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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探险  其乐无穷    科学探险，是指以科学发现为目的，以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探险活动。
科学探险是科学研究的一种特殊途径，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宇宙的一种重要手段。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都是始于科学探险。
认识宇宙需要科学探险，认识地球需要科学探险，认识人类自身也需要科学探险。
    “科学家带你去探险”丛书所记述的科学探险活动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科学探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包括高山科学探险、极地科学探险、沙漠科学探险和无人区科学探险等，也包括我国科学探险家带领
我国青少年走近大自然，走向热爱大自然、热爱自然科学的科普活动。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这些科学探险活动的组织者或参加者。
作者在写作中力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普及我国科学家在这些领域的新发现，以真实的记述来揭示他
们在科学探险活动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乐，以珍贵翔实的图片来展示他们在科学探险活动中的
环境，以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展现他们丰富的科学人生，帮助读者更好地体味科学人生的真谛。
    科学家们在科学探险中的主要体会是：亲近大自然，走向知天知己。
所谓“知天知己”就是人类在逐渐溯源客观世界自然面目的过程中逐渐溯源自身的自然面目，并把自
己的自然面目镶嵌在客观世界自然面目的恰当位置，从而能够比较愉快地生活和工作，比较有所成就
，比较顺心地享受大自然，进而达到其乐无穷的境界。
    “科学家带你去探险”丛书是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与人民邮电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科普图书，整套丛
书都坚持原创性。
诚然，丛书一定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恳请读者不吝指正，以使我们在今后的写作过程中更好地改进
工作，将更完美的作品呈献给广大读者。
    我衷心期望通过这套丛书能与广大读者，特别是与广大的青少年读者产生共鸣：在接近大自然、认
识大自然规律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逐渐走向知天知己，达到其乐无穷的境界。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    高登义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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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进多彩的冰川世界》以作者张文敬亲历的形式记述了作者在西藏、青海、新疆从事冰川科学探险
活动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中国西部壮美的山川、丰富多彩的文化与风土人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
多彩的冰川世界。
《走进多彩的冰川世界》不仅讲述了冰川方面的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知识，而且通过自己的切身
经历展示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生命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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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敬，出生于四川省旺苍县，197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
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所副研究员、研究员，西藏自治区发展
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登山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科学探险协会副主席，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1998年在西藏南迦巴瓦峰科学考察论文中准确地表述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最雄伟最深邃的大峡谷，
并首次提出和论证了西藏帕隆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三大峡谷。
曾发表100余篇科研论文，近百篇科普散文，专著或合著12部，其中《神奇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获国家
“五个一工程奖”，《青藏高原二万里》、《雅鲁藏布大峡谷冰川考察记》获中宣部、文化部、科技
部、广电部、中国科协、中国作家协会等颂发的全国优秀科普一等奖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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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最低的冰川在哪里
    风光绮丽的冰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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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大洋的分水岭
    山垭口，考察的必经之路
高原生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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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高登义在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主席和主席期间，先后组织了北极建站科学考察
和西南极科学探险考察，我都有幸受邀参加。
尤其是北极建站考察让我最终实现了我的地球三极科考之梦。
渡边兴亚教授是我结识并长期保持友谊的第一位日本冰川学家朋友。
1981年，受施雅风所长委托，我负责组建中日天山博格达峰冰川联合考察队。
日本方面派出两位科学家，其中一位就是日本名古屋大学水圈研究所的冰川学家渡边兴亚教授，另一
位是水圈所的冰川气象学家上田丰助教授。
1985年，渡边兴亚教授再次来华，对中日西昆仑山冰川联合考察进行侦察考察。
受时任冰川所所长谢自楚教授委托，我再次陪他和另一位日本冰川气象学家中尾正义博士同去新疆，
经喀什、叶城，沿新（疆）藏公路转战数千千米，对西昆仑山的多塔冰川、崇测冰川进行考察。
无论是在天山博格达峰还是在西昆仑山，我们都精诚合作，互相学习，让日本朋友在中国度过了虽然
高山缺氧、十分艰苦但却又非常愉快的时光。
博格达峰中日冰川联合考察是改革开放后冰川冻土所第一次与外国科学家进行的大型合作考察，也是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冰川科学家首次来华进行的科学考察，中日双方高度重视，都视之为中日长期冰
川与环境科学合作研究的良好开端。
作为国际合作研究开端的见证人、组织者和参与者，我感到十分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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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科学考察、探险生涯中，还结识、了解了一些勇于探险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朋友。
    张祥松教授曾经是我在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同事、学科组长和研究室主任。
在1985年新疆喀喇昆仑山叶尔羌河冰川洪水科学考察中，他又是我们考察队队长。
在研究所内，我们曾同在一个办公室，他会带一些苹果之类的水果，研究间隙取出小刀削一个水果作
为补充营养，在叶尔羌河上游冰川区考察时，每当吃饭时，他也总会将好吃的饭菜让我们多吃，有时
还亲自给我们夹菜。
    张祥松教授英文功底好，尤其是笔译，他翻译过帕特森先生的《冰川学概论》，让我们受益匪浅。
他还曾经向我推荐过一本英文的《景观地貌过程》(The Landscape Process)，我的专业英语水平就是通
过阅读这本书大有提高，并学会了不少新的冰川地貌景观过程的基础和应用知识。
    张先生参加过著名的希夏帮马峰、珠穆朗玛峰冰川科学考察，天山冰川科学考察，青藏高原自然资
源综合科学考察，尤其在中(国)巴(基斯坦)公路巴托拉冰川科学考察中更是成为施雅风教授麾下的绝
对冰川研究的主力成员，为该冰川的动态变化预报、中巴公路的建设和中国冰川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
阶高度作出了不朽贡献。
    由于长期科学考察及连续不断的野外冰川探险，张祥松同志终于倒在了肝癌病魔面前，英年早逝，
去世时不满60岁！
这时我已经调到了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噩耗传来，为表达对这位良师益友的哀思，我传真了一副挽联给兰州的治丧委员会，上联是：“冰星
陨落雪山垂泪”；下联是：“斯人逝去朋辈举哀”。
张祥松先生无论学识、为人、道德、文章都属于真正的院士级权威，可惜当年却未能如愿以偿。
    1977年在天山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中，我认识了196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国家登山队队员王
洪宝同志。
这是一位陕西汉子，个头虽不是很高，但看上去浑身都充满了可以克服任何艰难险阻的活力。
    早在1975年珠穆朗玛峰登山活动中，王洪宝同志就曾攀登到海拔8600米的高度，奉命担任向峰顶冲
击的突击队队长。
可惜因登顶队长邹宗岳遇难并失去了登顶路线图，加上后援供应不足等原因，王洪宝等同志不得不忍
泪下撤。
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他仍不忘科学家的重托，采集了海拔8600～7700米之间的极高山冰雪与岩石标
本，并在每份标本上记录好采样地点、采样时间。
当在海拔5200米的登山大本营将背包中的样品完好地交付给科考队时，王洪宝已经在极度疲劳中昏了
过去。
    在天山托木尔峰登山活动中，王洪宝再次担当登顶突击队队长，在他的带领下，两批共28名男女队
员先后登顶成功。
随后他又加入了撤营装车等一系列杂事工作中，在下撤返回阿克苏的行程中，他和我们一同乘坐装满
行李的大卡车，丝毫没有登顶英雄的明星架子。
    1979年5月的一天，当王洪宝同志与两位日本山岳会登山队队员结组上到珠穆朗玛峰北坡海拔近7000
米的时候，突然脚下的冰雪发生滑崩，结果王洪宝与另外一名日本队员被越来越快的雪崩体连带跌下
，从此这位年仅40岁的登山勇士的生命便永远定格在了世界屋脊之上。
    1980年，当我协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殷虹先生一行抵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时，首先想到的就
是去珠峰广场北端一处冰碛垅上拜谒王洪宝烈士的墓冢。
    1990年在云南梅里雪山的攀登途中，一次特大型雪崩将17名中日登山勇士连同登山营地埋在了厚厚
的冰雪体中。
其中中方队长宋志义是我多年前在登山科考中结识的又一位国家登山队朋友。
这位甘肃西凉大汉是中国登山界精英，在天山托木尔峰、珠穆朗玛峰、西藏阿里拉木那尼峰的时候，
我们都愉快相处，互赠礼品，互致祝福。
他曾答应将他在南迦巴瓦峰海拔7000多米高处拍摄的冰雪景观资料送给我，可是他却永远地躺在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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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也无人征服的那座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的明永冰川积累区！
    1991年，当我和日本朋友赤松纯平、森永由纪一行路过西藏芒康县时，遥望澜沧江西岸的梅里雪山
和明永冰川，我们点燃了专程从日本京都和四川成都带去的香烛纸钱，真心地祭奠我们所熟悉和不太
熟悉的为科学探险献身的朋友。
那次雪崩中殉难的日方队长井上一郎正好是赤松纯平的朋友，他本来决定在梅里雪山登顶成功后赴兰
州与我商谈藏东南冰川灾害考察计划，不想他与宋志义等登山英雄同时不幸遇难。
于是赤松纯平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位中日联合冰川科学考察探险的合作者。
    1981年我带队进到天山博格达峰北坡海拔3600米的登山大本营，在一片盛开的美丽天山雪莲围绕中
，一块刚刚矗立不久的墓碑吸引了我，在那块不过两尺见方的天然片石的简易墓碑上写着“日本白水
小姐之墓”。
    原来几天前，正当日本山岳协会登山队胜利登顶时，为迎接登顶归来的日本队员，来自日本神户的
白水小姐从大本营出发上到海拔4000米的前进营地为登顶下撤的人员志愿服务。
在返回途中，白水小姐不慎踩塌一条冰川裂隙上面的浮雪，跌进了一条虽然宽不过30多厘米却深不见
底的冰裂隙之中。
白水小姐个头不大，身体瘦小，在背上的登山背包阻挡下，暂时跌入得并不很深，被卡在了一处相对
比较狭窄的地方。
可是同行的人却又够不着她，她自己也无法使劲往外攀爬。
同行的日本人便嘱咐白水小姐等在裂隙中，他返回前进营地去取登山营救的绳索器材。
可是等这位同伴返回来时，白水小姐由于体温对冰体的加热融化，身体已下沉到更深的缝隙中，同行
者将手电筒连同登山绳吊入裂隙中，却无法让白水自己拴着自己得以施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天黑了，救援却没有任何进展。
大本营的同行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故，也未派人前往增援，最后那位日本同行只好放弃救援。
临走时，仍然还能听到白水小姐越来越低弱的呼救声⋯⋯据说，这一天正好是白水小姐30岁生日，而
这条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正好叫做阿克苏河(维语阿克苏即白水之意)。
    这不是传说，而是我亲历的真实故事。
    我也为这位献身登山探险事业的日本友人献上了一朵美丽的雪莲花，在用冰碛石彻成的拜台上还放
着两个从日本带来的硬黄塑料酒杯，杯中的茅台酒还未挥发完。
    我将白水小姐的故事告诉了我的两位同赴博格达峰考察的日本朋友，其中的渡边兴亚先生说：“在
日本，每年因登山探险遇难的人数高达200人。
”    不过据我所知，在中国各种登山、科考活动中，科研人员所面临的野外艰难并不比登山家们的少
，可是科考队出事尤其是牺牲生命的事故却少之又少，而登山队伤亡的比例却非常大。
这除了环境条件有所差异外，那就是科研人员在行军、营地选址、工作环境的把握上还是比较讲究科
学。
大凡有科考队员参加的登山活动，在营地建设等工作中总是要对四周的环境做一番认真考察，即使有
雪崩、山洪、泥石流发生，也能绕开或适时规避。
    我自己在几十年的科学考察生涯中把握的原则就是安全第一，第二还是安全！
    2011年2月24日星期四初稿于五极居    2011年7月27日再次修改于成都五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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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家带你去探险:走进多彩的冰川世界》：听科学家亲述探险故事，共同欣赏大自然的绮旎风光，
领略鲜为人知的异域风情，学习野外生存的技巧，揭示地球的无穷奥秘，分享科学发现的喜悦，感悟
科学人生的精彩与生命的美丽。
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到渺无人烟的大沙漠。
从冰天雪地的两极到潮湿酷热的热带雨林⋯⋯科学探险就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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