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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机器》

前言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科幻作家、新闻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家
，与另两位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和阿诺德·贝内特并称为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三杰。他的科幻
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创造了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反乌托邦”等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
主流话题，因此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英国的儒勒·凡尔纳。    
在威尔斯的时代，人们同时受到现代文明的鼓舞和战争的威胁，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几乎每一个人都
在思考人类应有的现在和未来。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尔斯除了作家的身份外，还是政治
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未来预言家和历史学家。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强
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认为“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教育方式，可以逐步
改革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因为关于性自由的主张和与萧伯纳等人对领导权的争夺而震惊了费边
社的知识分子们，这些经历被他写入了《安·维罗尼卡》和《新马基雅弗利》。他曾在1920年和1934
年两度访问苏联，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接见——据说列宁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一
著名的论断就是在接受威尔斯采访时提出的，在《黑暗中的俄罗斯》(这个书名说明了十月革命后的苏
联给他留下的印象)一书中威尔斯用充满怀疑的语气描述列宁所谈论的这个话题当时给他的感受：“我
听的时候几乎认为这是可能的。”威尔斯也曾访问美国，与罗斯福总统晤谈——显然他想从当时两个
最为不同的国家中去探寻他所认为的理想化的人类社会模式。目前我们所知最早被译成中文的威尔斯
的作品不是科幻小说，而是1921年他采访华盛顿会议后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长篇报道，译者是周恩
来。    在53年的创作生涯中，威尔斯先后写下了超过110部作品，平均每年两部，其中包括50部长篇小
说，这使他成为现代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等各个
领域，既有科幻小说，也有纯学术作品和严肃小说以及大量报刊文章，而这些作品的影响也和它们所
涉及的内容一样广泛。    1866年9月21日，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小城布朗姆利(
现在位于伦敦西郊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市民家庭。他家境贫寒，父亲约瑟夫曾当过职业棒球手，后来经
营一家五金店铺；母亲尼尔早年当过佣人，后来为一个乡绅当管家，这使得威尔斯童年的许多时光在
这户人家位于地下室的厨房里度过。威尔斯在回顾这段生活时说，当他从地下室狭小的气窗望出去时
，他所看到的是各色各样的鞋子与靴子，仿佛世界就是由那些代表各种社会身份的鞋子和靴子组成的
。    14岁时，由于父亲破产，威尔斯不得不辍学自谋生路。他先后当过布店学徒、信差、小学教师、
药剂师助手以及文法学校的助教。他对学徒之类的生活难以忍受，他的雇主们对他可能也有类似的感
受，所以他的这些职业生涯都很短暂。1884年他得到每星期一个基尼的助学金，进入英国皇家科学院
的前身南肯辛顿理科9币范学校学习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生物学。他的生物学老师是达
尔文学说的支持者、著名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这位老师的进化论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威尔斯后来的
写作。1890年威尔斯以动物学的优异成绩获得了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的一
段时间他在伦敦大学函授学院教授生物学。    1891年威尔斯开始为一些报刊撰写文章，偶尔也从事新
闻写作。1893年因病休养期间他开始写作短篇小说、散文和评论，同时也开始了科普创作。1895年出
版的《时间机器》使威尔斯作为“可以看到未来的人”而一举成名，这部中篇小说的末章还被伊顿公
学等贵族学校列为必读篇目，以使本国精英能够充分吸收威尔斯至高无上的语言精华。此后，《莫罗
博士的岛》、《隐身人》、《星球大战》、《登月第一人》等陆续发表，这些“科学传奇”，即现在
所称的科学幻想小说，构成了威尔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辉煌的第一阶段。在20世纪初期，
威尔斯的作品主要属于社会讽刺小说一类。此后他转向政论性小说创作，撰写了《基普斯》、《波利
先生的故事》、《勃列林先生看穿了他》、《恩惠》、《预测》、《世界史纲》等大量关注现实、思
考未来的作品，其中1908年的《托诺·邦盖》可以说是他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杰作之一。威尔斯这一
时期的不少作品被称为“阐述思想的小说”，实际上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整体上被认为缺
乏艺术特色。他后期的作品更多地关注灵魂、宗教、道德等方面，说明这位赫胥黎的得意门生也曾遭
遇过某种精神上的危机。    和威尔斯的创作生涯同样辉煌的是他的情史。他的情人中包括女作家丽贝
卡·韦斯特和曾做过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情人的莫拉·包伯格。在总结自己的情史时威尔斯说“虽然
我曾深深爱恋一些人，但我从来不是一个好情人”，然而他却是一个好作家，他的恋人们的影子常常
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这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例证——虽然威尔斯以科幻小说而闻名，但他的作品从来
都和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1938年，奥逊·维尔斯根据《星球大战》的情节在电台做了一期广播节目
，结果引起了一场民众大恐慌。这一后果大大出乎维尔斯本人的预料，他不得不保证以后再也不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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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机器》

似的事，以免引起新的恐慌。    评论界将威尔斯与儒勒·凡尔纳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科幻小说两大
流派的鼻祖。但威尔斯自己并不同意别人称他为“第二个凡尔纳”。他说：“我与法国那位未来的预
言家之间并没有任何非要扯到一块的东西。他的作品里所写的往往是那些完全可以实现的发现和发明
，并且有些地方已经高明地预见了它们的可行性。他的小说将唤起一种实践的兴趣⋯⋯而我的故事所
指的绝不是实现科学假设的可行性，这完全是另一种幻想的体验。”他认为自己的“科学传奇”是想
象的产物，其目的不在于预见科学发展的可能性。凡尔纳赞扬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发现与发明，用瑰
丽的色彩描绘了科学发明的巨大威力与贡献；威尔斯则在肯定科学技术发明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关心
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也是一种“哲理小说”，他的作品
总是通过幻想中的社会来影射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整体上充满了对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关照。这切中
了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科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以及“人类要追求的是怎样的未来？”这
种严肃的思想主题使得科幻小说真正成为一种可以“登堂入室”的文学形式，而非止于追求冒险猎奇
的低俗读物——尽管在形式上难以区别。因此，也有评论家将1895年(《时间机器》的出版年份)认定
为“科幻小说诞生元年”。    威尔斯被认为是未来预言家和社会活动家，但现在看来他主要还是有创
造性的艺术家。他曾幻想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而达到人类大同的境界，并为此奔波呼吁，当然
徒劳无功。他曾认为社会的领导权应该转移到科学家和技术家手里，但这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当然也无
法实现。威尔斯后期的作品被认为对未来保持着勉强的乐观态度，但这与他世界观中根本性的悲观主
义是矛盾的。作为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关注着科学发展与人性社会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人性的
进步，科学的发展只能是人类的灾难。在用他卓越的作品表现科学进步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同时，他也
卓有成效地提醒人类这种进步所带来的危险。在不列颠之战。中，在那些被他大声谴责过的纳粹的最
先进的飞机扔下的最有破坏力的炸弹的爆炸声中，威尔斯坚持不离开几乎已是一片瓦砾的伦敦。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威尔斯在离80岁只有两个月时离开了人世。而在这场世界大战开始的
那一年，他曾为自己写下一句短小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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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间机器》是作者乔治·威尔斯在1895年发表的一部作品，也是威尔斯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有评论
家将这本书的出版认定为“科幻小说诞生元年”。《时间机器》描述一位科学家通过时间旅行机器来
到公元802701年，这时的地球到处是宫殿式建筑。人类进化为两类，一类叫埃洛伊人，是生活在地面
上的人。他们体态娇小柔弱，衣着华丽，不思劳动，过度追求安逸的生活。智力、体能都发生了退化
。另一类叫莫洛克人，是生活在地下的人类。他们外形像白色的猴子，眼睛灰红色，头发浅黄；习惯
于黑暗，怕光怕火，只能在夜间才到地面上活动。他们在地下的机器旁为埃洛伊人生产各种物品，但
是他们自己的食品却是埃洛伊人。来到未来的科学家好奇地闯入了莫洛克人的地下世界，结果被莫洛
克人追赶，最后历经艰险终于逃离险境，回到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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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乔治·威尔斯（H.G.Wells） 译者：李阳梅 张小平 范锐  乔治·威尔斯（1866～1946）
，又译作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1895年出版《时间
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了《莫罗博士的岛》、《隐身人》、《星球大战》、《登月第一人》等
多部科幻小说。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曾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会晤过罗斯福和斯大林，
撰写了《基普斯》、《世界史纲》等大量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作品。威尔斯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作
品，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是现代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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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尾声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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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时间旅行者（这样称呼他较为方便）正在给我们讲解一个深奥难懂的问题。他灰色的眼睛
炯炯有神，不时一眨一眨的。平日里总是苍白的脸庞此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壁炉里炉火熊熊，白
炽灯从银制百合花状的灯盘里漾出柔和的光晕，映在我们玻璃杯中不时泛起又破灭的气泡上。我们坐
的椅子，是他匠心独运的作品。与其说我们坐在椅子上，倒不如说是陷在椅子里，感觉十分舒适。我
们沉浸在晚餐后惬意的氛围中，任凭思绪纷飞，自由徜徉。他一边用修长的食指比画着要点，一边向
我们讲述这个深奥的问题。我们懒散地坐着，对他在这个新谬论上（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表现出的热
忱和丰富的想象力，着实有几分钦佩。 “大家仔细听我说。我不得不反驳人们几乎深信不疑的一两个
观点。比如，你们在学校里学的几何学就是建立在错误概念之上的。”时间旅行者说。 “让我们从这
儿听起，你也未免把话题扯得太远了吧？”菲尔比说。他长着一头红发，喜欢与人争辩。 “我绝不是
要你们相信什么不经之谈。很快，你们就会相信我需要你们相信的内容。你们当然知道，数学上所谓
的一条高度为零的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学校学过吧？数学上所说的厚度为零的平面，在现实中
也是没有的，这些纯粹是抽象的东西。”时间旅行者解释道。 “说得没错。”心理学家说，“仅有长
、宽、高的立方体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 “这一点我反对，”菲尔比说，“固体当然可以存在，包
括一切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也是多数人的想法。不过等一下，一个瞬间即逝的立方体能够存在
吗？”时间旅行者问道。 “没听明白你的意思。”菲尔比说。 “一个存在时间为零的立方体能真正
存在吗？”时间旅行者反问道。菲尔比陷入了沉思。“很明显，”时间旅行者接着说，“任何实物都
处于四维空间中：它一定有三维坐标（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但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缺陷——
这点我稍后再作说明——我们往往容易忽视这一事实。世界实际上是四维的，其中三维是被我们称为
空间的三个平面，而第四维就是时间。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在前三者和后者之间划一个子虚乌有的
界限，因为在我们的一生中，自始至终，意识都是沿着时间维度做间歇性的运动。”“这？”一个年
轻人嘟哝着，哆哆嗦嗦地把他的雪茄重新凑到灯火上点着了，“这⋯⋯的确很明显。” “唉，人们大
都忽视了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时间旅行者继续说道，他的兴致更浓了，“实际上，这就是第四
维的内涵，虽然有些人谈论第四维时并不知道他们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只是看待时间的另一种方
式。除了我们的意识是沿着时间向前运动的之外，时间和空间三维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有些笨蛋把这
个观点的意思搞颠倒了。你们领教过他们有关第四维的高见吗？” “我——没领教过。”地方长官说
。 “简单说来，是这样的。按照数学家的理念，空间有三维，可以分别称其为长度、宽度和高度，而
且始终可以通过彼此垂直的三个平面把它们表示出来。但是，有些人总是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问为
什么偏偏只有三维——为什么不会有另一维来同其他三维相垂直呢——他们甚至试图建立一种四维几
何学。大约在一个月之前，西蒙·纽科姆教授还向纽约数学协会阐述过这个问题呢。大家都知道，我
们可以在只有两维的平面上描绘一个三维的立体效果图。同样，依此类推，他们认为只要能掌握物体
的透视画法，就能通过三维模型来表现四维的东西。明白了吧？”时间旅行者说。 “我想是这样的。
”地方长官嘀咕着。他眉头紧锁，陷入沉思，双唇翕动，好像在重复着什么神秘的咒语。过了一会儿
，他的脸上忽然露出了喜色，说道：“是的，我想现在我明白了。”“嗯，不妨告诉大家，我研究四
维几何学已经有些时日了。我的部分研究成果颇为奇妙。例如，一个人不同年龄时的肖像，八岁时的
，还有十五岁时的，十七岁时的，二十三岁时的，等等。这些显然都是固定不变的片段，在某种程度
上，是用三维表现出来的四维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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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翻开《时间机器》的书页，时光就在手指间悄然翻转流逝。我们追随着时间旅行者的讲述，展开穿越
时空的盛大思考。我们的想象力从而得以无拘无束地奔放翱翔，在无限的时空中自由徜徉。在威尔斯
的笔下，时间逝如流水，世界以惊人的速度变化，时间旅程展现出一幅幅奇丽而又壮观的景象。一幕
幕沧海桑田、物换星移，让我们感受到人类在时间面前是多么的无助和渺小。那些匆匆滑过的流年，
那些刹那芳华的岁月，一切的一切，不过是滚滚红尘中转瞬即逝的弹指一刻。    浮生，流年，未来是
仙境还是尘世？为寻求遥不可知的未来的真相，时间旅行者一次又一次地踏上漫漫的时间之旅，在陌
生的时空里穿行。尽管朋友都不理解也不相信时间旅行的真实存在，他依然坚持前行。他孤独而又义
无反顾的身影，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真的勇士”。所幸在遥远的未来，还有纯洁而善解人意的薇
娜陪伴着他。尽管伊人已然芳踪渺渺，但她所象征的人世间的温情与爱意依然温暖着我们，像汪洋苦
海中指航的明灯，鼓励我们不失掉对于未来的希望：无论纷繁的世界多么残酷，无论人类的未来多么
难测，黑暗的背面一定有光，人间爱意始终盛然开放。薇娜是希望，时间旅行者最终再次踏上旅程是
希望，希尔叶的等待也是希望，因为有着这样明朗的希望，时间旅行的传说才如此美丽，令人心驰神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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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间机器》写到，浮生，流年，未来是仙境还是尘世；穿越，前行，时空有黑暗亦有希望。评论家
将《时间机器》的出版认定为“科幻小说诞生元年”，因其科幻小说视野的超前性，他被誉为“科幻
界的莎士比亚”，英国大文豪萧伯纳说：“整个世纪只有两个人改变了欧洲，一个是威尔斯，一个是
我。” 他就是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威尔斯。《时间机器》是作者在1895
年发表的一部作品，也是威尔斯的第一部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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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会讲故事的科幻大师！
2、1888年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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