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读者对中国科幻的兴趣和需求越来越

大，科幻市场供给亟须丰富壮大，要想方设法鼓励

更多人写科幻作品，才会有好作品涌现，现在中国

科幻作家的数量还很少。”科幻编辑、暖夜工作室

创始人丁诗颖参加完第 81届世界科幻大会后如

此感慨。

10 月 22 日，大会在成都落下帷幕。5 天里，

国内外科幻爱好者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庆祝他

们独有的“节日”。2021 年 12 月，在华盛顿举办

的第 79届世界科幻大会上，成都击败法国尼斯、

美国孟菲斯、加拿大温尼伯等地，成功拿下此次

大会的举办权。

从刘慈欣小说《三体》获得科幻大奖“雨果奖”

开始，到电影《流浪地球》的大“火”，中国掀起了新

一轮科幻热潮。

科幻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自 19 世纪诞生至

今，始终与科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经 200

年，科幻为何能保持如此高的热度？如何让科幻

与科技创新更好地互相成就？还需要哪些力量共

同发力，促进二者持续繁荣？近日，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科学界、产业界以及科幻创作人士。

科幻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近些年，中国科技快速发展，一系列重大科技

成果相继涌现，不断激发着文艺创作者的想象力。

“科技发展和科学幻想是一种双螺旋上升的

关系。”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人兼 CEO 姬少亭认

为，越来越多的技术进入大众视野后，变得不再陌

生和遥不可及，人们期待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关

心未来现实世界的走向。同时，科技推动工业发

展，电影工业基础愈加完善，使得在影视创作方

面，“创作者有机会通过复杂的工业奇观，展现出

科学世界的特殊之美”。

白铠安是德国青年物理学者，目前就职于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他认为，科幻作品的叙事，

是由作家、读者甚至消费者的相互作用构建的。

“人们看到科幻创作中未来世界不同的可能

性后，对迎接未来家园会做出基于比较和思考的

更优选择。”白铠安举例说，有些科幻作家对未来

城市的想象十分着迷，他们关心城市如何变化、关

心在何处居住，他们对人类头顶上这片广阔的空

间思绪万千，提出在太空建造未来城市的想法，还

提出了新型建筑材料或许需要通过组装机器人进

行多维打印。

但白铠安坦言：“最终实现这样的想法，至少

需要两三百年。道路虽然曲折，但由科幻故事描

绘的技术愿景，激励着科学家去探索技术背后的

科学原理，一步一步把想象变成可能。”

社会发展需要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等领域人才，而科幻作品作为媒

介，一直引领大众爱上科学，甚

至步入科学研究殿堂。

“我就是受到科

幻小说的直接影

响而走上了

科学的

道路。”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德国科学家托马

斯·梅尔直言。

高中时，托马斯·梅尔热衷于阅读科幻小说，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是他最喜欢

的科幻小说之一。该小说讲的是一批地质学家通

过火山口进入地下世界，探索地球内部的奇妙景

观和生物。书中广博的科学知识和瑰丽奇妙的想

象让托马斯·梅尔喜欢上了物理，促使他在大学时

选择物理专业，并最终成为科学家。“这就是科幻

的魅力。”托马斯·梅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尽管《地心游记》是一部虚构作品，却在当时

引发了人们对地球内部结构和地质现象的探索

欲望。

“这跟我正在从事的高压科学研究密切相

关。我们需要在实验室里模拟和研究高压环境下

的物质行为，帮助人类理解地球的演化过程以及

地球内部的物质性质。”托马斯·梅尔说。

科幻作品常常关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环境

变化等对人类的影响。

丁诗颖和她的团队正在引进意大利科幻作家

弗朗西斯科·沃尔索主编的《太阳朋克》选集。在

她看来，在人类面临环境危机的时代，环境可持续

发展议题能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和启示。

丁诗颖还提到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

和菲利普·迪克笔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

吗？》。“这些故事告诫人们，在享受科技发展带来

的进步和便利时，也要警惕技术的负面影响，不能

过度依赖技术创造出的虚拟世界。”丁诗颖说。

姬少亭是个技术乐观主义者，她赞同刘慈欣

的观点——技术是前进的，技术产生的问题，人类

最终也能靠技术解决。

对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

学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袁岚峰表示认同。在他

看来，科幻最独特的功能是鼓舞性作用。“好的故

事，最难能可贵的始终是人类在面对困难和挑战

时，表现出的创造条件、改善环境、最终战胜困难

的勇气。”他以儒勒·凡尔纳笔下的《神秘岛》为例，

该小说主人翁深信人类无穷的创造力和科学的巨

大力量将使人类建立一个美好的未来，“这种乐观

主义精神给予持久的温暖和力量，这正是人类社

会所需要的”。

科幻创作进入利好时代

科普工作对于提高人口的科学素质

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一系列科

普政策出台。

2022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

作的意见》，强调新时代应进一步加强科普工作，

重点解决“高质量科普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等

问题。

根据今年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

查结果，2022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

12.93%，较 2020 年的 10.56%提高了 2.37 个百分

点。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要求，到202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超过15%。

科幻将大有可为。虽然不等同于科普著作，

但科幻作品在承担科普功能上具有天然优势，新

的发展机遇同样吸引着科幻创作者们。

2019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宣布成立科幻专

业委员会，积极吸纳包括作者和编辑在内的科幻

会员；2020年底，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又宣布成立科

学与影视融合专业委员会。

2023年 5月，中关村论坛首次把中国科幻大

会作为平行论坛，举办科幻展、科幻电影展等特色

活动。及至几天前的世界科幻大会，科幻已然成

为网络热词。

从政策、平台到项目活动，科幻创作均得到大

力支持。说起这些，姬少亭感触颇深：“对科幻创

作者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政策导向让社会

各界主动拥抱科幻圈。”

2016 年，她创办未来事务管理局，团结科幻

作家群体，专职孵化创作人才。这些年，她所主导

和参与的事情，都得到不同层面的支持。

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的支持下，中国

500 米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主体结构在贵州喀

斯特天坑中架设完成之际，刘慈欣、韩松等科幻界

代表参加了落成仪式。亲历现场，刘慈欣深受震

撼，他在《三体》中就写到的射电天文望远镜有了

现实对照。

2019年，“科幻作家走进新国企”活动邀请作

家走进企业科研生产现场，探访大国的“智”造之

路。参访作家以大国重器为灵感创作了《大国重

器》一书，2022年出版的这部作品共收录了 13篇

优秀的科幻小说。主题包括：高原之上的光伏电

厂阵列中暗藏着未来星际飞船靠搜集星光进行远

航的秘密，托卡马克核聚变的高温熔炉进化出一

个与人类迥异的智慧文明，中国航天将一群孩子

送去月球参加夏令营……

由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

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2023中国科幻

产业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

877.5亿元。

在姬少亭看来，“今天的市场购买力足够强

大，科幻已发展成为大众文化。网络的发达也让

大多数网友成为潜在的科幻受众”。

2022年上线的 B站科学纪录片《未来漫游指

南》，未来事务管理局担任了科幻顾问。在这部纪

录片中，刘慈欣作为讲述人，沿着亚瑟·克拉克等

大师留给后人的启迪，与全球最具前瞻性的科学

家一起，探究哪些科学技术和科幻设定影响过刘

慈欣的《三体》创作，以及这些技术在现实中的发

展进程。该纪录片一经发布，就获得了相当高的

关注度。

科技创新与科幻创作的相向而行，让升温之

势突破原有圈层。除图书、电影、电视、绘画、动

画、游戏等传统表现载体，VR、MR等新兴媒介形

式，也帮助科幻作品更容易触达大众。

科幻产业需要更多刘慈欣

尽管“科幻创作被持续繁荣的消费市场寄予

了更多期待”，但姬少亭提醒，“科幻这一类型的产

品，还未整体性地进入大众的文化视野。”

中国科幻产业整体发展势头迅猛，但无论是

科幻产品还是原创改编，现在都围绕少数人的少

数作品。

袁岚峰坦言，目前《三体》这样的硬核科幻作

品还相对较少，仅有一个刘慈欣是不够的。读者

关注《三体》等作品是好事，至少让更多人注意到

科幻这个领域。

根据《2023中国科幻产业报告》，目前中国科

幻阅读市场仍以刘慈欣这样的头部作家以及国外

译介而来的经典科幻作品为主。微信读书“2022

出版科幻类图书阅读量 TOP20”中，译介作品占

18席，本土原创作品仅占2席，一些外国经典科幻

图书稳居推荐榜单前列。那么，如何促进科幻创

作形成新突破？

袁岚峰认为：“科幻作家要有现代科学的知识

基础，比如了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才能写出经得

起推敲的科幻作品。”

科幻作家、知乎答主王诺诺则建议，创作者要

善于从科普内容中找寻灵感，她跟记者分享了自

己的一段创作经历。

有一次，看到一篇很有趣的科普文章，瞬间文

思泉涌，经科普作者本人授权后，他们合作共同创

作了科普文章新的故事情节。

脍炙人口的科幻作品，可以把科学原理更好地

传播出去，对建立起崇尚科学的文化氛围很重要。

袁岚峰也以《三体》掀起的科普热潮为例说：

“它不仅引导受众主动了解‘量子通信’这一专业术

语及其内涵，还促使科技工作者专门撰写解密《三

体》中科幻情节与技术设定的书籍，如物理学家李

淼的《<三体>中的物理学》，分析智子、水滴、二向箔

等诸多外星文明的武器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同样

能引起社会对于科学知识的兴趣和讨论。”

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的科幻作品都在努力

呈现本土化特色，而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古老哲学

是值得深挖的宝藏。

王诺诺又举例：“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

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如能融入创

作，进而阐释中国价值和理念，将是国际读者乐于

见到的一种‘色彩’。”

她在一次关于人工智能的主题创作中，把中

国古代盘核桃的过程比作“人工智能”训练的过

程。作品打开创作思路的同时，还彰显了中国科

幻独具的特色。

科幻已成为沟通世界的一种语言，是交流的

媒介。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科幻与文化产业有

天然的亲密联系。影视制作、绘画和游戏等衍生

产业都属于文化产业范畴。姬少亭认为：“科幻不

可能是无源之水，行业发展需要有一定基础。”

她举了个例子，如果市场上纸质书籍的读者

减少，不仅会影响书籍流通的渠道，还会导致全职

作家和编辑等从业人员数量的减少。再比如，电

影行业链条复杂，涵盖概念设计、剪辑、特效等很

多工种。从事科幻电影制作团队的人，一定也是

电影工业链条上的一群人，如果没有大量电影的

生产，整体电影工业人才的流失，同样会压缩科幻

电影的创作空间。

“科幻产业要可持续发展，其背后依靠的出

版、影视等其他文化产业的大繁荣是关键。”姬少

亭建议，应该持续大力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促

进文化产业百花齐放，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扎根和

成长。“他们在从事文化产业的同时，才会主动涉

足科幻领域，科幻全产业链条发展才会充满活

力。”她说。

科幻创作比过去更具挑战

一直以来，科幻创作者不断从科学技术中寻

找素材，努力以科学原理为基础，表现人类与宏大

宇宙之间的联系，但现在的科幻创作远比过去更

具挑战性。

“科幻创作者正面临一个窘境，即作品中构

建未来世界的技术有一定滞后性，往往还未等到

作品问世，现实中的技术又进一步了。”姬少亭解

释道，一方面，他们担忧作品丧失了对未来社会

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创作的难度还会继

续提高。

那么，科学家是否需要跨界从事科幻创作？

抛开科技想象的加持，科幻创作本质上是文

学创作。文学创作本身就有一定门槛。作为作

品，它首先要具有故事性。“科幻创作并不一定必

须是科学家的事情，但是却离不开科学家的支

持。”姬少亭坦言。

袁岚峰也认为，科学家很难超脱科学的限制，

去创作虚构类作品。科学与科幻的思维方式有很

大区别。“如果强行跨界，科幻可能变成单纯的技

术说明书，丧失可读性和趣味性，无法满足读者的

阅读体验。”

各网络平台上活跃着越来越专业的科普工作

者，他们将科学与科普结合得很好。

“各种支持科学普及的政策已经出台，切实的

颠覆性计划需跟进，跨界交流的舞台还需政府、科

技界、文艺创作界以及产业界合力搭建，让科学家

和文艺创作者成为朋友，才能进行长效沟通。”白

铠安如是说。

其实，在科幻领域，有一个普遍认知，即10岁

是孩子爱上科幻的窗口期。这个年纪的孩子思维

定势尚未形成，容易接受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科幻教育应走进课堂，让学生尽早接

触科幻文化，培养创新思维和想象力。”姬少亭认

为，少儿从喜欢到主动学习，再到接受专业引导，

最终有可能开始科幻创作甚至从事科学研究，这

样的人才储备才不会是空中楼阁。

“科幻培养人们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而科普

则将这种探索转化为知识和理解。涉足科幻和科

普领域是一条充满激情和无限可能的道路。”丁诗

颖说。

只有科技创新生生不息，幻想才能熠熠生辉；

只有不断推动科技创新，理想才能更好更快地照

进现实。未来，一个个突破的实现，势必不断驱动

着人类文明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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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幻想在理性与浪漫的交汇中，一直呵

护并守候着人类文明中的创新之火。

每个科幻迷在孩童时代都曾做过绚丽多彩

的科幻梦。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科幻作

品带来的点点星光，照亮他们探知世界、改造

世界的不平凡之路。

如今，他们长大了，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坚

力量，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关心着科幻的发展，

也在触探幻想变成现实的边界。

那些最初只是科幻作家头脑中想象的雏

形，经由科技手段屡屡成真——地球同步卫星、

手机、3D 打印、全息技术、虚拟现实……

从 被 文 学 界 倾 心 倾 力 ，到 科 学 界 鼎 力 支

持，从产业界全链条打通，再到社会大众热烈

讨论……科幻创作的土壤，已空前肥沃。

社会各界合力，让科幻成了“宠儿”。

科幻创业者姬少亭为科幻作家和科技界之

间搭建对话交流的平台，帮助作者验证技术想

象；科幻作家、知乎答主王诺诺把中国文化意

向、中国哲学思想融入科幻创作，传播中国文

化；科幻编辑丁诗颖将中国科幻作品推介到世

界舞台……

科幻工作者身上体现出一种执着和坚守，

为了共同的事业，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相聚、相

识、相知，凝聚起科幻独特的魅力。

诚 然 ，中 国 科 幻 的 黄 金 时 代 俨 然 已 来 。

如何抓住机遇，引领下一个世代保持丰沛的

想 象 力 ，进 而 促 动 中

国 科 幻 创 作 随 科 技

创 新 并 肩 走 向 繁

荣 ？ 这 是 中 国 科 幻

界的时代命题。

面向未来，人类面

对的复杂问题不断涌

现，科幻作为一种世界

性语言，它在中国被赋

予的意义，也将持续丰

满、不断延伸。

科幻：

理性与浪漫的交汇

记者手记

◎陈春有 房琳琳

科幻创作与科技创新科幻创作与科技创新，，该怎样双向奔赴该怎样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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