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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前言

不断地探索未知世界，是我们人类的本能和基本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本能和精神的引
领，科幻小说自从诞生以来，一直都深受读者的青睐。本书《海底两万里》就是一部长盛不衰的科幻
小说经典。作者儒勒 ·凡尔纳（Jules Veme，1828—1905），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被誉为“科幻小说
之父”。他的作品既展现了科幻小说的无穷魅力，也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发展开拓了道路
。凡尔纳是一位勤奋、丰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80部共104卷科幻小说，其中以三部曲《海底两万里
》、《格兰特船长》和《神秘岛》最为著名。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尤其让今天的人们惊叹的地方，是其
超前的预见性。 虽然说小说都是虚构的，但他的科幻小说却是建立在准确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的基
础之上，因此常常能够对未来的科技发展做出惊人的预测。许多被凡尔纳写入小说的事物，在当时还
只是作家头脑中的虚无之物，但在今天却已成为或者正在成为事实。本书中的潜水艇鹦鹉螺号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 在《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亲自设计并制造的鹦鹉螺号潜水艇是最吸引读者眼球
的事物之一，这艘船有两层坚固无比的钢板船壳，能够自由升降于海中。艇内装饰豪华，设施齐全。
更重要的是，船上的一切能源全靠电，而生产电的原材料则是从海洋中提取的。这在今天看来或许不
足称道，然而在凡尔纳时代，人们尚不知道能在水下遨游的潜水艇为何物，对于电的理解和掌控也刚
刚起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凡尔纳凭借他那非凡的想象力，在《海底两万里》中成功地“发明”了鹦
鹉螺号潜水艇，其形象和性能堪与今天先进的潜水艇相媲美，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和远见。在《海底
两万里》发表25 年后，真实的潜水艇方才问世，其样式和基本功能与小说中的描写都大同小异。正因
为如此，法国的利奥台元帅直言：“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将凡尔纳的语言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已！” 与此
同时，本书中对于各种科学知识也是信手拈来，使读者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受益匪浅。 除了这种超前
的预见性，小说的艺术成就也是可圈可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尼摩船长形象的塑造。作为《海底两万里
》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尼摩船长是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神秘和浪漫气息的人物。凡尔纳在塑造这一角
色时，也时刻不忘制造这种神秘的氛围。早在尼摩船长现身之前，神出鬼没、行踪无定，为人们所纷
纷论道和企图追击的恶魔怪鲸就已经为小说酿就了浓厚的神秘气氛。及至尼摩船长在阿龙纳斯教授面
前不声不响地现身，接着又开出古怪的条件，并且多次提到“秘密”一词。读者的神经更是被牵得紧
紧的。 作为鹦鹉螺号的船长、设计师和制造者，尼摩船长有足够的资本夸耀他的才智、胆识和谋略。
单看他向阿龙纳斯教授介绍鹦鹉螺号时提供的一连串精确数字以及与此相关的船体设计信息，就足以
让人佩服不已。而在旅程的每一次事件中尼摩船长所表现出的自信和镇定，更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作为海底世界的自由公民，尼摩船长一点儿也不掩饰他对海洋的赞美与热爱。就理解海洋这一
点来说，这位船长显然不亚于任何一名优秀的海洋研究专家。不同之处在于尼摩船长对海洋的钟爱在
很大程度上来自对陆上世界的憎恨。但并不能凭这一点来认定尼摩船长是一个反人类主义者。故事中
的好几处细节为我们提供了尼摩船长性格的另一些信息。比如在采珠场，他勇敢出手，救下险些葬身
鱼腹的采珠人；他把从海底打捞起来的财富赠给陆地上的穷苦大众；等等。这些都增添了尼摩船长这
一角色内涵的多面性与丰富性。邪恶和善良、残暴和正义在他身上发生着奇特的组合，而直到故事末
尾也未能揭开的身世和身份之谜更是进一步增添了这一角色的神秘性。相信看完这部小说，读者的心
情肯定是复杂的。 参与发明潜水艇的美国科学家西蒙·莱克在自传中说：“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
业的总指导。”希望这篇小说，能激励青少年读者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为人类的未来贡献自己的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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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内容概要

儒勒·凡尔纳所著的《海底两万里》内容简介：神秘“海怪”频频袭击各国海轮。阿龙纳斯教授等人
在追捕“海怪”时落水，进入“海怪”之巾。“海怪”究竟是什么？他们能求得生存吗？尼摩船长的
出现给出了答案。他带着教授等人开始了海底探险之旅，一起穿越美丽的海底森林和珊瑚王国，探访
海底废墟和煤矿，打捞沉船宝藏，还问凶猛的抹香鲸、恐怖的大章鱼展开了搏斗。而在此过程中，尼
摩船长身上神秘、危险的气息也越来越浓⋯⋯
    《海底两万里》中险象环生的海底旅行，终点究竟在哪里？教授等人还能否重返陆地，获得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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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作者简介

作者:(法)凡尔纳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
。早年曾赴巴黎学习法律，写过短篇小说和剧本。1863年出版了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星期五》
，获得巨大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一生共出版六十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是其代表作。他的作品构思精巧，情节曲折，生动幽默，具有非凡的想
象力，蕴含丰富的科学知识，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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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书籍目录

前言上篇 第一章 飞逝的巨礁第二章 赞成或反对第三章 听从先生的吩咐第四章 尼德·兰第五章 冒险行
动第六章 全速前进第七章 种类不明的鲸鱼第八章 动中之动第九章 尼德·兰的愤怒第十章 海中人第十
一章 鹦鹉螺号第十二章 一切全靠电第十三章 一些数字第十四章 黑潮第十五章 一封邀请信第十六章 漫
步海底平原第十七章 海底森林第十八章 太平洋下四千里第十九章 万尼科罗群岛第二十章 托列斯海峡
第二十一章 陆地上的几天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的雷电第二十三章 强迫睡眠第二十四章 珊瑚王国下篇
第一章 印度洋第二章 尼摩船长的新主张第三章 一颗价值千万的珍珠 第四章 红海第五章 阿拉伯隧道第
六章 希腊群岛第七章 地中海内48小时第八章 维哥湾第九章 沉没的陆地第十章 海底煤矿第十一章 萨尔
加斯海第十二章 抹香鲸和长须鲸第十三章 浮冰群第十四章 南极第十五章 意外还是事故第十六章 缺氧
第十七章 从合恩角到亚马孙河口第十八章 章鱼第十九章 海湾暖流第二十章 北纬四十七度二十四分，
西经十七度二十八分第二十一章 大屠杀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的最后几句话第二十三章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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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飞逝的巨礁    1866年，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这一年，发生了一起离奇古怪的事。谁都忘
记不了这起尚未得到合理解释的离奇事件。海员们的心情尤其激动，更不用提那些被传闻搅得心慌意
乱的港口居民。欧洲和美洲的大客商、船主、船长、各种船只的舵手、世界各国的海军官员，以及上
述两洲的各国政府都极为关注这一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以前，有不少船只在海上碰见
了一个“超级大物”：长长的，呈梭状，有时闪着磷光。它比鲸鱼大很多，行动也比鲸鱼快很多。    
各种航海日志记载了与它出现有关的事实，如这个物体或生物的形状，它前进时令人吃惊的速度及其
运动时所显示的奇异能量。它那种像是天生的活力，与鲸鱼相当吻合。但如果这是一种鲸类动物，它
的体积却大大超过了该学科曾经归类过的鲸鱼。    将多次观测的结果加以折中——排除那些不肯定的
估计，即认为这个物体有二百英尺长，同时排除那些夸张的看法，即认为它有一海里宽、三海里长—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若这个与众不同的生物确实存在，它的体积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鱼类学家们所
认定的各个体积。    然而，这东西确实存在，再也不能否定它存在的事实了，再也不可否认了。    因
为，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_布纳西航运公司的希金申总督号，在澳洲东海岸五海里处，曾经碰
到过这个巨大的浮游动物。开始，巴克船长还以为是一座尚未被人认识的巨礁；当他正准备测定它的
准确方位时，只见两道一百五十英尺高的水柱从这个怪物身上喷射出来，呼啸着冲上天空。    同年7
月23日，在太平洋洋面上，西印度太平洋航运公司的克利斯特巴尔·科仑号也碰到了同样的事。这个
奇怪的鲸鱼类动物能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地方游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行动敏捷，因为希金申总督号和
克利斯特巴尔·科仑号仅仅相隔三天，分别在相距七百海里的两个不同地点见过它。    十五天之后，
在距上述两地两千海里处，国立轮船公司的海尔韦迪亚号和皇家邮轮公司的珊农号在位于美国和欧洲
之间的大西洋洋面上迎面对驶时，在格林尼治子午线北纬四十二度十五分、西经六十度三十五分的地
方同时看见了这个怪物。    这类报道接二连三地传来。在民族性格豪放的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把此事
当成笑话，但那些严肃务实的国家，如英、美、德等国家，则对此事极为关注。    在各大主要城市，
这个怪物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在咖啡馆里赞叹它，在报刊上讥讽它，在舞台上表演它。报纸正好有了
机会制造各种轶闻奇事。    轻信和怀疑的两派人展开了无休止的论战，“怪物问题”使得人们情绪激
动，战事持续了六个月。    1 867年初的几个月里，这个问题显然已被人忘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人
们又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已不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而是一桩必须加以避免的严重的
现实危险。这怪物已变成了小岛、山岩、巨礁，而且是飞逝的、行动诡秘的、逮不住的。    1867年3
月5日，蒙特利尔海运公司的摩拉维安号在夜间航行时，右舷后半部分撞到了一座礁石。当时，摩拉
维安号凭借风力及其自身四百马力的推动，船速达到每小时十三节，要不是船体特别坚固，这艘船被
撞后，会同船上从加拿大起程的二百三十七名乘客一起沉人海底。    事故发生在清晨五点左右。出事
时，值班的高级船员们迅即跑向船的后部。他们看见相距六百米处，有一个波涛翻滚的巨大旋涡，海
面似乎受到猛烈的冲击。出事地点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摩拉维安号没有明显的受损，继续航行，直
到进船坞检查船底的时候，才发现它的部分龙骨已经破裂。    英国卡纳德海运公司的杰出管理水平举
世闻名，二十六年来，公司的船只曾经两千次横渡大西洋，从来没有取消过一次航行，发生过一次延
误，丢失过一封信件，损失过一人_船。因此，对这家公司最豪华的客轮之一——斯哥蒂亚号出事所
引起的巨大轰动，谁都不会觉得奇隆。    1867年4月13日，海上风平浪静，是适于航行的天气。斯哥蒂
亚号正在西经十五度十二分、北纬四十五度三十七分的海面上行驶。在其一千马力发动机的牵引下，
它的时速为十三点四三节，船的轮机运转正常。此时，船的吃水深度为六点七米，排水量是六千六百
二十四吨。    下午四点十七分，乘客们正在大厅里一起用餐时，感觉到斯哥蒂亚号船的后部，靠左舷
轮机处发生了一次轻微的碰撞。    这次碰撞感觉非常轻微，如果不是货舱监管员跑到申板上叫喊：“
我们的船要沉了！我们的船要沉了！”恐怕船上没有人会对这次碰撞感到不安。    开始，乘客们非常
惊恐，但安德森船长很快稳住了他们。    安德森船长迅速跑到底舱，发现海水已经侵入第五船舱，而
且入侵的速度相当快，这说明漏洞很大。非常幸运的是这间船舱里没有蒸汽锅炉，否则，炉火就会突
然熄灭。    斯哥蒂亚号不得不在一半被淹的状态下继续航行，延误了三天后才驶进公司的船坞。这次
延误使得整个利物浦人心惶惶。    斯哥蒂亚号被架起来，工程师对它进行了检查。他们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船体吃水线两米半的地方显现出一个规则的等边三角形裂口，铁皮上的裂痕整齐划一，就连
打洞钳也不能打得如此精确。这个穿孔机械肯定不是普通钢材制作的，因为它以一种奇特的力量往前
冲撞，刺穿四厘米厚的铁皮之后，还能不可思议地倒退、逃离。    公众的情绪又重新激昂起来，从此

Page 6



《海底两万里》

以后，以前那些没法查明的海难事件现在全都归在这个怪物头上，这个离奇的动物承担了沉船事故的
所有责任。沉船数目巨大，根据劳埃德报告记载，每年因为下落不明而定为失踪船只的数量至少有二
百艘！    由于这个怪物的存在，各大洲之间的航行变得越来越危险，大家毫不犹豫地纷纷表态，坚决
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条令人生畏的鲸怪消灭掉。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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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编辑推荐

儒勒·凡尔纳所著的《海底两万里》讲述法国博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参与追捕名噪一时的海中“怪物
”，不幸却被“怪物”俘获，由此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海底之旅⋯⋯全书情节曲折，悬念迭出，想象丰
富，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所展现的海底世界的神奇和美丽令人大开眼界，同时又能让人从中了解有关
海洋生物、气象、地理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一部伟大的科幻文学作品！ 小说悬念迭出，高潮频起，
趣味盎然，在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精彩的海底景观描写中，蕴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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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