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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听说过《沙丘》是因为
RPG游戏的鼻祖《沙丘2000》，还有些
人是因为2021年的电影《沙丘》。时
间一晃几年过去了，《沙丘2》也终于
如约与观众见面。然而，国内的影评
却出现了两极分化。

作为《沙丘》的译者，我觉得，确
实小说里的很多内容在影片里并没
有明显的表达。但毕竟，电影的叙事
与小说有本质差异，非要把如此庞杂
而宏大的设定塞进短短几个小时的
电影，也的确不切实际。

第一部《沙丘》小说出版于 1965
年，那一年作者弗兰克·赫伯特 45
岁；而最后一部《沙丘终结篇》完成于
1985 年，也就是赫伯特去世的前一
年。换句话说，在赫伯特65岁的人生
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写《沙丘》。

《沙丘》映射时代问题

《沙丘》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
其中也蕴藏着宗教、信仰、政治、经
济、哲学、军事、科技、社会、民族、文
化、传统等议题。同时，它在生态学、
环境学，以及生物进化等领域的造
诣，几乎达到了学术的层次。

其实，《沙丘》带着明显的时代烙
印。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东问题、政
治斗争、宗教权力、环境危机，都在作
品中得到映射。弗雷曼人的原型是
贝都因人，“香料开采”就是石油开
采，而异乡客保罗也就是“阿拉伯的
劳伦斯”。因此，对于很多喜爱《沙
丘》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就是了解沙
漠民族及其文化的一块“敲门砖”。

要知道，虽然《沙丘》包揽了1965
年的星云奖和1966年的雨果奖最佳
长篇奖，但销量仍一般，真正让《沙
丘》出圈的是世界地球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发生了
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
动，生态科学家们出版了多部有关环
境问题的巨著，包括《三体》里提到的

《寂静的春天》。而《沙丘》则凭借其
具有超级想象力的沙丘生态学，被宣
传为环境保护手册。在 1970 年 4 月
22日的第一届世界地球日上，美国各
地约2000万人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
行和各种集会，赫伯特则在费城向3
万多人发表了演讲。

充满想象的内容设定

《沙丘》为何会被称为“科幻”经
典？首先要简单地回顾《沙丘》中的
科学设定。

巨大的沙虫构成了阿拉吉斯星
球的沙丘生态。沙虫就像地球上的
植物一样，能够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并排出氧气，为整颗星球的碳氧循
环打下基础。

它们的幼虫沙鲑则大量存在于
阿拉吉斯表面的沙漠当中，是一种在
沙中游弋的生物，又被称为“沙地微
生物”，体长从几厘米到1米多不等，
相当于地球上全变态昆虫的幼虫。
沙鲑疯狂地攫取地下或者地上的水，
每次香料菌喷发以后，这些“盗水者”
会成批死亡。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会
进入长达6年的半休眠孢子状态，成
为小沙虫。小沙虫怕水，被水淹死的
小沙虫就会分泌弗雷曼人的“生命之
水”。沙虫以沙鲑和小沙虫为食，而
极少数幸运逃脱的小沙虫会发育成
夏胡露大沙虫。

沙鲑能够利用体内的储水细胞

吸收大量的水分，然后把储量丰富的
水封闭在7℃以下多孔岩层的“水包”
中。它们不断吞食微生物，将自身代
谢产生的废物与水混合，在体内发酵
后产生一种叫作“早期香料”的物
质。这种物质经由消化系统被排出
体外，在地底下积聚到一定量后，由
于挥发出的气体无处排放，最终会造
成一次大规模的喷发，这类事件被人
们称为“香料爆炸”。爆炸将地底下
的“早期香料”带到地面上，它们经过
阳光的炙烤和风干，最终形成“香
料”。

沙鲑依靠水才能生产出“早期香
料”，然而一旦某地区的水分被大量
吸收，土地就会变得贫瘠，进而沙漠
化。这就是沙丘的来历。

不仅如此，在《沙丘》小说中，
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治理沙漠的方
案，也可以看到沙漠民族在极度缺
乏水源的情况下与自然达成平衡
的智慧。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
事、上海浦东新区科幻协会会长、科
幻作家）

《《沙丘沙丘22》》你看懂了吗你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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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丘沙丘22》》电影剧照电影剧照

期盼了3年之久的科幻大片《沙丘
2》终于来了！

《沙丘》系列改编自弗兰克·赫伯
特的同名小说，这是科幻文学史上的
经典著作。多年来，不少导演想将之
搬上银幕，都未获成功。终于由丹尼
斯·维伦纽瓦，率领提莫西·查拉梅、丽
贝卡·弗格森等众多好莱坞一线明星，
拍出了一部黄沙漫天、巨虫出没、星际
争霸、背叛与仇杀、权力与“宫斗”的科
幻大片。

相比而言，《沙丘》除了战斗场面
宏大、影像效果一流、视听动人之外，
在叙事的把握、人物的塑造、世界观的

构建方面，都有些力不从心。此外，影
片节奏缓慢，承转启合混乱，情节设定
也稍有矛盾。因此遭受不少非议，票
房也不算太高。但最终该影片获得了
最佳摄影、剪辑、视觉效果、原创配乐、
音效、艺术指导六项奥斯卡大奖，也因
此获得投资拍摄第二部。

《沙丘 2》补齐了第一部的短板，强
化了优点，因而成了一部叫好又叫座
的科幻史诗大片。

承接第一部的剧情，在第二部中，
少年保罗经过历练，征服并能驾驭沙
虫，成长为天选之子，最终借助驾驭沙
虫之力与自己家族导弹的威力，将皇帝
和哈克南的高科技军队打得溃不成军，
手刃杀父仇人哈克南男爵……此时，其
他家族的战舰也飞临厄拉科斯星球，他
们并不认可保罗的统治，星际之战将再
次打响。第二部到此结束，意味着还有
第三部，且还有一番星际之战……

第二部可谓是妥妥的爽剧，就像
一出王子复仇剧，或者《基督山伯爵》

《权力的游戏》等。但背后却充满了对
历史、宗教、科技、未来以及权力的思
考，展现出亘古不变的人类权力斗争、
宗教争锋、资源争夺。有人的地方就
有江湖，在唯美壮阔的沙丘大漠影像
下，一场恢宏大气的故事精彩上演。

当我们看这部电影时，有人会觉
得无论是设定还是剧情，或者科幻创
意、叙事内核，都似曾相识，有种老套
的感觉。但如果知道它的历史，就不
会认为老套，而是经典。

原书写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影
响了无数创作者，它的地位相当于魔
幻小说中的《魔戒》。后来许多大导
演、大作家，都不约而同地从中撷取灵
感。特别是《星球大战》系列，拥有众
多与之相似的设定，以及家族悲剧，当
然也会更华丽，更符合青少年的趣

味。《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中史塔
克及其家族的悲剧和《沙丘》中厄崔迪
家族如出一辙，两部剧的核心故事也
差不多：子女经过历练，最后复仇，大
战得胜，统一天下；还有人类在异星掠
夺资源，与土著战争，为异星巨兽击败
等，也让人想起了《阿凡达》……凡此
种种，不胜枚举。

这部作品创作于冷战时期，作者对
人类宗教、历史、文化等，都做了深入
的研究，并加入了对整个人类和战争的
反思。将美苏为了石油霸权在中东争
霸的真实历史，以星际科幻的形式，加
入了英雄的成长与传奇，写就了这部科
幻经典。也因这部作品纷繁复杂、内涵
深厚，当时未被很好地搬上荧幕，但好
饭不怕晚，这部电影的诞生，成功地将
原著进行了影像化，并传播到世界各国
的影迷中、科幻迷中。

（作者系科幻作家）

经典化科幻史诗与英雄传奇的一次成功叙事
□□ 超 侠

由于《沙丘 2》的热映，弗兰
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1920
年—1986年）再次走进了人们的
视野。

这位“老牌”科幻作家颇具传
奇色彩。早年，由于家境贫寒，赫
伯特在就读于华盛顿大学之前，
曾有过几段“混社会”的经历：在
美国西海岸的多家报社做过记
者，同时也做过摄影师、采牡蛎的
潜水员、心理分析师和酿酒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短暂
服役于美国海军。但他的写作兴
趣很早就萌发了。

赫伯特创作《沙丘》的灵感，
缘于其被安排的一次采访任务：
要求他深入了解俄勒冈州海岸研
究所控制流沙沙丘移动的实验，
写一篇深度报道。他因此而走进
了沙丘和沙漠的虫洞，并受到启
发写出了一系列关于沙地星球的
小说。后来他又提及，其创作“开
始于这样一个概念：去创作一部关于救世主之
变局的长篇小说，此种变局周期性地打搅人类
社会。我的观点是，超人有害于人类。”

最早的一部《沙丘》诞生于1965年，其后20
年里赫伯特又陆续写出了五部沙丘系列元文
本。它们篇幅宏大、情节复杂，构筑了一个神话
般的奇异世界。赫伯特在“沙丘”系列中采取的
设定是：不同行星上的生存条件会产生不同种
类的人，相似的条件会产生相似的人；人类这个
物种有着潜在的天赋，可以通过基因选择和训
练利用这些天赋；种族记忆存在于细胞中，在特
定的条件下个体记忆可以被分享；抵制机器智
慧，以求发展新的人类思维能力……

科幻史家认为，《沙丘》与绝大多数主流科
幻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对技术理性与神秘
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而在各个方面又都截然
迥异于传统科幻：反技术、神秘主义以及宗教超
越。事实上，随着系列故事的推进，其视域也更
加错综复杂。

《沙丘》亦可看作是一部环境小说，或许就
是“我们真正想看的气候故事”。赫伯特恰恰是
第一个普及“生态学”和“系统思想”这两个概念
的科幻作家，他甚至把他的《沙丘》献给了“旱地
生态学家”，宣称他希望这本书成为“一本提高
环保意识的手册”。

作为20世纪60年代最厚重且深具影响力
的科幻小说之一，《沙丘》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引
发了人们无尽的思考。赫伯特生前幸运地看到
他的这部巨著被拍成了电影，但也为人们误解
了他的创作而感到遗憾，因为他的本意是想讲
述一个警世故事，而非什么英雄救世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