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指算来，与金涛老师相识已经
30 多年。我刚投身科幻创作时，对这
位前辈大家仰慕有加，得以一见已十分
兴奋，同桌开会更让我感到荣耀，毕竟
这个名字，原本只存在于少年阅读时的
名篇佳作上。

我与金涛的最初交往始于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当
时，委员会的主任是郑文光，但他已患
病多年，主要由副主任金涛主持工作。
后来金涛担任主任，更是为科普和科幻
工作殚精竭虑、摇旗呐喊。

那是在1992年，科学文艺专业委员
会决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几场面对
公众的科普讲座。四位演讲人中有两位
科幻作家：金涛和宋宜昌。我与几位初入
科幻界的“小字辈”做了一些辅助工作，而
金涛在讲座后特意拿出大作分赠我们。

金涛一生可谓著作等身，即便在退
休多年之后，他依旧笔耕不辍，既写科
普，也写科幻。我与王逢振共同主编漓
江版年度科幻精品选集已逾 20 年，收
入过金涛的《台风袭来的晚上》《月光
曲》等多篇新作。无论是对金涛作品的
总览分析，还是对他采访与创作生涯的
整体梳理，都非这有限的篇幅所能容
纳。在这里，只追忆我与金涛交往的个
人印象，事实上能让我记起的也都是一
些鲜活的场景和画面。

1997年，正值“97北京国际科幻大
会”召开，全国各地的科幻作家齐聚北
京。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聚，所以金涛与
大家商议，在大会之前先以科学文艺专
业委员会的名义召集一场科幻研讨

会。恰逢科学普及出版社在野三坡有
一处场地，会议便定在那里举行。这次
被记入中国科幻史册的重要会议，吸引
了众多科幻作家到场，很多当时正值壮
年的作家现在已垂垂老矣，很多如今临
近退休的与会者那时还青春年少。

“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由科幻世
界杂志社申请举办，当时《科幻世界》刚
刚走出困顿，有所起色。因为“银河奖”

要挂“中国”字头，所以每年要来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盖章，
每逢此时金涛总是热情款待科幻同
道。有一年《科幻世界》副总编辑谭楷
来盖章，我陪他拜访金涛。谭楷看到金
涛一屋子的书本就羡慕，听闻我向金涛
求书更是嫉妒，于是金涛说你们喜欢什
么书就自己拿吧，谭楷兴奋地大喊一声

“抄家哦”，就开始选书。
当年的科幻作家收入捉襟见肘。

那时稿费本就不高，科幻作品发表和出
版园地更少得可怜。有一次金涛在会
上说：“写科幻不挣钱，你们看星河至今
娶不上媳妇。”全场哄堂大笑，会还没散
就有人发短信给我介绍女友。看到如
今中国科幻的盛况，老人家应该心中释
然了吧。

退休之后的金涛依旧活跃在科普
科幻战线，他住在远离闹市的北京天通
苑，但还经常约我们见面聚餐，并在饭
桌上讲述那些科学界的逸闻趣事，有些
惊心动魄，有些令人捧腹。遗憾的是，
我最后一次拜会金涛也是数年之前
了。其实我心里始终有几件相当重要
的事情想要向他请教，甚至今年春节我
还动过造访的念头，但终究因为拖拉而
失去机会……

记忆中的场景比比皆是，远不限于
此，但还是让我们选取这些令人愉悦的
片段来告慰逝者吧。

谨以此文纪念金涛老师。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

员会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
事、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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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涛和叶永烈、郑文光一样，是我
童年时代的三大科幻偶像，也是我心中
永远的传奇人物。

我开始识字阅读时，正好赶上了上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科幻黄金时
代”，三位老师的作品在那个年代与大
量的科幻、童话作品一起，潮涌般进入
我的阅读世界，奠定了我一生的阅读爱
好，影响着我日后的写作方向和创作
追求。

读金涛的《月光岛》，应当是在小学
一二年级。虽然它的连环画、小说，我
读过不知道多少遍，它的故事也被一个
比我大十多岁的“科幻迷”哥哥反复讲
述，但因为是写给成年人阅读的作品，
我当时记住的有限，只是来自遥远外星
的飞碟和月光岛带给我的难以言传的
美感。

对我影响更深的，是当时鲜有人
知、却影响了我整个童年的《马小哈奇
遇记》。我至今记得，当年在我老家县
图书馆的一本杂志上，读到这篇童话式
儿童科幻的情节和感受。“马小哈”与数
十年后中国家喻户晓的“马小跳”只差
一个字，这个文学形象深深地刻进了我
的脑海。印象中，“马小哈”是系列故
事，包含《魔鞋》《魔盒》《公交车奇案》

《土拨鼠传奇》等令人心潮澎湃的科幻
短篇小说，其中最吸引我的是《魔鞋》。

在这个故事中，马小哈的爸爸是一
名工程师。马小哈由于早上起床晚了，
手忙脚乱中将爸爸刚发明的“魔鞋”穿

去了。这双“魔鞋”能飞檐走壁，马小哈
从电线杆上走到了学校，所以没迟到。
马小哈还利用这双鞋获得了跑步比赛
的第一名，当然最后被发现取消了
成绩。

十多年后，当我也成为一名少年科
幻与儿童文学作家，像金涛一样提起笔
来为孩子们写作时，脑海里经常会不由
自主地浮现那个穿着“魔鞋”，在城市里
飞檐走壁的超人男孩，他既普通又神奇。

这篇作品独特的“热闹派童话”的
现代意识、游戏精神和无羁的想象力，
与其他同类儿童科幻和童话，共同深深
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正是由于我在童
年时代读过金涛、及其他同样保持着赤
诚童真和想象力的作家的作品，成年
后，我仍只对儿童文学和少年科幻创作
保持浓厚的兴趣。而对成年人的科幻
及文学作品的创作，浅尝辄止。

大约在 1993 年，我第一次见到金

涛，记得当时是吴岩带我和星河去郑文
光家中，旁听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
艺专业委员会全年工作的总结会议，我
负责给前辈们的讲话做记录。当我见
到这位魁梧健壮、声如洪钟的传奇人物
时，心情无比激动，拿笔的手都是颤抖
的。在此之前，我参加过金涛的一个写
作项目，为了能够见到这位童年时代的
偶像，我还曾去光明日报社等他，但十
分遗憾，他出差了，未能见到。万幸的
是，在郑文光家见面后，我与金涛的见
面机会就更多了。他总是那样平易近
人，每次见面他都会肯定我的作品，勉
励我在科幻创作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今天读到吴岩缅怀金涛的文章《又
一颗充满幻想的大脑休息了》，十分震
惊与悲痛，金涛的音容笑貌不断在我脑
海里浮现，深深怀念金涛老师。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中国首位
迪士尼签约作家）

金涛那些记忆犹新的画面
□□ 星 河

3 月 5 日清晨接金雷
电话，惊闻噩耗：他的父
亲、著名科普科幻作家、
我们《科普时报》的专栏
作者金涛前辈，前一天晚
上在睡梦中溘然长逝。

我愣了好一会儿，不
愿相信这个事实！因为，
就在十几个小时前，也就
是距金老撒手人寰不到
两小时的某个片刻，我正
犹豫要不要给他去电话，
告知我刚收到一篇跟他
探讨商榷问题的文章。
此文呼应的，乃是 3 月 1
日《科普时报》“书香悦
读”版上刊发的《她用一
生守护发掘鲁迅遗物》
一文。

金涛先生非常看重
他写的这篇文章，还特别
嘱咐我，报纸出来后要给
他在文中介绍的已 94 岁
高龄的“叶淑穗老大姐”
寄份样报。令我大感意
外的是，3月3日中午，年
届 84 岁的他竟亲自到邮
局，给我挂号邮寄了叶淑穗著《鲁迅手稿
经眼录》《鲁迅文物经手录》。这两本书，
我是在向金老作了最后道别之后收到
的。打开书页，即看到作者题字：“应老友
金涛先生嘱呈请尹传红先生雅正”。我又
吃了一惊，眼睛瞬间就湿润了。

不禁回想起我与先生的第一次“相
遇”。那年我12岁，念初中一年级。有天
放学刚走出教室，就看到一个同学手里拿
着一本封面靓丽的书《大海妈妈和她的孩
子们》。我好奇地要过来翻了翻，哦，原来
是本科学童话书，讲的是地球上水资源和
水循环的故事，作者的名字叫金涛。后来，
我又陆续读到了金涛的其他许多作品：幽
默风趣的科学小说“马小哈系列”，意蕴深
刻的科幻小说《月光岛》，惊险生动的科学
考察游记系列《暴风雪的夏天》《冰雪王国
历险记》，等等。

兴许是有着那次邂逅及后续的阅读打
底，10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前夕，1990年春
的一天，我壮着胆子从天津来到光明日报
社，“要找金涛老师”。门卫把我截住了，但
允许我用电话联系。就这样，我第一次听
到了金老师浑厚的嗓音。记得我跟他提到
了《大海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那个时候怎么想得到，仅仅几年过
后，在北京我就与金老师续了前缘，于多
个科普科幻场合重逢，并且成了“忘年交”
和他家中的常客。也正是因由金老师的
引导和指教，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对科
幻作品的系统研究和思考，实现了由一个
单纯的科幻爱好者向一个有目标的科幻
研究者的角色转换。

在金涛眼中，科幻小说是面向未来、
展示科学技术发展前景的文学。阅读科
幻小说对于启迪智慧、开拓思维、激发对
科学实践探索的热情、洞悉未来的发展趋
势都是大有益处的。早年他与王逢振共
同主编了科幻小说译文集《魔鬼三角与
UFO》、与孟庆枢共同主编了苏联科幻小
说集《在我消失掉的世界里》。这两部外
国科幻选集当年影响颇大，既是科幻爱好
者可口的精神食粮，也是科幻作家宝贵的
创作范本。

在我那一代的科幻创作者、研究者和爱
好者心目中，金涛既是一位循循善诱的科幻
导师，又是一个对中国科幻事业发展倾注了
满腔热忱的助推者。他与叶永烈、郑文光前
辈一样，也特别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多年
以来，在他身边，聚合起一大批洋溢着青春
气息的科幻作家和科幻爱好者。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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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永远的““马小哈马小哈””
———怀念童年时代的偶像金涛—怀念童年时代的偶像金涛

□□ 杨杨 鹏鹏

沉思中的金涛。（金雷供图）

1985年2月，金涛在新落成的中国首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前留
影。他曾作为《光明日报》特派记者参加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金雷供图）

3月4日，著名科普科幻作家金涛先生逝世，享年84岁。金涛为中国科普科幻事业的发展殚精竭
虑、摇旗呐喊，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报特约三位与金涛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往较深的科普科幻作家，追忆
与金涛先生的往事，共同缅怀这位老人。愿金涛先生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他的科普科幻之旅。

金涛简介：金涛生于1940年，安
徽黟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
系，曾任光明日报记者部主任、科学普
及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副理事长。著有《月光岛》《冰
原迷踪》《马小哈奇遇记》等科幻作品、

《暴风雪的夏天》《向南，向南——中国
人在南极》等科学考察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