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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的話

通常在開始一段航程時，我們至少要弄清目的地，以及

該如何才能抵達那裡。翻開一本書時，讀者也應該得到類

似的信息，因此我有必要做個解釋說明。對於“地理”的定

義，當然再沒有比詞典中的解釋更好的了。我手邊正好放著

1912 年版的《牛津簡明詞典》，它告訴我們“地理”的定義

是：關於地球的地表、形態、自然現象、自然和政治區劃、

氣候、物產及人口的科學。

經驗告訴我，任憑你對進出口貨物、煤礦和油田的產

量以及銀行儲蓄描述得如何娓娓動人，讀者在翻到書的下

一頁時對剛看過的內容還是可能甚麼都沒記住。何況，無論

甚麼時候他需要這類數字，他都能在一疊商業統計數據中

查閱到。

因而在這本地理書中，我要把人放在中心位置。

幾千年前，無垠的俄羅斯平原就在等待著種下第一顆

穀物的辛勤的開墾者，然後將大豐收回報給他。但是如果

不是一個斯拉夫人，而是一個日耳曼人用鐵鍬犁開了第一道

壟溝的話，那麼今天的這個國家就是不同的面貌了。在日本

群島上面，住著的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已經滅絕的塔斯馬尼

★塔斯馬尼亞原住民，澳

大利亞東南部塔斯馬尼亞

島上的土著居民，屬黑人

種。民族是指一群人覺得

他們自己是被共同的歷史、

文化和祖先所連結起來的

一個共同體，在這個意義

上，歷史學家、科學家和人

類學家一致認為塔斯馬尼

亞原住民作為民族已經滅

絕，目前塔斯馬尼亞島上還

有一些原住民的混血後裔

存在。



亞原住民，地震也還是會發生。可是，如果塔斯馬尼亞人的後裔居住在日本島的話，

恐怕沒有日本人的能力來養活 6000 萬人口。

因此，在這本書中，人佔第一位，人的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佔第二位。所以，我更

願意把它作為一本研究人的書。而且，它不是寫給專家的，這本書的任務只是使普通讀

者大致了解自己所生活的這個星球而已。

在進一步閱讀之前，請再稍等片刻，我來告訴你怎樣讀這本書。這本書要和地圖

冊一塊兒讀。好的地圖冊非常多，你至少應該有一本。因為地圖冊就跟詞典一樣，即使

是不夠好的，也比沒有強。

你馬上會發現，這本書裡也有不少地圖，但那並不能夠代替正規的地圖冊。我畫

這些圖只想向你表明，用畫圖的方法可以了解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同時更希望激發你

按照自己的地理觀念去繪製地圖的興趣。

現在讓我告訴你：學習地理最好、最合適的方法就是畫圖。不要照著我的或者別

人的圖來畫。如果你願意，可以看看我畫的圖，但是它們不過就是美味珍饈中的一碟

小菜，目的是吸引你自己去烹製大餐。

備一本地圖冊、一個小的或大的地球儀，買一支鉛筆、一疊紙，自己動手畫地圖。

你若要把學到的地理知識牢牢記住，最好的方法只有這個—繪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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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地球村的我們

假如地球上每個人都是 6 英尺高，1.5英尺寬，1英尺厚

（這其實比一般人的身材稍高大些），那麼全人類就可以被裝

進一隻長、寬、高均為半英里的正方體箱子裡。這個假設聽起

來難以置信，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自己去計算，然後你

會發現我是正確的。

假如我們把這隻箱子運送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的科羅拉多

大峽谷，並讓它能夠立在岩壁上，保持極好的平衡。然後再叫

那隻德國種的小臘腸狗，用它那軟軟的棕色小鼻子向這個龐

大笨重的箱子輕輕一頂，那箱子便從岩壁上帶著一路的飛沙

走石、樹木枝杈一直滾到谷底，同時，箱子會發出磕撞石壁的

爆裂聲，然後是沉重猛烈的撞擊聲，最後是箱子摔在科羅拉

多河灘上拍濺起河水的巨大聲響。

而後，一切都歸於沉寂⋯⋯

那個沙丁魚罐頭般的“人類集裝箱”會漸被遺忘。

而科羅拉多大峽谷依然在斗轉星移中戰風鬥雪。

地球還在無垠的天體中繼續著它原有的軌道行程。

遠近星球上的天文學家們也不會觀測出地球上的這一變化。

只有百年後，低矮的荒丘上長滿了野草，似乎在指示著這

★房龍在本書中通篇採

用英制長度單位，英制是

一種使用於英國、其前殖

民地和英聯邦國家的非正

式標準化的單位制。國際

單位制即米制，又稱為公

制。英制長度的單位換算

為：1英里＝5280 英尺，

1 英尺＝12 英寸，3 英尺

＝1 碼。英制長度與米制

長度換算的基本關係為：1

英里＝1609.344 米，1英

尺＝0.3048 米，1英寸＝

0.0254米。

★房龍當時著書的時代統

計材料顯示，全人類人口

約近 2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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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是人類的葬身之地。

一切就是這樣。

可以想像，一些讀者一定不大喜歡這個故事。當他們看到

自己引以為傲的這個族類竟如此微不足道，會感到難受。但

是，看待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角度—這個角度讓我們把自己

族群數量上的渺小和弱小身軀的孤立無助，都可以看作是影

響深遠又值得驕傲的。

我們只是一小群孱弱又沒有抵抗力的哺乳動物。從人類

誕生的那一刻起，我們就被各種生物包圍著，它們在生存競爭

中的裝備不知比人類好多少倍。它們中間，有的身體達百英尺

長，像小火車頭一般重；有的牙齒鋒利如鋸；有的每天“穿著”

好像中世紀騎士的盔甲出來活動；還有的物種儘管用人的肉

眼看不見，但繁殖速度卻快得驚人，要不是生物鏈上它們的天

敵能夠用和它們的繁殖一樣快的速度消滅它們的話，它們就

會用不到一年的時間佔領整個地球。

可是人類，只有在最適宜的環境下才能生存，因此他們不

得不在高山和深海間僅有的幾塊陸地上尋找居所。而與我們共

同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生物，卻絕不會嫌山太高、水太深，它

們顯然是由那些在任何自然條件下都能生存的物質組成的。

生物學家告訴我們，有些昆蟲能夠生活在石油中；還有些

昆蟲可以在劇變的溫度下存活，而我們人類在那樣的溫度下

恐怕幾分鐘內就會全部死掉；那些在書櫃中爬來爬去、彷彿

酷愛學問的棕色小甲蟲即使斷了三四條腿，也依然活動自如，

★鯊魚的牙齒像一把鋒利

的尖刀，能輕而易舉地咬

斷像手指般粗的電纜。鯊

魚的牙齒不是像海洋裡其

他動物那樣恆固的一排，

而是具有多排，除最外排

的牙齒才是真正起到牙齒

的功能外，其餘幾排都是

“仰臥”著留待備用，就好

像屋頂上的瓦片一樣彼此

覆蓋著，一旦在最外一層的

牙齒發生脫落時，裡面一

排的牙齒馬上就會向前面

移動，用來補足取代脫落牙

齒的空穴位置。

★藍鯨被認為是地球上體

型最大的動物，長可達 33

米，重達181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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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我們人類來說，即使一根刺扎入腳趾也會行動不便。因

此，為了生存，人類從出現在地球上那刻起就意識到我們在與

甚麼樣的競爭對手進行抗爭。

想像一下，當人類不再藉助樹枝、木杖的支撐而開始用後

肢學習走路時，那些皮糙肉厚的大動物們都在冷眼旁觀，當它

們看到這個自然界粉紅的小東西開始笨拙地直立行走時，一

定覺得非常可笑。

然而，那些憑藉粗暴蠻力和機警狡猾佔領著地球上兩億

平方英里大陸和海洋的動物們，那些昔日至高無上的統治者

們，它們現在的命運又是怎樣的呢？

現在，它們中的大部分已經絕跡於世界，我們只有在自然

博物館裡用“展品 A”或“展品 B”好心地為它們留下一席之

地，供人們想像那段自然史。而另一些活到現在的動物，為了

繼續生存，只能服從人類的意志，為我們提供自己的蛋、奶、

皮毛乃至身上的肉，或者代替人類去做粗重的力氣活兒。還有

許多動物可以躲避到人類不願涉足的偏遠地帶繁衍種族，延

續生命，而這也只是因為這些地方是人類認為不值得爭奪並

佔為己有的罷了。

總之，僅在 20萬年的時間內，人類便已成為了不可否認

的統治者，地球上每一塊陸地，甚至是天空和海洋都成了人類

的領地。這些成就是由幾億人創造的，而他們打敗敵手的唯

一優勢就是智慧。

而且，從人類新近走過的四千年歷史看，我們可以達到的

未來無可限量。人類幾乎支配著地球萬物，對於那些尚未得到

★恐龍最早出現在 2.3 億

年前的三疊紀，滅亡於約

6500 萬年前的白堊紀晚期

所發生的白堊紀末滅絕事

件。恐龍（不包含鳥類）是

生存於陸地上的主龍類爬

行動物，四肢直立於身體

之下，而非往兩旁撐開。各

種恐龍快速地演化出不同

的特徵，並發展出不同的

體型大小，佔據著不同的

生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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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人類便會運用敏銳的頭腦、深遠的見解和武器去征服

和佔有。但是，我們必須抵禦自身遺傳來的殘忍本性的誘惑和

驅使，這種殘忍性甚至使人類間的廝殺比人類對待動植物更

加暴虐和惡劣，而這會使我們偏離發展前進的正軌。

地球是我們美好的家園。它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食物、礦

產和森林，使我們能夠更舒適地生活。還有牧場上馴順的綿

羊，開滿藍色花朵、波浪般起伏連綿的亞麻田和中國的桑樹上

那些辛勤工作的桑蠶，他們為我們提供了編織材料，使我們能

夠抵禦酷暑和嚴寒。

然而，大自然是有它的法則的。大自然的法律公正又無情，

在這裡我們沒有上訴的權利，也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它毫不

吝嗇地恩賜和給予，但同時也需要我們學習它的法則，遵守它

的律令。

一塊只能容納 50頭牛的牧場上養了 100頭牛就會有災難

降臨。同樣的，一塊只能承載 10萬人的陸地上居住了 100萬

人，就會引發擁擠、貧窮，產生不必要的痛苦。而這恰恰是人

類忽略的事實。

然而，這並不是人類所犯下的錯誤中最嚴重的一個。我們

以另一種方式侵犯著養育我們的自然母親—人類之間的相

互仇恨。人類是唯一對自己同類採取敵對行動的動物。狗不吃

狗，虎也不吃虎，即便是最殘暴兇惡的鬣狗也能與自己的同類

和睦相處。而人類，在相互敵對、在自相殘殺。當今世界上的

許多國家都把入侵鄰國作為頭等要務，時刻準備著殺戮。

人類如何才能找到出路走出這個昏暗又可恥的死胡同？

★鬣狗，哺乳動物，生活在

非洲、阿拉伯半島、亞洲和

印度次大陸，以食用獸類

屍體的腐肉為生。鬣狗的外

形像狗，但其實更接近貓

科動物，其超強的咬力甚

至能咬碎骨頭、吸取骨髓，

是非洲大草原上最兇悍的

清道夫。

★當今世界指房龍寫作此

書的年代—1932年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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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小書嘗試指出那條唯一的路，從而幫助我們自己走出那個陰鬱、漆黑、幽深的死

胡同，那個我們的祖先不經意間誤入而迷失的地方。

這需要時間，甚至需要上百年的時間。要經歷一個循序漸進又令人痛苦的教化過

程，才能真正通向那條拯救人類靈魂的光明之路。這條路會指引我們認識到，我們

都住在同一個星球，所有人都是這個星球上的同伴。如果我們認識到這個顛撲不破

的真理，如果我們能意識到無論好壞，地球是我們共同的生存家園這一事實，我們還

尚未發現其他棲身之所，我們也不能離開這個宇宙中的小點—我們降生的星球，那

麼，我們就像在乘坐向未知目的地行進的一列火車或一艘輪船的旅客一樣，同舟共

濟、團結互助，在通向解決人類困境癥結之路上邁出重要而關鍵的一步。

我們都是同行旅伴，我們同呼吸共命運。

你可以把我當成夢想家，也可以稱我為傻瓜或者認為我愛空想，甚至叫警察或者

救護車把我送到不能再宣揚這些異端邪說的地方。但是，請記住我的話，至少在末日

將臨、人類不得不將開啟幸福的鑰匙交給更有資格的地球接管者那天，記起我說的

話。因為唯一能倖免於難的希望就蘊含在這句話中：

我們是居住在同一個星球上的同伴，為了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和平幸福，我

們要承擔起共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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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地球

地球不是一個真正的球體，而是一個“橢球體”，相當於

一個兩極較扁的球體。我們把一個蘋果正放在面前，然後想

像用一根長的鋼針從上往下穿過它的中心，鋼針穿過的蘋果

兩端，就是蘋果的“兩極”。而地球的“兩極”也可以這樣找

到，它的北極被海洋覆蓋著，南極則是一片高原和山地。

我們都知道，地球是個行星。“行星”這個詞是希臘人最

開始用的，那時他們觀察到有些天體在天空中不斷改變位置，

而有些則保持不變。他們就把那些不斷移動的天體叫做“行

星”或者“漫遊者”，那些不動的天體則叫做“恆星”。他們當

時沒有望遠鏡，也就不能每天跟蹤那些漫遊的天體。

地球繞太陽旋轉，享受太陽的光和熱。太陽比太陽系所

有的行星加起來還要大六倍多，而太陽表面附近的溫度大概

為 6000 華氏度。我們也就無須為地球分享了這個富有的“鄰

居”的一點光和熱而愧疚，因為對於太陽來講，這幾乎沒有任

何影響。

在古代，人們認為大地處在宇宙的中心。他們確信，大地

是個像盤子一樣的平面，四周都是海洋，大地好像從孩子手中

逃脫的氣球一樣懸浮在空中。只有少數古希臘天文學家和數

★華氏度和攝氏度都是用

來計量溫度的單位。華氏

溫度規定在一個標準大氣

壓下，水的冰點為 32 度，

沸點為 212 度，兩個標準

點之間分為 180 等份，

每等份代表 1 華氏度，即

1°F。6000 華氏度約相當

於3315.5 攝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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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敢於自己思考，並質疑祭司的說法，明確地宣稱那樣的觀

點是錯誤的。經過了幾個世紀的艱難思考和鬥爭，勇敢的思想

家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大地不是平的，而是圓的，它也不是

宇宙的中心；大地在繞著一個更大的物體勻速轉動，那就是

太陽。他們同時也指出，那些好像在天空中繞著我們運行的小

光點，是和我們一樣的行星。正像我們每天按照一定的規律生

活，按時起床、按時睡覺、做著被安排做的事情一樣，那些行

星也有一定的軌道，必須循規蹈矩。

到了 15世紀末，可以證明大地是球體的事實越來越多，

已經到了無可否認的程度，這些證據有：

第一，當我們從遠處靠近一座山、或者在海上航行時從遠

處駛向另一艘船時，總是先看到山頂或者船的桅杆頂端，然

後隨著越來越近，才漸漸看到山或者船的其餘部分。

第二，不管我們身處何地，我們視線所及的範圍內總是像

一個圈。也就是說，不管在哪，視野內景物的範圍大小都是一

樣的。而當人們乘坐熱氣球升高，或者登上一座塔樓，就會發

現這個“圈”在變大。

假設大地形狀是像雞

蛋一樣，那我們的視野

就應該是一個橢圓的

範圍；假如大地是方形

或者三角形的，地平線

就應該是方形或者三

角形的了。

★尼古拉．哥白尼（1473—

1543），波蘭天文學家，他

是第一位提出日心說的歐

洲天文學家。他指出地球不

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一顆圍

繞太陽這個不變的中心運

行的普通行星，其自身又以

地軸為中心自轉。

航船與視線（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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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月偏食的時候，大地在月球上的投影邊緣是弧形

的，而只有當大地是個球體，才能造成邊緣弧形的投影。

第四，我們知道其他的行星和恆星都是球體，那為甚麼唯

獨我們會是千萬天體之中的例外呢？

第五，不管是庫克船長還是其他著名航海家，當他們的船

隊保持向西或者向東一直行駛，便會回到最初出發的港口。假

如大地不是球體，又該怎麼解釋呢？

最後，如果我們去北極，就會發現那些熟悉的星座群漸漸

消失在地平線以下；而我們從北極返程、慢慢靠近赤道時，它

們又會重新出現在天空。

我相信這些證據已經足夠證明，我們居住的大地是個球

體了。我還可以擺出很多的科學知識，但是沒有一個是對你有

幫助的。像我一樣平凡的人們，對於這些數據，並不能很容易

★詹姆斯．庫克（1728—

1779），常被稱為庫克船

長，英國探險家及航海家，

曾三度遠征太平洋，並探

索了太平洋沿岸的海岸線。

他也是地圖製作者、經度

儀航海測定船位的發明者

及發現治療壞血症的第一

人。最早發現南半球的新西

蘭、澳大利亞東海岸的人

也是他，他還是最早發現

夏威夷群島的歐洲人。今日

新西蘭北島和南島間的海

峽，就依他的名字命名為

庫克海峽，南太平洋中也有

一個群島以他的名字命名

為庫克群島。

只有圓體才會射出圓形（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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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解。拿“光”來說吧，光每秒能走 186000英里，我們打個

響指的時間，光就能繞地球七圈。但是即使光的速度這麼快，

離太陽系最近的恆星的光也要走四年零四個月才能到達我們

的眼睛。太陽的光需要八分鐘到達地球，木星的光需要三分

鐘。但是對於在航海中無比重要的北極星，我們看到的，其實

已經是它四十年前發出的光芒了。如果有人讓我們想像一下一

光年的距離，也就是光用一年的時間可以走的距離，大概是

365×24×60×60×186000英里，我們大概乾脆就放棄了，說聲

“哦，是嗎”，然後覺得還是去和家裡的小貓玩耍，或者乾脆

聽音樂更有趣了。

但是我們都乘過火車，那就用另一種方法來解釋吧。一輛

普通的載客火車，如果日夜不停，需要 5—7年才能到達月球。

但如果它的目標是太陽，那從現在開始，要到公元 2232年才

能到達；如果要去往海王星，這列火車就要花八千多年時間。

但要是和離我們最近的恆星相比，這些都是小兒科了，因為那

將是一次用時 7500萬年的旅行。假如我們有一個更遠大的目

標，想要去一次北極星，那麼我們要用掉 7億年。如果用一代

人的壽命約為70年來估算，那麼這期間將經歷 1000萬代人！

現在我們還只是說到了宇宙中我們可見範圍內的事情。

與先輩伽利略時代的天文學家用於觀察天空並不時做出奇妙

發現的小裝置相比，我們今天的望遠鏡不知要先進多少倍。即

使如此，如果我們不能把今天的望遠鏡再提高一千倍，它們仍

然是很不夠的。這麼一來你就可以理解，當我們說到“宇宙”

的時候，實際指的是“人類目前肉眼可見的一小部分宇宙”。至

★伽利略．伽利萊（1564—

1642），意大利物理學家、

數學家、天文學家及哲學

家，科學革命中的重要人

物。他的成就包括製造了第

一個溫度計來測量溫度；

用擺來測量時間；改良了折

射式望遠鏡，並使用望遠

鏡進行天文觀測，以及支

持哥白尼的日心說。伽利略

還通過實驗研究在重力影

響下的落體運動問題，推翻

了亞里士多德關於不同重

量的物體下落速度不同的

論點。

★離我們最近的恆星是太

陽，離太陽系最近的恆星

被稱為比鄰星，它位於半

人馬座，離太陽只有 4.22

光年，相當於 399233 億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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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另外那部分看不到的，我們是一無所知，甚至連猜測都無從猜起。

在我們認識到的這部分宇宙中有千萬個恆星、行星和各種天體，但是只有兩個是

對我們影響最深的：太陽和月球。太陽不間斷地為我們提供光和熱，而月球對我們產

生影響是因為它離我們太近了，它導致了海洋的運動，形成我們所稱的“潮汐”現象。

是的，月球離我們太近了。即使它與太陽相比，小得微不足道，假如太陽是我們提

到過的直徑為三英尺的球體，那麼地球就像綠豆那麼大，月球就只有針尖大小。但是

對於我們的地球，月球的作用力相比於太陽還是重要很多。

如果地球完全是堅實的固體組成，那月球也就不能影響我們甚麼。但是地球表面

恰恰有四分之三的部分被海洋覆蓋。這些海水隨著月球的運行在地球上運動，就好像

我們把鐵屑撒在一張紙上，然後在上方晃動一個磁鐵，那些鐵屑就會跟著運動一樣。

日日夜夜，這廣袤無垠的海水隨著月球的運動而起伏運動。當這些海水運動到海

灣或者河口時，它們被急劇壓縮，然後升高二三十甚至四十英尺，此時在這些海域航

行簡直是不可能的。如果正逢太陽和月球在我們的同一側，那麼潮水比太陽和月球分

處兩側時自然要更強，對於許多地方，這樣的潮汐甚至相當於一次小的洪水。

潮汐（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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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被一層由氮和氧組成的氣體嚴密地包圍著，我們稱之為“大氣層”。這層氣

體隨著地球的運動而運動，好像一個橙子的外皮和內部一起運動一樣。

這層厚厚的大氣，與大地和海洋一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實驗室”，這個“實驗

室”裡誕生了我們所經歷的各種各樣的天氣—風、雨、暴雪，以及乾旱的季節。這些

天氣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我下面要詳細介紹一下它們的形成。

影響氣候最重要的三個因素是：土壤的溫度、主導風向以及空氣濕度。最初，“氣

候”指的是“土壤的溫度”。因為古希臘人發現，隨著土地朝極地方向“坡度”的變

化，當地的氣溫和濕度都會發生變化。這樣，“氣候”指的就是某地大氣層的狀況，而

不是具體的地理位置。今天，“氣候”指的是某個地區一年之中佔主導地位的大氣狀

況，我下面所提到的氣候也是這個含義。

首先讓我講講這與人類文明密不可分的、神秘的風。“風”的英文“wind”這個單

詞意味著“蜿蜒前行”。“風”就是一團空氣從一處向另一處蜿蜒前行。然而，風是由

甚麼導致的呢？空氣中總是有些地方比其他空氣溫度較高，這部分空氣較輕，也就會

上升，使氣體本來佔據的地方形成真空，之後其他地方較冷較重的空氣會過來填充

這部分真空。正如兩千年前古希臘人已經發現的，“大自然厭惡真空”，空氣與水或者

人類一樣，是不會允許真空出現的。

我們都知道怎樣製造熱空氣—只要點燃一堆火就可以了。在浩大的宇宙空間

中，太陽作為恆星就是火爐，它周圍的行星被它“加熱”，那麼地球上最熱的地方就

是離“火爐”最近的地方—赤道地區，最冷的地方則是離“火爐”最遠的地方—

兩極地區。房間裡的火爐會在空氣中造成“動亂”—一種循環運動。熱空氣上升，

然後在上升到屋頂之後，溫度會逐漸冷卻下來，而冷卻會使空氣變重而下降。一旦空

氣靠近地面的火爐，又會再次升溫，密度變小而上升。循環往復，直到火爐熄滅。但是

火爐熄滅之後，因為房間的牆壁吸收了一定的熱量，會保持房間的溫度在比較高的水

平，保持溫度的時間長度依據牆壁的材料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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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就好像房間的“牆壁”。沙土吸收熱量比濕潤的土壤

要快，但是沙土散熱也快。結果就是，在太陽落山之後，沙漠

很快會變得刺骨的冷，但是森林地區卻能保持較高的溫度達

幾個小時。

實際上，水分才是溫度的真正保持者。同理，在世界上，沿

海地區國家總是比內陸地區國家的年溫差更小。

因為太陽的光照在夏季比冬季更長、也更熱，夏天自然也

比冬天氣溫高。但是氣溫還有其他影響因素。赤道地區比兩

極地區得到的陽光更直接。例如，一束一百英里寬的陽光會全

部照射在一百英里寬的赤道地區，讓非洲森林或者是南美的

原野得到全部的光和熱。但在兩極附近，一束一百英里寬的陽

光所覆蓋的區域可以達到兩百英里，每個地方得到的光和熱

也就減半：正如一個可以為六個房間供暖的燃油爐，如果非要

它給十二個房間供暖，當然效果不好。

它們猶如許多地毯能使我們溫暖（房龍）

★一年當中，太陽直射點

總是在北緯 23°26' 和南緯

23°26' 之間來回移動。只

有在南、北回歸線之間的

地區，才能見到太陽直射

頭頂的景象。這個地區獲

得的太陽光熱是全球最多

的，稱為熱帶。南極圈以

南、北極圈以北地區，太陽

高度很小，可以觀察到極

晝和極夜現象，得到的太

陽熱量極少，氣溫很低，稱

為寒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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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個天上的“火爐”要做的還有更多：它還要讓大氣層保持一定的溫度，而

它卻無法直接給大氣層加熱，要通過土壤間接加熱。當陽光穿過大氣層時，由於速度

太快，幾乎對大氣的溫度沒甚麼影響。陽光照射到地面之後，土壤將熱量存儲起來，

並逐漸放出一部分熱量，使空氣的溫度升高。這就是為甚麼高山上會很冷：離大地

越遠，得到的熱量越少。假如太陽是首先加熱大氣層，然後大氣將熱量傳遞給大地，

那麼就不應該是這樣的情形，高山頂上也不應該覆蓋著白雪了。

雨是海洋、內陸湖以及高原融水蒸發而水蒸氣上升的結果。溫度較高的空氣可以

承載較多的水分，因此上升的熱空氣可以將水蒸氣帶到高空。之後空氣冷卻，水蒸氣

凝結，就形成了雨、雪或者冰雹，回到地面。

赤道地區的降水頻率高、強度也大，因為赤道地區接受日照多、地面溫度高，有大

量的熱空氣帶著地面的水分上升，在空中形成降雨，又重新回到地面。但是由於太陽

並不總是直射赤道，而是在南北回歸線之間往返，所以大部分赤道地區都可以分為兩

暴風雨只是局部現象（房龍）雨（房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