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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2014未来科技大

会暨银河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参与者近千名，包括理

论物理学家李淼，科幻作家刘慈欣、韩松、王晋康、陈楸

帆，来自创投界、IT界的袁岳、季昕华、卢刚，以及数百名科

幻迷。

论坛上，嘉宾们围绕想象与科技的疆界、世界科技趋

势、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科幻与创业浪潮等主

题，分享智慧与经验。

当天下午，《科幻世界》杂志揭晓了“2014中国科幻

银河奖”。王晋康《逃出母宇宙》获最佳长篇小说奖，张冉

《起风之城》获最佳中篇小说奖，江波《梦醒黄昏》、阿缺

《收割童年》和韩松《老年时代》获最佳短篇小说奖。值

得一提的是，银河奖也迎来了25岁生日。

中国科幻的春天？
科幻迷都知道“银河奖”的分量。25年来它引领着中

国科幻小说的发展趋势，被视作该领域的最高荣誉。当今

活跃的几位“科幻大咖”，从40后王晋康，60后刘慈欣、韩

松，直至70后何夕、潘海天，80后陈楸帆、夏笳，无不经过其

“认证”。主办方《科幻世界》因此享有“中文第一幻想门

户”之誉。

不过，将颁奖典礼与未来科技大会合到一起办，对中

国科幻界算新事物。

2012年，世界科幻大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该会可追

溯到1939年，堪称全球科幻迷的盛宴，其举办权甚至要通

过激烈竞争才能取得。会上颁发的“雨果奖”被称作科幻

文学界的奥斯卡。当然，唱主角的一直是欧美作家。

这次中国有组织地参加，并开设分论坛，设置相应议

程。吴岩、北星、夏笳、陈楸帆等亲临现场。虽属新军，却

格外惹眼。据陈楸帆观察，与会的西方科幻作家多已步

入中老年，“身体肥胖臃肿，甚至行动不便。”相映成趣的

是，“中国代表团”以年轻人为主，中国科幻分论坛场场爆

满，引人注目。

惊叹之余，西方作家纷纷给予了厚望，认为科幻文学

的未来在中国。

当然，值得中国科幻界借鉴的地方还很多。“雨果

奖只是世界科幻大会一部分，它的议程活动多达七八百

项。”陈楸帆说。这些议程涵盖了奇幻、玄幻、恐怖、架空

等各种文类，并不限于科幻。另一类新兴的科幻盛会如

DragonCon，更是将科幻、游戏、动漫、艺术、电影、音乐等

融会贯通。这显示出西方在科幻产业方面的成熟和完善。

2013年11月，第24届银河奖在成都颁发。和以往不

同，主办方把颁奖礼升级成“中国科幻产业论坛”。除

科幻小说，科幻影视、科幻游戏、科幻动漫亦被纳入讨

论。

今年上海的“未来科技大会”更是让文学、技术与资本相

碰撞。王晋康公布了《后人类时代宣言》，李淼畅谈对未来的

思考，陈楸帆探讨“科幻如何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创投界、IT

界人士也各自发言。导演沈悦还放映了“硬科幻”电影《异度

空间》的样片。

如此热闹的景象是否预示：中国科幻界的春天来了？

刘慈欣开创的“三体文明”
科幻产业论坛和未来科技大会刘慈欣都参加了，今年

他还是特邀嘉宾。他也是最受瞩目的科幻作家。甚至可以

说，中国近两年的“科幻热”就因他而起。

在刘慈欣发布《三体》前，中国科幻小说虽不乏佳

作，大多数仍局限在小众圈。谈得上影响力的，或许只有叶

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写于1961年、直到1978年才

出版的科幻小说销量达300万册。尴尬的是，三十多年间这

一纪录从未被打破。

进入21世纪，随着穿越、奇幻、玄幻等类型兴起，科幻

被挤到了边缘。

倒不是没有优秀的科幻作家——韩松、何夕、潘海天

等均已成熟，而是外界不了解。刘慈欣分析过原因：“我们

可能是国内学历最高的写作群体，最活跃的十几个科幻作

者里，三分之一具有博士学位。彼此间的共性多些，圈子比

较封闭，和主流文学的交流很少。”刘本人就是高级工程

师。

成名前，刘慈欣就凭《乡村教师》《混沌蝴蝶》等享

誉圈内，并多次摘得银河奖。可名声就是传不开。

2006年他开始在《科幻世界》连载《三体》系列，第一

部即获银河奖特别奖。2008年出版单行本，迅速热销十几

万本，至今单册销量超百万册。随着第二部《黑暗森林》、

第三部《死神永生》相继面世，“三体热”席卷书市，科幻题

材亦走俏。2013年《三体》影视版权售出。今年10月英文版

预发售。近日导演宁浩宣布，将投拍刘慈欣代表作《乡村

教师》。

有媒体欢呼“刘慈欣时代”降临，更有评论赞其“单枪

匹马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级的水平”。

《三体》何以畅销，科幻界也说不太清。作为典型的

“硬科幻”，刘慈欣构建了庞大的“三体文明”，情节依

靠科技来推动。这有一定的阅读门槛。当然，《三体》具

备一些流行元素，如外星人来袭、末世情结、黑暗气息

等。刘慈欣讲故事的能力又十分强大，且努力地深入浅

出。在第三部里，他把专业知识单列出来，以保证阅读的

流畅性。

不过，刘慈欣更愿意将成功归功于科幻小说本身的特

质。“科幻小说是先提出一个世界设定，再推导出某种结

论。主流文学从不设定，它只描述现实的样子。”通过设定

和推导，神奇的事发生了：“现实中美好正义的东西会变成

邪恶丑恶的东西。反之亦然。”

商业与现实之间
然而说来说去，中国毕竟没有产生《饥饿游戏》《冰与

火之歌》这样的世界性经典。大众熟知的中国科幻小说似

乎只有《三体》，科幻小说家也只有刘慈欣。他是带火了科

幻，而对大众来说，他几乎等同于科幻。

“我们的科幻文学市场仍然很小，商业属性不强。”刘

慈欣分析。结果，科幻作家难以靠写作为生。韩松的本职是

记者，陈楸帆做互联网。刘慈欣，则供职于山西娘子关火电

站。

70后科幻作家潘海天认为，商业化不足的症结在于

类型化不足。“类型小说说穿了就两点：好的故事和好的人

物，以此吸引读者。读者多了，能养活的优秀作者自然就多

了。”前些年他提出“大幻想”概念，主张科幻融合奇幻、玄

幻，尽快类型化。刘慈欣也认为，未来科幻小说商业色彩会

大大增强。尽管他自己坚持“硬科幻”。

这只是烦恼之一。科幻作家还面临科幻本身的困

惑，这主要源自科幻与现实的关系。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

展，中国社会从物质到精神都在翻天覆地，变化之大出乎

科幻作家的意料。

陈楸帆在长篇小说《荒潮》描绘的“垃圾之岛”，令

人担忧：生态灾难会不会真的到来？一直做记者、见识了

无数光怪陆离的韩松认为，中国的现实的确复杂，甚至

荒诞得令科幻作家都绝望。“现实太科幻了，我们怎么写

得过它？”

Q=生活周刊  A=李淼

科幻，探索那未知的95%
看经历，李淼是典型“理科男”——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天

体物理专业，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现为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但同时，他爱写诗、

爱写小说，特别是科幻小说，还专门分析过《三体》中的物理学。

Q:您最近在读哪一部科幻小说？

A:阿瑟·克拉克的《2001：漫游太空》，写于半个多世纪前，预

言却惊人的准确。他预言了平板电脑，预言了碎片化的新闻——实

际上预言了网络世界，包括微博、推特，虽然他没有这么说，可意

思差不多。他还预见了中国的太空站。也有没实现的。有的是因为

技术发展没那么快，比如我们还没能在月球上建基地，没征服火

星。有的是他错了，没预见到科学不是向更大的尺度上走，而是向

更小的尺度上走，例如高能物理和纳米技术。

Q:从中是否能看出科幻作家和科学家的区别？

A:克拉克的作品非常有深度，每个环节都有内在逻辑，同时

通过细节展示人性的思考。这一点尤其重要。克拉克关心的其实不

是能不能到达木星、土星，而是人类的归宿：人从哪儿来的？到哪

儿去？他笔下的人最后变成纯能量，没有物质形态，就是对母体的

回归。这是大家读《漫游太空》不大重视的，也是科幻作家和科学

家不同的地方。

Q:随着科技的进展，科幻小说还会有哪方面的拓展，能猜

测一下吗？

A:我是做宇宙学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宇宙是从大约137亿年前

的一场大爆炸来的，眼睛一眨，剧烈膨胀，相当于从一个橘子瞬间

膨胀到太阳那么大。这样奇妙的图像连科幻都想象不到。还有，我

们所熟悉的东西，如原子、分子，占整个能量成分只有5%左右，其

他都是未知的，有的可能叫暗物质，有的可能叫暗能量，有的纯粹

以能量形式存在……所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对科幻作家来

说，空间极其广阔——想想看，有95%的世界是未知的！

科幻之笔，进阶之路
中国科幻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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