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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人类从这里走出；郑和下西洋到过的国度；东非国际大都市“冷水之地”——内罗毕
；一日五越赤道，横穿东非大裂谷；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与古埃及；三角洲续写断代史；往返尼罗五
千里；尼罗河的儿子开罗；世界奇迹卢克索；阿斯旺大坝；我所认识的非洲人；千字说澳大利亚；地
球上最后的处女大陆——澳大利亚；假追寻2000年悉尼奥运会；印度洋上的明珠——珀斯 ；澳大利亚
朋友热情支持北京申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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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人类从这里走出郑和下西洋到过的国度东非国际大都市“冷水之地”——内罗毕一日五越赤道，
横穿东非大裂谷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与古埃及三角洲续写断代史往返尼罗五千里尼罗河的儿子开罗世
界奇迹卢克索阿斯旺大坝我所认识的非洲人千字说澳大利亚地球上最后的处女大陆——澳大利亚假追
寻2000年悉尼奥运会印度洋上的明珠——珀斯 澳大利亚朋友热情支持北京申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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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当飞机从印度的孟买起飞，穿过湛蓝的印度洋，越过黄色的索马里高原以后，在如烟的白云下
面出现了一片绿色的土地，广阔的草原上有整齐的田地，如细线一样的黄色道路，红顶的村落房屋，
越向东非植被情况越好。
我好像从蒸笼里的孟买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出机场，就仿佛进入了有空调的大地，温度不冷不
热，湿度不高不低，真不知道东非的肯尼亚是这么一个宜人的世界。
    为什么惟独肯尼亚图尔卡纳的猿人进化了呢?其一是那里原来有猿人，其二是那里发生了长时期的气
候干旱的变化，森林大面积蜕变为草原，热带森林开始容不下众多的猿人，它们不得已走向草原，就
没有必要爬行，由于直立行走，视野开阔，从而增加了脑容量；同时，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从而需
要更高的捕猎技术，他们创造工具，并不断进化。
所以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提出“回归自然”也不是科学的。
 “自然”怕是回不去了，人就是由森林蜕变为草原而产生的，过量增植森林，人到哪里去呢?又走回
去吗?其实森林覆盖率达到25％就能保障生态系统平衡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了。
    到过肯尼亚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相信最早的人类出自肯尼亚，肯尼亚草原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物产、
开阔的视野正是猿向人进化的必备条件。
当我驱车在肯尼亚草原上奔驰的时候，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给人提供了极其开阔的视野。
当你极目四望的时候，你会相信：人类不出自森林，而出自草原，因为只有草原才需要有开阔的视野
，需要直立行走。
当我看到路边的香蕉树时，我更想到这里给人类进化提供了最好的食物。
人类刚刚直立行走后，没有工具或工具极其简单，捕捉野兽的能力大大降低，猿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动
物食品，这对脑的发育是很不利的，会妨碍人类的进化。
而香蕉是常见水果中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最高的，肯尼亚草原随手可得的香蕉，无疑大大帮助了猿人的
进化。
肯尼亚大草原的气候更是得天独厚，5月份，我们一路乘坐无空调的汽车，在骄阳下前进也不觉得太
热。
肯尼亚草原的最低气温是14°C，穿单衣不觉太冷，而最高气温是22°C，穿单衣也不觉热，这样温和
、干湿适中的气候，使猿人不必倾全力以求生存，而大脑得以发展，非常有利于进化。
       地球形成在四十五亿年以前，十五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生命——单细胞生物，从微生物到
海藻类的原始植物，从原始植物到水母一类的无脊椎动物，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一直生活在海中
，三亿年前某些脊椎动物登陆，一亿年前到处是恐龙类的爬行动物，六千万年前哺乳动物才占了统治
地位。
三千万年前出现了人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埃及猿，在埃及怯尤姆地区发现一具比较完整的颅骨。
2002年，法国和力口拿大考古学家在中非的乍得，发现了一具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能人的头盖骨
化石，这种动物已属于人科。
距今大约六百万年至七百万年之间。
四百万年前的人类颅骨表明，能人的脑容量已与同时存在的南方古猿有很明显的差别。
    1931年在肯尼亚的考古发现表明，一百八十八万年前出现了最早的直立行走的人类——智人，在中
国最早的是1965年在云南文渠县城东上那蚌村发现的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但是只有牙齿，有
头骨的侧面。
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城东公王岭村南发现的蓝田人，距今一百一十万年到一百一十五万年，脑容量
约为780毫升。
六千年前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
我站在广阔浩渺、一片碧绿的非洲草原上，想到远古，看着今天。
人类出自绿色，不珍惜绿色，发展到厌恶绿色，一些皇帝要黄土漫地，石砖砌园，到今天人们又以“
绿色”为时髦，不但有绿色公园、绿色食品、绿色技术，还有绿党。
人类出自自然，恐惧自然，又肆虐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怕是最科学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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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最重达近十六七吨的巨石不是当时的骆驼车和马车所能承受并长途运输的，尼罗河又不结冰
，不可能在冰上滑行。
这个问题在第二次看金字塔时倒是解开了这个谜，金字塔前就有法老船博物馆，展出了作为殉葬品的
法老船，长四十三米，宽四米，据说从阿斯旺运送重达四十八吨的方尖碑，十六七吨的石头就更不在
话下了。
    三是，以当时的木质杠杆是不可能把巨石举到高处的。
这个问题在第二次看时也找到了谜底，建金字塔时四周都堆满土，石头是一层层滚上去的。
这要用多少土啊!从周围地势看，的确有坑，是否是五千年前挖的，就留给地质学家去分析吧。
金字塔究竟是人工所建还是天神所为呢?尽管多数人都相信古埃及人惊人的勤劳和智慧，毕竟由于埃及
的方尖石碑和流传至今的纸草文献都没有记载建塔的事情，人们也难以驳倒争议者的科学分析，所以
这个异说也只能作为一个疑案存留下来。
当你站在金字塔前，顶着毒辣辣的烈日，看着那一块块巨石，的确可以想见当年十万奴隶是忍受着何
等的煎熬啊!倒没听说塔附近发现尸骨堆，如果塔是人造的，我想白骨堆是会有的，也许是奴隶的尸骨
根本不埋，被野狗和秃鹰拖到十里之外去了吧!   金字塔是谁造的?这个问题从20世纪争到21世纪，有三
种答案：一是十万奴隶肩扛手垒的；二是外星人干的；三是非法老的地球人干的，而这些人已经绝迹
，并且除金字塔外，没有留下蛛丝马迹。
2002年9月埃及考古界将打开最近发现的，埋在金字塔东南角的一具四千五百年前的石棺，据推测这是
一位金字塔监工的尸体，为金字塔是人造进一步提供了证据。
    说金字塔是外星人造的，除了上述人力难为的依据外，还有一个奇妙的依据，就是以胡夫金字塔的
经线为准把地球分成东西两个半球，两个半球大陆的面积相等。
说金字塔是绝迹的文明人类所造的另一依据，是法国人杜维斯(J．D．杜维斯)于2000年提出的假说，
金字塔的巨石是人造的，是用石灰人工浇筑的，其证据是有块巨石中有一缕头发。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的看法是：外星人建造证据不足，可以排除。
发现金字塔监工的石棺丝毫不奇怪，大金字塔是法老人造的，建造者的尸骨自然无钱做成木乃伊，经
四千年已经荡然无存了。
但是，或者是法老人的许多技术至今不为人知，或者参与建造的不光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法老人。
因为，上面的许多事实说明，以我们了解的法老人的技术建造金宇塔，的确有不少事难以解释，对这
些问题在现有法老文字与图案中找不到答案，为什么法老人偏偏不纪录这些重要的事情呢?有可能是以
奴隶或其他身份作为合作者的绝迹人群，他们有切割石块、运送石块、精准测量等一系列技术与工具
，这些技术与工具都随他们的消亡而失传了。
这种推测对不对呢?只有等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判断了。
    这番介绍是我们在大坝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室听负责人介绍的，我们还看了录像，当时的施工已基本
机械化，虽然只隔了不到十年，和我年轻时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时人挖肩挑的施工仿佛在两个时代，
我们有点像建金字塔，而埃及人反倒现代化了。
2002年的管理委员会会议室更是现代化，甚至于显得有点奢华了。
会议室十分宽敞，用宫廷式的金漆扶手沙发，水晶吊灯，高悬穆巴拉克总统的巨幅画像，堪称金碧辉
煌。
    出了管理委员会小楼，我们仿佛被投入了火炉，在似火的骄阳下去看别具一格的阿斯旺纪念碑、世
界第七的水库大坝和发电量达100亿度的电厂。
    阿斯旺纪念碑不但是一座纪念的丰碑，也是一座建筑的丰碑。
在一望无际的阿斯旺沙漠中，筑于高台之上，高大的莲花瓣纪念碑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十几公里之外就可以看到以埃及国花——莲花的五瓣组成的纪念碑，八十五米高的浅黄的石灰岩花瓣
在阳光照耀下被蓝天衬得发白。
五个花瓣像五面高大的石墙，围成了一个遮阳的、直径达二十米的异形圆厅，没有顶，而且地面是凹
的。
    地面用大理石拼成彩色五角星图案，四面墙上都有浮雕或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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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的一面花瓣上是可兰经语录“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苏联国徽、建设大坝的苏联和埃及两位总工
程师的头像，其中有一只线条优美的手在向真主乞求天水；第二面花瓣上是水轮机为工农业生产发电
；第三面是人们在教育后代珍惜水源；第四面是母亲在孕育新生命，古老的努比亚民族获得了新生；
第五面是水又蒸发到天上，开始了新的循环。
这个纪念碑构思巧妙，寓意深远，气势恢宏，堪称精品。
    乘电梯登上纪念碑顶，来到一个联结五个花瓣的水泥大环上，人可以绕环行走，观赏大坝和纳赛尔
水库。
登顶远眺，如果说纪念碑宏伟壮观，那它毕竟是纪念碑，和大坝本身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阿斯旺大坝于1960年1月9日开工，到1970年7月15日峻工，整整建了十年，耗资10亿美元，坝高111米，
坝长3830米，使用各种建筑材料4300万立方米，相当于大金字塔用的石料的十七倍，也就是说在水中
造了十七个金字塔。
阿斯旺大坝好像一条巨龙把奔腾的尼罗河拦腰截断，弧形的大坝上建起了四车道的公路，绿色的林带
使得大坝生机盎然，这座现代的“金字塔”同样使人赞叹。
大坝截流形成的纳赛尔水库，水面开阔，库水浅蓝，在沙漠中形成了一道生命的风景线。
    走在大堤上，尽管赤日炎炎，仍有丝丝凉风吹过，堤前库水清澈，远处有一艘小船，据说是在打鱼
，水库的鱼味道很鲜，可惜没有机会品尝。
南方远处地势渐高，那里就是埃及和苏丹交界的努比亚高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至今仍有法老时代的
努比亚后裔牧民，他们会赶骆驼来水库饮水吗?我始终没有见到一个。
坝的另一面是被截断的尼罗河，尽管适当放水，尼罗河在这里已成了河谷中的水沟，要论生态影响，
是不能说没有的。
灰色的电厂是这里的主要建筑，周围是电厂工人的居民区，灰黄的楼群边有几排树，点缀着这缺水的
荒原。
站在大坝上凭水临风，我想到了四千年前，再过四千年呢，人类又将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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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蒋子龙看的诱惑                                     ——《看世界》序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人类的所
有情感都可以用看来表示。
“一见钟情”得益于看，“眉目传情”要会看，“反目成仇”是看出了矛盾。
还有“侧目而视”、“目眦尽裂”、  “蔑视”、“藐视”、“盼”、“瞪”等等。
人类看的方式很多，看的学问很大，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是离不开看的。
看——是交流和沟通；看——使这个世界有了色彩。
世间的许多美诞生于看的需要，如建筑、装潢、服饰、电影、书籍等等。
看见了——更是一种缘分，世间的许多故事因看见而发生了⋯⋯    在一次偶然参加的经济学界的战略
研讨会上，我看见了技术经济学博士吴季松先生。
不知别人是怎样看他的，或许根本没有看见他，或许看见了并特别留心。
我却看他不同一般：风度严整，温文尔雅。
发言时却速度很快，用词准确，信息量大，并时有惊人之语。
比如：现在敢说外国话的人很多，真正合格的好翻译很少；人类非常聪明，又很无知；市场已经饱和
，又有许多空白；等等。
现在单引这些结论似乎并无惊人之处，当时他有许多根据和例证来论述自己的结论，相当精到。
    “出国热”、“旅游热”，是看的诱惑。
看是眼睛的饥渴，看得过瘾叫“一饱眼福”，有幸看得多见得广被认为是一种福气。
同时，看又是精神的和情感的饥渴，一个人如果长期被蒙住眼睛，或关在不见光的与世隔绝的房子里
，一定会发疯。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看世界”则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门开开关关，半开半关，直到完全敞开，恐怕已有千百万人涌出国门去看
世界。
回来后作报告，写文章，有的甚至改编成影视作品，很是热闹过一阵。
现在则渐渐冷落下来，甚而还有点尴尬——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还看不到外面世界的时候，那些先行一
步的人描写在国外看到的热闹、看到的新鲜，以及炫耀自己如何大饱眼福、大饱口福的作品，能满足
读者一时的好奇心。
现在，外面的世界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神秘，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内外的差别也不像过去那样悬
殊，原来新鲜的事物已不再新鲜。
即便一时还没有走出国门的人，从大量翻译过来的影视作品、报刊书籍中，从商店琳琅满目的货架上
，也不难见到正牌的“外国货”。
对外面的世界有了自己的感觉，谁还愿意看那些肤浅的“二手货”呢?    人有看的需要，也有被看的需
要。
姑娘着华服外出，追求在大街上的“回头率”。
中国人就像这些爱漂亮的姑娘，对别人怎样看自己是非常重视、格外敏感的。
尤其对那些高看我们和看好我们的眼光更为欢迎。
想想我们是怎样推销尼克松、布热津斯基、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的?即使是在这些世界
名人的著作里，不过有那么一两章谈到了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心里最清楚，他们谈不到点子上，甚至
可以说还相当粗浅。
    在大街上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你看我干什么?” “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反问
得有理，看是双方的，双向的。
中国人看世界，世界人也在看中国。
由于中国人多，眼睛多，在看上就占优势，占便宜。
但是不知道被看的人家有什么样的感觉：被我们看得很舒服?不大自在?满不在乎?还是压根就没有看见
我们正在看他?后两种，特别是最后一种的可能性恐怕更大些。
我们出版了那么多访外游记，也爆炒过“留学生文学”，但被我们看的一方却反应冷淡，甚至根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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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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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的所有情感都可以用看来表示。
“一见钟情”得益于看，“眉目传情”要会看，“反目成仇”是看出了矛盾。
还有“侧目而视”、“目眦尽裂”、“蔑视”、“藐视”、“盼”、“瞪”等等。
人类看的方式很多，看的学问很大，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是离不开看的。
看——是交流和沟通；看——使这个世界有了色彩。
世间的话多美诞生于看的需要，如建筑、装满、服饰、电影、书籍等等。
看见了——更是一种缘分，世间的许多故事因看见而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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