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自身引力作用下聚集起来

从被遗忘到开始沸腾

走向繁荣昌盛的路也并非平坦。
1985年前后，全国各地的科普科幻刊物
遇到了困难。《科幻世界》原本打算联合

《智慧树》一起办一个征文大赛，颁一个
叫做“银河奖”的奖项，寓意科幻领域的
星辰如银河般闪烁。还没有颁奖，主办
方就少了一半——《智慧树》倒闭，《科幻
世界》只好自己办。

其中有一位给倒闭的《智慧树》投稿
的名为吴岩的作者获得了赏识，赢得了
第一个银河奖。后来，他成为中国第一
个在大学开设科幻课程的人，招收硕士
和博士。今天，他的学生已经进入大学
成为教师，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

今天的中国科幻创作已经到了可以
支撑更多研究的一天。5年来中国科幻
年均出版图书660本。2019年中国科幻
研究中心成立，鼓励更多年轻研究者进
入这个领域。而“银河奖”也即将拥有40
年历史，它被誉为中国科幻的最高奖项，

获奖者已超过200人。
科幻领域逐渐拥有更多奖项，奖项

设置也从小说扩展到了影视、游戏等文
化产品，甚至开始囊括对科幻有启发意
义的科学和技术进展。

2010 年，董仁威、姚海军和吴岩一
起，创立了“星云奖”。

创立15年后，星云奖组委会邀请数十
名参与者亲口回忆这段历史，出版文集

《星云十五》。刘慈欣在这本书里写道：这
样的命名是因为星云是宇宙中最壮丽的
存在。星云在自身引力作用下聚集起来，
引发核聚变而成为恒星，星云是亿万星辰
的摇篮，是创造和诞生之地。星云被它内
部孕育的恒星的辐射所激发，发出绚丽的
光芒，如梦似幻，这无疑是科 幻的精神在
宇宙中最好的对应物。

作为第15届星云奖主席的科幻作家
韩松，在5月18日的致辞中则说：“中国科
幻也好，星云奖也好，它始终与中华民族

复兴的进程、与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同步。
尤其是改革开放，根本上释放了科幻的创
造力……星云奖越办越好，同时星云奖也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特别的灵感。”

科幻活动逐年增多，科幻创作者和
研究者数量也在提升，每年终于可见到
新鲜面孔。

2018年，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办了“另
一颗星球科幻大会“（亚太科幻大会，AFS-
Fcon），线下大会的形式已举办三届。每
届大会，都有数千名科幻迷买票进来，一
起聊聊宇宙、人工智能和地外生命。

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创建后84年
后第一次在中国的城市举办。科幻作为
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在帮助中国理解
世界，也在帮助我们讲述中国故事。

120年前的荒江钓叟肯定想象不到，
中国科幻竟会有这样的一个未来！

（作者姬少亭系未来事务管理局创
始人，船长系未来事务管理局主笔）

120年前“坑”掉了《月球殖民地》的
荒江钓叟可能没办法想象，今天的中国
科幻拥有1000亿人民币的年产值，占据
其中一定比例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
在 2023 年的春节在大银幕上的一个重
要情节是炸掉了月球。

从有上文没下文的杂志发表到今天
覆盖出版、影视、游戏、玩具周边等行业
的科幻文化产业，中国用了两个甲子的
时间。这个进程很长，也很短。

玛丽·雪莱写完《弗兰肯斯坦》之后
85年，中国才因为鲁迅拥有了科幻小说
翻译和评论这两件事。这个名叫周树人
的20岁留学生，1903年借由日文本翻译
了凡尔纳写于1865年的小说《从地球到
月球》，译为《月界旅行》，他在序言中称

此为“科学小说”。他认为，这能改造中
国人的梦。这部小说的印本目前仍可以
在上海的鲁迅纪念馆里看到，纸张已经
泛黄脆弱。

凡尔纳这部小说在 1902 年被乔
治·梅里埃改编为电影，由梅里埃本人
执导并主演，在法国上映。这部片长
14 分钟的电影影响了后世所有的科幻
电影，也是电影特效的起点。

两年后，也就是《月球殖民地》小说
发表的同一年，慈禧第一次看到了电影
这种文化产品，她似乎并不喜欢。

24 年后的 1928 年，中国拥有了第
一部科幻电影《庄子梦蝶》，影片原始
拷贝已经彻底遗失。1952 年，新中国
第一部科幻电影《小太阳》问世，电影

讲述几位青少年利用反物质造出能发
光的小太阳，并驾驶火箭把它发射到
太空中。

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
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童恩正同
名作品，引起巨大轰动。影片展现了激
光武器、机器人和先进设备，这部电影被
认为是真正符合类型片特征的第一部中
国科幻电影。

此后的很长时间，中国科幻影视一
直处在被遗忘的状态。2015 年刘慈欣
获得雨果奖之后，文化领域开始沸腾，科
幻电影重新成为一件可以被期待的事。
改编自刘慈欣同名作品的《流浪地球》在
2019年上映，这一年被许多从业者定义
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中国科幻创作的灵感源泉
1904 年是光绪 30 年，也是一个龙

年，笔名荒江钓叟的作者在《绣像小说》
发表了自己的章回体小说《月球殖民
地》，讲述一个叫做龙孟华的中国人在乱
世中到美国寻找妻儿，一家人乘坐气球
飞往更加先进的月球游学的故事。

120年后，嫦娥六号发射，中国的探
月计划进入“绕、落、回”第三阶段的收尾
工作。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曾在2022
年举办了月壤展览，向公众公开展示嫦
娥五号取回的月壤，并制作AR小程序，
让更多人可以在手机中360度观看月壤
石块。

相较彼时的乱世殖民地故事，今天
的中国科幻创作更关心科技对人和社会
的影响。

江波的《命悬一线》入围了2023年度
雨果奖，这篇小说写的是中国空间站的故
事。这是他在未来事务管理局组织参观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之
后完成的作品，科幻选集《造访星辰》就是
这次活动的产物。而邀请此次参观的天
宫二号有效载荷运控中心副主任饶骏，也
是一位科幻迷，他在大学时就发表过科幻
小说，在他的建议下，应用中心的运控大
厅内部看起来很像飞船内部，巨大的屏幕

就是飞船的舷窗。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幻开始复

苏之后，一大批孩子成了科幻迷，如今他
们已经是各大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中坚力
量，他们的想象力进入改变现实的时
段。而他们的科研产物，成了当下中国
科幻创作的灵感源泉。

2019年，郭帆在航天城感谢各位航
天工作者，他说：“是你们让电影变得真
实可信。”这一天，他带着《流浪地球 1》
在航天城提前放映。这一年的春节档，
第一次有科幻电影成为票房黑马，拿下
46亿人民币票房的惊人成绩。

120年，中国科幻走到了哪里？
□ 姬少亭 船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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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第十
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
在成都科幻馆揭晓，
共评出七大奖项的金
银奖。刘洋《井中之
城》获长篇小说金奖，
昼温《失重的语言》获
中篇小说金奖，程婧
波《且放白鹿》获短篇
小说金奖。

此外，陈阳翻译
的 美 国 作 家 匡 灵 秀

《巴别塔》获翻译作品
金奖，杨潇《仰望星
空：我亲历的中国科
幻》获非虚构作品金
奖，路航获2021-2023
年度新星金奖。

此次获得长篇小
说金奖的刘洋，出生于
1986年，还是第九届、
十届、十二届华语科幻
星云奖得主。手捧奖
杯，刘洋说，《井中之城》
与之前创作的小说世
界观相同，他正致力于
把所有作品都串联起
来，“我正在写接下来
的作品，希望给这个

‘宇宙’画上圆满的句
号。”

华语科幻星云奖
创 始 人 董 仁 威 说 ：

“2018 年刘洋推出首
部长篇科幻小说《火
星孤儿》，我们给与充
分关注。我参加了在
南方科技大学召开的

《火星孤儿》作品研讨
会，当时就认为，这是
一部继承刘慈欣新古
典主义科幻小说风格
的佳作。《井中之城》
延续了《火星孤儿》的
风格，并在核心科幻
构思上有所深化，行
文着墨更美，文学性
更 甚 。 刘 洋 连 出 佳
作，是继刘慈欣之后
很有潜力、取得突破
性进展的青年作家。”

去年，在第十四届华语科幻星
云奖上摘得年度中篇小说金奖的科
幻作家昼温，以《失重的语言》再次
折桂中篇金奖。华语科幻更新代代
表作家程婧波的《且放白鹿》获得年
度短篇小说金奖，这是她继首届之
后第二次再夺短篇金奖，也是她第
四次获得华语科幻星云奖小说类
金奖。

同时，庆典上还举办了华语科
幻星云奖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星云
奖组委会向 167 名突出贡献个人授
予了“星云十五”纪念勋章。

庆典上，还举行了中国科幻120
周年纪念大会与 2024 科幻高峰论
坛。此外，《故山松月：中国式科幻
的故园新梦》在现场发布，该作品收
录了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阿
来等56位华语作家112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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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刘洋的《井中之城》
获2023年度长篇小说金奖。

（主办方供图）

左图为《月球殖民地小说》插图，右图为第一届中国科幻
小说银河奖大会现场。 （未来事务管理局供图）

时间，是中国科幻今天
的议题。120年后的这一刻，
我们看到了很多数字，告诉
我们科幻的发展既快又慢。

2024 年 5 月 18 日，中国
第一个评奖范围囊括全部发
表渠道的科幻奖项“华语科
幻星云奖”迎来第 15 个年
头。300 位科幻行业从业者
在成都见证了这一刻。

而这一年，距离中国第
一部科幻小说的发表，有120
年的时间。

中国科幻创作的灵感源泉

从被遗忘到开始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