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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神秘岛是儒勒·凡尔纳著名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
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的最后一部。在这部中，他把前两部的情节的
线索都连结了起来。故事是叙述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五个被围
困在南军城中的北方人趁着偶然的机会用气球逃脱了。他们中途被风
暴吹落在太平洋中的一个荒岛上，但是他们并没有灰心失望，他们团结
互助，以集体的智慧和劳动，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起幸福的生活。
他们从赤手空拳一直到制造出陶器、玻璃、风磨、电报机……他们挽
救了在附近另一孤岛独居了十二年而失去理智的罪犯（故事见《格兰
特船长的儿女》），使他恢复了人性，成为他们的忠实的伙伴。这些荒岛
上的遇难者虽然什么也不缺，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努力。
一天，他们终于登上了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尔指挥下的邓肯号，
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几个遇难者在荒岛上度过的岁月里，不断
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每当他们在危急的时候，似乎总有一个神秘
的人在援助他们。原来这人就是《海底两万里》一书中的主人公、潜
水船诺第留斯号的发明者、反抗压迫的战士——尼摩船长。 

本书个别章节流露了种族偏见，阅读时应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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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1865 年的风暴——空中的人声——旋风
卷走了轻气球——五位乘客——吊篮里

发生的事情 

 
“我们又在上升了吗？”“不，正相反！我们在下降！”“比

那还要糟，史密斯先生！我们正在往下掉！”“天哪！快把压
仓物扔出去吧！”“瞧！这最后的一袋都空了！”“气球上升了
吗？”“没有！”“我好象听到波浪冲击的声音！”“吊篮下面就
是海！”“离我们至多不过五百英尺了！”“把所有占分量的东
西都扔下去！……所有的东西！” 

这就是 1865 年 3 月 23 日下午四点钟从辽阔的太平洋
上空传来的喊声。 

那年春分前后，那场从东北方吹来的骇人暴风是令人
难忘的。从 3 月 18 日到 26 日，大风暴片刻不停地怒吼着。
它从北纬 35 度斜穿赤道，直到南纬 40 度，掠过了一千八百
英里的地带，给美洲、欧洲和亚洲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城市
被吹毁；树木被连根拔起；排山倒海似的巨浪冲毁了堤岸；
仅仅根据已经发表的数字，一直抛上陆地的船就有几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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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龙卷风经过的地方，整个都变成了平地。好几千人在陆
上和海里丧了命；这就是当时疯狂肆虐的暴风过去以后所
留下的罪证。1810 年 10 月 25 日哈瓦那和 1825 年 7 月 26 日
瓜德罗普的灾情固然可怕，但是也比不上这一次。 

就在这陆地和海洋上惨遭浩劫的时候，激荡的高空中
也演出了同样惊心动魄的悲剧。 

一只轻气球，象被龙卷风带到水柱顶上的皮球一样，卷
进了一股气流的旋涡中，它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掠过
太空，仿佛被什么空中旋涡抓住了似的，不停地转着。 

气球的下边系着一只吊篮，里面坐着五个人，由于浓雾
和水汽弥漫在整个的洋面上，人们很难看得清楚。 

也许有人会问，这个气球——暴风的玩具是从哪儿来
的？它是从地球的哪个角落升起的？当然，它是不会在刮
暴风的时候起飞的。但是，暴风已经刮了五天，并且在 18
日那天就已经有了要起风暴的征兆。毫无疑问，这个气球
是从极远的地方飞来的，因为大风一昼夜至少要把它带走
两千英里。 

这些迷失方向的乘客，横竖也没法计算他们起航以来
经历了多少路程。奇怪的是，他们虽然在这怒吼的暴风中
飘荡，却还是平安无事。他们被风抛来抛去，吹得团团乱
转，却丝毫不觉得自己在滚动，也不觉得怎样颠簸。 

他们的目光没法透过吊篮下面的浓雾。阴云环抱着他
们。他们分辨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当时他们悬浮在高空
中，周围一片昏暗，既看不见地上的反光，也听不到地上的
人声，连海洋的澎湃声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只有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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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下降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会有惨遭灭顶的危险。他们
扔下了弹药、枪枝和粮食一些重负以后，便又升到四千五百
英尺高度的空中。飞行的人们一发觉下面是汪洋大海，就
觉得上面的危险总比下面小些，因此毫不犹豫地连他们最
有用的东西都扔掉了，同时他们尽量想法不让气球漏掉一
点氢气，只有这种氢气，才是他们的命根子，才能把他们悬
在海洋上。 

黑夜在惊险恐怖中过去了（如果是胆小的人，恐怕早已
吓死了）。白昼又来临了。随着白昼的来临，暴风也逐渐和
缓下来。从 3 月 24 日那一天清晨起，暴风有了减弱的征象。
黎明时分，一片片的轻云向更高处升去。几小时的工夫，飓
风已经变成了“强风”，这就是说：大气流动的速度已经减弱
了一半。这时虽然还是水手们所说的“紧帆风”，然而风势
毕竟减弱不少了。 

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下层的空气显得比较明朗了。
大气已经发出象雷雨过后常有的那种湿润的气息。暴风似
乎不再向西刮了。风力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了。它会不会象
印度洋上的台风那样，往往说停就停，一下子就烟消云散
呢？ 

可是，就在这时候，气球显然又在慢慢地下降了。看来
它正在逐渐瘪下去，气囊愈伸愈长，从球形变成了椭圆形。
到了中午，气球离海面只有两千英尺了。气囊能容纳五万
立方英尺气体，正因为它有这么大容量，所以它才能在空中 
——或是向上升得很高，或是保持平行方向移动——停留
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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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们感觉到自己有危险，把仅存的一些能够使吊篮
下坠的物品：少量存粮，每一件东西，甚至衣袋里的小刀都
扔掉了。这时，有一个人爬到套住网索的圆环上，打算把气
球的下部系得更牢一些。 

然而，乘客们心里都很明白，氢气已经不足了，气球不
可能再维持在更高的空际。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他们底下没有大陆，甚至连一个小岛也没有。只是一
片汪洋，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着陆,也没有任何地面可以让
他们下锚。 

辽阔的大海上，仍然翻腾着惊涛骇浪！这片汪洋大海，
即使人们居高临下，视野扩大到半径四十英里，也同样是一
眼望不到边。这流动的平原在暴风无情的鞭挞下激起汹涌
的浪头，真好比万马奔腾，那一片白色鬃毛还在迎风飘拂
哩！看不到一寸陆地，也看不到一叶孤帆！这时必须不惜
任何代价阻止气球再往下降，否则就有被波浪吞没的危险。
乘客们在这紧急关头显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尽管
他们努力，气球还是继续下坠，同时顺着东北风以极大速度
移动。 

这些不幸的人们所处的境况的确是惊险万分！他们已
经不是气球的主人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用。气球的

气囊愈来愈瘪。氢气不住地往外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堵
塞。下降的速度显然愈过愈快，午后一点钟，吊篮离洋面已
经不到六百英尺了。 

氢气从气囊的一条裂缝在外冲，要阻止它往外冲是不
可能的了。吊篮里的东西都扔掉了，重量轻了，因此，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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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头以内，乘客们还可以在空中支持下去，不至于掉下来。
但这仅仅是苟延残喘而已，如果在天黑以前还找不到陆地，
那么乘客、吊篮和气球肯定地都要葬身海底了。 

这时候，他们拿出了最后的一着。他们显然都是勇敢
无畏、头脑冷静的人。他们没有一句怨言。他们尽量想办
法延迟降落的时刻，他们决心要奋斗到最后一分钟。吊篮
不过是个柳条编的篮子，不能在水上漂浮，万一落到海里，
决没有任何可能不沉下去。 

两点钟的时候，气球离水面仅仅四百英尺了。这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洪亮的声音，从这声音就知道这人一点也没
想到恐惧。回答他的声音也同样显得坚强有力。“东西都
扔了吗？”“不，还有一万金法郎。”一个沉重的钱袋立刻落到
海里。“气球上升了吗？”“上升了一点儿，但是一会儿又会
下降的。”“还有什么可扔的吗？”“没有了。”“有！……吊篮！”
“让我们抓住网索，把吊篮扔到海里去吧！” 

这的确是最后的唯一可以减轻气球重量的方法了。系
着吊篮的绳索割断了，吊篮掉了下去，于是，气球又上升了
两千英尺。 

这五位乘客爬上了气球网，紧紧攀住网眼，注视着下面
的无底深渊。 

大家知道气球对于重力的增减是最敏感的。即使扔下
很轻的东西，也可以改变它的高度。这种在空气中浮动的
工具象一架极度精确的天平。不难想象，它只要减轻一点
点负担，马上就会急剧上升。这时的情形正是这样。但
是，没一会儿工夫，气球又开始下降了，气体从裂缝中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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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这裂缝现在要补也没法补。 
这些人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人力已经不能挽救他

们，只好听天由命了。 
在四点钟的时候，气球离海面只剩五百英尺了。 
传来一声响亮的犬吠声。原来飞航员们还带着一只

狗！它紧紧地靠着它的主人攀在网眼上。 
“托普瞧见什么了？”一个人大声说。接着马上有人喊

道： 
“陆地！陆地！” 
原来气球从天亮到现在，随着大风向西南飘行了足足

有几百英里。现在前面出现了一片相当高的陆地。不过这
片陆地还在三十英里以外。如果一直飘去的话，至少也要
一个钟头才能到那里。 

一个钟头！在这一个钟头里气球里仅存的一点气体会
不会全跑光呢？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飞航员已经清清楚楚地望见
了陆地，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到达那里。他们并不知道
那是什么地方，是岛屿还是大陆，因为他们不知道飓风把他
们吹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来了。但是，他们只好到那块陆
地去，不管那里有没有人，去得去不得。 

气球在四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支持不下去，现在它更贴
近水面了！巨大的浪花好几次舔着网的下部，使它更加沉
重，气球象一只翅膀受了伤的鸟，要飞又飞不高。半小时
后，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但是气球已经耗尽了气力，褶绉
不堪地悬在那里，只有上层还剩下一些气体。飞航员们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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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地攀住气球网，可是还嫌太重，不久，他们有半个身子浸
在海里了，汹涌的波浪冲击着他们。又过了一会，气球的气
囊变成了一个口袋，风象吹着帆片似的使它往前飘过去。它
也许能就这样到达陆地吧！ 

但是，当离岸只有两锚链①远的时候，四个人同时惊叫
起来。那只原以为决不能再飞的气球，在一个巨浪的打击
下，竟突然出人意料地一下子升起来。一会儿工夫，它似乎
又减轻了一部分重量，高升到一千五百英尺的上空，在那里
它遇到一阵风，这阵风并没有把它吹上岸，反而吹得它沿着
和陆地几乎平行的方向飞去了。 

两分钟以后，它终于又斜转回来，最后降落在一个波涛
冲击不到的沙滩上。飞航员们彼此协助从网眼里脱出身
来。气球由于失去了人们的重量，又被风吹起来，象一只受
伤的鸟，精神一恢复，便消失在空中了。 

吊篮里原来有五个人和一只狗，可是现在随气球着陆
的却只剩下四个人了。 

失踪的那一个人一定是浪涛冲击气球网的时候被卷到
海里去了，正因为这样，气球才减轻了重量，才会在着陆前
不久突然一下子上升。这四个遇险的人脚一踏上了陆地，
就发觉少了一个伙伴，马上同声喊道：“大概他会游上岸来
的。我们要救他！我们要救他！” 

                                                        
① 两锚链约等于 4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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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终于落在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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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南北战争中的事件——工程师赛勒斯·史
密斯——吉丁·史佩莱——黑人纳布——
水手潘克洛夫——夜间集合——暴风雨

中出发 

那几个刚才被飓风抛掷在海岸上的人，根本不是什么
气球飞行员——既不是职业的，也不是业余的，而是一群战
俘。正因为他们个个英勇、人人豪迈，所以才想出这种异想
天开的办法来逃脱。 

他们出生入死已经有几百次了！他们也有数百次几乎
从破裂的气球上掉到海洋的深渊。但是不知为什么，上天
却别具用心地保全了他们的生命。在 3 月 20 日那天，他们
逃出了里士满，在空中连续飞行了五天，现在他们离开那弗
吉尼亚的首府已经有七千英里了。在可怕的南北战争期
间，里士满是南方的要塞，当时正被尤利斯·格兰特将军的
部队包围。 

战俘们逃跑的经过是这样的： 
1865 年 2 月间，格兰特将军打算出奇制胜，占领里士

满，可是没有成功，结果他部下的几个军官却落到敌人手
里，被囚禁在城内。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联邦参谋部的赛
勒斯·史密斯。他是马萨诸塞州人，一位渊博的学者，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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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期间，政府曾委派他负责当时在战略上极其重要的铁路
的管理工作。他是一位道地的北方人，瘦骨嶙峋的，约有四
十五岁；他的短头发和一小撮浓胡子都已经灰白了。他的
头部长得非常端正，仿佛生来是为了铸在勋章上似的，两眼
炯炯有光，嘴形庄严，从面貌看，他显得是一个激进派的学
者。他是一个从舞锤弄斧做起的工程师，正如一个行伍出
身的将军一样。他不但脑子灵，而且手也巧。他的筋肉显
得非常强壮。他是一个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他
热情乐观，任何一件事都难不倒他。他见多识广，善于随机
应变，在任何紧要关头，他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无限的信
心和坚强的毅力，这三个条件使他永远是他自己的主人。他
常常引用 17 世纪奥兰治的威廉 ①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
铭：“即使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也能够承担任务，坚忍不
拔。” 

赛勒斯·史密斯就是勇敢的化身。他参加过南北战争
的各次战役。他自从在伊利诺斯州自愿投效尤利斯·格兰
特麾下以来，曾在巴丢卡、柏尔梦特、匹兹堡埠头等地作战，
在围攻科林斯、吉布森港、黑河、差坦诺加、魏尔德涅斯、颇
陀马克等地的战役中，始终是勇猛善战，并没有辜负那位说
“我决不计算我的伤亡”的将军②的训导。史密斯好几百次
几乎成为威严的格兰特所不计算的阵亡将士。但是，他在
这些战斗中，直到在里士满战场上受伤被俘以前，一直是很
幸运地平安无事。就在史密斯被俘的那一天，还有一位重

                                                        
① 即威廉三世，1689－1702 年英国的国王。 
② 指格兰特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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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物也落到南军手里。这就是《纽约先驱报》的通讯记者
吉丁·史佩莱，他是奉命跟随北军作战地报道的。 

吉丁·史佩莱在英、美新闻采访员当中，也是一位有名
的人物，正象史坦莱等人一样，不管什么困难也不能使他退
缩，他也要采访到正确消息，并且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送给
自己的报刊。联邦的许多报纸，例如《纽约先驱报》，都拥有
坚强的实力，报刊的通讯记者就是它们的代表。吉丁·史
佩莱又是第一流的记者：他是一位精明强干、体力充沛、办
事敏捷、善于开动脑筋的人，他环游过世界各地，他是一个
兵士，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在谈话时很热情，行动时很坚
决，既不顾虑劳累，也不害怕危险；采访新闻的时候，他首先
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的报刊，凡是新奇的、没有发表过
的、别人不知道同时也没法采访到的事物，他全都知道。他
是一位浑身是胆的战地记者，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写稿，危
险，对于他来说，就是最好的报道资料。 

他参加过各次战役，每次都在最前线，一手拿着左轮
枪，一手拿着笔记簿；葡萄弹从来也没有使他的铅笔颤抖。
他决不象有些人没话找话说，而总是不厌其烦地打着电报；
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很简短有力、明确、能够说明要点。此
外，他还很幽默。黑河的战事结束以后，决心不惜任何代价
独占电报局窗洞的就是他①。他在向他的报刊报道了战役
的结果以后，接着就拍发圣经的前几章，一共拍了两个钟头

                                                        
① 在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的记者为了能够抢先登出消息，来战胜其他报
刊，以不断拍发文件，采取占据电报机的手段，使其他报刊记者不能及时
拍发该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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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虽然花费了两千美元，但《纽约先驱报》却首先登载
了这个消息。 

吉丁·史佩莱身材高大，大约有四十来岁。淡红色的
胡须围绕着他的面庞。眼光坚定活泼，而且变化迅速。只
要目光一扫，他就可以把一切景象一览无遗了。他体格健
壮，能够适应各种气候，好象一根在冷水中淬硬了的钢筋。 

吉丁·史佩莱担任《纽约先驱报》的通讯记者已经有十
年了。他不但文笔美妙，并且精于绘画，他的通讯和插图大
大充实了报刊的内容，他被俘的时候，还正在描写战役和
画素描，他的笔记簿中的最后一句是：“一个南军正拿枪对
着我，但是……”然而那个南军的兵士并没有打中吉丁· 
史佩莱，他一向是幸运的，在这次事件中也没有受一点伤。 

赛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过去只是闻其名而没
有见过面，他们一起被押送到里士满。工程师的创伤很快
就痊愈了，就在他养伤的期间他认识了这位通讯记者。他
们一见面就建立了友谊。不久以后，他们产生了一个共同
的目的，那就是逃回格兰特的军中，为了联邦的统一而继续
战斗。 

这两个美国人一开始就想找机会逃跑；虽然他们能够
自由地在市镇里蹓跶，但是里士满戒备严密，逃脱似乎是不
可能的。在这期间，史密斯遇到了一个昔日的仆人，他是一
个愿意为史密斯竭尽忠诚的人。他是一个勇士，也是一个
黑人，是在工程师家里出生的，他的父母都是奴隶。但是，
赛勒斯在信仰上和道义上都反对奴隶制，因此早就让他自
由了。这个曾经当过奴隶的人，虽然得到了自由，还是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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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离开他的主人。他情愿为他的主人效死，他大约有三十
岁，强壮、活泼、聪明、伶俐、温柔、和顺，有时还有点天真，平
时总是一团高兴，勤恳而诚实。他的名字叫做纳布加尼察，
但他已经习惯让人们简称他为纳布了。 

纳布听到主人被俘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马萨
诸塞来到里士满，凭着他的机智，冒了二十多次生命的危险
之后，终于潜入了被围的城市。史密斯瞧见纳布时的喜悦
和纳布找到主人的高兴，那是难以形容的。 

纳布虽然能够进入里士满，但要想再溜出去就完全不
同了，因为北军战俘被看守得非常严格。要想顺利地逃跑，
除非遇到特别的机会；这种机会不但不会送上门来，而且很
难找到。 

在这期间，格兰特将军还在继续作战。他以重大的代
价赢得了匹兹堡的胜利。然而在里士满战线上，他和巴特
莱部队联合进攻还不能取得胜利，因此战俘们想要早日获
得释放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在这枯燥无味的囚禁生活中，没有一点值得记述的事
情，通讯记者再也不能忍耐了。他那一向灵活的头脑只想
着一件事——怎样能够不惜任何代价逃出里士满。他甚至
尝试了几次，但都被不能克服的障碍阻挡住了。围困还在
继续着；如果说战俘急切要逃回格兰特的军中，那末，被围
的人也迫切希望和南军取得联系，其中约拿旦·福斯特就
是南军中的一个热切希望如此的人。被俘的北军固然不能
出城，而南军也同样离开不了，因为他们都给北军包围了。
里士满的总督很久没能和李将军取得联系了，他很想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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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情况告诉李将军，以便迅速得到援兵。于是约拿旦· 
福斯特就建议利用轻气球越过包围线，直达南军的兵营。 

总督批准了这个计划。造了一只轻气球供福斯特使
用，另外还派了五个人做他的助手。他们携带了降落时自卫
用的武器，并准备了干粮，以备航程拖延时食用。 

气球预计在 3 月 18 日启航。起飞必须在夜间进行，还
要有和缓的西北风。据飞行员的估计，他们在几个钟头之
内就可以到达李将军的军营了。 

但是，刮的却不是什么和缓的西北风。从 18 日起它分
明已经变成飓风了。风暴很快就猛烈起来，福斯特只好延
期动身，因为乘客和气球是不能在这种险恶的天气里冒险
的。 

轻气球灌足了气，放在里士满的一个广场上，只等风势
稍弱，就要启航。困守在城里的人盼望着暴风缓和的心情
是不难想象的。 

3 月 18、19 两天过去了，天气并没有什么转变。拴在
地上的气球被狂风猛烈地冲过来撞过去，甚至要保护这个
气球都很困难。 

19 日的夜晚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暴风加倍猛烈，气球
更不可能起飞了。 

那天，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在里士满的一条大街上，
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喊住了。这是一个水手，名叫潘克洛
夫，年纪大约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体格强壮，皮肤晒得黝黑，
长着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和非常英俊的面庞。潘克洛夫是
一个美国的北方人，他航遍了各大洋，参加过一切可能和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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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可能的探险，一切不长翅膀只长腿的生物所能碰到的
遭遇他都遇到过了。可想而知，他是一个大胆而勇猛的家
伙，敢作敢为，什么也吓不倒他。年初的时候，潘克洛夫有
事到里士满来，他带着一个新泽西的男孩子，这是过去一个
船长的孤儿，才十五岁，潘克洛夫象对待亲生子女似的爱护
他。在围城以前，他没有能离开这座城市，等到发觉自己被
围在城里的时候，感到十分懊丧。但是他从来不肯向困难
低头，因此他决定要想法子逃出去。他听说过这位工程师
军官的大名；他了解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在囚禁中的苦闷。
因此，这一天他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向工程师招呼道：“史
密斯先生，你在里士满待够了吗？” 

工程师呆呆地看着对他说话的人，对方又低声补充了
一句： 

“先生，你打算逃跑吗？” 
“什么时候？”工程师连忙问道，这句话显然是脱口而出

的，因为他还没有看清楚这个跟他说话的陌生人是谁。但
是当他用敏锐的眼光打量了一下水手爽朗的面孔之后，他
就确信对方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是谁？”他简短地问道。 
潘克洛夫作了自我介绍。 
“好吧，”史密斯回答说，“你打算用什么法子逃呢？” 
“用那只气球，它在那里什么也不干，我看它正是为我

们预备的……” 
水手的话没有说完，工程师就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抓

住潘克洛夫的胳膊，把他拉到自己住的地方去。在那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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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先生，你打算逃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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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水手说出了他的计划。计划倒是十分简单，除了生命危
险以外，什么危险也用不着冒。当然，飓风的威力正大，但
是，象赛勒斯·史密斯这样精明强干的工程师是完全懂得
怎样操纵气球的。假如潘克洛夫对飞行技术，正好象对航
海一样熟悉，那么他一定早就毫不犹豫地带着他的小朋友
赫伯特出发了；他惯于在海里冒狂风骇浪的危险，这场飓风
是难不住他的。 

史密斯一言不发地倾听着水手的讲话，他的眼中闪耀
着满意的光芒。想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决不
是坐失良机的人。这个计划是可以实行的，但必须承认，非
常危险。夜间虽然有岗哨，他们还可能走近气球，潜入吊
篮，然后割断系住吊篮的绳索。当然，他们可能被打死，但
另一方面，他们也有成功的希望。要是没有这场风暴多好
啊！——不过话要说回来，要是没有这场风暴，气球早已启
航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不会出现了。 

“我不只是一个人！”史密斯最后说。 
“你要带几个人？”水手问道。 
“两个人。我的朋友史佩莱，还有我的仆人纳布。” 
“那就是三个人，”潘克洛夫说，“连赫伯特和我一共是

五个人。气球能载六个……” 
“那就行了，我们一定走，”史密斯坚决地说。 
这个“我们”包括史佩莱在内，因为史密斯非常了解，这

位通讯记者不是胆小如鼠的人。史佩莱听到这个计划以
后，表示完全同意。使他惊奇的是：这么简单的办法自己以
前竟没有想到。至于纳布，他是到处追随着他的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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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天晚上，”潘克洛夫说，“大家都到那里集合。” 
“今天晚上十点钟，”史密斯回答说，“但愿上天保佑，在

我们离开以前，风势不要减弱。” 
潘克洛夫辞别了工程师，回他的寓所去了。年轻的赫

伯特·布朗还独自留在那里。这个勇敢的少年知道水手的
计划，焦急地盼望着向工程师提议的结果。这五个意志坚
决的人就这样打算在暴风雨中碰碰运气了！ 

没有！风势并没有减退，约拿旦·福斯特和他的伙伴
们都不愿意在不保险的吊篮里任凭风吹雨打。 

这一天是不好过的。工程师只担心一件事，担心那系
在地面上的气球在大风猛烈的撞击下可能被撕成碎片。他
在几乎空旷无人的广场上来回踱了几个钟头，看着这个飞
行工具。潘克洛夫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他双手插在衣袋
里，好象设法消磨时间似的，不时打着呵欠，但是实际上也
象他的朋友那样，十分担心气球会不会损坏，风会不会刮断
它的绳索，把它刮到天空去。天晚了。夜色非常昏暗。大
雾象乌云一般弥漫在地面上。天空同时下着雨和雪。气候
非常寒冷。浓雾笼罩着里士满。强烈的风暴似乎在攻和守
的双方之间造成了休战状态，大炮的声音在怒吼的狂风中
一点也听不到了。城市的街道上不见人影，在这么恶劣的
天气里，官方似乎没有想到会丢失气球，因此觉得没有必要
在广场上设岗。这一切都是俘虏们脱逃的有利条件，但是，
他们在狂风暴雨中所作的冒险尝试最后会怎么样呢？ 

“天气真坏！”潘克洛夫喊道，他一拳压住了头上那顶要
被风刮走的帽子。“但是，啊，我们还是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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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半钟，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从不同的方向来到广
场，大风吹灭了汽灯，广场上一片漆黑。连那几乎被吹倒在
地上的大气球也看不见了。网索是系在沙囊上的，而吊篮
却是单独用一根结实的钢缆穿在便道的一个铁环里。五个
俘虏在吊篮旁边会合了。他们没有被人发现，由于天色昏
黑，甚至他们彼此都看不见。 

史密斯、史佩莱、纳布和赫伯特一言不发地在吊篮里各
自坐了下来，潘克洛夫按照工程师的指示把沙囊一一解开。
只花了几分钟的工夫，水手就回到他的伙伴们身边来了。 

系着气球的只剩下一根钢缆，只要工程师一声号令就
可以起飞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只狗跳到吊篮里来。原来是工
程师的爱犬托普。这只忠实的畜生挣断链索，赶上了它的
主人。工程师怕这份外加的重量会影响他们的上升，想打
发它走。 

“可怜的畜生！就多它一个吧！”潘克洛夫一面说，一面
把两袋沙土扔了出去，减轻了吊篮的重量，然后解开钢缆；
气球斜着往上升去，由于起势猛烈，吊篮在两个烟囱上碰了
一下，然后才消失得无影无踪。 

飓风可怕地怒吼着。在夜间下降，工程师连想也不敢
想。拂晓时，下面的大地被浓雾遮蔽得一点也看不见。 

五天以后他们才从云隙中看到下面的一片汪洋大海。
在飓风的推送下，气球以惊人的速度飞行着。 

大家都知道：在 3 月 20 日起飞的这五个人，后来在 3
月 24 日有四个人被抛弃在远离祖国六千英里的荒凉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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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人丢失了！这个丢失的人就是他们的领袖，工程师
史密斯！他们刚刚着陆，就连忙赶到海滩上去，打算援救
他。①

第 三 章 

傍晚五点钟——失踪的人——纳布的绝
望 — — 往 北 寻 找 — — 小 岛 — — 恐 怖 之
夜——晨雾——纳布游泳——陆地的景 

色——穿渡海峡 

工程师从网眼上掉下来以后，就被海浪卷走了。吊篮
里的狗也失踪了。这只忠实的狗主动地跳出去营救它的主
人。“前进啊！”通讯记者喊道。他们四个人——史佩莱、赫
伯特、潘克洛夫和纳布——全都忘记了疲倦，到处寻找。可
怜的纳布痛哭流涕，一想到世界上自己唯一心爱的人已经
丧命，他不禁感到灰心。 

从赛勒斯·史密斯失踪到他的伙伴们着陆，前后只有
两分钟。因此他们希望能及时赶去救他。纳布喊道：“我们
去找他吧！我们去找他吧！” 

“对，纳布，”吉丁·史佩莱说，“我们一定找得到他！” 
“他还活着吗？” 

                                                        
① 4 月 5 日格兰特将军攻陷里士满，南方人的叛乱削平了；南军退往西
方，于是联邦政府获得了胜利。——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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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活着！” 
“他会游泳吗？”潘克洛夫问道。 
“会的，”纳布答道，“还有托普跟他在一起呢。” 
水手望着拍岸的巨浪，不禁摇摇头。 
工程师是在海滨的北部失踪的，离这群遇难人着陆的

地点将近半英里。因此，也就是说，他离最近的海岸足有半
英里。 

这时候将近六点钟了。暮色在浓雾的笼罩下，显得格
外昏暗。遇难的人从他们偶然落下的地方向北面一片陌生
的地区走去，那里的地理位置他们简直无从猜测。他们在
寸草不生的沙地上跋涉着。地面坎坷不平，有些地方完全
是坑洞，走起来非常困难。不时有许多不善飞翔的大鸟从
这些坑洞里向各处飞去。比较灵活的鸟成群地象云似的从
他们头上掠过。水手认得这些是海鸥和鹭鸶，它们的尖叫
连奔腾澎湃的潮水声也掩盖不了。 

这些遇难人不时站下来高声喊叫，倾听着海上有没有
回音。他们认为，如果工程师已经登岸，而他们离登岸地点
又不太远，那么即使史密斯没法表示他在这里，他们至少也
可以听见托普的叫声。他们站下来静听，但除了澎湃的海
水和拍岸的惊涛之外，什么也听不到。于是这一小伙人继
续前进，找遍了海滨的每一个角落。 

徒步走了二十分钟以后，这四个遇难的人突然发现脚
下白浪翻腾，只得停下来。陆地到此为止了。他们发觉自
己来到一个海角的尽头，海水猛烈地冲击着它的尖端。 

“这是一个海角，”水手说，“我们只好按原路回去，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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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走，这样我们就能返回本土了。” 
“也许他就在那里呢，我们还是再喊几声吧！”纳布一面

说，一面指着黑暗中白浪滔天的大海，于是他们又齐声大喊
起来，但是没有响应，他们稍停了片刻，又喊了一次，还是
没有回音。 

遇难的人只好回去了；他们沿着海角的另一边走着，这
里不但遍地沙石，而且道路崎岖。但是，潘克洛夫发现海岸
较直，地面也高起来了，他告诉大家，这里毗连着丘陵斜坡；
通过浓雾，他隐隐约约地望到山峦的雄姿。这一带海岸上
鸟类较少，海水的喧嚣声也不大；他们还注意到波涛减弱
了。几乎听不到拍岸的波涛声。海角的这一面显然形成了
一个半圆形的海港，海里的浪花掩盖着海角的尖端。循着
这个方向是通往南边的，正和史密斯可能登陆的海岸遥遥
相对。步行了一英里半之后，他们在海岸上找不着拐回北
边去的弯路了。这个海角——他们曾经绕过它的尽头——
一定是和本土相连的。他们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还是鼓
起勇气前进，随时盼望突然遇到一个转角，使他们能回到原
地去。走了差不多两英里以后，到了一个高耸的地岬上，遍
地都是又湿又滑的岩石，又被海水阻挡住了，他们不禁大失
所望。 

潘克洛夫说：“我们是在一个小岛上，我们已经从它的
一端勘察到另一端了。” 

水手说得对；他们落下来的地方不是大陆，甚至也不是
海岛，而只是一个小岛，它全长还不到两英里，宽度就更短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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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齐声大喊起来，但是没有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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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片海鸟栖身的荒地上，满地都是乱石，一点草木也
不生，它是不是还和其他较重要的群岛相连呢？这很难说。
飞航员在吊篮里的时候，透过云雾看见了陆地，但是他们没
来得及仔细观察。尽管这样，潘克洛夫航海多年，他的眼睛
在昏暗中几乎还是可以肯定西方朦胧的巨影就是隆起的海
岸。不过在黑暗中他们不能断定那是一个孤岛，还是和其
他岛屿相连。他们也不能离开这个岛，因为周围都是大海；
因此他们只好把寻找工程师的事情拖到第二天。糟糕的是
他们连一声叫喊都没有听到，没法知道工程师的死活。 

“我们的朋友虽然默不作声，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
题，”通讯记者说。“他也许晕过去了，也许受了伤，不能马
上回答，我们不必灰心。” 

随后通讯记者提议在小岛上燃起一堆火来给工程师作
为信号。但是这里遍地都是沙石，找不到任何树枝或干枯
的荆棘。纳布和他的伙伴们对勇敢的史密斯都非常敬爱，
他们的悲痛只能用画笔来描绘，而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
显然，他们已经没法去帮助他了。他们只能尽量忍耐到天
亮。除非工程师能够自己逃生，在海岸上找到一个避难的
地方，要不然他就是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漫长而痛苦的
时光过去了。天气非常寒冷。遇难的人处境十分困难，但
是他们几乎没有感觉到。他们连一分钟也不想休息。一心
想着他们的首领，他们怀着希望，或者说还抱着一线希望在
这一片不毛之地上继续奔走，几次回到小岛的北端，也就是
离遇难地点最近的地方。他们倾听、喊叫、齐声高呼，他们
打算叫得更响亮一些，使遥远的地方也能听见。现在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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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平浪静。纳布有一次喊叫以后甚至仿佛传来了回声，赫
伯特提醒潘克洛夫说：“这说明西边不远的地方有海岸。”水
手点点头，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不会欺骗他的。他只要发
现了陆地，不管多么模糊不清，那儿就准有陆地。可是回答
纳布呼唤的只是遥远的回声，而小岛整个的东部却是一片
昏暗。 

在这期间，天空逐渐清朗起来了。午夜的时候，已经是
满天星斗，如果工程师在这里，他就会告诉他的伙伴，这不
是北半球的星星。这里看不见北极星，星座也不是美国常
见的那些了，南十字座在天空闪耀着亮光。 

黑夜过去了。3 月 25 日消晨将近五点钟的时候，天渐
渐地亮了，地平线上还是黑黝黝的一片。破晓时分，海面上
升起了一抹朝雾，他们站在那里连二十英尺以外的东西都
看不清楚。最后大片的浓雾动荡不停地四散飘开。 

然而不幸得很，这些遇难的人还是看不见周围有任何
东西。通讯记者和纳布仔细地视察着海洋，水手和赫伯特
急切地寻找看西边有没有海岸。可是连一点陆地的影子也
没有。“不要紧，”潘克洛夫说，“虽然我没有看见陆地，可是
我感觉得出来……那里准有陆地……正象我们目前已经不
在里士满那样肯定。”朝雾不久就停止上升，这不过是晴天
的烟霭。炎热的阳光不久就射到海岛上来了。大约在六点
半钟左右，也就是太阳升起后三刻钟的时候，烟雾更加淡
薄。它的上层逐渐浓厚，而下层却消散了。不久小岛就好
象从云端里降下来似的，整个地现了出来。同时周围海洋
也显现出来了，它在东面向远处伸展出去，可是西面却被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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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插入的险滩挡住了。 
是的！那里有陆地。至少他们暂时可以安全了。小岛

和对岸之间有一条半英里宽的海峡，海峡里水流湍急。 
这时，有一个遇难的人由于内心的驱使，没有同伙伴们

商量，就一言不发地跳下水去了，这就是纳布。他急于要到
对岸，并向北边爬去。他们拦也拦不住他。潘克洛夫喊他
也不听。通讯记者打算跟着去，可是潘克洛夫把他拦住了。
“你打算渡过海峡吗？”他问道。“是的。”史佩莱回答说。
“好！”水手说：“等一会儿，纳布一个人足够帮助他的主人
了。假如我们冒险跳到海峡里去，那就有被急流冲到大海
里去的危险；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现在正退潮。你瞧，沙
滩上的潮水退下去了。别着急，水浅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找
到一条可以涉水过去的道路了。”“你说得对，”通讯记者答
道，“我们不要太分散了，免得大家没法互相照顾。” 

这时候纳布正和潮流激烈地搏斗。他在斜渡海峡。当
他划水的时候，水里露出他的黑肩膀来。他很快地被冲往
下游去，但终于接近了对岸。从小岛横渡到对岸需要半个
钟头以上，当他上岸的时候，离对面的出发点已经有几百英
尺了。 

他在一片高大的花岗石壁下登了岸，用力抖了一下身
子，然后拔脚就跑，一会儿工夫就消失在一个岩石的海角后
面了。这个海角几乎和小岛北端的高度相等。 

纳布的伙伴们焦急地望着他的大胆尝试。当他的身影
消失以后，他们就一面吃散布在沙滩上的贝壳动物，一面注
视他们寄托着安全希望的陆地，这种食物虽然很难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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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比饿着肚子强一些。对岸形成一个宽阔的港湾，南端是
一个险峻的海角，上面寸草不生，看起来非常荒凉。这个海
角毗连海岸，形成一道奇形怪状的花岗石轮廓，高耸在地面
上。相反地，愈向北港湾就愈加宽了，这里的海岸显得更加
迂曲，从西南弯向东北，终点形成一个狭长的地角。构成港
湾弓形地带的两端之间相距八英里左右。小岛离海岸半英
里，很象一条大鲸鱼。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四分之一英里。 

小岛对面海滩的最低层是沙砾，上面散布着黑石头。
退潮以后，这些石头都慢慢地露出来了。海滩的第二层有
一道垂直的花岗石峭壁把它隔开，峭壁的顶端参差不齐，至
少高达三百英尺。峭壁连绵三英里，右方伸展到一座好象
人工凿开的断崖处突然终止了。左边，在海角的上面，这座
参差不齐的悬崖下降成一片很长的砾岩山坡，一直湮没在
南角的地面上。海滨的高地上一棵树也没有，有些象好望
角开普敦的平坦台地，只是显得小一些；至少从小岛上看来
是这样的。悬崖的右边倒有不少青翠的植物。他们一眼就
看见一大片望不到边的树林。看了绵延起伏的花岗石丘
陵，再看这一片苍翠的绿荫，不禁使他们感到满目清凉。最
后，越过高原，在西北至少七英里远的地方，他们看见一个
白色的山巅在阳光里闪闪发光。这是一座顶端积雪的高山。 

这片土地究竟是一个孤岛，还是和大陆相连，现在还很
难说，可是地质学家们看了左边那些由于地震所形成的石
堆以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这是由火山爆发引起的，
因为这些东西无疑是大地内部震动的结果。 

吉丁·史佩莱、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仔细地考察了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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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也许他们要在这里住上好几年。假如这个荒岛远离
船舶的经常航线，那么他们甚至可能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赫伯特问道：“喂，潘克洛夫，你认为怎么样？” 
“跟任何事情一样，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水手

答道。“等着瞧吧，现在显然正在退潮，三个钟头之后我们
就可以想法子过去了。只要一到对岸，就可以想法子脱离
这个困难的境地，我认为是可能找到史密斯的。”果然不出
潘克洛夫所料，三个钟头以后，在低潮的时候，海峡有大部
分都露出了沙滩。小岛和对岸之间只留下一条很窄的水道，
要渡过去显然是很容易的。 

十点钟左右，吉丁·史佩莱和他的伙伴们脱去衣服，捆
起来顶在头上，然后跨进不到五英尺深的海水。赫伯特嫌
水太深，就象一条鱼似的很出色地游过去了。三个人都顺
利地抵达了对岸。他们在阳光下很快晒干了身子，穿上衣
服——他们没有让衣服浸湿——然后坐下来商量下一步该
怎么办。 

第 四 章 

茨蟹——河口——“石窟”——继续寻
找 — — 常 绿 林 — — 等 待 退 潮 — — 山 岗 

上——木筏——回到海滨 

 
突然，通讯记者跳起来，叫水手在原地等他，然后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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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几小时以前纳布所爬过的方向攀上了悬崖。他急于想
知道朋友的下落，因此急急忙忙地加快了步子，马上就绕过
峭壁的拐角不见了。赫伯特想跟他一起去。 

“别去，孩子，”水手说，“我们要准备一个过宿的地方，
再想法子弄点儿比贝类动物好吃的东西。他们回来后需要
吃点儿。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那我们马上就动手吧。”赫伯特说。 
“好，”水手说，“干吧，我们要好好地布置一下。我们又

累、又冷、又饿，因此必须找个住的地方，生一堆火，找点吃
的。森林里有柴，鸟窝里有蛋，只要找个安身的地方就行
了。” 

“很好，”赫伯特说，“我去找个山洞，我相信一定能找到
一个容纳得下我们的山洞。” 

“好，”潘克洛夫说，“去吧，孩子。” 
他们两个人走到海滩的庞大石壁底下，潮水离这里已

经很远了，他们没有往北走，而是向南。潘克洛夫在着陆时
注意到几百步以外的地方有一个狭窄的山口，他认为那可
能是一条河或小溪的出口。现在他们正需要在一条这样的
淡水河旁边安身；另一方面海流也可能把赛勒斯·史密斯
冲到这里的岸边来。 

前面已经说过，悬崖高达三百英尺，它从上到下没有一
个空洞，波涛难得冲到它下面，所以连一点能够容身的裂缝
都没有。悬崖是一片坚实而陡峭的花岗岩，连海水也没法
侵蚀它。无数的海鸥在悬崖顶上盘旋着，其中最多的是蹼
足鸟类，它们的尖嘴又扁又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休，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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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点也不害怕——也许这还是人类第一次侵犯它们的领
土。在这些鸟当中，潘克洛夫认得有一种就是人家通常称
做游禽类的大鸥，另外还有无数贪吃的小海鸥隐藏在花岗
岩峭壁的缝隙里。向它们开一枪，准能打死很多，首先自然
要有枪，但是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都无枪可放。再说，这些海
鸥的肉都是难以下咽的，连它们的蛋也都腥臭难闻，赫伯
特又向左走了几步，忽然碰到一堆覆盖着海藻的乱石，几小
时以后潮水就要把这里淹没了。在这些岩石上和又湿又滑
的海藻之间，到处是蛤蜊类，饿着肚子的人见了以后，是不
会轻易放过的。赫伯特喊了一声潘克洛夫，水手连忙跑过
来。 

“怎么！都是贻贝吗？”水手喊道，“这可以代替鸟蛋
了！” 

“不是贻贝，”赫伯特一面回答，一面仔细观察岩石上的
那些软体动物，“是茨蟹。” 

“好吃吗？”潘克洛夫问道。 
“好吃极了。” 
“那我们就吃些茨蟹吧。” 
水手很信任赫伯特，少年不但热爱博物学，而且精通这

门科学。他的父亲曾经鼓励他在这方面钻研，并且让他旁
听波士顿名教授讲课，那些教授都很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
少年。过去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博物学的用处，这一
次他也没有弄错。这些茨蟹有椭圆形的贝壳，它们成群地
紧粘在岩石上，一动也不动。它们属于穿孔类软体动物，能
在最坚硬的岩石中挖洞；它们的外壳两端浑圆，这是一般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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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所没有的特征。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饱餐了一顿在日光中半开着壳的茨

蟹。他们象吃蛤蜊似的吃着。茨蟹的味道很辣，不加任何
作料也非常可口。 

他们暂时总算吃饱了，然而吃了这些“自来香”的软体
动物之后，觉得更加口渴了，因此必须喝水。在这一带特别
崎岖的地方，看来是不会找不着淡水的。潘克洛夫和赫伯
特捡了许多茨蟹，装满了衣袋和手帕，就回到悬崖下面
去。 

他们走了二百步左右，到了潘克洛夫曾认为可能有河
水流出来的那个山口，只是究竟是不是淡水，那还不能肯
定。这里的石壁好象是由于剧烈的地震裂开的，石壁底下
是一股小溪，溪流的尽头形成一个相当尖锐的弯角。那段
水流宽达一百英尺，两岸不到二十英尺高。河水在花岗石
的夹壁间流得非常急。石壁俯临河口，然后，河身突然拐了
个弯，消失在半英里以外的矮树林中了。 

“这里有水，那里有我们需要的木柴！”潘克洛夫说，“赫
伯特，现在我们只少住的地方了。” 

河水是清澈的。水手相信河水在这时候——也就是海
水还没有随着涨潮倒灌进来的时候——是清甜适口的。这
个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以后，赫伯特就去找可以藏身的山洞
了，但是到处都是平滑陡峭的石壁，因此找来找去毫无效
果。 

但是，在河口比涨潮后的水面较高的地方，大地的剧烈
震动叠起了一大堆的岩石——不是普通的岩洞——这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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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岩石堆就是在花岗石产地常见的所谓“石窟”。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钻进岩石堆，沿着沙路走了很远；这

里光线并不很暗，因为有阳光可以从石缝照进来；有些石块
象奇迹似的保持着平衡。随着阳光，风也透了进来，形成一
般的过堂风；随着风，外面的寒气也进来了。但是，水手却
认为如果用沙石把一部分石缝堵住，“石窟”里是可以居住
的。它的平面图很象印刷体中的“＆”字，也就是拉丁文“和”
字的缩写。的确，只要把上面那个口堵住，不让强烈的西风
和南风吹进来，他们就可以利用它在下面安身了。 

“我们有活干啦，”潘克洛夫说，“要是我们能找到史密
斯先生的话，他一定会很好地利用这座迷宫的。” 

“我们准会找到他的，潘克洛夫，”赫伯特大声说，“等
他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在这里瞧见一所象样的住宅。
如果我们在左边通道里生火，再留个洞口出烟，那就行
了。” 

“那好办，孩子，”水手答道，“‘石窟’够我们用的了。我
们动手吧，可是首先要去弄些木柴来。我觉得可以用树枝来
堵塞这些石缝，要不然风吹进来就好象鬼叫似的。”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离开了“石窟”，转过拐角，爬上河的
左岸。这里水势非常湍急，一棵枯树顺流往下冲来。上涨
的潮水——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必然会有力地把它
推回很远。于是水手考虑到可以利用潮水的涨落来运送较
重的东西。 

走了一刻钟以后，水手和少年来到河流向左弯曲的拐
角处。在这里，河水流过一片美丽的森林。虽然已经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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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了，这些树木还保持着苍翠的颜色。这种松柏科的树木
布满了地球上的各个区域，从北方较冷的地区一直延伸到
热带。这位少年博物学家特别认得出那发散出一股清香的
是喜马拉雅杉，在这些美丽的杉树中间，还夹杂着枞树，它
们向四周伸展着浓密而宽阔的伞形树枝。当他们在深草丛
中走过的时候，枯枝在潘克洛夫的脚下发出鞭炮一样的响
声。 

“孩子，”他对赫伯特说，“虽然我不知道这些树的名字，
至少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柴树’，眼前我们最需要的就是
它。” 

“我们多弄点回去吧，”赫伯特一面回答，一面就动手收
集起来。 

收集木柴毫不费力，满地都是枯枝，他们甚至不必到树
上去折。虽然有了燃料，运输的办法却一时还想不出来。
木柴很干，燃烧起来一定很快；应该多搞点回去！据赫伯特
估计，两个人所能带走的还不够用。 

“孩子，”水手说，“一定得想个法子搬运木柴；不论干什
么都得有个办法。要是我们有一辆大车或是一只船，那就
好办了。” 

“但是我们有河。”赫伯特说。 
“对，”潘克洛夫说，“河就是我们的自动运输线，我们可

以做个木筏。” 
“不过，”赫伯特说，“现在我们这运输线的方向不对了，

正在涨潮呢！” 
“等到退潮的时候就行了，”水手答道，“那时候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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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着河流把燃料运到‘石窟’去。我们先把木筏做好
吧。” 

水手带领着赫伯特，直向河边走去。他们两个人各尽
自己的力量，把成捆的木柴搬去。在河畔草丛里他们又找
到大量的枯枝，这里大概从来也不曾有人来过。潘克洛夫
马上就开始造木筏了。堤岸的一部分突入河里，使水势减
弱，形成一个小港。水手和少年就在这里安排了几根很粗
的木头，用爬藤把它们绑在一起。这样就造成了一只木筏。
他们把捡来的木柴都堆在上面，真的，这些木柴二十个人也
搬不完。一个钟头以后，工作就完成了，木筏系在岸边，只
等退潮了。 

离退潮还有几个钟头，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商量好以后，
决定爬上高地去，看一看周围更远的景物。 

离河流的拐角整整二百英尺的地方，石壁的一端往下
倾斜，慢漫地伸展到森林的边缘，然后平伏下去了。这是一
座天然的梯子。赫伯特和水手往上走去，他们身强力壮，几
分钟的工夫就到达了山顶，然后走到俯临河口的地方。 

上山以后，他们首先看见的是他们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
曾经渡过的海洋。他们以激动的心情望着海岸的北部地
区。赛勒斯·史密斯就是在那里失踪的！他们希望能够看
到气球的一点残骸，史密斯很可能还攀在上面。可是什么
也没有，周围只是辽阔无边的海洋。海岸上同样是一个人
也没有。到处都没有通讯记者和纳布的踪迹。也许这时候
他们离得太远了，所以看不见。 

“我总觉得，”赫伯特大声说，“象史密斯那样能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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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会象平常人一样被淹死的。他一定是在什么地方上岸
了；你是不是也这样想，潘克洛夫？” 

水手闷声不响摇摇头。他似乎觉得再也不能见到赛勒
斯·史密斯了，但他不愿意使赫伯特灰心，因此说：“当然，
当然，就是在别人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工程师也是能够脱险
的。” 
在那一段时间中，他仔细地观察了海滨。下面是一片沙
滩，它向外伸展出去，直到河口的右边就被翻滚的浪花拦
住了，露出来的礁石象水陆两栖的怪物似的躺在波涛里。
礁石以外的大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南面的水平线被一个
突出的海角遮住了，看不见陆地是顺着那个方向伸展出去，
还是延向东南和西南，使海岸成为一个很长的半岛。在港
湾北部的尽头，海岸的轮廓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形成一个很
大的弧形。那里的海滨地势平坦，没有悬崖，只有退潮后露
出来的大片沙滩。潘克洛夫和赫伯特然后就回身向西走
去。他们首先注意到六七英里外那座顶端积雪的高山。从
离海岸两英里以内一直到山坡开始下斜的地方，生长着大
片的树木，还有许多常绿树点缀在里面，因此看上去一大片
苍翠的绿荫，并不觉得单调。从森林的边缘直到海边是一
片平原，上面东一堆西一堆地生长着树丛。左边的林间空
地上闪耀着小河的流水；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可以溯
流到山岭的支脉间去，河水似乎是从那里发源的。就在水
手停靠木筏的地方，它就开始从巍峨的花岗石壁之间流出
来；左壁固然峥嵘险峻，右壁却不同，它逐渐倾斜下去，整片
的石壁变成一块一块的岩石，岩石又变为石子，石子又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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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沙砾，一直延伸到海角的尽头。 
“我们是在一个岛上吗？”水手喃喃地说。 
“不管怎么样，这个岛似乎还够大的。”少年答道。 
“不管多大，岛终归还是个岛！”潘克洛夫说。 
但是这个重要的问题一时还不能得到解答。要解决这

问题就必须更全面地察看一下。不论是岛也好，是大陆也
好，这里的土地看起来是肥沃的，风景也很好，物产也很丰
富。 

“不错，”潘克洛夫说，“有这样的地方可算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 

“谢天谢地，”赫伯特说，他虔诚地对上苍表示万分的感
谢。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在他们落难的这片土地上观察了好
久；可是这样走马看花的看了一遍，也很难想象出他们未来
的命运如何。 

后来他们就沿着花岗石台地的南边山脊往回走了，台
地的边缘是一道奇形怪状、参差不齐的石块。石穴里栖息
着成千成百的飞鸟；赫伯特从石头上跳下来，惊起了大群的
飞禽。 

“啊！”他喊道，“这不是海鸥，也不是沙鸥！” 
“那么是什么呢？”潘克洛夫问道。“我想也许是鸽子！” 
“对了，不过这些是野鸽子，或者是山鸽子，它们的翅膀

上有两道黑纹，尾巴是白的，羽毛是青灰色的，所以我认得
出来，野鸽子肉本来就很好吃，它们的蛋想必更加好吃了，
我们去瞧瞧它们的窝里有多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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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些什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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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给它们时间孵蛋了，除非它们能够孵出荷包蛋
来！”潘克洛夫兴致勃勃地说。 

“现在你打算用什么东西来煎荷包蛋呢？”赫伯特说，
“用你的帽子吗？” 

“好哇！”水手回答说，“我可不会变这样的戏法。我们
只好将就些吃泡蛋罢，最硬的蛋给我来解决！”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在花岗石的空隙里仔细搜了一遍，
果然在一些洞穴里找到一些鸟蛋。他们捡了好几打，包在
水手的手帕里。快要到满潮的时候，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就
从山上下来，回头往河边走去。到达河边的时候已经是午
后一点钟。海潮已经回头了。现在他们必须利用低潮把木
材运送到河口去。潘克洛夫不愿意亲自在筏上掌握方向，
可也不能让木筏无人照管而随波逐流，虽然没有绳索和钢
缆，可是一个水手是不会因为这个而毫无办法的；潘克洛夫
很快就用干爬藤拧成一条几寻①长的绳子。他把这根藤索系
在木筏的后部，用手控制着另一端，赫伯特用一根长竿把
木筏撑开，使它漂浮在水流上。这件工作做得非常圆满，大
批的木柴随着水流漂去了。河岸很平坦，丝毫不用担心木
筏会在水中打旋。还不到下午两点钟，他们就来到河口，离
“石窟”只有几步远了。 

                                                        
① 一寻等于 1.6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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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布置“石窟”——取火——火柴盒——搜
索海岸——通讯记者和纳布回来——一根
火柴——一堆烈火——第一顿晚餐和海滨 

之夜 

潘克洛夫把木筏上的干柴卸下来以后，首先就忙着要
把那些灌风的窟窿堵上，使山洞能够住人。用沙土、石头、
弯枝、烂泥，封闭了面迎着南风的洞口。旁边留下了一道弯
曲的细缝，既能通烟，又能拔火。这个洞窟就这样分成了三
四间房（假如还配得上称房间的话），这里面光线黑暗，野兽
才满意哩。但是洞里却很干燥，中央的主要房间还可以站
直身子。他们在地上又铺了一层细沙。这一切布置妥当之
后，他们认为非常满意，因为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
方了。 

“也许我们的伙伴已经找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赫
伯特一面帮着潘克洛夫工作，一面说。 

“很可能，”水手说，“但是既然我们不知道，就必须照常
进行工作。备而不用总比要用没有强！” 

“啊！”赫伯特大声说，“要是他们能把史密斯先生找回
来，那多好啊！” 

“是的，一点也不错！”潘克洛夫说，“他活着的话，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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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了不起的人。” 
“活着！”赫伯特大声说，“你认为不可能再看见他了

吗？” 
“谁说的？”水手说。他们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潘克洛

夫表示非常满意。 
“现在，”他说，“现在我们的朋友回来。他们有一个很

好的地方安身了。” 
他们目前只差造个炉子生火做饭了。这事情非常容

易。他们在保留下来的细缝口下面铺了几块平板石。只要
烟不把热气带出去，就可以使里面保持适当的温度。他们
的木柴贮存在另一间里，水手在生火的地方摆了一些木柴
和树枝。水手正忙得起劲，突然赫伯特问他有没有火柴。 

“当然有啦，”潘克洛夫说，“我可以作为一个好消息告
诉你，因为要是没有火柴或火绒，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还是可以象土人那样擦木取火的，”赫伯特说。 
“好，你试试吧！孩子，除了能使你的胳膊活动活动之

外，看你能不能磨出火来。” 
“嘿，这太简单了，太平洋海岛上的土人常用这个办

法。” 
“这一点我承认，”潘克洛夫回答说，“不过我试过好几

次都弄不出火来，大概土人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要不然就是
用的木头不一样。我看还是火柴好用。哎呀，我的火柴上
哪儿去了？” 

潘克洛夫是个烟鬼，他平时总是把火柴盒放在坎肩口
袋里，他伸手去摸，没有摸到，摸遍了裤子口袋，哪儿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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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盒，他不禁吃了一惊。 
“糟糕！”他看着赫伯特说。“口袋里的火柴盒一定是丢

了！赫伯特，你总有火绒盒什么的能生火吧？” 
“不，我没有，潘克洛夫。” 
孩子跟着水手往外跑去，他们在沙滩上、石缝里和河岸

上仔细找。火柴盒是铜的，本来很容易看见，但是到处都找
遍了，还是找不到。 

“潘克洛夫，”赫伯特问道，“你没有从吊篮里把它扔出
去吗？” 

“我记得清清楚楚没有扔掉，”水手回答说，“不过这么
小的东西是很容易在忙乱中丢失的。真要丢的话，我宁可
丢烟斗！真糟糕！火柴盒哪儿去了？” 

“你瞧，现在退潮了，”赫伯特说，“到我们着陆的地方去
看看吧。” 

要想找到火柴盒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在涨潮的时候，沙
滩上的鹅卵石都被海浪冲过了，但是，试一下也好。赫伯特
和潘克洛夫急忙走到昨天着陆的地点，这里离山洞大约有
二百步。他们在砾石堆和岩缝里乱找，但是什么也没有找
到。假如丢在这个地方，那么它一定被海浪冲走了。退潮
以后，他们找遍了每一个缝隙，但还是白费力气。在他们当
时的情况下说来，这真是莫大的损失，而且这个损失还是没
法弥补的。潘克洛夫隐藏不住自己的不安，皱着眉头，急得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赫伯特只好安慰他说，即使找到火柴，
也一定被海水浸湿，不能使用了。 

“不，孩子，”水手说，“火柴是装在盖得严严的铜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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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有办法生火的！”赫伯特说。“史密斯先生和

史佩莱先生是不会没有火柴的。” 
“不错，”潘克洛夫答道，“可是远水不解近渴呀，他们回

来也吃不到好东西了。” 
“那么，”赫伯特很快地说，“你看他们会不会没有洋火

或火绒吗？” 
“我看不一定有，”水手摇着头回答说，“纳布和史密斯

都不抽烟，史佩莱是宁愿扔掉火柴盒也得留下他那个笔记
本的。” 

赫伯特没有回答。丢了火柴盒的确令人感到遗憾，但
是少年还是相信能用别的方法生出火来。潘克洛夫的经历
比较丰富，他从来也不自寻苦恼，但是他的想法却和少年不
一样。不管怎样，他们只好等纳布和通讯记者回来，只好放
弃煮蛋的计划。不论对他们自己或是对别人来说，生吞活
咽总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火肯定是弄不到了，水手和赫伯特就又捡了些蛤蜊，然
后默默地回“石窟”去。 

潘克洛夫两眼紧盯着地面，还在继续寻找他的火柴盒。
他甚至爬上河的左岸，从河口一直找到停靠木筏的河湾。
他又回到高地上去四下搜索，森林边缘的深草丛中也找遍
了，但还是没有。 

傍晚五点钟的时候，他和赫伯特回到“石窟”里。不用
说，他们把洞里最黑暗的角落都摸索遍了，这才死了心不再
去找。大约六点钟，太阳正在落山的时候，在海滨漫步的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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