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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  太空裏的邊疆太空裏的邊疆

　　頭一批人造衛星受歡呼祝賀為人類進入太空的第一塊踏腳石——是越過太空邊疆的頭一項進展。報攤、書店和圖書館有許多報
刊書籍描寫這個邊疆的美麗景象。我們讀到書報上描敘的有人駕駛的太空站——建在天空的整座城市。月球之行、行星之遊、征服
銀河系、殖民於別的行星系等等已成為老生常談。

　　當然，「太空歌劇」不過是些逗人開心的虛構故事而已，它們在本質上祇是些擴大到以行星和銀河系為背景的牧牛郎故事而

已。但此外也有由專業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提供的關於太空技術的文章。近年來，各國政府和工業界越來越注意太空活動。它們設立

了實驗機構，延攬工程師和科學家研究太空航行和太空醫藥問題。從他們的努力中產生了太空飛行的可能性的清晰景象。

　　人類已經乘坐火箭船首次作太空之遊。誰都不再懷疑行星際飛行的各項根本問題能夠在今後十年至三十年裏用這種或那種辦法

解決。因此，我們必須問：人在太空究竟要幹什麼？

　　科學小說在教育世人明瞭太空行動的真正目的方面頗有功勞，但也造成許多誤解。甚至報紙上關於美國和蘇聯的太空活動的報

導也每每把這些消息的真正意義弄錯了。世人的想像力給至今為此的成就激發起來了，就很容易輕信那些大話，以為真的可以探測

並移民到別的行星去，甚至可以飛到別的恒星。至此，我們不得不細想一下。

　　且以行星為例吧。自從伽利略及其放大三十倍的望遠鏡出世以來，天文學家收集了關於我們太陽系以外的世界的物理與化學構

造的大量詳盡資料。雖然有很多事情仍不明瞭，但我們可以確切不移地說，鄰近我們的各行星，沒有一個能夠提供任何對於人類具

有重大實用價值的事物。由現有的知識推斷，大規模探測行星所獲得的科學和經濟效益，似乎值不得花費那麼多的公款，動用那麼

多的科學人才。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類太空活動主要是為了保持大國的聲譽而不得不進行的。

　　已往世人堅決探索未知的世界，得到了許多重大的科學發現；因此，那些質問大規模探測是否值得的人，每每挨罵，說是妨礙

了科學的進展。儘管如此，冒險進入太空所需的代價——就所費金錢和科學人才而論——必須同那些可能獲得的利益老老實實地比
照過。在往昔，探測未知世界的耗費可以低些。法拉第（Faraday）用來發現電磁感應的設備只要花幾塊錢就可買齊。表面上看，我
們的祖宗把一切花不了多少錢的試驗全做完了，盡留下些耗費巨大的試驗給我們做。以探測行星而論，確實如此。我們已經知道的

關於行星的知識表明：再用感官直接去接觸它們，似乎產生不了什麼革命性的科學發現——好像已往那些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的發
現一樣。就人類事務而言，太陽系裏只有兩個真正重要的物體，：一個是太陽，它是整個系統的安定者和能之源泉；另一個是地

球，它具有的特性對生命特別有利。

　　無論如何，這不過是個著重點何在的問題。雖然別的行星甚至於恒星是冒險犯難的人類的合法目標，然而目前對於有人駕駛的

太空飛行的著重，比起它們真正的重要性來確是過了份。若把跟用於太空活動差不多相等數額的款項和人才用來滿足人類的重大需

要，例如教育，對待開發國家的技術助，以及保全地球的資源等，一定會立即產生實際的利益和國際聲譽，比建立在奇技異能上的

聲譽更為可取。

　　但是在太空邊疆上確實有極遠大的前程。在未來的很多年裏，太空飛行的主要用意都可以是為了地球本身。人造衛星可以擔當

許多實際的工作，這些工作在我們的技術文明裏極為重要。

　　且以電視為例吧。電視的影像和音響都由載送的電波來傳達，這種電波很像光一樣傳播出去。但這種電波不能依著地球的彎曲

度而直接播放；因此，電視台發出的訊號只能達到有限的範圍。電視網若要傳播到廣大的地區，便必須在衝要地點設立轉播站，將

原來的發射機發出的訊號擴大而轉播出去。現在這種轉播站都設在地面；將來會設在天空中。利用人造衛星把訊號反彈出去，超越

地球的彎曲而達到廣大的區域，實在易如反掌。

　　洲際電視播送可以藉一連串的衛星而進行，只要將它們分佈在衝要的軌道上。其實，可以教一顆衛星始終翱翔在某一個地點的

上空：訣竅所在是將它放到距地面二萬二千三百哩的軌道上；依這種擺佈，衛星每二十四小時旋轉一圈。假定這衛星是地球的赤道

上空往東方飛，看起來就好像停在天空不動，因為地球也是二十四小時旋轉一周的，剛好同衛星一樣快慢，不先不後。若將好多個

衛星佈置在赤道上空的衝要地點，那就是實際上設立了若干個固定的轉播站。它們會接受地上發來的訊號，傳遞它，又將它播回地

上，遠送到幾千哩之外。用這辦法，就可建立以全世界為範圍的電視網。

　　一九六○年十二月，美國西海岸的加里福尼亞州一家飛機公司同東海岸的一家電話公司宣佈計劃，要建造一些電視和電話通訊
衛星，甚至可以給私營工業用來進行實際的業務。這種擬議中的轉播衛星形狀如蛋糕，直徑只有三十吋，重僅三十二磅左右，但可

直接溝通各大洲之間的電視，還能擔當千百條越洋電話線的功用。將來的越洲長途電話會是這個樣子的：我們要同遠在地球另外一

邊的人講話時，首先將聲音送到太空，再折回地球而達到對方。

　　「泰羅斯」（Tiros）式的大型衛星攜帶著電視攝影機、微型發報機，以及開動各種設備的太陽能電池。這隻高飛在太空裏的電
子眼所發來的訊號，可以給地面上的電視台直接採用而播送到家家戶戶，這樣，深入太空之後所見到天上的景象，我們可以安坐在

客廳裏悠然欣賞。於是，我們可以看著自己的地球安詳地飄浮於太空！

　　電視攝影機可以裝置得好像望遠掃瞄盤，用來瞭望船舶和飛機。這會替越洋交通管理開創一個新時代。森林失火可以立刻給人

察覺，冰山飄流到較暖的水域去時也可以追尋到蹤跡。地球表面上有許多事情需要注視，衛星帶著銳敏的眼睛，對於現代文明會有

很大的裨益。

　　「有人駕駛」的太空飛行又會有些什麼好處呢？現在我們可以說人大概是適直於太空的。教人真正在太空生活好多天、好多個

禮拜或好多個月，管理龐大的、由人駕駛的太空站，可能是困難的；但這種事說不定無須乎人去做。能夠擔當一切任務的自動化設

備——多才多藝的科學機器人，無論在靈敏性、可靠性和行動的快速方面都比人強——近年來已有極大的進展。假定一個衛星能裝
一千磅的「有效負載」，它所負載的儀器就多得很，說不定比人更能幹，因為人至少要攜帶同樣重量的設備上天來維持生活。



　　「射一個人進太空是件驚人的奇技異能：人所能做的事不會比儀器多，事實上所能做的更少些……」說這番話的人是萬納瓦．
布許博士（Dr. Vannevar Bush），大戰期間曾任科學研究所主任，現在是美國麻薩諸塞州工藝學院董事會主席，一九六○年他在國會
眾議院科學及太空航行委員會作証時這麼說的。他還講，「要幹的正經事情多得很，不可老是表演奇技異能。至今美國人民還不瞭

解此中的差異，我們每每容易一窩蜂似的趨向於時新的事。我並非認為向全世界表演我們的技術是毫無價值的舉動。我也不低估這

種驚人的表演對於民氣的效果。但目前有些人吵嚷著要注重太空活動在宣傳方面的作用，我卻認為犯不著。」

　　當然，是人建造機器並使機器發生功能的。一千磅的衛星所載的儀器自然需要時時修理並重新調整，使它們擔當各種任務，這

就須由人來動手了。旋轉於軌道上的太空船可以載著人隨時進入太空察看他的儀器設備，而這些儀器即令要逗留在太空裏很多年也

不會覺得不高興。

　　到太空去飛行一趟，至少會像乘坐現代軍用飛機作長途旅行那樣令人疲憊。人在空中逗留三十小時後，一心只求好好地睡上

夜。在太空飛行中，這事可就不容易了。在今後長期間裏，有人駕駛的太空飛行大概只能每次飛一天，否則是不切實際的。然而一

天時間已足夠讓人從地面飛抵天上的衛星，查看儀器，找出毛病，決定怎麼修整，進行了修整，再回到地面。

　　將來太空飛行的工具大大發展之後，我們就可以著手於太空邊疆上最重要、最有遠大前程的計劃：控制天氣和氣候。「控制」

的意思比由衛星來觀察天氣深遠得多。馴服頑劣的大氣層將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任務之一。

　　想想看天氣對於人類有多麼大的影響吧。一九五五年有三個厲害的颶風肆虐，殺死兩百五十多人，毀損的財產幾乎達到二十億

美元。前幾年殘酷的暴風侵襲荷蘭的堤岸，破堤而入，城市、村莊和萬千頃良田全給海水摧毀了。這類慘禍何止幾千百宗；人雖然

自命為地球的主人翁，我們都知道大氣層仍舊不受節制。每一年裏，旋風、颶風、洪水、乾旱和突至的寒流都要殺害許多人，造成

許多慘事，毀壞許多物資。我們每一天在業務上——無論是科學、工業、藝術、商業方面，還是僅僅個人生活方面——都要聽從變
化多端的天氣的擺佈。我們的知識可憐得很，對天氣莫可奈何。我們最多祗設法預測大氣層會有什麼舉動。無論天氣預測準不準，

風霜雨雪總是那麼任意襲擊過來，不論文明地區還是荒野地區一概受影響。

　　控制狂暴的大氣層似乎只有那種呼風喚雨的異人纔辦得到，但確是能夠辦到的。我們祗因為缺乏科學知識，才無法隨意指揮天

氣。應用科學的根本法則之一：沒有詳盡的知識就無法操縱。我們在天氣的控制上若想有進展，必須更透徹地瞭解大氣層的舉止動

靜。

　　大氣層是一層伸張得很高遠的氣體殼子，包裏著整個地球。它不斷地走動，它的動作形成一個全球性的，不可分割的整體。風

暴中心和平靜的地區、噴射氣流和大氣團…等等，根本不理會什麼國界；它們在人定的邊界上任意來去，毫不受阻擋。儘管氣候學
大有進展，這些大氣現象至今仍只受到零零星星的觀察。世上並無足夠的氣象站追蹤偵查大氣層在全世界的整個的、互有關聯的活

動情形。瞧一瞧世上全部氣象站的分佈圖，就會知道：它們密集於北半球的文明國家，至於在兩極附近、赤道地帶和南半球就稀少

得可憐。在浩瀚的海洋裏，除了正規的船舶和飛機航路外，其餘廣大地區幾乎完全沒有氣象觀察站。南極冰蓋子及其北邊的一圈海

洋的上空的大氣層是個什麼情形，幾乎毫無所知。我們今天取得的資料只顯示零零碎碎這一處那一處的情況，不是全面的。

　　氣象學家能夠在某一個氣象站搜集一大批有價值的資料，如溫度、濕度、風速、風向、雲層、雨量等。但這個站僅僅是地球上

針尖那麼大的一點，他所見到的，不過是天空的宏偉景象中的一丁點而已。如果許多氣象站搜集的資料都匯集到一個中心機構整理

協調起來，就可以形成一幅模糊的景象，但仍不足以構成高膽遠屬的景象。氣象科學所需要的是全球大氣層四面八方的全景，即是

從外面來看地球的全面的，一目瞭然的景象——也就是從太空看過來的景象。

　　氣象學家無須乎將自己射進太空去親眼觀察：衛星可以擔當這份差事。一整套奇妙無比的「泰羅斯」衛星在這個研究領域內早

已作了最有前程的開端。這些衛星可說是至今為止所製作的和開動的最有用、最切合實際的衛星。「泰羅斯」這個名字是英文Tiros
的譯音，它是由五個英文字的開頭一個字母拚合的，本意為「電視和紅外線觀察衛星」（Television and Infra-Red Observation
Satellites）。這類衛星是專門設計用來作全球性氣象觀測的。這些鼓型的裝載儀器重二百八十磅，由九千二百六十個太陽電池開動，
電池佈滿圓柱形衛星的平坦表面上。每個衛星裝置兩架電視攝影機，一架有廣角鏡頭，一架有望遠鏡頭。廣角鏡頭直指下面的地

球，每張照片包括大約七百五十平方哩的區域，而望遠鏡頭所及的範圍比這小一百倍，但把這個範圍內的景物的影像放大了並拍成

照片。電視攝影機攝得的照片都儲存在「見像磁帶」（Video-tape）上，依照加利福尼亞州和新澤西州的指揮站的無線電命令，而將
磁帶上錄存的影像擴放出來，傳到地上。此外，「泰羅斯」衛星還具備五個紅外射線探測器，測量地球的各部分地面和大氣層發出

的輻射的份量。

　　由一九六○年四月頭一顆「泰羅斯」衛星射入軌道起，到同年六月十七日它的報機失效為止，它從太空發送出將近二萬三千輻
雲層全景的照片，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優秀的。至今為止所得的結果極佳，無論用來改進天氣預測的技術，還是提供關於天氣緊

急情況的極為重要的消息，都大有前途。有時候，太空裏的這隻氣象眼所看到的加利比海上空的雲層形狀，不符合於美國氣象局早

先發佈的風暴警告。將這種從太空裏取得的証據同這個地區的情況再度參酌之後，風暴警告便可以撤銷。有時候，衛星發覺一種極

不尋常的雲的結構；兩小時後，一股旋風便出現於這個地區。毫無疑問，氣象學上的這些神奇幫手在今後十年將徹底變革天氣預測

的方法。

　　「泰羅斯」衛星不過是個開端而已。將來的龐大氣象衛星將從世界各處搜集鉅量的資料，根據這些資料就能夠準確地預料各個

地區的大氣層的舉動。這將是「控制氣候行動」的第一個階段，即是使氣象學和氣候學成為靠得住的科學。巨大的電子計算機，根

據衛星收集的資料，將製成長期的天氣曆書，預告晴天、雨天、高溫、低溫，老早就把地球上每個重要地點的未來天氣情況算準

了。我們文明社會的許多重大活動仍然不安全，因為我們預料未來的天氣時仍然只有一半是憑科學觀測，另外一半只好憑空猜想。

龐大的衛星和計算機將大大消除望天打卦的情形，使農業、水力資源計劃、旅行、工商業、體育運動和假期安排都確切有把握。單

是在農業方面準確預料天氣而避免的損失，幾年累計起來，就當得發放巨大衛星所需的費用的許多倍——而衛星的費用絕不是低廉
的。

　　但這祗不過是開端而已。人類一旦徹底瞭解那些造成天氣和氣候的力量，就可以對它們有所作為。在雲層結構中「播種」（撒

播乾冰）而降兩，已經幹得大有成效。到將來，人總會找到別的更有效的辦法開動這龐大無比的氣候機器，教它生產人類所需要的

東西。在未來的「行星工程」時代，我們將依照自己的需要而隨意製造氣候和天氣。



　　控制天氣和氣候只有以全世界為範圍才可成功。各國人民必須通力合作，朝向共同目標。從我們征服太空的努力中所能期望獲

得的最有價值的結果，說不定便是謀求和平與國際諒解的強大力量的產生。

　　就人類而論，地球是太陽系裏最最重要的行星。閃閃放光的衛星用來作為研究地球的工具最好，不要用作武器；終有一日應該

由世上各國協同努力來設計，製造並運用衛星。衛星是人類在太空飛行的技藝方面的頭一宗成就，它能通到一個比什麼都更重要的

目標：為全世界的人建設一個更美好、更安全的行星。

－圖１－

　　泰羅斯氣象衛星拍攝的直布羅陀海峽照片，顯出了地中海（右邊的深黑部分）和大西洋（左邊的深黑部分）。顯現於葡萄牙上

空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區上空的白色雲層，給觀察者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消息，以利他們預測未來的天氣狀況。

－圖２－

　　從前得不到像這樣的照片的時候，大家以為月亮上可能存在著生命。現在我們知道荒涼的山脈和可怕的噴火口不容許生命存

在。或許不久之後從地球到月亮去探訪的人會打破這種自古以來的狀態。

－圖３－

　　這是一種塑膠分子的模型，它表明小宇宙的複雜性不亞於大宇宙。

－圖４－

　　這是一個苯分子的形狀，從三種角度拍攝到的。它看起來雖然好像簡單得很，其實許許多多物質，例如葯劑、塑料、染料和炸

葯等，都是由苯的分子構成的。

－圖５－

　　木星是我們的太陽的最大行星，在太空的遠處繞太陽而行，遠離溫暖的範圍，生物不能生長於其上。

－圖６－

　　土星雖然也像木星一樣離開太陽過於遙遠，因此太冷，養不出生物，太空探測可能揭露這個行星的美麗而神秘的雙環的成份。

－圖７－

　　火星或許是我們的姊妹行星中最惹人注意的。它的兩極每到一定季節就顯出白色的尖端，因此科學家猜想當地可能有水，形成

兩極的冰蓋子。

－圖８－

　　在我們眼裡，著名的金牛座好像是緊密的一叢星。其實，其中的各個星相去很遠，逾兩個光年至四個光年的距離。

－圖９－



　　空間到處散佈著簿簿的雲，由塵埃與氣體構成。在某些地方，雲很稠厚，遮斷了遙遠的天體發出來的光。最著名的例子是獵戶

座的『馬頭』星雲。

－圖１０－

　　宇宙的範圍廣大極了，人的觀察只能及於有限的距離。這一帶星雲位於后髮星座。它處在二百吋望遠鏡的極限上或快到極限，

它距離我們的路程，據估計為五億至十億光年。晚近的計算表明這個距離可能還須加倍。

－圖１１－

　　二百吋的赫爾望遠鏡從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洛瑪山指向天空。我們從前不知道的許多事情都由這座強大的『偵探鏡』發覺了。

－圖１２－

　　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遺容。這張照片攝於一九四二年，當時他有六十多歲。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徹底變革了人對於宇

宙的想法。

－圖１３－

　　英國的德瑞耳．班克地方的射電望遠鏡收取銀河發射的無線波。這種儀器能『看』得比光學望遠鏡更遠，提供了關於天上的現

象發生的地點、時間和情況的資料。科學家希望憑藉這座射電望遠鏡和正在美國西維吉尼亞建造中的更大的射電望遠鏡，取得更力

確切的知識。

－圖１４－

　　這座四十八吋的許密特望遠鏡設在加里福尼亞，並沒有因更大的望遠鏡出現而失色。它近來的用途之一是研究銀河之間的物

質。

－圖１５－

　　這種地衣是可能在火星上找到的生物——假如真有生物的話——的例子。地衣有本領儲存氧，因此在別的生物會『窒息』的地
方，它還能活下來。

－圖１６－

　　美國陸軍的一支『紅石』火箭沖天而起，帶著小艾倫．Ｂ．薛霸進入太空，作歷史上有名的次軌道飛行。這個壯舉標誌著一個

美國人破天荒離開了他所居住的行星。它也是美國進行『水星計劃』的吉詳如意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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