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极 和 北 极 ，
向来都是远离普通
人 的 视 野 和 体 验
的 。 张 建 松 2007
年 -2008 年 参 加
中国第 24次南极
科学考察，是新华
社 历 史 上 第 一 位
赴 南 极 采 访 的 女
记者，2010年又参
加 中 国 第 4次 北
极科学考察，是新
华社历史上第一位抵达北极
点采访的女记者。她的 《最
接近天堂的地方———新华社
女记者 238天的南极、北极
之 旅》（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2012年出版）一书通过对南

北 极 景 色 细 致 的
描绘、对奔赴南北
极 一 路 的 所 遇 所
感，将一个真实的
南 极 和 北 极 生 动
呈现。通过采访十
余 位 极 地 研 究 专
家 及 专 业 考 察 人
员，以一个职业记
者 的 视 角 深 度 剖
析 了 南 北 极 的 资
源 、旅 游 、各 国 考

察站、海冰融化以及南极保
护等问题，使读者真实地感
受到来自地球两端的外在于
内在，近距离享受地球天堂
的至纯至美。本文为该书作
者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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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小，视野所及的天际线尽头，只有层峦
叠嶂的大别山。我的故乡在安徽省岳西县，那
里是大别山革命老区。

大别山像母亲温暖的怀抱，抚育了我的
成长；大别山又像一道森严屏障，将我与外面
的世界阻隔。山外是怎样的一番世界？连绵起
伏的大山像一个个扯不直的问号，让我充满
好奇，追索答案。这，也是我努力学习的不倦
动力。

如今，感谢“新华社记者”这份职业，让我
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甚至有机
会到地球的南北两极去看一看。

为了圆这个梦，我在新华社做
了整整十年的准备

记得十多年前，我刚进新华社上海分社，
第一次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采访，神秘、孤
独、绝美、纯洁的南极引起了我心中的无限好
奇。从此，去看一看那里的世界，成为我心中
一个遥远的梦。

为了圆这个梦，我在新华社做了整整十
年的准备。

终于，当自身和外界的各项条件均已成
熟时，!""#年 $$月，我作为新华社历史上第
一位赴南极采访的女记者，跟随中国第 !%次
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发了。

这次考察历时 $&'天，我们乘坐“雪龙”
号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南大洋，四次
穿越西风带“鬼门关”，往返于以凶险著称的
德雷克海峡，多次遭遇西风带强气旋的“围追
堵截”，航程 !(%&"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航
行一周。

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的人生历程，是我十
年记者生涯中最快乐、最单纯、最过瘾的一段
时光。

去过南极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去北极，也
许任何人都不会放弃。我也是这样。

!")"年 #月，我跟随中国第四次北极科
学考察队前往北极采访报道。这次考察历时
(!天，我们乘坐“雪龙”号在茫茫大海航行近
)*+""海里，南北纵贯 !*""海里，东西横跨
))""海里。从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
到门捷列夫海脊、弗莱彻深海平原，最后抵达
北极点附近海域。“雪龙”号最北抵达北纬 ((

度 !'分，创造了中国北极考察史和航海史上
的多项新纪录。

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还有幸和部分考
察队员乘坐直升机抵达北极点，成为新华社
历史上第一位抵达北极点采访的女记者。

北极之行值得骄傲的还有，由于这次考
察正值 !")"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经过新
华社上海分社慎海雄社长的周密策划，在国
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和全体考察队员的
大力支持下，在“雪龙”号进入北极圈那一刻，
我组织了“问候祖国 祝福世博”活动，为世博
会的成功举办遥送一份来自北极的祝福，并
将世博会会旗成功地插上了北极点。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世博会旗帜第一次
插在了地球的最北端。为了留下永远的纪念，
新华社上海分社还专门制作了“世博北极点
纪念章”，为世博文化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光
彩。

为什么要去南极？这个质疑曾
令我深思许久，也令我内疚许久

去南极之前，我在新华网上开了一个博
客，许多网友纷纷留言为我祝福，但也有少数
网友提出质疑：为什么要去南极？
“如果很多人都怀有你这样的热情，南极

就惨了！地球几乎没有处女地给你们玩了，多
为地球想想吧！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难道
你不看吗？！”一位匿名网友在留言中这样质
疑。

为什么要去南极？这个质疑曾令我深思
许久，也令我内疚许久。

因为我是报道极地的媒体工作者，公众
至今还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南极去，说明
我们的宣传报道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

按照人们单纯、善良的理解，如果人类的
脚步永远不去涉足南极这块净土，就是对南
极环境最大的保护。

但事实是，在过去的 !""多年里，人类对
南极的涉足从未停止过。南极洲作为当今世
界上唯一没有公认主权的大陆，自从被人类
发现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南极的纷争就从来
没有停止过。

从 )##!年英国探险家库克率领两艘独
桅船到南极寻找“未知大陆”的环球航行，到
)(),年俄罗斯军官别林斯高晋和拉扎列夫率
领南极探险队奔赴南极；从 )(,&年开始的南
极探险英雄时代，到 ),))年阿蒙森在人类历

史上首次到达南极点、斯科特捐躯南极冰原，
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前赴后继地涉足南极。如
今，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
南极早已经不再是几个探险家小心翼翼触摸
的神秘之地。

进入 !)世纪以来，各世界强国在紧密围
绕对海洋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
底的权益和资源激烈争夺的同时，也把目光
聚集到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使之逐渐成为国
际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各国权益纷争的重
要舞台。极地，正在从科学考察时代转向了一
个以政治、经济、科学、军事利益为主的权益
纷争时代。

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一方面固然是人
类追求科学精神的实践，另一方面这也是各
国对南极洲未来进行的一场角逐。

截至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在南极建立了
(!个科学考察站。其中常年站 %#个，夏季站
*&个，可容纳 !&""人左右开展科学考察活
动，'""-#++人在南极越冬。

在南极设立考察站最多的国家是阿根
廷，一共有 $%个考察站；其次是智利，共有 ,

个考察站；俄罗斯建有 (个考察站，位居第
三。

南极考察强国是英国和美国，他们在南
极设立的考察站数量虽然不算最多（英国有 !

个考察站，美国有 "个考察站），但这些考察
站都占据了最佳地理位置，美国阿蒙森-斯科
特站位于南极点，位置极佳。还有罗斯海附近
的美国麦克默多站，规模庞大，堪称一座“南
极科学城”。
我国的极地考察始于 $,(%年。虽然在国

际南极科学考察大舞台上姗姗来迟，但在国
家海洋局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经过 !+多年
持续不断的努力，目前已形成了“一船”（“雪
龙”号极地科学考察船）、“四站”（南极长城
站、中山站、昆仑站，北极黄河站）、“一中心”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业务支撑体系和科研
平台，跻身极地科学考察大国的行列，但显然
还不是科学考察强国。

在地球最南端，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
科学考察站的建设，不仅是中国极地科学考
察的高峰，还是中国全球化战略的高峰！

我国的北极科学考察始于
1999年，至2010年只进行了4
次，我们对于北极的了解还远远不
够！

在地球最北端，北冰洋公海及其洋底属
于全人类，我国在那里同样具有神圣不可侵
犯的国家利益！

作为北半球国家，北极是中国冷空气的
主要来源地，在北极发生的任何细微变化，都
会影响到中国。近年来，我国的暖冬、冻雨、洪
水、干旱、沙尘暴和泥石流等灾害频仍，这些
灾害与北极的关系至今仍很不清楚。对此，急
需加强北极地区气候环境变化过程与我国气
候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这对于指导我国工
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目前，北极海冰的融化速度已经远远超
出了科学家的预期。北极海冰快速融化，也绝
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自然现象。海冰快速融
化可能是诱发北极海洋和大气系统发生一系
列重大变化的导火索，将深刻影响全球气候；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北极海冰一旦融化，极有
可能促进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难以估量的巨
变。

海冰融化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北极航道
的开通。从 $'世纪起，欧洲国家就一直梦想
能打通经北冰洋到达神秘而富庶的东方的便
捷通道，但由于北冰洋上重重冰山和厚厚海
冰的阻挡，使北极航道探险虽然兴盛一时，但
终因不具备商业航运价值而沉寂下来。

时至今日，随着北极海冰的快速融化，北
冰洋“黄金水道”有望开通。北极航道一旦贯
通，将直接改变原有的世界海洋航运格局，不
仅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和经济价值，其政治、
军事和文化发展等战略作用亦不可低估。

近年来，北冰洋沿岸国家纷纷调整和强
化北极战略，提高其在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中
的强度和等级，同时竞相在北极地区频繁举
行战略性动作。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我国拥有在北冰洋自由航行、飞越、科学
考察、公海海底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一旦北

极航道开通，将大大拉近我国与欧洲、北美市
场的距离，导致国际分工和产业布局发生变
化，进而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分工和经济
发展战略布局。

我国的北极科学考察始于 $,,, 年，至
!+$+年只进行了 %次，我们对于北极的了解
还远远不够！
在前三次北极科学考察中，“雪龙”号最北

分别航行到北纬 #&度、(+度和 (&度。由于海
冰融化，在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中，我们乘坐
“雪龙”号一路长驱北上，最北抵达北纬 ((度。

根据以往的研究，北冰洋三分之二以上
的海面全年覆盖着厚 $.&米到 %米的巨大冰
块，越是中央地区，冰层越是厚实坚固。然而，
“雪龙”号在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过程中，航
经水域测得海冰的最大厚度只有 *.$米。

我们乘坐直升机前往北极点进行科学考
察的过程中，一路所见的北极点附近海冰，也
完全不是一望无际的千里冰原，海冰全都“未
融先开”，巨大的冰间水道长达数公里，蓝色
的冰上融池密布，令人深感意外，触目惊心。

据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最新发布的消
息，!++,-!+$+年度“融化季”结束时，北极海冰
面积萎缩至 %#'万平方公里，创下在历史上排
名第三的最小冰面纪录。估计到 !+*+年，北极
到夏末就不会有冰了，完全成为一个蓝色海洋。

的确，我们在第四次北极考察中，一路所
见的夏季北冰洋都是蓝白相间，甚至蓝色多
于白色。即使在北极点周围，也不完全是白色
的世界。

事实正在告诉我们，战略专家们的分析
和预测，也许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地球最北
端，正在悄然发生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巨
大变化！

为了迎接这些历史性变化，尤其是随着
我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利益全球
化时代的到来，必须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
本书集纳了我在南北极的见闻，也集纳了

一名新华社记者多年来对南北极问题的关注
与思考。

我眼中的极地之美，希望能带给你赏心
悦目与无尽遐思。更希望引起你关注的是：地
球南北两极对于中国和世界是何等之重要！

正在改变的世界 ! 张建松

" 在灰色的!新冰"与白色的!老冰"交织

的一望无际的南大洋#!雪龙" 号矫健的身

姿划出了一道优美弧线

" 平生第一次登临冰山#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豪迈

" 考察队进入北极圈#举行!问候祖国 祝

福世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