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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前的科普
到南乔治亚岛之前，船上开始了紧张

而有序的准备工作。安排在先的是给全体
游客上的一堂必修课，宣讲《南极条约》
及登陆南极的注意事项。

虽然没有任何国家对南极洲实施行
政管辖，但人们在这块大陆上的活动仍然
有法可依。1959年世界上12个与南极相关
的国家签订了《南极条约》，目前已有超
过50个国家加入了南极条约体系。条约的
主要内容是：南极洲仅用于和平目的，促
进在南极洲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自由，促
进科学考察中的国际合作，禁止在南极地
区进行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活动及核爆炸
和处理放射物，冻结目前领土所有权的主
张，促进国际在科学方面的合作。条约从
国际法层面对南极进行保护和管理。

国际南极旅游经营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ntarctica Tour Operators）目
前依照南极条约体系，承担了在南极旅行
的管理和协调的工作，任何一家组织南极
的旅行社和游客，都绕不开IAATO组织的
监督。

根据IAATO的规定，每艘前往南极
旅行的游轮都需要配备一支有科学家和户
外活动专家组成的探险队，代表IAATO
行使监督、指导和保障的职责。上完这堂
普法教育课后，探险队员给游客每个人发
放了登陆靴子，并且严格检查了个人携带
的登陆用品，外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带到
南极大陆及其岛屿，连衣服缝里的线头都
要为你清除干净。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态
度，令人肃然起敬。

海洋探险号抵达南乔治亚岛时，寒风
雾雨笼罩着眼前的连绵雪山，岛上的细节
全然无法看清。在海上漂了几天，好不容
易见到陆地，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这个位于福克兰群岛东南的活火山岛
虽然地理纬度并不高，但处于南极辐合带
（Antarctic Convergence）的气候圈内。南
极幅合带并非如纬度是由人工设定的线，
而是一条自然的分界线，圈内气温与圈外
好像差了一个节气。

1775年，英国的库克船长抵达这里并
宣布英国对此岛拥有主权，且以乔治三世
国王的名字命名此岛。

1927年和1948年，阿根廷也对该岛提
出主权要求，主权纠纷随之产生。因为南
乔治亚岛并非南极条约所涵盖的地区，所
以，现由英国管辖。马岛战争后，阿根廷
对此岛的主权依然耿耿于怀，尽管口头上
总表达强硬态度，但对此岛为英国的海外
领地这一事实也无力改变。

号称“南极野生动物天堂”的南乔
治亚岛是南极洲的门户。王企鹅、金图企
鹅、象海豹、毛皮海狮、南极鞘嘴鸥、信
天翁、南极大海燕等都生活在这里。这里

的马可罗尼企鹅和王企鹅数以百万计。
登陆露脊鲸湾
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南极旅行的一个

特点。我们第一个巡游地点定在南乔治亚
岛西北角的埃尔塞胡尔（Elsehul），据说
在这个避风的港湾生活着大量王企鹅、马
克罗尼企鹅、金图企鹅、象海豹、海狗以
及各种各样的海鸟。当驴友们把长枪短跑
都准备好了的时候，船上广播说乘冲锋
艇巡游的计划因风急浪高被迫取消。海洋
探险号无奈启锚向下一个登陆点露脊鲸湾
（Right Whale Bay）前进。

船刚驶入露脊鲸湾，就看到密密麻
麻的企鹅站在岸上，黑压压一片，令人震
惊。说这里是企鹅王国真乃名副其实。

第一次乘冲锋艇在海湾内巡游，近距
离观看企鹅、海豹、蓝眼鹈鹕、信天翁等
岸边的野生动物，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返璞
归真的感觉。海滩上，挤满了身材圆润的
海狗，个头大的占据着临水的黄金地段，
悠然自得；靠里面有一帮海狗在打群架，
估计在争夺资源。几头肥硕的象海豹显得
鹤立鸡群，其中一位用毫无表情的眼神看
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海豹群中加杂着不
少企鹅，看来它们平时都能和平相处。不
远处，铺天盖地的王企鹅正在上演一出万
鹅争鸣的大戏。似乎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
迎，那场面绝对不比平壤的大型团体操和
北京的大阅兵逊色。

翌日清晨，云淡风轻，我们终于实
现了在索斯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的
首次登陆。索斯伯里位于南乔治亚岛西北
部的Bay of Isles南岸，地势开阔，且有植
被，是企鹅、海狗、象海豹和多种海鸟
的主要栖息地，也曾是十九世纪人类大规
模屠杀这些野生动物的场所。到二十世
纪初，这些动物几近灭绝。后来，由于国
际社会的干涉和禁猎措施的严格执行，企
鹅、海狗、象海豹等野生动物才得以大量
繁殖，恢复原本的自然面貌。

走进企鹅、海狗和象海豹的世界，近
距离观看它们的生活，与在电视上看“动
物世界”，感受截然不同。置身其中，不
仅感到新奇，而且也能换个角度检视人类
自己。

登陆古利德维肯
我们的第二个登陆点是古利德维肯

（Grytviken），这里曾是南乔治亚岛第一
座同时也是菅运时间最长的捕鲸站，从
1904年持续到1965年。这个捕鲸站在鼎盛
时期每年屠宰七千多只鲸鱼，在半个多世
纪的时间内，南极地区有二百多万只鲸鱼
被人类屠杀。这里不但有废弃的鲸鱼加工
厂，而且还有英国极地探险家欧内斯特·
沙克尔顿（Ernest Shackleton）的墓地。

来南乔治亚岛之前，在船上看了一部
沙克尔顿的传记片。这部影片不但讲述了
沙克尔顿波澜壮阔的一生，而且还浓墨重
彩地再现了沙克尔顿的探险船“坚忍号”

在威德尔海沉没后，登陆大象岛，又与两
位队员划着小艇千里迢迢跑到南乔治亚岛
的捕鲸站寻找救兵，最终使探险队员全体
获救的故事。

曾经辉煌一时的捕鲸船和加工厂早
已成为历史遗迹，工厂的机器和储油罐锈
迹斑斑，在周边雪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刺
眼。这里现有一座教堂、一座博物馆和一
栋工作人员宿舍。一位伦敦来的女士作为
博物馆的解说员带着我们参观，并为我们
讲解这里的历史和现状。她只夏天在此工
作；冬季，只有英国科学考察站的几个人
在此地留守。教堂里有个图书馆，放满了
古旧图书。因为时间关系，未能仔细了解

（←上接B2版）

那些在这里捕鲸和打工的人喜欢读的都
是什么书，便走进了博物馆，寻找有关
沙克尔顿的一切。在博物馆里，首先看
到的是一只奇大无比的信天翁标本，还
有许多有关南乔治亚岛的历史和野生动
物的展品。沙克尔顿的生平在博物馆中
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沙克尔顿在最后一次南极探险中因
心脏病突发死在这里。当探险队把噩耗
告诉了他的妻子，并启程将他的遗体运
回英国时，他的妻子来信说：“请把他
安葬在南乔治亚岛吧，南极才是他真正
的归属”。

    （更多内容将于下期刊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