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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程回莫斯科之前，尤里他们碰到了一
个叫阿基姆的游客，这位游客听了他们的历险
经过后，给他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带住着一个叫弗罗霞
的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叫格里沙的司机。已经都
快要举行婚礼了，一次格里沙出长途，在外面喝
醉了，而弗罗霞每天都到路边去等意中人。可是
在格里沙开车回来的时候却把弗罗霞给轧死了，
他下了车，蹲下来，哭得变成一块石头，弗罗霞的
灵魂就脱离了躯壳，变成一只蝴蝶。她现在就老
围着游人飞，要让他们迷路，尤其是那些醉鬼，她
这是在为自己的苦命报仇。”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博物学和工程学研
究所研究人员、工程学博士亚历山大·克赖涅
夫说：“从附近的那个矿石村名称来看，这一带
有丰富的铁矿层，所以指南针才会胡乱摆。这
里的地形特点又造成了能让你迷路的音响效
果。如果没有方位物可供参照，人永远就只会
在一个地方转圈儿，因为右腿迈的步子总是比
左腿要大一些。”

至于那个最让萨沙糊涂的幻觉问题，亚历
山大则认为：磁场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同，尤

里由于之前曾掉到过沼泽中，受惊后思维受磁
场干扰轻一些，而萨沙在进谷之前采访过叶甫
盖尼后，对夏令营小屋印象太深刻，所以在受
磁场干扰后，萨沙潜意识中浮现了这个夏令营
小屋。

至于叶甫盖尼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幻觉，或
许应该追溯到他以前的经历。亚历山大推断
这个夏令营小屋或许在老人生命中真实出现
过，由于种种原因，老人表面上遗忘了这段过
去，但在生命遇到危险时，潜意识中出现了这
样潜在的记忆。

根据科学家分析，那些在谷中失踪的人，
有一部分由于迷路后误入附近的沙漠，缺水少
粮而悲惨地死去。他们的尸骨也逐渐被沙漠
的风沙掩盖，失去了重见天日的希望。而在谷
中死亡的那部分人，应该是由于偏离了正确的
方向，陷入一些较为隐蔽的角落里，所以一直
没有被从主干道经过的人们发现。

后来，经过大量配备防护服的人员搜寻，
终于在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发现了他们的残骸。

至此，“利雅迪魔鬼三角”人员失踪之谜有
了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

2003年7月13日，67岁的采蘑菇老人叶甫
盖尼·叶甫盖尼耶维奇因找鸡油菌在利雅迪村
附近的“鬼谷”里迷了路。老人是个善于辨认
各种踪迹的人，因此在路边等待他的伙伴一开
始并不怎么着急。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他们一直等了一天一宿，老人还是不见踪影。
到了第三天，此事惊动了非常局势部的战士、
专家和警犬。不过警犬也只是无奈地摇摇尾
巴。战士们虽然把所有的蕨科植物丛都搜过
一遍，还边搜边大声呼叫，可就是找不到老人。

带队的军官们急了，怀疑他很可能早已溜
回家，而拿这些人来开涮，于是下令撤走战士
和警犬。可这些日子老人一直都是不知所措
地在“鬼谷”里转着圈儿，饿了就吃篮子里的鲜
蘑菇，边走还边祷告，时间仿佛都停滞了。

在高大挺拔的松树和大片的蕨科植物中
间，白天成了夜晚，可到了晚上又继续做着白
天的噩梦。到了第五天早上，老人眼前开始出
现幻景。一会儿他像是在一个被遗弃的少先
队夏令营里漫步，一会儿又像是听到小丘后面
有运木材车驶过的轧轧声响。到了第十天，老
人耗尽最后的气力，蜷着身子躺在软乎乎的苔
藓上，有气无力地等死。

可是老人的亲人和朋友没放弃能找到他
的希望，并相信他还活着。他的亲属、来自利
雅迪村的医务人员和当地的孩子，都加入了寻
找他的行列。他们的吆喝声震撼了利雅迪的
大地，可老人就是听不见。

一开始是矿石村的尼娜老奶奶感觉到有
采蘑菇人走失的迹象，她闻到谷地里有一种蘑
菇腐烂的味道。老奶奶吓得跑回家，将这一情
况告诉了孙子安德烈，后者召集了一伙人下谷
地去寻找。7月 22日晚上，他听到从树丛里传
来微弱的呼哧声。

原来老人的干瘦身子就蜷缩在树丛里。
安德烈安慰了老人几句，马上回村去搬援兵，
一个小时之后老人被送往医院。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对“鬼谷”一再有
人失踪感到好奇和忧虑，决定2004年复活节前
夕派出记者尤里和萨沙前去探秘。

两位记者对这次探险作了充分准备：写下
了遗嘱，还了债，到澡堂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
干净衣服，因为历史上曾有20多人都在这个有
俄罗斯“百慕大三角”之称的地方失踪。

为了不重蹈前人的覆辙，他们买了最好的
国产流体指南针，带了足够吃 10天的干粮，准
备了一根5公里长的采蘑菇者专用尼龙绳。他
们想，如果将尼龙绳拴在路口的一棵桦树上，
不管魔鬼把他们带到哪里，最后总能回到这个
地方。

最初的5个小时他们仿佛置身在一个魔幻
童话世界里。一个个小山坡，一条条沟壑，湍
急的春水、小溪，奇形怪状的多年树干，被伐得
乱七八糟的树林。他们想，这样的美景，大画
家希什金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可是不久，他们开始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因为发现所带的国产流体指南针不是那么老
实，指针一个劲儿地朝四面八方乱摆，其误差
大概得有 90度左右，有时甚至 100度，最后干
脆停摆。

后来，他们用来测这一带生源性致病
情况的超感知觉架也是那么不争气，一开
始也是像转疯了的风扇那样转了一阵，最
后飞入密林中，连找都找不回来了。从这
个架子的转速看，这地方完全可以同“百慕
大三角”相比，他们现在的唯一定向标就只
剩下苔藓了。

记得中学上自然课的老师曾对他们说，长
苔藓的地方永远是北方。但这自然课的知识
也帮不了什么大忙。如果按照地图，应该在两
公里外就有村庄。更糟糕的是，后来他们还发
现手机也没有了信号，森林给人一种阴森恐怖
的感觉。他们再也没哼歌的兴致，失望变成了
恼怒，除此之外，倒霉的尤里还陷进了齐腰深
的沼泽里。幸好萨沙还带有一根长长的手杖，
才把他从泥潭中拽出来。

既然笔直走碰不到人家，他们决定往回
走。现在要想走出“利雅迪三角”，唯一的希望
就是那根指路的尼龙绳了。他们把脚步放到
了最慢的程度，边走边用棍子杵脚下的地。等
绳子到了尽头，他们可真是吓坏了：绳子是中
间断开的，另一头找不着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黄色的蝴蝶。
它在他们跟前左右翻飞，一会儿飞开去，一会
儿飞到脸前，像是要领着他们朝前走。

“瞧！那可是少先队夏令营啊！”萨沙突然
叫了起来。

那是夏令营无疑！萨沙都看到了夏天能
住的小屋，贴了标语的宣传陈列架，还有一尊
掉了一只胳膊的女少先队员石膏像。奇怪的
是，尤里却根本没看到过什么夏令营。更有意
思的是，2003年夏天叶甫盖尼·叶甫盖尼耶维
奇也看到了这个夏令营。可当他们走过这个
海市蜃楼般的夏令营时，发现这只是一块堆着
木段子的林中旷地。

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们只有在森林里过
夜，搭起帐篷，生起篝火，可是心里并不踏实，
天刚亮他们又往前赶路。

一直到快接近中午，他们才碰到一个人，
向他询问了所在方位后，看了一眼地图，不禁
一阵狂喜。他们原来在这一带转了一个大
圈，已经离开先前要考察的“鬼谷”整整 20来
公里了。

破解陆上百慕大之谜

“鬼谷”中危机降临

记者出现同样幻觉

复仇蝴蝶引人迷路

俄罗斯的普斯科夫地区随时都充满了一种神秘感：这么
一个貌似平常的谷地自古以来却老爱闹“恶作剧”，使利雅迪
及其附近的居民极度不安。还是在十月革命之前，这里的省
报便经常报道有农民在此神秘失踪的消息。1928年，又有7
名先进伐木工人连同斧头在此不见了踪影。1931年，利雅迪
村有7家富农在此失踪。就是到了和平年代，有人在谷地里
失踪也几乎成了家常便饭。1974年，从当时的列宁格勒来的
一伙采蘑菇人在“鬼谷”里神秘失踪，两个星期后找到其中的
两人，可就是他俩谁也说不出其他那5个人的下落。

这里和“百慕大三角”一样，成了远近闻名的“利雅迪三角”。

延 伸

神秘的百慕大魔鬼三角

“百慕大魔鬼三角”（本报曾于 2007
年8月24日C04版专题报道了美国及日
本的魔鬼三角）名称的由来，是1945年12
月5日美国19飞行队在训练时突然失踪，
当时预定的飞行计划是一个三角形，于是
人们后来把美利坚合众国东南沿海的西
太平洋上，北起百慕大，延伸到佛罗里达
州南部的迈阿密，然后通过巴哈马群岛，
穿过波多黎各，到西经 40°附近的圣胡
安，再折回百慕大形成的三角地区称为

“百慕大三角”或“魔鬼三角”。在这个地
区，已有数以百计的船只和飞机失事，数
以千计的人在此丧生。从1880年到1970
年，约有 158 次失踪事件，其中大多是发
生在1949年以来的30年间，曾发生失踪
97次，至少有2000人在此丧生或失踪。

这些古怪神秘的失踪事件，主要是在
西大西洋的一片叫“马尾藻海”的地区，为
北纬20°～40°、西经35°～75°的宽广
水域，这里多漩涡、飓风和龙卷风。不仅如
此，这片海深达4000～5000米，有波多黎
各海沟，深7000米以上，最深达9218米。

到目前为止，对“百慕大魔鬼三角”的
解释可归纳为如下几类。第一类认为，这
些失踪是由于超自然的原因造成的，猜想
是不是外星人的飞碟在作怪。

第二类则认为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如
地磁异常、洋底空洞，甚至还有人提出泡沫
说、晴空湍流说、水桥说、黑洞说等，用一些
奇异自然现象来解释“百慕大魔鬼三角”。

也有人认为，造成百慕大海域经常出
现沉船或坠机事件的元凶是海底产生的巨
大沼气泡。在百慕大海底地层下面发现了
一种由冰冻的水和沼气混合而成的结晶
体。当海底发生猛烈的地震活动时，埋在
地下的块状晶体被翻了出来，因外界压力
减轻，便会迅速气化。大量的气泡上升到
水面，使海水密度降低，失去原来所具有的
浮力。恰逢此时经过这里的船只就会像石
头一样沉入海底。如果此时正好有飞机经
过，当沼气遇到灼热的飞机发动机，无疑会
立即燃烧爆炸，荡然无存。与此相反，有些
人认为这些奇特的失踪现象彼此间并无联
系，因而也就否定“百慕大魔鬼三角”的存
在。百慕大这层神秘的面纱是否已经揭
开，沿待后人的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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