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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初版于1957年的这本书第一次向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就像爬在皮球上的一只蚂蚁
，当我第一次读到它，以为是一部翻译作品，因为它的生动和激情是我从未在中国的科学文艺中见到
过的。
无疑，它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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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文光1929年4月9日出生于越南海防华侨之家，早年曾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他喜闻新中国诞生的消息
后，以赤子之心，满腔热情投入祖国怀抱。

　　1951年以来，郑文光先后担任中国科协科普局《科学大众》编辑，《文艺报》和《新 
观察》记者，文革期间，曾在鞍山市文联工作。
1976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文史学研究。

　　作为天文史学家，郑文光出版了《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1974)、《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
》(1975，与席泽宗合著)、《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等三部学术专著，其中《中国天文学源流》荣
获1980年中国科学院科研成就奖。
他还参加了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天文史工程的编辑工作。

　　1954年，郑文光发表了《从地球到火星》。
50年代出版科幻小说集《太阳探险记》(1955)、《飞出地球去》(1957)、科普译文集《宇宙》(1958)。
他的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荣获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国际奖项
的中国科幻作品。
他撰写的《火刑》(1975)被选入全日制中学课本语文教材。

　　进入新时期以来，郑文光以极高的创作的热情，辛勤笔耕，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科幻作品。
先后出版了《飞向人马座》(1978)、《大洋深处》(1980)、《神翼》(1982)和《战神的后裔》(1983)等四
部长篇小说和《命运夜总会》(1982)、《地球镜像》(1980)等多部中篇科幻小说。
其中，《飞向人马座》荣获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获；《神翼》荣获1980——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少
年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1990年颁发的全国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银质奖(此届金奖空缺)。
他的4卷本小说全集于1993年由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除了科幻小说创作之外，他还写了科学游记、动物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小说多篇，深受读者喜爱。
他的动物小说《猴王乌呼噜》1982年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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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逐渐认识了他所在的世界　　人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圆球上　　当我只有一张桌子
那么高的时候，有一次，人家送给我一个橡皮球。
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橡皮球，有鲜蓝色的和红色的道道儿，拍起来蹦得挺高挺高的。
　　我捉了一头蚂蚁放在橡皮球上面。
　　这位匆匆忙忙的旅客不得不开始它的无休无歇的奔波。
我巧妙地转动着橡皮球，使得蚂蚁怎样也不能爬到我的手上去。
这头可怜的小动物竭力想找到它所熟悉的地板、墙根、墙洞。
可是，任凭它怎么闯，到处都只是光滑的、涂着鲜蓝色和红色的橡皮。
　　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
顽强的蚂蚁始终未能离开橡皮球一步。
有时候，它走着走着，突然折回头来，向我的手指头冲过去。
但是我很敏捷地把手指头缩了回来。
它这样爬来爬去，一直到妈妈喊我去吃晚饭，我不得不停止这个恶作剧的时候。
　　我常常想，在橡皮球上老也找不到边儿的小蚂蚁，它是否知道自己正在一个圆球上作徒然消耗体
力的奔波呢？
　　到现在我还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我确确实实知道，人也像这头蚂蚁一样，无休无止地奔走在一个圆球上。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并不晓得他生活在一个圆球上，他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找到大地的边缘哩。
　　这张图画的就是找寻大地边缘的勇士。
这是从一本很古老很古老的书上描下来的。
这本书上讲：大地好像婴儿的温暖的摇篮；而天空，却是缀着各种颜色的宝石星星的帐子。
　　你千万别以为这只是讲故事。
不，我们的祖先的确是这么想的。
　　历史记载可以作为证明。
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人，把地球想象作一个圆圆隆起好像龟背一样的东西，在它下面
，是淙淙的流水。
地面的江河、湖泊、海洋的水都流到地下面去，再在那儿通向罩子一样罩在地面的天穹。
当“天罩”的窗子打开的时候，天上的水倾泻下来，地面的人于是觉得大雨淋头了。
太阳和月亮每天从东方升起来，沿着“天罩”走着，向西方落下去，进入一个洞。
洞下面是一根长长的管子，太阳和月亮就在管子里面走回东方去。
　　噢，是谁把世界安排得这样符合人的意愿的呢？
巴比伦人回答说，是神。
神们都居住在高高的天穹里的云上。
　　差不多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类似的说法。
　　在我国古代的传说中，说天像一个帐幕一样，靠几根柱子支撑在大地上。
有一次，有一个叫共工的和一个叫颛顼的开仗。
共工打败了，一气之下，一头向支撑着天空的不周山撞去，把不周山撞折了。
于是半边天坍塌下来，大地的一角也裂开了，地面布满了一道道黑黝黝的洼坑。
山林里烧起了熊熊的烈火，洪水从地下喷出来，波浪滔天，大地变成一片泽国。
于是有一个善良的女神女娲，就烧炼许多五色的石子，来补修破裂了的天穹；杀掉一头乌龟，砍下它
的四条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把天空结结实实地撑起来；又把芦草烧成灰，用来堵塞滔滔的洪水；
熊熊的火焰也被她扑灭了。
据说，经过这一番灾变以后，西北方的天空就有点倾斜，太阳、月亮和星星都往那儿跑；东南方的大
地却留下一个深坑，大川小河的水就汇流到东南方去，成为浩瀚的海洋。
　　瞧，我们的祖先简直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是生活在一个骨碌碌地在太空中滚动的圆球上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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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抬起头，头顶上是深邃的、神秘的天空。
晴天，太阳的光芒慈爱地抚拂着大地；阴天，像棉絮一样的云层遮断了人的目光；月夜，银色的土地
使人感到魅惑；星夜，一闪一闪的亮点点又多么叫人神往啊。
天空里有些什么呢？
有腾云驾雾的龙？
有白发拖到胸前的寿星君？
有凶狠的雷公和风伯？
或者，还有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能不能够离开地面，离开光怪陆离的“尘世”，上梦一样的神仙的国度里去呢？
　　神话反映了人的愿望　　在我们的神话中，大概再也没有比“嫦娥奔月”那样为人熟悉的了。
　　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天上不是1个太阳，而是10个太阳同时照耀着大地。
想想看，10个太阳！
教它们把大地简直都烤焦啦。
河流、湖沼、水池、海洋全都给烤干了，田地碎裂得像面粉一样，庄稼都死了，地上连草也不长一根
。
森林冒起了大火，各种奇奇怪怪的禽兽，都跑出来残害人民。
　　热爱人民的勇士后羿“下凡”来为民除害了。
　　银色的箭袋挂在鲜丽的战袍上，红色的弓满满张起，一箭、两箭⋯⋯后羿把天上9个太阳都射了
下来。
登时，地面的草又欣欣生长，池塘、河湖的水涨起来了。
各种禽兽也给后羿一个个收拾掉。
　　唉，英雄的后羿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情，却惹得天上的神仙皇帝大怒，永远革除他的神仙籍
。
这也难怪，被他射杀的9个太阳原来就是神仙皇帝的儿子哩。
　　从此勇士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就流落在人间。
天是辽阔的，可是没有他的去处。
人民怀着感戴的心情传诵着他的英雄事迹；可是他却只能寂寞地生活在地面上，寂寞地在地面上流浪
⋯⋯　　后羿越过了连羽毛都漂浮不起的弱水，跨过燃烧着永世不熄的烈火的大山，攀登上昆仑山之
顶，访问了西王母。
西王母赐给他长生不老的神药，吃了这种药，就可以白日飞升，回到天国去。
　　后羿把药带回来以后却没有藏好，被他的妻子嫦娥偷去吃了。
　　这个怀念着天国、不愿再做凡人的嫦娥就永别了她的丈夫，永别了人民为他们开辟的田园，永别
了喧闹的大地，冉冉向天空飞去。
天是深沉的蓝色的一片，一轮明月仿佛在向她微笑。
她打定了主意：不再回到天国了，到月亮去吧。
　　在月亮上，空空的广寒宫在等着她。
这是一座美丽的宫殿，水晶的柱子在阳光下发出虹一样的彩色。
可是月亮上是寂寞的世界，只有一个名叫吴刚的人在手不停挥地斫伐永远也斫不倒的桂树，还有一只
蟾蜍和一头小白兔。
孤独和悲哀从此紧紧攫住了美丽的嫦娥的内心。
后悔已经太晚了。
　　“姮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这是后代诗人对她的怜悯和嘲讽。
　　虽然如此，也有赞美和羡慕她的人。
因为她到底实现了离开人世、飞到远远的世界去的理想。
　　“嫦娥奔月”这神话在我国广泛流传，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人要飞出地球去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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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意像一头蚂蚁一样，匍匐在地面上，他要到天上去，探索深不可测的、陌生的世界。
　　古代人的这一愿望，在希腊神话里也有很美丽的反映：　　说是有一个不畏困难、力图飞向太阳
去的少年伊卡尔，他给自己装上一副蜡做的翅膀，高高地飞向天上。
大地在他脚下慢慢变小了。
他已经飞得那么高，云块都在他底下掠过。
可是太阳却越来越炽烈，蜡做的翅膀一点点熔化了。
于是，勇敢的伊卡尔从高空中摔下来，在爱琴海里淹死了。
　　殉道者伊卡尔是为了飞到太阳去的理想牺牲的。
　　当然，今天我们重读这些神话的时候，感到多么可笑啊！
不要说蜡做的翅膀，就算长着矫健的羽翼的苍鹰吧，难道能飞到太阳上去吗？
　　然而，这也同样反映了人想离开地面的愿望。
　　此外，伊卡尔的灭亡也反映了当时人的无力越出地球表面的悲哀。
　　大地毕竟不是一个平面　　人越来越感到他并不是生活在一片平平的大地上。
　　古代希腊人是善于航海的民族，他们曾经把船只开到离陆地很远很远的海洋上。
四围是茫无涯际的海水，在暗黑的夜里，海水泛映着星光。
　　怎样知道自己的船只开到哪里了呢？
　　这问题只有靠阅读天上的书——星星的分布才能解决。
　　无论是中国或外国，都很早就认得北斗七星。
7颗明亮的星横亘在北方的天空，构成一个杓子形。
中国人叫它做北斗，希腊人把它当做一头大熊。
这7颗亮星绕着1颗星——北极星转。
北极星几乎是永远不动的，镶在北方的天空上。
　　人们依靠北极星来辨别方向。
到现在，你要在荒野里迷了路，只要找到北极星，就会找到正北方。
　　可是这多么奇怪呀，人越往南走，北极星便越来越低。
到了遥远的南方海洋上，北极星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
而在南方的天空，却升起了许多新的、陌生的星星。
　　如果大地是一块平面，就不会有这种情形。
　　只有在一个球面上，人在不同的地点看星星才会有不同的位置。
　　另外一件事情也证实了大地是一个球面。
　　当船只回港的时候，还在老远老远的海面上，船上的水手们就看到高高地耸立在港口的灯塔，闪
着光芒。
可是，灯塔的基脚在哪儿呢？
它深深藏在地平线下面。
　　只有在一个球形的地面上，人才会先看见高处的物体，然后看见下面的。
　　人开始怀疑他以前的想法：到底大地是不是平的呢？
　　争论多得像傍晚时分展开翅膀嗡嗡飞着的蚊子一样。
有的人说，大地是软木塞一样的圆柱体；有的人说，大地是碟子一样的薄薄扁扁的圆盘；有的人说，
大地像龟背一样，当中隆起来，周围倾斜下去⋯⋯不管怎样，大家都同意一个事实：大地毕竟是孤零
零地浮在空中的，没有什么大象驮着它，它没有巨人阿铁拉斯扛着它；而天空呢，是遥远的、遥远的
一个巨大的球体的内壳，它绕着地球团团转，像我们转动一把伞子一样。
　　主张大地是球形的人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我们初中时候就学过的商高定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的和等于斜边的平方——也叫做
毕达哥拉斯定理。
因为它是我国周代的商高和公元前6世纪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各自独立发现的。
毕达哥拉斯也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说大地是球形的人。
　　那时候毕达哥拉斯在希腊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人们传诵着关于这位数学家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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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学生形成了一个学派。
　　但是争论要到300年后才判定谁是胜利者。
另一个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做了在那时候说来是颇不轻易的工作：计算地球的大小。
　　他测量了亚历山大城太阳光投射在地面上的角度，这角度不大，只有7度12分。
　　同时，在亚历山大城南面790公里的悉尼城，太阳光却一直射透最深的井底。
　　这张图教给你怎样从这两个数字去计算地球的大小。
埃拉托色尼也是这样计算的：既然相距弧长7度12分的两地实际距离是790公里，那么整个地球圆周，
即360度就应当是790公里的50倍，即39,500公里。
　　这数值只不过比我们今天测得的差500公里左右。
如果想想这是2,200年前测出来的，你就会觉得这是多么难得的准确了。
　　连大小都测量好了，难道还能怀疑大地是一个圆球吗？
　　不能不谈谈中国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跟大量玄妙的神话传说夹杂在一起，我们的古籍中也透露出祖先们对这个世界的科学的想象。
汉代大科学家张衡制作了浑天仪，实际上是反映了跟毕达哥拉斯、埃拉托色尼等人同一的思想的。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王蕃的人就这样写：“天地之体状如鸟卵。
”他把天比做卵壳，地比做卵黄，无疑，已经肯定了大地是一个圆球。
　　当然，球是没有边缘的。
人们曾经认为走到大地的边缘，就可以进入天国。
如今人们却不得不认为，要到“神仙”们居住的世界去，就得离开地面，在无依无靠的太空中飞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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