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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敬：讲不完的北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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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

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被称

为世界的“三极”，酷寒而人迹罕至，

人们大概以为都是不毛之地，但事

实上这些地方不仅有着令人惊叹的

自然风光，还有着充足的生命力和

无尽的资源。夏天的气温一天天上

升，今天，让我们来听听资深地质学

家张文敬讲讲北极的故事，领略一

下那非凡的冰爽。

提要

2017年4月28日

作为一个生长在南方的人，我从懂事

伊始就对世界的尽头充满了无限幻想。

从科普中得知，地球的南北极都是皑皑白

雪覆盖的世界。后来当小学老师拿着陈

旧的地球仪，指着最上端的圈对全班说，

这里是地球的最北端——北极，但这里并

非不毛之地，而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课后的我手握着冰爽的北冰洋汽水，怎么

也无法脑补出那片极地景色。

随着年纪见长，对北极的了解更多

了，比如，北极并非指极点，而是整个北纬

66度34分以北地区，泛称北极圈。还有

极光的绝美、北极熊的憨厚、北极狐的精

灵、北极狼的孤傲⋯⋯这些，让我对北极的

憧憬变得更深更痴迷，觉得有朝一日能踏

上极地，那才不枉人生数十载。

时至今日，极地之旅这个愿望看起来

很近，似乎又很远。说它近，各种极地之旅

已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虽然价格不

菲，但也没到望而却步的程度，甚至身边不

少人已完成了极地之旅。说它远，在忙碌

的工作以及繁重的家庭负担下，要抛下一

切去圆梦，确实有些不太现实。

不过张文敬在金沙讲坛的这场讲座，

为我圆了一小部分的梦。虽然网上驴友们

的极地游记并不少见，但像张老师如此博

闻强记又深入浅出的阐述，却是无人可

比。短短两小时里，张老师图文并茂，用生

动有趣的语言为在座的听众徐徐展开了北

极那壮丽唯美到极致的画卷。让我印象最

深的并非是以前了解甚多的北极熊、北极

狐，而是极地那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森林，

白茫茫中的一片绿，与南极植被的荒芜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讲座结束后，我有些发愁，因为和精

彩的现场相比，在文字中重现讲座的精彩，

真的好难。

北极除了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以及矿

产资源，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其学名

为“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通常我们称其为“世界末

日种子库”。这是人类科学家为了人类世界在遭遇不

可预估的灾难时，做的一个备份。这个种子库位于北

极圈内距离极点1000多公里的山体中，是挪威政府

提议在北冰洋的斯瓦尔巴群岛建造的，它的总长120

米，洞穴高于海平面130米左右，洞内面积约1000平

方米，分为三座储藏室，每个储藏室能存储150万个

样本，而每个样本将保存约500粒种子。目前这里储

存着来自全球各种规模基因银行超过4000个植物物

种的86万份种子备份，包括豆类、小麦、稻米等人类赖

以生存的农作物种子。

为什么要把种子库建在斯瓦尔巴群岛？首先这

个岛屿位置偏僻，气候恶劣寒冷，但又不像南极那样

不易到达，在这里修建了很好的码头和机场，交通非

常便利。另外，这个岛屿的主要结构是沉积岩，地质

结构非常稳定，由于地处北极圈，这里没有雷电，没有

地震，作为种子库保存人类文明火种十分适合。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气温非常稳定，

修建好的山洞可以常年保持零下18℃，形成了一个

天然的冰箱，无需额外的制冷，就能使种子处于低温

环境中，非常适合长期储藏，而且不受气温变化的影

响。另外高于海平面130米的海拔也是经过了严格

测算的，在这个高度下，即使全球冰川消融，海平面上

升，它也不会被淹没。

张文敬，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探险

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科普作家协

会会员，曾任中国应用第四纪研究所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作品先后获中宣部、科技

部、广电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作家协

会等表彰。

走遍地球“四极”
从地理学和传统地理学家的角

度来说，地球共有两极，即南极和北

极。但实际上从地貌学的角度来看，地球共有

三极，还有一个“高极”，就是青藏高原，而高极

的最高点，自然就是珠穆朗玛峰。同时，按地

貌学的学说，除了高极，对应的还应有“深极”，

陆地深极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最深的点达到

了6009米。地球上的深极不在陆地，而在太

平洋中，这里就不赘述了。

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我觉得自己非常幸

运，地球上的四极我都曾多次踏足，从工作至

今，我去过南极4次，到过北极3次，系统考察

青藏高原50余次。最让我自豪的是，1998年

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我作为主

力队员和队长，率先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无

人区，完成了组织上赋予我的任务。今年12

月，我可能还要第五次前往南极，现在已收到

了一些邀请。

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地球其实不止四极，

还有一极，就是我家。我住顶楼，上面有一个

小花园，我自己命名为“五极居”。

关于极的概念，一般人认为“极

者，限也，端也，尖也，致也，似乎可以

穷尽者也。”但实际上“极”不是一个绝对概念，

真正的极是没有的。我国的古人对此也有阐

述，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充分

说明了事物是没有极限的。

因此讨论“极”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说的

是相对的“极”。相对的参照物，一定的坐标和

参照系统，在这个范围内，宇宙中许多事物现象

因此得来了“极”的概念。地球的南北极也是如

此划分而来，当所有的经线交汇到一点，这个点

就是地球的“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极点”。

北部的交汇点被称为北极点，南部的交汇点被

称为南极点。

但地球的极点位置并不固定，由于地球的自

转，两个极点始终处在不断移动之中，这叫极

移。各国科学家定期会重新通过精确测量，获得

新的极点位置。

相比不断移动的极点，极圈却是相对固定

的。科学家将地球上66°34′的纬线圈定义为

极圈，南极圈是南纬66°34′的纬线圈，北极圈

是北纬66°34′的纬线圈。我们常说到过南极

和北极，并不一定是指到达极点，只要达到极圈

范围，就算到达南北极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信有不少人已到过

南北极旅游，领略了极地的壮丽与唯美。

英文的北极地区叫“Arctic”，这个

词源于希腊语，意指正对着大熊星座的

海洋。南极的英文为“AntArctic”，Arctic前面加

了Ant，一个相对于北极而言的地方，据此可以推

断，人类首先亲近和了解北极而不是南极。

虽然北极圈的范围内一直有人类居住，但因

为交通等原因，真正对南北极的研究是近几百年

以来的事。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有一位探险家

名为威廉·巴伦支，他探索发现了北极范围内有

很大一部分并非陆地而是海洋，但这片海洋长期

处于冰冻状态，因此他将这片海洋命名为“极北

的海洋”或“寒冷的海洋”。1845年，英国伦敦地

理学会正式命名其为“北冰洋”，今天北冰洋中有

一片陆缘海，则被命名为“巴伦支海”。

北冰洋是四大洋中面积最小的洋，从北极圈

算起，面积1479万平方千米左右。虽称冰洋，但

北冰洋并非所有地方一年四季都是冰封雪冻，即

便在冬天也不是全部冻结起来的，临近北极圈附

近的许多地方都处于不冻的状态，究其原因就非

常复杂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受北大西洋暖流影

响。数据显示，北冰洋冬季海冰最大的覆盖面积

为1140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77.3%；暖季

海冰最小的覆盖面积为700万平方公里，占总面

积的47.5%。

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南极和北极都同样寒

冷，但事实上相对而言北极没南极那么冷。南极

冰温一般达零下40℃，而北极冰温在零下30℃

左右，南极极端气温可达零下90℃左右，北极极

端气温只能达到零下60℃左右。虽然对普通人

来说确实很冷，但在科学角度来看，北极比南极

温暖是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则是北冰洋巨

大的水体。

中华与北极结缘5000年
虽然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是有国籍的。中

华民族和北极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而且不是一

般的关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对北极的了解和

追溯可至5000年以前，中国古代文献《尚书·尧典》和《史

记·五帝本纪》就有对北方“幽都”的记载。

这个幽都并非后世对古代北京附近地区的称呼，而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世

界上有什么地方是太阳照不到的呢？明显是有着极夜环

境的北极圈内。因此据推测，早在公元前2333年—公元

前2234年之间，中国人就已经在北极圈范围内居住和从

事渔猎活动，研究他们的行进路线，则很可能是从堪察加

半岛和白令海峡进入极圈的。

从后世人种研究也可以看到，居住在北极圈的因纽

特人（爱斯基摩人）、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中国的黄种人

在很多地方都有着相似之处。据推断，这些人有可能就

是在那个时期从中国迁移出去的。

汉代大文学家同时也是大旅行家的东方朔也曾经到

过北极圈范围里，见过极昼和极夜，即“纯阳之夏”和“冥夜

之秋”。到了清代，中国人到北极的就更多了，比如大探

险家谢清高，还有著名的康有为等。

曾经很多人认为南极和北极因为严冬的

酷寒，所以是生命的禁区，其实不然，随着各种

资讯的传播和科普的增强，我们都知道，无论南极还是

北极其实都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其中最为著名的自然

是北极熊。

北极熊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它的祖先是

活动在亚洲和欧洲的一种棕熊，在冰期时因为大量的冰

川覆盖，这个棕熊族群走到了北极地区觅食，捕捉当地

的海豹海狮等，慢慢在此定居，成了现在的北极熊。除

了北极熊，北极还生存着大量的动物种群，比如北极狼、

北极狐、北极驯鹿、北极海豹以及鲸鱼和大量鸟类。

随着全球的温度升高变暖，导致不少地球环境发

生负面变化，北极动物的生存环境也受到了巨大的影

响，它们的生存栖息地大量丧失或碎片化。一个种群

的栖息地被隔离开来，变成互不相通的一小块一小

块，这就是碎片化。这种影响我是亲眼所见。因为气

候变暖，北极的海上浮冰越来越少，我几次去的时候

看到好多北极熊都是可怜巴巴的，因为没有浮冰，北

极熊无法捕捉海狮海豹等大型动物，只能和鸟儿争

食，去捉些鱼和鸟蛋来充饥，但这种食物模式对于巨

大的北极熊来说其实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从科幻的

角度来讲，说不定哪天北极熊又会退到亚洲和欧洲，

慢慢又演替成为棕熊。这并非是无根据的幻想，海

狮、海豹曾经都是陆地动物又重新回到海里面的。

除了动物，北极和南极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北极有很多花草甚至森林，我们称其为“泰加林”，指从

北极苔原南界树木线开始，向南延伸1000多公里宽的

北方塔形针叶林带，是世界上最大的且独具北极寒区

生态环境的森林带类型。森林中有花草、蘑菇以及菊

科等植物，种类非常丰富。这在南极是绝对没有的。

地球极点在不断移动

人类最先亲近北极

北极充满旺盛生命力

为世界备份的“种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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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1月2日，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北部

巴伦支海海边村镇捷里别尔卡附近的极光。捷里别

尔卡是一个人口约1000人的小村镇，是俄罗斯最北

定居地之一，入围201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

俄罗斯影片《利维坦》在此拍摄。

2 2017年4月11日，黑龙江漠河破冰防凌汛，

北极边防派出所官兵在现场警戒。

3 北极之门。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冰封的

北德维纳河。这座城市是行经北极地区的北海航线

起点之一，历史上有200多次北极探险行动从这里

出发，被誉为俄罗斯北方的“北极之门”。

新华社资料图片2

3

中国第七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在长期冰

站设置的自动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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