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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我第九次考察北极。
回国不久，两位中国早期的文学博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郭银星和李玉莲不耻下问，风尘仆
仆地深入到我的办公室，商谈出书的事，因为她们听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
在写了十几年的科普之后，我愈来愈觉得只是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些科学问题，让普通民众也能看
得懂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尽量增加一些文学元素，使读者在获取科学知识的同时，还会受到文学的
熏陶，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更多的读者。
于是，我试图在科学与文学之间建起一座桥梁，故称之为“科学文学”。
并且身体力行，先是写了一些散文，自称为“科学散文”。
有人不予认同，改称为“科学杂文”。
我却觉得不妥，因为一说到杂文，就会想起鲁迅先生，他是以杂文为刀枪，进行战斗的。
而我既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才华，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所以固执己见，还是以“科学散文”自我定
义。
    人类是一种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动物，我也是其中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意识到，只是写一些科学散文还不过瘾，有一些深层次的科学问题，特别是
对人类未来的忧虑与思考，很难用几篇短文说得清楚。
经过考虑再三，终于痛下决心，决定写一部长篇科幻小说，把我的苦难、我的思绪、我的梦幻、我的
遗嘱，隐藏在一长串曲折复杂的故事里，希望引起人们的共鸣与兴趣。
2002年7月至2003年9月，我和夫人躲在北极的小木屋里，隐居了一年零一个礼拜，在那里写出了小说
的初稿，因为美国刚刚遭到了恐怖袭击，便取名《恐怖世界三部曲》。
    写书如同十月怀胎。
但我怀的是怪胎，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而且反应非常强烈，以至于寝食难安。
2004年在国内，2005年在北极，经过反复修改和补充，胎儿越长越大，渐趋于成熟。
但是，当两位文学博士提出想出这部书时，我却忽然惴惴不安起来，担心孩子有什么缺陷。
于是我们商定，先推出两部科学散文，即《从宇宙到生命》和《从自然到人文》。
然后再出《恐怖世界三部曲》。
    然而，世事多变，难如人愿。
两部科学散文于2006年顺利地出版了，《恐怖世界三部曲》却遭遇了重重困难，极为难产。
两位博士所在的出版社，由于出版方向调整，不能再出这样的书。
她们在遗憾之余尚不甘心，到处奔走呼吁。
后经人举荐，书稿被送到了一家中国顶级的文学出版社。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搞科学研究的人与搞文学创作的人：即所谓的文人，思维方式是大不一样的。
而受理书稿的编辑，更是凌驾于文人之上的真正的高人，提出了一大堆义正词严、高深莫测的问题，
令我这个土包子地质匠人头晕目眩、瞠目结舌。
几经交涉之后，我终于幡然醒悟，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能抱怨人家故意刁难，只能责怪自己不自量力
，于是知难而退，决定放弃。
    痛定思痛，感慨系之，又想起了自己这一辈子，总是进错门，走错路。
初中爱好文学，高中却转考理工；本来研究中国的地震，却跑到了南极和北极；搞了几十年科学研究
，却又写起了科普。
现如今，我这个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的地质工作者，却又舞文弄墨地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
本应该退休回家、安享天伦之乐，却还上蹿下跳、东奔西跑，到处鼓吹科学文学。
其结果是四处碰壁、屡遭磨难、九死一生，但仍然执迷不悟。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
几经辗转之后，拙稿又到了人民出版社。
经过编委投票，第一次票数不够，第二次勉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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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原来的三部曲，已经变成了六胞胎。
名字也改了，不再是恐怖世界，因为世界已经够恐怖的了，变成了《科学家探险传奇》系列丛书，前
三部为《巨怪追踪》，分别是《北极天书》、《魔鬼奇案》和《孤岛惊梦》，即将在2011年6月面世。
后三部为《人性追踪》，分别是《天涯奇遇》，《基因传奇》和《人性探奇》，将在以后推出。
    郭银星和李玉莲两位文学博士，出于职业敏感，当然也因为友谊，一直关注着我的书稿。
为了配合六胞胎的出生，她们主动提议将《从宇宙到生命》和《从自然到人文》重新包装，再加上我
最近的科学散文集《从梦想到现实》一并推出，以便壮大声势。
    精诚所至，感激不尽，于是欣然命笔，撰写了以上文字，作为前两部拙著再版的序言。
    2011年6月1日于北京的一栋危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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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科学家的时空漫游与人性探索。

他，一进南极，九进北极，置身于尘世之外，搏击于冰雪之中，站在世界边缘，展望天地苍生，以一
个旁观者的视角，从宇宙的起源，到地球的生成；从大气层的重要，到南北两极的作用；从生命世界
的演化，到人性真谛的反思；从自然规律的探索，到人类文明的追踪；上下求索，今古驰骋，在时空
隧道里漫游，到科学王国中旅行。

作为最先登上南极大陆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最早与爱斯基摩人广交朋友的第一个中国人，第一个
在北极越冬的中国科学家，位梦华在这本《从宇宙到生命》中以文学的语言生动描写了在北极等地的
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想。

《从宇宙到生命》为在科学与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科学文学的语言创作了大量综合介绍南极和
北极的“科学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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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位梦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美国探险家俱乐部国际成员，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20世纪70年代，位梦华重点研究中国大陆的重力场及其与地震活动的关系，并对唐山地震前后重力场
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探讨用重力变化预报地震的可能性，论文发表在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刊物
《JGR》上。
1981年，位梦华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进修，对美国密西西比湾地区的重力变化进行了观测和研究，论
文以中英文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上述研究成果曾经引起国内外地质和地球物理界的关注与重视。

1982年，位梦华从美国赴南极，是最先登上南极大陆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
1983年回国后，位梦华率先对南极进行综合研究，先后出版《奇异的大陆南极洲》《南极政治与法律
》等著作并发表大量科普文章。
1991～2005年，先后9次进入北极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成为与爱斯基摩人广交朋友的第一个中国人。
1995年，位梦华作为总领队。
率领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胜利进入北极中心地区，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北极点。
这一活动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首，并为中国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创造了条件。
1998年，位梦华第6次进入北极考察，在北极连续工作8个月，成为第一个在北极越冬的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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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序
通往宇宙之路
  引子：六元的宇宙
  眼睛、脑袋与宇宙
    先人的思考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
    第一次飞跃：从猜想到理论
    第二次飞跃：从理论到观测
    第三次飞跃：从地球到太空
宇宙未解之谜
  宇宙诞生的过程
  宇宙的年龄与生死
  宇宙的生成：无中生有
  宇宙的维系：质量与引力
  宇宙的玄机：物质和反物质
  宇宙的奥秘：暗物质
  从“牛奶路”到银河系
  恒星的历程
  太阳家族
漫话地球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来自地球内部的信息
      地震
      磁场
      重力场
      岩石天书
  地球的年龄和演化
  地球的结构和组成
  地球的运动和能源
神秘的大气层
  研究历史
  成分和结构
  大气环流
  能量交换和温室效应
  大气是从哪里来的
生命追踪
  从《圣经》说开去
  宇宙绿洲
  生存几率
  生命奇迹
  生命的过渡
  生命和元素
  生命的先驱
  生命开关
  尺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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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阶梯
  生命方程式
  微观世界和先驱者
  第四类生命
两极生命交响曲
  体温的妙用
  伯格曼法则在北极
  南极物语
  南极的细菌
    南极的植物
    最大的动物
    迁徙之王
    海豹家族
    鲸类与南极
    南大洋里的生死角逐
    企鹅趣谈
    企鹅会见记
  北极物语
    苔原奇观
    昆虫的绝技
    鸟类趣谈
    旅鼠之谜
    驯鹿大迁移
    顽强的麝香牛
    食肉动物系列
    北极熊的故事
  两极生态随想
    磷虾与旅鼠
    企鹅与北极熊
    大自然不相信眼泪
    生命长河的启示
南北两极与人类未来
  两极的军事含义
  两极的资源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两极对气候的影响与控制
  两极与温室效应和臭氧空洞
  人类往何处去
文明追踪
  从哺乳动物到人类祖先
  大自然的魔法
  人类文明的三大飞跃
  从游猎到农耕
大陆、人种及其他
  黑色的非洲
  黄色的亚洲
  白色的欧洲
  棕色的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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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色的美洲
  纯洁的南极洲
  黑皮肤、黄皮肤和白皮肤
  嫁男、嫁女与性二型
  男女平等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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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俗话说，眼见为实。
但是，我们的眼睛却并非万能的，而是非常有限的，太小的东西看不见，太大的东西也看不见；太远
的东西看不见，太近的东西也看不见。
例如细菌，因为太小了，而眼睛的分辨率是有限的，所以即使是生活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也无法看
到它们。
而地球呢？
又太大了，因为视野所限，我们虽然生活在它身上，却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
这叫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只有飞到天空，才能看到它的全貌，但却又看不清楚了，只能看到一个大体的轮廓。
又如天体，虽然在晴朗的夜空，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星星，但那只是宇宙中极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
天体，因为距离太远，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而如果把一个东西，例如一本书，放到距离眼睛很近的地方，字迹便会变得模模糊糊，除非你是高度
近视。
实际上，只有从十几厘米到几十米范围之内的东西，我们才能看得清楚，百米开外，只能看到一个影
子，再远处，则连影子也看不到了。
为了弥补这种局限性，人们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把人类的视野大大地扩大了。
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广大的世界里，即使有了望远镜和显微镜，也只能看到宏观世界和微
观世界极小的一部分。
这就是眼睛的局限性。
    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长度单位是米，而且也是国际通用的。
米的百分之一是厘米，千分之一是毫米。
毫米的千分之一是微米。
微米的千分之一是纳米。
米的一千倍是千米。
我们在地球上衡量距离时，用千米就可以了，因为地球的平均半径也就是6371.004千米。
但是，如果要用千米来衡量宇宙中天体之间的距离，那就太小了，即使是离地球最近的星球月亮，到
地球的距离也在363300千米-405500千米之间，所以只好用光年，即光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在一年中
所走的距离，约为9.5万亿千米，如果写出来，变成了一长串，这就叫做天文数字。
    事实上，我们的眼睛只能分辨出大约十分之一毫米或者再稍微小一点的东西，例如灰尘的微粒，再
小的东西就无能为力了。
利用光学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从几个毫米到十分之几微米，也就是细菌那样大小的东西。
比细菌再小的东西，例如病毒，光学显微镜也无计可施了。
为此，科学家们又发明了电子显微镜。
利用电子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从100多微米到十分之几纳米的东西，也就是可以看到从动植物的细胞
到微小的物质分子。
那么，比分子更小的原子呢？
其大小只有0.1纳米左右，电子显微镜也分辨不出来了。
而原子里还有电子、质子和中子，电子、质子和中子里还有夸克，如此等等。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很难看到它们的庐山真面目。
    不仅如此，我们所能看到的距离，也是非常有限的。
靠肉眼只能看到几百米，借助望远镜只能看到几千米。
现在，人类已经把天文望远镜送上了太空，即使如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大极限，也就是200亿光年。
当然，如果与地球或者太阳系的大小相比，200亿光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距离。
但是，如果和整个宇宙相比呢？
却仍然是极渺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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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起码到目前为止，人类虽然有了高科技，所能看到的东西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不
清楚，绝大多数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
    然而，人类的好奇心却是无穷无尽的，怎样来调解眼界有限而时空无穷这个尖锐的矛盾呢？
“眼见为实”已经不行了，只有靠大脑去想象。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怎么能装得下一个无限的宇宙呢？
这首先得感谢上帝赋予我们以思维的能力。
但是，愈来愈多的事实证明，思维不仅仅属于人类，许多动物也皆有之。
例如，日本科学家最近发现，猴子不仅能记住0-10的数字，而且还能从小到大地把它们排列起来，没
有思维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那么，若与动物相比，人类的思维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我认为，人类的思维，主要有三大特异功能，即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在速度上是无穷的，而且在序列
上还是连续的。
例如，我们可以想到地球，想到火星，想到宇宙，想到太空，或者想到远古，想到未来，想到过去，
想到现在，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一会儿西，一会儿东，任凭思绪在时空中漫游，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
而动物们却不可能有如此广大的思维空间，它们所想到的，肯定都是眼皮子底下的事。
如果人类也和它们一样，今天还只能生活在密林里。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思维，尽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什么限制，但思考的速度却很慢，就算我们
可以用光速来思维，这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的最高速度，要想到太阳也要8.3分钟，要想到太阳系需要
几年，而要想到银河系则需要几万年，人类还怎样去思考宇宙呢？
同样的，即使我们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思维速度是无穷的，如果杂乱无章，像一盆糨糊，想到这个
，忘了那个，像个疯子一样，没有一定的思维逻辑，那么人类同样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和成绩。
由此可见，人类的大脑，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它比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制造出来的任何计算机，都要先
进不知多少个数量级！
    就这样，人类的大脑与无限的宇宙，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抹杀眼睛的功劳。
因为，正是眼睛看到了周围的现象，向脑袋不断地提出问题，迫使大脑去思考，才使我们的大脑逐渐
发育，达到了今天这样近乎完美的程度。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对于宇宙，到底知道了些什么呢？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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