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
幻小说精品赏析》一书收录的作品，是
大家谈的《三体》之外的作品，大部分
是中短篇小说，这些中短篇有一个因素
或许是所有的评论者没有注意到的。

在我写这些科幻小说的时候，国内
的科幻市场是很小的。现在的科幻市场
也不大，当时的更小了。当时科幻的出
版渠道就是《科幻世界》杂志，科幻长
篇的出版十分困难，而我最初开始构思
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长篇小说，所以我
不得不把这些长篇构思写成中短篇来发
表。所以，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会发
现，很多中短篇看起来像长篇的梗概，
把宏大的主题用有限的字数表现出来。

我想过，如果有一个平行世界，我
的这些作品都写成 30 多部长篇科幻小
说，会是什么样子？对此我也十分好
奇。作为一个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没
有想到会受到这么多的读者与研究者的
关注和研究。上面就是我最初写作科幻

小说的心态。
科幻小说一直以来没有一个确切的

定义。美国有一个科幻小说研究者叫冈
恩，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
提出了一个方法，来区别什么是科幻小
说，什么不是。我们一般都认为有科技
内容的算，没有的不算，实际上这个想
法有待商榷。冈恩提出了一个判断科幻
小说的方法，他的原话是：“非科幻小
说是另有所指的，科幻小说则是指向自
己，科幻本身就是科幻的目的。”

这个定义虽然表面看起来晦涩，但
其实十分准确。尽管很多作品有科学内
容，但它却另有所指，目的不是科幻本
身。比如说 《1984》《万有引力之虹》

《美丽新世界》，这些小说科幻内容很
多，但它常常不被看成科幻小说，科幻
在这里头是一个工具。而我自己所写的
这些科幻小说，不是另有所指，科幻本
身就是它的目的。但是，符合这样定义
的作品不一定是优秀作品，不符合这样

定义的不意味着它不是优秀的作品，任
何一种类型的作品都有优秀的作品，也
都有平庸之作。

我写的科幻小说是以科幻为目的，
从科幻来回到科幻去。我的作品，像

《三体》这样的作品受到这样的关注是
我没有想到的。我的注意力包括其他科
幻作家的注意力，放在构造一个让人震
撼的、着迷的科幻故事上，其他想的不
是太多。当然，一部科幻作品本身也是
一个开放的作品，人们能从中解读出来
作者没有想到的东西，也很正常。

另外，我想请大家注意，我写的科
幻小说只是科幻文学中的一种。科幻小
说发展了两个世纪，到今天形成了丰富
多样的、有多种流派多种风格的文学体
裁，还有其他很多种类的科幻小说。而
我写的科幻小说的类型，实际上是一种
正在消失的类型，是一种很传统的类
型，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
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它都不再是主流
了。面向未来的科幻文学可能有它新的
面貌。目前，世界科幻文学正在发生着
很多变化，有些变化让我们这些人也很
难适应。

我自己是从一个科幻迷变成一个科
幻作家的，所以我的作品有强烈的科幻

迷色彩，换句话来说，这也就是冈恩定
义的，“从科幻来回到科幻去”。这样的
性质保证我写出来的是很纯的科幻小
说，具有很强的科幻美学特征，有很强
的可读性。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这种
自己指向自己的文学本身也决定了它自
己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迟早要被突破
的。但这个局限性一旦被突破，科幻文
学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危机。世界的科
幻文学正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现在，
主流的科幻小说和我写的这种科幻小说
是很不一样的。

其中一个很深刻的变化在于，我曾
多次说过，在我们传统的科幻小说中，
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这是我认
为科幻小说最应该珍视的品质。但在现
在的科幻小说中，包括美国的科幻，欧
洲的科幻，人类开始不再是一个整体
——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人类开始有了
各样的分裂，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个变
化我也很难评价，所以说到这，包括我
自己，我也希望从我的作品中大家能得
到更多的启示，包括我自己也更多地把
眼光从过去的作品中投向未来，能够创
作出更加符合时代的，更加面向未来的
作品。

（姚利芬整理）

为了推动中国科幻的创作与研究，11 月
21 日，2018 年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
创 作 研 究 基 地 年 会 暨 少 儿 科 幻 系 列 图 书 与

《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
赏析》 图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理事长周忠和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党
委书记、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康友，中国
科技馆党委书记苏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长秦德继等领导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大会分为“2018 年第二届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年会”和“科幻
基地学术论坛”两个部分。会上，科幻基地
副主任兼秘书长王卫英汇报了相关工作，基
地荣誉主任刘慈欣、基地副主任李云飞、李
凌己及专家顾问、嘉宾代表和媒体代表也相
继发言。著名作家叶永烈专程从美国硅谷发
来贺词：“热烈祝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二届
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年会胜利召开。中国科幻
小说创作走过‘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寒冬，
正在迎来百花盛开的春天。”

下午的“科幻基地学术论坛”由“王晋
康、刘慈欣、新锐作家少儿科幻系列及获奖
作 文 图 书 研 讨 ” 和 “ 《中 国 科 幻 的 探 索 者
——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 新书发布及
研讨会”两个分论坛组成。来自学界、业界
的各位专家学者通过主题发言与自由发言相

结合的形式展开精彩的碰撞和研讨。与会代
表 认 为 ， 近 些 年 少 儿 科 幻 创 作 发 展 势 头 良
好，也涌现出了一批新生创作力量和作品，
这无论是对科幻，还是对少儿，都意味着一
种新的可能。刘慈欣的发言在充分肯定 《中
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
析》 这套书的学术价值的同时，还指出世界
科幻面临着新的变局。（见本版文章）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做
了会议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科幻创作研
究基地的工作，并对接下来的工作提出两点
要求：

第一， 紧抓新时代文化建设基本要求，
进一步明确基地的研究定位。科幻基地的研
究要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第二， 科幻研究要与当前的科幻产业发
展相契合，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
国的科幻产业发展现在处于生机勃勃的萌芽
期，产业总值已有百亿。科幻产业的发展不
只需要一流的科幻作家和作品，它更是属于
全社会的事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
出版、影视、教育、游戏、旅游等多方的关
注和努力。研究者要服务于科幻产业发展，
基地要继续凝聚各个领域对科幻感兴趣的创
作者、研究者和推广者，加强协作，为产业
发展指明方向，共同守望中国科幻产业“黄
金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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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随想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基地
成立于2016年12月，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二级机构，挂靠单位为北京市海淀区科协。
它的成立旨在凝聚中国科幻创作队伍，培养
科幻创作、研究、翻译、传播人才，提升中
国科幻研究创作实践水平，搭建连接国内外
资源研究合作交流平台。

2017年-2018年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在
科研成果、图书出版、媒体合作、海外推广
等方面均成绩斐然。

在科幻研究方面，基地研究团队人员成
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教育部基金
项目一项和中国科协系统的项目两项。

在图书出版方面，与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科幻编辑部合作出版了少儿科幻系列图

书，包括“新锐少儿作家科幻作品系列”
“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刘慈欣少儿科幻系
列”和《第四届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
赛获奖作品集》等；出版了科幻创作研究丛
书之《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
小说精品赏析》。

在新媒体合作方面，与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中科数创动画团队合作，将王晋康的
作品《寻找中国龙》拍摄成系列动画片，将
刘慈欣的作品《圆圆的肥皂泡》制作成VR，
目前项目正在推进中；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中科数创动画团队和网络编辑部新媒体团
队合作，为科幻作家拍摄制作访谈视频、系
列微视频，制作图书月历。

在海外推广方面，与孟庆枢团队合作

将王晋康的作品向日本进行翻译推介，此外
《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被日本科幻
理论研究家兼作家立原透耶（山本范子）在
日本学术期刊《东方》杂志上隆重推介。

在活动举办方面，与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科幻编辑部和发行部联合举办了科幻作
家王晋康、刘慈欣、超侠进校园活动系列讲
座，并在北京三十五中和北京和平里九小获
得强烈反响。

在宣传方面，围绕出版科幻图书积极
组织基地研究人员撰写论文和书评多篇，
进行媒体报道多次；积极与国内多家期刊
报纸合作推荐作家作品，开设科幻专栏；
参与国内一些科幻大奖赛或征文活动的相
关活动等。

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年会召开

推 动 中 国 科 幻 产 业 稳 步 发 展

科幻创作研究基地成绩斐然

世 界 科 幻 文 学 正 在
面 临 很 深 刻 的 变 化

□□ 刘慈欣

2118年，北京的冬天来得异常早，
刚入11月就已经下了第一场雪。

华子今年40了，在一所高校当副教
授，儿子乐乐刚满 10 岁，读小学 6 年
级。此刻，华子正在处理数据，老婆米
米打来电话：“老公，我们单位加班，
你去接乐乐回家吧。”平日里，华子工
作繁琐，都是老婆接送孩子，一提到接
孩子，华子心里就发怵。

下午5:00，华子驱车来到雁山附小
门口，孩子们陆续走出校门。面对熙熙
攘攘的孩子群，华子一下子蒙圈了，他
根本认不出来哪一个才是自己的儿子。
这些孩子长得都太像了，清一色的双眼
皮、白皮肤、高鼻梁……简直是一个模
子刻出来的一样。噢，不对，他们就是
一个模子出来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孩子和
100年前大不同了。父母准备要宝宝之
前，要让公司来基因编辑受精卵，公司
可以根据父母的需求定制不同的“套
餐”，比如，双眼皮、身高、智商等。
要个孩子不容易，谁都不希望让孩子输
在受精卵上。大家都纷纷定制基因编辑
套餐，都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英俊潇
洒又聪明，于是造成孩子极度雷同，从
外表上难以区分。

有了，华子拿出手机，打开基因扫
描APP，对孩子进行定位。如今父母手
机里有孩子的全基因组序列，因此只要
华子拿出手机就可以准确确定哪个是自
己的孩子。华子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100米，50米，5米，近了……

“爸爸”，华子猛然抬起回头，发下乐
乐已经站在自己面前。如果没有手机扫
描，即便是孩子走过，华子也未必敢认。

华子把孩子接上，爷俩坐在智能车
后面，华子说了声：“回家”。汽车按照
设定的路线自动驾驶。父子俩开始在后
排聊天，父母与孩子之间永远绕不开的
一个话题就是——成绩。无论时代如何
发展，这始终不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
有竞争，有竞争就需要看成绩。

华子：儿子，这次期末考试考得怎
么样？

乐乐：还行吧，高数99，雅思98，

语文100，生物99，物理99，化学100，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95，总分690，满分
700。

华子一听心里乐开了花，心想这次
准能上重点初中——天才中学。

回到家里，华子开始向老婆邀功：
“亲爱的，咱们孩子考得不错，总分690
差10分满分。你看吧，我强大的基因。”

还没等华子说完，老婆脸色一下子
拉下来。“屁，刚才她班主任在手机群
里发了成绩单，乐乐第 27 名，倒数第
三。”

华子一愣，之前很少听老婆说脏
话，心里开始嘀咕，“孩子之前从来不
说谎，难道是没考好谎报成绩。”华子
一下子从老婆手里夺过手机，定睛一
看，孩子果然倒数第三，他仔细核对了
成绩，和乐乐说得一样，孩子并没有说
谎啊。他再往上看了看，乖乖，前20名
都是清一色的700分。他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镜。弱弱地问了句：“这是真
的吗？”

老婆开始抱怨起来：“你说你咋这
么抠，我们当时要孩子的时候，我说选
第三代天赋基因，你非得图省钱选择了
过时的二代。”

华子一脸无辜：“这能怨我吗，不
是没有那么多钱啊，二代与三代之间差
距200万啊！孩子将来上学、买房子都
得要钱，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啊。我以为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孩子后天努

力更重要。”
老婆不耐烦了：“收起你那老一套

吧，这要是放在100年前，你说的或许
还对。可是现在可能吗？咱的孩子和别
人的孩子根本都不是一代的产品。活见
鬼基因编辑公司已经开发出第5代天赋
基因，我们家孩子才是2代产品，智商
上差了整整3代，你让孩子如何努力？”

听了老婆的话，华子觉得也是那么
回事，可是他又觉得那么不对，小声说
道：“乡下，你表哥家的孩子人家根本
没有进行基因编辑啊！”。

“得了吧，你不说他还好，表哥家
的孩子一个月前就退学了”，老婆越说
越气。

“为啥啊？那孩子聪明乖巧，又孝

顺”，华子进一步追问。
“他是挺乖巧，也讨大人们人喜

欢，可是在班级里几乎是个异类，三年
级了连微积分的题都不会做，上课跟不
上老师进度，班里受到同学们嘲笑，不
得已只能退学。”老婆有些怅然。

华子长叹一声，沉默不语。
这时华子手机弹出一则消息：天才

中学高三年级学生王有才获得第2118年
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近10年来，活见鬼
基因编辑公司编辑的孩子包揽了除诺贝
尔和平奖外的所有诺奖，平均获奖者不
足20岁。诺贝尔奖委员会紧急磋商，宣
布以后仅仅保留诺贝尔和平奖，其他奖
项一概取消。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

技术带来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科技是一把双刃
剑，人能推动科技发展，科技一样改变人类，但不一定
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100 年 之 后 的 基 因 编 辑
□□ 赵序茅

（上接第一版）
学术杂志发表论文题目的挑选，对于杂志的发

展非常重要。要想扩大受众面，扩大学术影响，就
要挑选更受关注的问题。当然，受人关注的不代表
学术价值就大，毕竟学术杂志不是新闻报道，不必
追风蹭热，得有自己的坚守。最好的状况是把学术
价值与社会关注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这就需要看编
辑部的水平和专业的整体研究水平了。

“战斗蟋蟀”的科技史研究学术价值多大？仁者
见仁。我看意义算不上非常重大，但完全可以发
表。《通讯》发表了此文，不能说明它如何如何了，
毕竟有哪本杂志篇篇文章都意义重大呢？

或许，不少人对文中“蟋蟀是一种负载中华文
化的民族昆虫”最为反感。这是与通行的昆虫学分
类方法不同的独到见解。

有没有一种民族昆虫？蟋蟀为什么是民族昆虫？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蟋蟀吗？中国人都熟悉蛐蛐，所以
蟋蟀是民族昆虫？现在斗蛐蛐在中国不流行了，是不
是把蟋蟀从民族昆虫中除名？显然这个说法背后有一
种情绪，一种食古不化的盲目自大情绪，这种情绪在
该文标题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文中的“有益启
发”“新的科学资源”“历史启示”云云中表现得很清
楚。这也许是大家最反感的地方。

从理想状况来说，论文行文应该客观，尽量少
带有主观性的情绪。但是，完全剔除情绪不是那么
容易，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的问题。严格说来，没有
一个整体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每个地方、每个
时代的中国文化都是不一样的。再说，各国都有自
己的传统文化，很多也一样源远流长一样辉煌。显
然，在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出现过的文化不可能都是
伟大的，缠小脚、抽大烟就不伟大，我看斗蛐蛐也
谈不上伟大。

就算斗蛐蛐不伟大，但是中国古代研究蛐蛐的
心得很伟大，可以对自然科学提供重要借鉴意义。
是这样吗？意义不能说没有，世界上没有完全没有
意义的东西，但是能加上“重要”两个字吗？该文
引用了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家的成果，显得有点

“科学”。别人用对蟋蟀的观察、实验来研究，你用
史学方法来研究科学？不用去研究真实的蟋蟀，在
故纸堆里翻翻就知道了“战斗蟋蟀”的秘密？所
以，这对科学基本没有贡献，研究蟋蟀的科学家也
不会看你的文章——不过这次上了热点就不见得了。

该文就是一篇纯粹的史学论文而已，对中国古代斗蛐蛐做了
技术方面的归纳，再找了几篇外国人研究蟋蟀的东西来说明自己
的研究也是跟国际接轨的。这里面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科技史
研究就是古代文化梳理工程？然后，从本底上它其实就是民族自
尊心的史学提升工程？欧美的科技史研究非常发达，研究很深
刻，尤其着力理解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科学子系统
与整个社会系统的复杂关系。研究主旨上的差异，是不是中国科
技史研究如此薄弱的原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
证法研究会科技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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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暨科学普及出版
社）、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协科普部、北京市海
淀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参加会议的有科幻作家王
晋康、刘慈欣、张文武、凌晨、杨平、超侠、马传思
等，儿童文学作家、科学童话作家杨红樱、霞子等，来
自文学评论界和科普科幻界的孟庆枢、王泉根、李晓
东、姬少亭等，共40余位作家、专家和学者代表。

含水层破坏成因图

在人们眼里，矿产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
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影随形。煤炭等矿
产资源开发在给人们带来光与热的同时，也造
成了地面塌陷、水土污染等严重的环境问题。
近年来矿山环境问题凸显，媒体报道的环境问
题约三分之一由资源开发引起，于是乎社会上
有了“去煤化”的说法，似乎只要不用它，环
境问题就变好了。

然而，人们的美好生活既离不开煤炭等矿
产资源，也离不开绿水青山。矿产资源开发就
一定引起地面塌陷、水土污染等环境问题吗？
资源开发与绿水青山可否兼得？有此疑问，缘
起于早先曾有机会外出数次经过矿区，总能瞧
见一些坑坑洼洼的塌陷坑与矿渣堆，可近来这
种现象似乎逐渐减少了。前时从微信中看到一
部由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等单位制作的四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科普片》，震撼而又欣慰，
感觉它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也回应了社会公众
的关切。

“先声夺人”，是观摩此片给我留下的第一
印象。片头在短短几十秒内，采用快节奏的镜
头与字幕，一开场就不同凡响：无人机拍摄的
矸石山、塌陷坑等宏大场面，与滑坡等发生的
实景画面交错呈现，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矿山环境问题的触
目惊心。随后，精美的动画配以舒缓的解说，
将塌陷坑的形成、含水层破坏的成因等深奥的
科学原理娓娓道来。接下来，地下开采如何实
现采矿“无痕”，露天矿何以能够大大减少矿
渣堆，都一一得到“破解”。

从科普的视角看，这部片子亦有不少亮点
值得点赞。

创新之一，作为该领域的首部科普音像作
品，此片及时回应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这一全
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也吻合当前生态文明建
设的科普工作主题；对由于不科学的采矿引发
的地质灾害及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给予警示，有
助于提升社会公众环境保护与节约资源意识。

创新之二，以逼真的动画方式，对塌陷坑、含水层破坏
过程等的科学原理进行真实再现，把原本抽象、深奥甚至枯
燥的科学原理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现，让受众得以“近距
离”地亲近科学。特别是，矿渣循环利用与充填开采等反映
了科技发展前沿的绿色开采技术，在片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
的体现。

创新之三，以集成创新的思路与方法，让冷门的科学变
热。宏大的矿山环境问题震撼画面与地质灾害的实景画面相
结合，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唤醒公众对矿山问题的重视与
认知；再辅以通俗易懂的解说词和权威采访，解析矿山环境
问题成因，提出有效治理对策。

创新之四，在传播方式上按照“传统媒体+互联网+”的
思路，通过“出版发行 +传统媒体传播 （电视） +网络传
播+ 科普现场活动”集成式、立体化地向公众传播准确的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科普知识，指导绿色矿山建设与治理恢复的
实践。

热门选题（矿山环境问题及其保护）与冷门科学（采矿
工程）相遇，“撞”出了
科普新生态。

久违了，这样的科
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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