，与童女岬在同一个纬

度。但法拉古舰长不愿意通过这曲折的海峡，要从合恩角

绕过去。 

全体船员一致赞成他的主张。的确，我们哪能在这狭

窄的海峡里碰到那条独角鲸呢？大多数水手都肯定怪物不

能通过海峡，因为它身体很大，海峡容不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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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下午三点左右，林肯号在海岬南边十五海里的

海面上，绕过这座孤岛。这是伸在美洲大陆南端的岩石，从

前荷兰水手把自己故乡的名字送给它，称它为合恩角。现

在船向西北开，明天，战舰的机轮就要在太平洋水波中搅动

了。 

“睁大眼睛！睁大眼睛！”林肯号上的水手们一再的说。 

他们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真的，眼睛和望远镜好象

被二千美元奖金的远景所眩惑，一刻也不愿休息。白天黑

夜，人人都留心洋面，患昼盲症的人因在黑暗中能看得清，

比别人要多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获得这笔奖金。 

我个人是不受金钱引诱的，但我在船上也同样注意观

察海面。除了用餐的几分钟，睡眠的几小时，不管日晒也

好，雨淋也好，我总不离开甲板。有时伏在船头围板上，有

时扶着船尾的栏杆，我目不转睛，死盯着一望无际、白练般

的浪涛！有好几次，一条任性的鲸鱼把灰黑的脊背露在波

涛上的时候，我跟船上全体职工人员一样马上就激动起来。

战舰的甲板上马上就挤满了人，水手和军官象水流一般地

从布棚下涌出来了。人人都心头跳动，眼光闪烁，注视着鲸

鱼的行动。我非常注意地看着，看得眼睛发黑，简直要变成

瞎子了。但康塞尔总是若无其事的，用安静的语气一再对

我说： 

“如果先生愿意少费些目力，眼睛不要睁得太大，先生

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空欢喜了一场！林肯号转了方向，向发现的动物

冲去，原来是一条平常的长须鲸，或一条普通的大头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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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就在大家的咒骂声中不见了！ 

可是天气很好。船在良好的情况中航行。这正是南半

球天时恶劣的季节，而这一带的七月却和我们欧洲的一月

差不多。不过海是平静的，人们一眼可以看得很远。 

尼德·兰总是抱着不肯轻信的态度；除了轮到他在甲

板上看守以外，他甚至故意不看洋面——至少在没有发现

鲸鱼的时候是这样。他的神奇的眼力有很大的用处，可是

在十二小时中有八小时，这位固执的加拿大人只是在舱房

中看书或睡觉。我多少次责备他的冷淡和不关心。 

“算了吧！”他答，“阿龙纳斯先生，什么都没有，就算海

中真有什么怪物，我们可能有机会看见它吗？我们不是漫

无计划的瞎撞吗？据说在太平洋的北部海中，又有人看见

了这个无法找到的怪物，这我并不否认；但是，自从那次碰

见后，两个月已经过去了，要是根据您的这条独角鲸的怪脾

气来看，它决不愿意长久停在这一带海上！它移动极快，不

可捉摸。并且，教授，您比我更了解，自然造物，决不自相矛

盾，它决不使天性迟缓的动物，有快速走动的能力，因为这

种能力对它并无必要。所以，这种动物如果存在的话，它早

就跑远了！” 

听了他这话，我没法回答。很明显，我们确实是盲目地

行动着。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机会很有限，不

过，对于事情的成功，还没有人加以怀疑，船上没有一名水

手敢打赌，说没有独角鲸，说它不会出现。 

7 月 20 日，南回归线正交在经度 105 度，同月 27 日，

我们穿过了在西经 110 度上的赤道线。此后，船便一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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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驶，驶进太平洋的中部海中。法拉古舰长想得对，驶到

深水的地方，离开这个怪物好象不愿意挨近的大陆和海岛，

这样也许好些，机会也许多些；“可能因为接近陆地的海，

对于这个怪物，还不够深！”水手长这样说。战舰添了煤后，

穿过帕摩图群岛、马贵斯群岛、夏威夷群岛，在东经 132 度

越过了北回归线，向中国海开去。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怪物最近活动的地方了！老实说，

我们在船上简直不是过生活了。心跳动得太厉害了，说不

定将来会得不可治疗的血瘤症。全体船员，神经都极度紧

张，那种程度，我简直不能形容。大家不吃饭、不睡觉。由

于了望的水手估计错了或看错了而引起的骚动，每天总有

一二十次。这种连续不断的骚动，更加强了人们的紧张，以

致不能不产生反响。 

三个月来，（在这三个月当中，真是一天等于一世纪）林

肯号跑遍了太平洋北部所有的海面，有时向着看到的鲸鱼

冲去，有时忽然离开航线，有时突然掉转船头，有时一下子

停住……它不惜弄坏机器，不惜浪费汽力，从日本海岸到美

洲海岸，没有一处不曾搜索过。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看

见的只是那浩瀚无边的大海！至于什么巨大的独角鲸、潜

在水中的海岛、沉没的破船、飞走的暗礁，以及什么神秘的

东西，却都没有看见！ 

因此，反响发生了。首先是人心失望，给怀疑的心理打

开一个缺口。船上产生了另一种情绪，造成这情绪的因素

是三分羞愧，七分恼怒。死钉住一个空想，自然是“愚蠢”，

但更多的是恼怒！一年来累积起的象磐石一般的理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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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完全垮下来了，这时每个人都想好好吃一吃，睡一睡，

来弥补因为自己愚蠢而牺牲了的时间。 

由于天生就的动摇性，容易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

端。当初最热诚拥护这次远征的人，现在却变成最激烈的

反对者了。这次反响从舱底发生，从仓库看守人的岗位传

到船参谋部的军官餐厅。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法拉古舰长

特别坚持，这艘船早就掉头往南开了。 

可是，这种无益的搜索再也不能拖得过久。林肯号已

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实在丝毫没有可以责备的地方了。美

国海军部派到这只船上的人员，从没有表现过这么大的耐

心和热情；失败并不能怪他们，现在除了回航没有什么可

做了。 

关于回航的建议向舰长提出来了。舰长不听，坚持自

己的意见。水手们公然表示不满，船上事务当然要受影响。

我不敢说船上就会发生叛变，但坚持了一个时期以后，法拉

古舰长象从前的哥伦布①一样，请大家再忍耐三天。如果

三天期满，怪物还不出现，掌舵的人把舵轮转三次，林肯号

就向欧洲海岸进发。 

这个诺言在 11 月 2 日发出，它的效果首先是挽回了全

体船员的失败心理。人人又以新的注意力观察洋面。人人

都要最后看一下海洋，作为这次远征的纪念。望远镜不停

的使用，没有一刻空着。这是对巨大独角鲸的最后挑战。

对于这次“出庭”的传票，它决不能找出什么理由置之不
——————————— 

① 哥伦布（Columbus，1451－1506），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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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 

两天过去了，林肯号以低速度慢慢前进。在可能碰到

这个动物的海面上，人们想尽方法引起它的注意或刺激它

迟钝的神经。人们把一大块一大块的腊肉拉在船后，——

但我应该说，这肉使鲨鱼们感到十分满意。林肯号一停下

来，许多小船放下去，马上就向战舰周围各方出发，不让一

处海面不被搜索到。11 月 4 日晚上到了，这个潜在海底的

秘密还是没有揭露出来。 

明天，11 月 5 日正午，规定的期限便满期了。中午一

过，法拉古舰长就要履行他的诺言，使战舰离开太平洋的北

部海面，向东南方开行。 

船这时正在北纬 31 度 15 分，东经 136 度 42 分。日本

本土就在离我们不及两百英里左右的下方。黑夜快到了。

船上正敲八点钟。一片片的乌云掩盖了上弦的新月。大海

波纹在船后面平静地舒展着。 

这时候，我倚在船头右舷围板上。康塞尔站在我的旁

边，眼睛向前看着。全体船员，爬在缆索梯绳上面，细心考

察渐渐缩小和沉黑了的天边。军官们拿着夜间用的望远

镜，向渐次黑暗的各方搜索。月亮有时从朵朵的云间吐出

一线光芒，使沉黑的海面闪耀着光辉；一会儿又消逝在黑暗

中了。 

我看着康塞尔，看出他的情绪多少也受了船上一般的

影响。至少我是这样感觉。也许，他的神经还是第一次在

好奇心的力量下震动了。 

“喂，康塞尔，”我跟他说，“现在是获得两千美元奖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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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机会了。” 

“请先生容许我对这件事说句话，”康塞尔答，“我从不

想获得这笔奖金，合众国政府可以答应给十万美元，它也并

不因此就穷了。” 

“你说得对，康塞尔；总之，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我们

没怎么考虑就参加进来了。白费了多少时间，消耗了多少

精神！要不，六个月以前，我们已经回到法国了……” 

“在先生的小房子里！”康塞尔答道，“在先生的博物馆

里！我早已把先生的生物化石分类了！先生的野猪也早就

养在植物园的笼中，吸引着巴黎全城所有好奇的人来参观

了！” 

“正跟你所说的一样，康塞尔，并且，我想，我们还没有

估计到人家会怎样嘲笑我们呢！” 

“可不是，我想，”康塞尔安然的答，“人们一定会嘲笑您

先生。我该不该说……？” 

“你说下去，康塞尔。” 

“好，那就是先生应得的报酬！” 

“确是这样！” 

“一个人如果有荣幸能和先生一样是一位学者，他就决

不该冒昧从事……” 

康塞尔没有说完他的“恭维”话。在全船沉默的当中，

大家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那是尼德·兰的声音，他喊着： 

“看哪！我们寻找了多时的那家伙就在那里，正斜对着

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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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开 足 马 力 

一听到这喊声，全体船员，从舰长、军官、水手长一直到

水手、练习生，甚至工程师也丢下机器，火夫也离开锅炉，大

家都向鱼叉手这边跑来。停船的命令发出了，船只凭本身

余下的动力走着。 

那时天色非常黑暗，不管这位加拿大人的眼力怎么好，

我也要想想他怎能看见和他能够看见什么。我的心跳得非

常厉害，简直要炸了。 

可是尼德·兰并没有弄错，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他的手

所指的那个东西。 

离林肯号右舷约三百七十米左右，海面好象是被水底

发出的光照亮了。这光并不是一般的磷光，这谁也不会弄

错。这个怪物潜在水面下几米深，放出十分强烈而神秘的

光，就象有些船长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特别灿烂

的光芒必定是从什么巨大的发光动力发出来的。发光的部

分在海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拉得很长，椭圆形中

心是白热的焦点，射出不可逼视的光度，这光度渐远渐淡，

至于熄灭。 

“那不过是无数磷分子的集合体，”一位军官说。 

“不，”我很有把握地答，“富拉得或沙尔巴①之类的动
——————————— 

① 富拉得（Pholade）是腹足类的一种，沙尔巴（ Salpae）是被囊类动

物，这些动物中含透亮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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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决不能发出这么强的光度。这种光只能是电力的光……

看！看！它动了！它向前动，又向后移！它向我们冲来

了！” 

战舰上处处发出喊声。 

“不要作声，”法拉古舰长说，“把稳舵，船迎着风！开

倒车！” 

水手们跑到舵旁边，工程师们跑到机器旁边。汽门立

刻关掉了，林肯号从左舷转了一百八十度。 

法拉古舰长喊：“舵向右，向前开！” 

以上命令执行了，战舰很快离开了发光的中心。 

我弄错了。我们船要走开，但那神秘的动物却以加倍

的速度逼近来。 

我们气都喘不过来。当时，惊呆更甚于恐惧，弄得我们

静默不动。这个动物好象开玩笑似地在海面上向我们冲

来。它绕着战舰（这时船以每小时十四海里的速度走动），

并且把船罩在象光尘一样的电光网中。然后它走出两三海

里远，后面拖着一条磷光的尾巴，好象快车的机车留在后面

的一团团烟雾般的气体。忽然间，这个怪物从天边的尽头，

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向林肯号冲来，在离船身二十英尺的海

面上又突然停住，光全灭了——不是潜入水中，因为它的光

不是慢慢地消散，而是猝然地，象光的来源陡然断了一般！

不久它又在战舰的另一边出现了，可能是绕过来的，也可能

是从船底下潜水过来的。时时刻刻，都有可能给我们致命

的冲撞。 

可是我们的战舰的行动使我莫名其妙。它在逃，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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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攻击。它本应该追逐怪物的，现在反而被追逐了，我于是

向法拉古舰长提出意见。法拉古舰长的面孔，通常是很冷

静的，现在却显得万分慌张。 

“阿龙纳斯先生，”他回答我，“我没摸清楚我所要对付

的这怪物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不愿意在这么一片黑暗

中，随便让战舰去冒险。再说，怎样来攻击这个神秘东西

呢？又怎样来防御这东西呢？我们等到天亮，情况便不同

了。” 

“舰长，您现在对于这个动物的性质没有什么疑惑了

吗？” 

“没有疑惑了，先生，明明白白，这是一条巨大的独角

鲸，同时又是一条带电的独角鲸。” 

“也许，”我又说，“我们不能接近它，就象不能接近一条

电鳗，或一个水雷那样！” 

“的确，”舰长答，“它身上有雷电般的力量，它一定是造

物者造出来的最可怕的动物了。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先生，

我才不得不十分小心在意。” 

全体船员在夜间都站着守望，没有一个人想到睡眠。

林肯号在速度上敌不过这个怪物，只好保持着低速度慢慢

行驶。而独角鲸也模仿战舰，在波涛上随意摆动着，好象

还不打算离开这个比武场。 

不过，快到半夜的时候，它不见了，或用一句更准确的

话说，它象一只大萤火虫一样不发光了。它逃了吗？我们

就怕它逃，我们不希望它逃。但到早晨零点五十三分的时

候，传来一种震耳欲聋的啸声，好象被极强的压力挤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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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所发的啸声那样。 

法拉古舰长，尼德·兰和我当时都在尾楼上，聚精会神

地凝视着深沉的黑暗。 

“尼德·兰，”舰长问，“您听到鲸鱼叫过吗？” 

“时常听到，先生，但我从没有听过象现在这条使我获

得二千美元奖金的鲸鱼那样的叫声。” 

“不错，您应获得这笔奖金。不过，请您告诉我，这声音

是不是那鲸鱼类动物鼻孔吐水时所发出来的声音呢？” 

“正是那声音，先生，不过现在这声音不知要大多少倍。

所以谁也不会弄错。我们面前海里的东西无疑是一条鲸鱼

类动物。”这位鱼叉手又说：“请您容许我，先生，明天天亮

时，我们对它说几句话。” 

“恐怕它不会有那样的耐心听您的话，尼德·兰师傅，”

我用半信半疑的声调回答。 

“假使我离它只有四鱼叉那么远，”这位加拿大人答，

“那时候它非听我的话不可！” 

“不过你去挨近它的时候，”舰长说，“我得给一只捕鲸

艇供您使用吗？” 

“当然要有一只，先生。” 

“坐小船岂不是拿我的人员的生命去冒险？” 

“我的命不算命吗！”这位鱼叉手干脆地回答。 

到早晨两点左右，这发光的焦点，在跟林肯号前面相距

五海里远的海面，又发出同样强烈的光。虽然距离大，虽然

有风声和浪声，我们还是清楚地听到这动物尾巴的搅水声，

并且听到它的喘息声。这只巨大的独角鲸到洋面上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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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空气吸入它肺中，就象水蒸汽送到两千马力机器的

大圆筒里面去那样。 

“唔！”我想，“这强大得象一队骑兵的鲸鱼，一定是一条

了不得的鲸鱼！” 

大家一直警戒到天亮，每个人都在准备战斗。各种打

鱼的器械都摆在船栏杆边。二副装好了大口径短铳，这短

铳能把鱼叉射出一英里远，又装好了打开花弹的长枪，一击

中就是致命伤，哪怕最强大的动物也不能例外。尼德·兰

本人只是在那里磨他的鱼叉，鱼叉在他的手里就是件可怕

的武器。 

六点，天亮起来了，晨曦微微光把独角鲸的电光淹没

了。七点，天大亮了，但浓厚的朝雾缩小了视野，最好的望

远镜也不济事。因此大家又产生了失望和懊恼的情绪。 

我一直攀上尾桅，有些军官早就在桅上面站着。 

八点，浓雾沉重地在海面上滚动，它那巨大的气团渐渐

地散开了。天际也渐渐扩大，渐渐明朗了。 

突然，象昨晚那样，尼德·兰叫起来了。 

“我们找的那个东西，在船左舷后面！”鱼叉手喊着。 

大家的眼光都转向他手指的地方。 

在那边，距战舰一海里半左右，一个长长的黑色躯体浮

出水上一米来。它的尾巴，激动着水，搅成很大的一个漩

涡。任何东西的尾巴都不能这样有力地击打海水。这个动

物走过，尾后留下一行巨大、雪白耀眼的水纹，并且描成一

条长长的曲线。 

我们的战舰挨近了这个鲸鱼类动物。我随便地观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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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山农号和海尔维地亚号两船的报告对它的体积有些

夸张，我估计一下，它不过二百五十英尺长。至于宽，我很

难估量；总之，这个动物在我看来，长宽高三方面的比例都

十分匀称。 

当我观察这只奇怪动物的时候，两道水和汽从它的鼻

孔吐出来，直喷到四十米的高度，这一点使我肯定了它呼吸

的方式。我最后断定这动物是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纲，单

一豚鱼亚纲，鱼类，鲸鱼目，……属。到这里我便不能往下

说了。鲸鱼目有三科：长须鲸，大头鲸和海豚，独角鲸是归

在最后一科。每一科分为好些属，属分为种，种分为变种。

变种、种、属、科，我还不知道，但我不怀疑，借上帝和法拉古

舰长的帮助，我可以完成对于这动物的分类。 

船上人员等他们首长的命令等得不耐烦了。舰长注意

地观察了这个动物后，叫来了工程师。工程师跑来了。舰

长问： 

“先生，气压足了吗？” 

“足了，先生，”工程师答。 

“好，增大火力，全力驶去！” 

大家欢呼三声来迎接这道命令。战斗的号角响了。过

了一些时候，战舰上两个烟囱吐出一道一道的黑烟，甲板在

汽锅的震动下震动起来。 

林肯号在机轮的猛力推送下，一直向这怪物冲去。这

怪物一点也不在意，战舰离它半锚链①左右的时候，它还不
——————————— 

① 一锚链合 185.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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