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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两步走”强国战略，
尤其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技事业跨越
式发展以及文化自信的确立，为科幻产
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文变染乎世
情，兴废系乎时序”，如此欣欣向荣的
局面背后是中国经济和科技的日益崛
起，刘慈欣以优异的作品让欧美世界领
略了中国科幻的魅力，其作品 《三体》
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发展史上的
里程碑。他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科幻
和西方世界的对接，也让科幻在中国由
少数科幻迷所推崇的小众文学类型变得
前所未有的“大众”，读者由少数走向
多数，支持者也由民间走向官方，中国
科协也自2016年起，连续三年主办中国
科幻大会。

科幻产业无疑是当下科幻风潮中最
强劲的马前卒。近年来，科幻主题公园
建设规划不断出台，工程陆续上马。从
全国首个科幻主题公园——贵州贵阳的
科幻主题公园到浙江平阳“星际科幻
谷”文化园，从江苏常州宣布打造幻想
产业基地“东方幻谷”， 再到成都宣布
将建“中国科幻城”科幻产业园，刘慈
欣曾经工作过的电厂也不甘落后，山西
娘子关的旅游规划中，拟建科幻城……
可以看到，这些科幻主题的公园、产业
园不只出现在有着雄厚科幻根基的成
都，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也出现在经
济相对欠发达的贵州省，贵阳科幻主题
公园一景点的开放，甚至有望改变贵州
省和中国西南部的旅游结构。这让我们
愈发看到了科幻的生机与活力，它可以

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面对朝气蓬勃的中国科幻产业，科

幻研究应当及时关注研究，总结发展经
验，点出发展问题，指明发展方向。譬
如，科幻产业在繁荣的同时，不可避免
地出现了一些泡沫现象。这需要科幻研
究者及时开出良方，规避泡沫的产生。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在
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
基地年会上对科幻研究明确提出了两点
方向：一要紧抓新时代文化建设基本要
求，二是希望科幻研究与当前的科幻产
业发展相契合。

当前的科幻研究也一样呈现出了朝
气蓬勃的面貌。学界关注的科幻与政
治、科幻与宗教、科幻与经济、科幻与
电影、科幻与教育、科幻与伦理、科幻
与人工智能、科幻与生态、科幻与社
会、科幻与科普、科幻与军事、科幻与
奇幻、科幻与旅游……诸多议题层出不
穷，这种热议良久的势头与鲁迅那句常

为中国科幻界所乐道的名言：“导中国
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遥相映
照。日本科幻评论家巽孝之则指出的，
与其说科幻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更像
是一种思维方式，可以切入到与之相关
的各个领域中去。由此，边界渐次模
糊，“跨界”时代开启。诸上，为科幻
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扇的窗口，使之步入
开放包容之境，而科幻研究者应当像警
犬一样敏锐，时刻保持洞悉警省，以综
合文化意识与宏观文化的眼光迎接“科
幻大时代”的来临。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不少科幻研究的硕果。全国各大高
校、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各个角度表
达了对科幻的兴趣，主流文学界也开
始对科幻这一类型文学给予了关注，
认为科幻能以其独有的想象力开拓了
文学的表达空间，将其从狭小的天地
拉了出来。北京师范大学、南方科技
大学、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研究基

地等科幻研究机构致力科幻研究，较
集中地出了一批成果。南方科技大学
的“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旨
在从科普、科幻发展与科研关系出
发，推进想象与科学的连接，融通和
激发对科幻的理解，把握更多对科学
需求的谋划和对未来科学趋势的认
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
基地成立两年来也是成果颇丰，诞生
了一批论著，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资助的 《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
析》《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
作研究文集》《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
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可以算得上是传
统的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之翘楚。《百年中
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先是获最佳非虚
构类作品金奖，又获第五届“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金奖。

科幻产业与科幻研究相辅相成，互
为助益方有大成。对于当代科幻产业来
说，研究者不应止步于常规的文本化，
书斋式的研究，而应当走出去，到产业
园区、影视基地主动了解当前科幻产业
发展的现状动态；要从小说文本延伸到
文本之外的无限空间，超越单纯的、立
足于艺术、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视
听理论上的单纯读解，从文化生态的角
度给予中国科幻产业整体性、多层次
性、全面性的观照。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党委书
记、副理事长，科技导报社社长，研究
员，《科普时报》科普顾问）

产业与研究并举 共创科幻发展新时代
□□ 王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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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法解释的“非重力加速度”，包

括首次发现者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17位研
究者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在 NATURE 上以

“轨道上的非重力加速度”为题进行了介
绍：以来自地基和天基的数百个数据分析，
将太阳、八大行星、月球、冥王星、小行星
主带最大的16个天体，相对论效应，以及所
有可能的偏差都考虑在内，无法解释奥陌陌
沿轨道方向远离太阳而去时的加速度。

设置于环太阳轨道的美国太空望远镜斯
皮策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红外望远镜，拥
有远红外波段观测功能。也就是说，再冷暗
的对象都逃不过它的法眼。2018年11月14
日NASA官网信息：斯皮策自2018年9月初
开始，按预测路径追踪奥陌陌两个月而未
果。文章说奥陌陌太弱了，以至于斯皮策都
无法探测到它。也就是说从2017年10月被
观测到算起，差不多一年以后，无耐承认：
奥陌陌被跟丢了；以人类目前的技术无法追
寻它的行踪。

二、无法解释的异常加速
尽管有多项新奇之处，但奥陌陌最大的

悬疑是通过近日点后沿轨道方向的加速。因
为如果仅靠万有引力，奔向太阳时在引力作
用下加速，经过近日点离开太阳而去时，同
样的引力应该使其减速。对此，目前剩下来
的主要有两种解释：彗星射流和光帆。

奥陌陌被发现时，以及据后续多架望远
镜观察都已认定其无彗尾、无射流，判断为
石质或金属质地，并被标定了尺度。可是，
为了解释异常加速，又折回去说如果它有可
气化的其他内部物质、如果被太阳考热后能
喷出测不到的气体就能解释奇怪的加速了。
而在这一解释下，若想那无法被测到的射流
能使其产生可被观测到的加速度，还要求它
个头再小些。这个对小个头的要求，符合一
些人对斯皮策跟丢目标的解释：由深信轨道
预测准确而强大的斯皮策却探测不到，反推
奥陌陌可能没那么大，甚至推测其尺度可能
小至100米。

显然，这样的解释相当牵强。科学研究

须用理论解释事实，而非改变事实去适应理
论。

2018 年 11 月，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
Avi Leob和其同事Shmuel Bialy在《天体物
理快报》上发文称，以人类现有的知识，只
有以光帆在太阳光压下推动加速可以解释奥
陌陌的异常行为。此文否定射流说，认为射
流会使奥陌陌翻滚得更厉害；认为奥陌陌要
么是外星人大型装备毁弃后的光帆残片，要
么是自带光帆的系外人造飞船。笔者认为，
只要承认翻滚，对光帆解释同样不利。

对于哈佛学者的观点，有人支持也有人
反对。支持者认为把奥陌陌看成外星智慧造
物显然更合理。反对观点：没有足够证据证
明是外星人，应立足于用现有知识解释；用
外星人解释科学现象很荒谬。

其实，如果无法用非智能理由解释加速
现象，就没理由排除是智能造物的可能；若
果然有系外访客到来，是智能访客的可能性
应不比非智能访客小。果若如此，奥陌陌就
不仅是第一个系外客体，而且是第一位开创
历史的系外智能使者。

三、费米悖论谜团
当人类掌握了探索宇宙的技术后，就未

停止过对宇宙智慧同伴的找寻，却一直杳无
音信。1950年，物理学家费米在与同行讨论
外星人问题时问过一个著名问题：“他们都
在哪儿呢？”此问的背景是，依据平庸原理
——地球没有什么特别，它只是银河系中围
绕普通恒星太阳运行的一颗普通行星——推
算，银河系中应该存在大量智慧生命，而且
许多文明应该远高于地球，但地球人用尽技
术手段却从未发现蛛丝马迹。这个问题被称
为费米悖论。

对于费米悖论的解释和猜想很多，有代
表性的有大漏斗说、动物园说、文明锁死

说、多重宇宙说、三型文明说、文明自毁
说，等等。

大漏斗说表达的是宇宙间智慧文明进化
过程中，要通过一些漏斗的细颈，过得去文
明得存，过不去文明毁灭。关注或相信漏斗
说者总纠结这个细颈在何处，地球人类是否
已经通过了细颈，抑或宇宙间是否存在得以
通过细颈的文明？若发现这样的文明，可以
给地球人以相信自己会有未来的信心。

动物园说猜测，地球可能是更高级宇宙
智慧生物的一个实验场，人类是他们在地球
这颗行星上圈养的动物。地球人的智慧层次
太低，根本没可能与高级圈养者对话，圈养
者也懒得与其圈养的动物对话。

文明锁死说猜测，许多宇宙智能生命可
能被锁死在其生存环境中，例如厚厚冰壳之
下的水域中，它们无法冲出冰壳与外界交
流，地球人自然也很难发现他们。

多重宇宙说认为宇宙是多维多重的，地
球只在三维空间，其他高级智能可能在四维

以上的宇宙中，地球人根本感知不到他们。
三型文明说提出，宇宙文明有三级形

态。最低级的一型文明只掌握了利用自己行
星上能源的技术；二型文明可以开发利用所
在恒星系中恒星的能量；三型文明可以自如
地利用宇宙中其他恒星的能量。地球处于一
型文明阶段，使用能量的水平根本不足以使
其走出所在星系，也难以理解更高级地外文
明的技术。

文明自毁说认为文明不可能发展到更高
级别，因为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不可控地
自毁。这种说法与地球文明当前的处境比较
吻合：貌似正在自毁中，看不到突围的希望。

四、信使的启示
远方信使奥陌陌透露了哪些信息？笔者

以为，它至少带来如下启示。
一是，以奥陌陌被观测到的数据看，至

少它来自在尺度和速度方面与我们文明相当
量级的三维智慧世界，或至少可以放低速
度、降维到我们能观测的量级。给弱智的我
们呈现的信息是通过大漏斗未来细颈的可能
性、三维同伴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文明可以
突围的告慰。

二是，如果地球是高级智能的动物园，
则起码可能不是唯一的动物园；或者，“大
王”起码是派出喜欢翻跟头的“小妖”来

“巡山”的。
三是，仅测到了少数点位的速度和较短

的轨迹，其他轨道是逻辑外推的，并依此判
断它可能来自哪里、奔向哪里，“11 月1日
左右经过的火星轨道……将于2018年5月经
过木星轨道、于2019年1月飞出土星轨道”
等等，却未知在接近太阳系之前它是否曾有
刹车、在消失于视野之后它是否加至更高速
度，或是否有过调姿转向。我们的“强大”
望远镜寻找不到它，未必是因为它的冷弱，

也可能因为它并不在被预期的轨道上。
四是，绕过太阳后却一直加速，是不是

因为它配备有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利用恒星能
源的技术，抑或它自带着我们不能理解的能
源。

五是形态的启示。据观测判断，奥陌陌
表面是石质或金属，可能“因数亿年的宇宙
辐射而变红”。这启示我们：在碰撞、爆
炸、焚烧中自然形成的天然星体构成的烈火
金刚的外壳，可能才是宇宙星舰的正确打开
方式。在讨论霍金的“突破摄星”计划是否
可行时就有人提出过，当人造飞行器离开强
大的太阳磁场保护进入星际空间后，其所使
用的材料可能无法抵抗遍布前路的质子以及
其他宇宙射线的攻击。当前人类只有“旅行
者1号”和“旅行者2号”两个小飞行器到
达了太阳磁层的边缘，而且人类并不明确知
晓磁层一带的空间物理环境状况。等待两位
小小旅行者发回观测报告，或者它们还有多
少能力继续发回观测报告亦未可知。而此次
奥陌陌的出现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进入星
际空间，利用天然、质地坚实的小天体作为
外壳或许是一个更应该考虑的选择。刘慈欣
被改编成电影即将上映的科幻小说《流浪地
球》中有飞船派和地球派之争，也提示了这
个道理。

而如果不是智慧造物，很难理解10：1：1
的细长结构绕其短轴翻腾，因为在漫长的旅
程中这需要很强的抗拉强度。而如果是系外
飞船则好理解了：雪茄状长条外形有利于在
长途航行中减少辐射和碰撞的伤害；至于翻
跟头，则很可能是临时使用某种我们不能理
解的技术，或者可能就只是“巡山小妖”一
时起兴的解闷玩耍。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
编审/教授；《深空探测学报》常务编委）

奥 陌 陌 ：“ 巡 山 小 妖 ”“ 大 雪 茄 ” 的 启 示

首发论文给出的奥陌陌轨道图，其中实
线部分有观测数据，虚线为逻辑外推所得。

11月28日，长三角科普创作联盟第二次工
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国科普作协原副理事
长、上海市科普作协名誉理事长卞毓麟，中国
科普作协理事、江苏省科普作协理事长、凤凰
集团原副总裁黎雪，江苏省科普作协秘书长左
玉梅，中国科普作协理事、中国科普作协科普
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安徽省科普作协秘书
长杨多文，中国科普作协理事、浙江省科普作
协理事长、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张光霁，中
国科普作协常务理事、浙江省科普作协副理事
长秘书长赵宏洲，中国科普作协理事、中国科
普作协创作实验基地主任、台州市科普作协副
主席秘书长章伟林等参加了会议。浙江省科协
副秘书长、科普部部长汪光年，浙江省科技馆
馆长季良纲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联盟轮值单位、浙江省科普作家协
会理事长张光霁主持。

会上，浙江省科普作协介绍了由长三角科
普创作联盟编著、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主持编
著的《新时代 新科普——科普创作文论》组
编情况。根据计划，3月份，长三角科普创作
联盟决定开展《新时代 新科普——科普创作
文论》文稿征集，编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
了探索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现
代科普创作如何与时俱进、更新理念，在题
材、体裁、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创作机
制上不断探索、推陈出新，同时借此进一步整
合长三角科普创作资源，促进科普创作繁荣。

起初设想全书30万字左右。分成三编，即
一为创作理论编，探讨研究当前科普创作方面
的最新实践及其提出的课题及可探索的发展方
向；二为创作经验谈，以科普创作方面的实践
体会为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指导性；三为
科普书评，通过对当下科普作品个案的剖析评
介，为科普创作提供可参考的范本案例。后考
虑到科普创作离不开传播平台，平台的建设和
发展对科普创作非常重要，又增加了科普创作
平台篇，共为四编。文章先由每个省市科普作
协先行征集，共收到各种文论近80篇，80多万
字。最后选入40多万字。《新时代新科普，长
三角科普文论》的筹划和出版也得到各级领导
的重视和支持，中国科普作协党委书记、副理
事长王康友和浙江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郑
金平分别为本书作序，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正式出版，并被列入纪念浙江省科协成立60周
年的会议材料。与会人员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
高度评价。大家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长
三角科普创作联盟有了实在的成果。

与会各省市领导和专家就今年工作和联盟
今后的发展进行了交流，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
意见和建议。卞毓麟介绍了上海市科普作协今年工作，他指
出，长三角科普创作联盟虽然组织松散，但交流方便。各地
盟员应相互支持、及时沟通，加强评论、繁荣原创，比如今
年4月上海、浙江为常州市科技公益书屋捐书；8月22日，长
三角科普创作联盟又参与 《加强作品评论，繁荣科普原创
——叶永烈科普作品研讨会》。他提议每年能组织召开一次科
普作家研讨会，由联盟推荐科普作家参加研讨会。杨多文指
出，科普作协的工作和学校不够紧密，提议将科普工作和研
学结合，共同打造一个产品链。黎雪表示，科普创作不仅要
有热情，而且要找准切入点，关注科技热点，做出有温度、
有态度、有声音。

浙江省科协科普部部长汪光年针对区域性创作联盟表达
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联盟要有交流，加强创作、经验和
体会的交流；联盟要有平台，通过举办培训、论坛、作品评
奖等活动，各地盟友联合行动，重大事件同步发声，共同行
动；联盟创作要有创新，通过研究创新科普形式，创作科普
创新产品；联盟活动要抓好落地，让好的科普形式和好的科
普作品落到实地。

会上，大家探讨了如何打造联盟科普品牌的事宜。卞毓
麟和赵宏洲分别谈到上海正在进行的诺贝尔奖解读活动及开
展青少年科幻竞赛事宜。大家认为可以把这些项目作为联盟
的常态化活动。汪光年当场表态，将联系网易对12月8日的
解读活动进行网络直播，让长三角能分享上海品牌科普资源
项目。（12月8日，在浙江省科协科普部的支持下，联盟参与
了上海市科协活动诺贝尔化学奖解读活动的网易直播活动。
据统计，共有36万人观看了网上直播。）

会上，卞毓麟通报了关于湖北、江西两省科普作家协会
希望加盟长三角科普创作联盟的意愿，经讨论，一致同意湖
北、江西两省科普作协作为观察员参与长三角科普创作联盟
的工作和活动。

经讨论，2019 年联盟轮值单位将由上海市科普作协承
担。大家表示，将全力配合联盟工作，繁荣科普创作。

参加会议的还有江苏省科普作协副秘书长张洁，江苏科
技出版社《长城志》出版中心主任李纯，浙江省科普作协常
务理事、科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陈礼英等。

（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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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 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将
联合开展以“科技创新 强国富民”为主
题的2018年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活动。

参赛作品内容要围绕普及科技知
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
科学精神；宣传《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
准》相关知识与方法；繁荣科普创作，推
进科普信息化建设。作品形式为与主题相
关的纪录短片、DV短片、视频剪辑、动
画、动漫等；内容要求短而精，兼具科学
性、知识性、通俗性、艺术性、趣味性；
作品应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
31日之间完成并播出过的，并提供原视
频播放网址。

作品时长为 2-5 分钟。可通过 PC、
手机、相机、摄像头、DV、DC、MP4
等多种视频终端摄录。格式须为MP4格
式，单个视频大小为 100 兆—200 兆之
间，最好为高清视频。

参赛作品为地方、部门推荐和社会
征集两种推荐方式。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科技厅（委），中央、国务院有关部
门推荐微视频不超过 5 部，计划单列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副省级城市科
技局 （委） 推荐微视频不超过 3 部，推
荐的作品可登录中国科普网（www.cpus.
gov.cn或www.kepu.gov.cn） 科普微视频
专区上传视频；同时提交《2018年全国
科普微视频大赛推荐表》，联系人：中国
科普网毛梦囡（010-58884170）；中国科
普 博 览 黎 文 010-58812532）。 各 个 机
构、公民可以自荐 1 部作品，将 《2018
年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社会征集作品自
荐表》的电子版、纸质版扫描件、作品
视频文件一并发送邮件到wanfangvideo@
126.com；联系人：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
台邹宁（010-58882630）。

作品推荐截止日期 2019 年 1 月 31
日。

所有参赛作品经形式审查后，在中国科普网、
中国科普博览上进行展播，由公众对参选作品进行
投票，产生公众评选结果。在此基础上，科技部、
中国科学院将组织评议专家组进行评议，结合公众
评选结果产生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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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并不遥远。
1979 年 8 月出版的 《科普创

作》 杂志试刊号的封面，是一幅
名为 《迎春》 的招贴画。当年它
在 很 多 场 合 下 出 现 过 ， 从 那 个

“春天”走过来的人几乎都不会感
到陌生。画中手持原子符号、朴
实而端庄的少女形象，连同她迎
风飘逸的柳枝般的秀发，精美巧
妙地构织于万紫千红之中；而一
群展翅高飞的大雁，与赋予幻觉
的蓝色天空相映衬，又将作品的
含意深化了一层。

这幅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成为一种象征。它又密切对接于
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四个现
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
著名论断，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这一重要观点，吹响了“向科
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时任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
大会闭幕式讲话中，向全国科技工
作者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倡议：“这
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
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不仅标
志着“科学的春天”降临祖国大
地，同时也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
曲。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
京召开，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昂扬乐章。

40 年砥砺奋进，40 年春华秋
实。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不仅实现了国民生活从
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
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
力源，既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
影响了世界。翻阅新近由中国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40年
科技成就撷英》 一书，尤为感怀：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中
国科技事业，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得
到了飞跃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并且在国家
改革开放发展的全局战略中发挥着
先锋、引领作用。该书编写组以这
40年间我国科技发展为脉络，将来
自科研团队和重大科学计划重大工
程实施单位的大量珍贵图文辑录成
书，作为对中国科技事业改革成就
的回顾与总结，同时也作为对中国
改革开放事业的记录和纪念，意义
深远。

在这 40 年中，科技发展战略、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等重大举措相继
推出，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
面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向纵深

推进，使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
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超
导、中微子振荡、量子通信、干细
胞等领域获得原创性突破；FAST、
上海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
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我国开
展世界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物质
技术基础；“神威· 太湖之光”与

“天宫”“神舟”“嫦娥”“长征”等
战略高技术研究成绩斐然；超超临
界燃煤发电、特高压输变电、杂交
水稻、海水稻等成果领跑世界；北
斗导航、载人深潜、深地探测、国
产航母、新一代核电等步入世界先
进行列；复兴号高速列车、C919大
型客机等实现了中国制造的高速赶
超；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体现了
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的加
速跃升。这些，都在《改革开放40
年科技成就撷英》一书中得以精彩
呈现。

如果说，40 年前，“科学的春
天”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蓬勃序
曲，那么，40 年后，“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的铿锵弦歌定将
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彩乐
章。让我们以更加充沛的激情，拥
抱新时代科学的春天！让科学精
神、创新活力在新时代科学的春天
绽放！让敢于梦想、勇于奋斗、甘
于奉献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璀璨绽放！

拥拥抱新时代科学的春天抱新时代科学的春天
□□ 尹传红

《科普创作》杂志试刊号封面
图（197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