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说

40年后，我们生活的社会将变成什
么样？

清晨，人们打开可以自动调节亮度
的智能玻璃窗户，迎接新的一天；孩子
们不用再去学校，私人订制的AI老师随
时能为他们上课；智慧城市系统科学合
理地安排交通，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畅
通无阻地行驶在城市道路上……这是
陈楸帆在《零碳中国》中描绘的40年后
的生活场景。

《零碳中国》是一部立足碳中和时
代背景的科幻小说，作者采用虚实结合
的创作手法，勾勒出向零碳社会转型的
图景，为读者普及低碳技术、节能环
保、清洁能源及新材料等相关科学
知识。

从儿童视角出发做科普

科幻教育首先要普及科学知识、传
播科学思想。描述和解释科学概念是
儿童科幻作品的重要功能。从教育学
角度来说，符合儿童认知规律是少儿科
幻作品具有儿童视角的重要指标。

在《零碳中国》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地球外面盖着一层像被子一样的

大气层，太阳光以短波辐射到达地球，
地球受热后向外放出长波辐射，一进

一出需要平衡。温室气体会让“被子”
变厚，能量进来得多，出去得少，地球
气温就会升高，产生温室效应。光热
电站每年发电量 3.9 亿度，可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35 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 1
万亩。

书中用打比方、讲故事等儿童易于
理解的方式，描述和解释温室效应、热
量平衡等概念，并与儿童生活经验相联
系，从儿童视角出发做科普。

以现实问题驱动科学想象

苏格拉底曾说：教育并不意味着由
已知来教导未知。《零碳中国》并未把低
碳知识简单当作一种背景，而是作为青
少年低碳教育的出发点或基石。

作品中，小主人公阿和被神秘人邀
请参加中国“2060年碳中和计划”，穿越
到2060年的“绿城”，这是一座碳中和先
行示范城市。在“绿城”中，空调被智能
电动热泵取代，房屋用上能模仿植物叶
片的墨蓝色太阳能瓦片，运用算法模型
能准确预测城市中的积水、交通拥堵状
况，以及人群的流向，形成可编程的城
市交通系统……“这些让城市更节能、
更智能的科技，正是我们的城市所需要
的。”不少青少年读者感叹。《零碳中国》
从现实生活问题入手，引导青少年科学
想象未来城市与世界的样子。

低碳教育理念面向未来

模拟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参观
环保科技公司、参与地球日低碳行
动……《零碳中国》用青少年感兴趣
的方式，培养他们的低碳意识，引导
他们参与到碳中和进程中去。不少
青少年在读完这部作品后，都主动节
水节电、绿色出行、按需点餐……用低
碳行为助力碳中和，他们期待着“绿
城”早日变成现实。

雨果·根斯巴克说：既有科学依据又

有预见性的文学作品就是科幻小说。《零
碳中国》低碳教育理念符合未来生存教
育的价值取向。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高级中学教师）

《零碳中国》引导青少年参与碳中和
□ 罗明军

现在市面上有关碳中和的书籍大
多面向成年人和专业人员，很少有专
门面向小朋友的相关书籍。其实在未
来，孩子们是迎接碳中和时代的主力
军，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件事，那么在
日常生活中也很难去支持碳中和的实
现，所以我萌生了创作这样一本书的
想法，将看似“高级”的概念简化，让小
朋友们可以快乐地学习，同时提高他
们的环保意识。

这本书以科幻的形式，选取了碳中
和中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包括碳中和的
实现途径；在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下，哪
些行业会受到影响；实现碳中和的过程
中，人类的生产生活会产生的变化等。
当然，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碳中和
的最重要路径之一，在这本书里我们也
谈到了相关的内容。

当我得知，看过这本书的小读者通
过文字和绘画等形式，展现他们对碳中
和与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理解和想象，我
就知道《零碳中国》的使命完成了。

——陈楸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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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在三里河阅读空间参加
了“九界悦读会之《永恒辩》”沙龙活动，

《永恒辩》正是九界文学为段子期精心打
造的科幻作品集，她的《重庆提喻法》《猫
在犯罪现场》等11部作品均收录其中。

段子期算是科幻界的新人，但近几
年创作势头旺盛，佳作连连，是这一拨
成长起来的科幻作者中，笔者比较看好
的一位。

语言表达成作品最大亮点

颇为奇怪的是，在科幻创作与审美
方面，笔者与段子期大相径庭：笔者拥
有理工科背景，而她出身文艺类的电影
专业；笔者是男性，她是女性——这里
需要格外强调的是，性别差异看似无足
轻重，实则极为关键。

早在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科幻
作家问世之初，科幻作者就以理科和男
性为主，科幻界基本上是“理工男”的天
下。这种格局近年来有所改观，大量文
科出身的女性作者涌入，作品也十分优
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另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在于：笔者比
较迷恋于构造精巧的故事，而段子期始
终以描摹感觉为目的，甚至以品玩和操
控感觉为己任。既然我们之间存在如
此大的差异，为何笔者还颇为欣赏她的
作品呢？

段子期的语感非常好，而语言是小
说创作中重要的因素。如今科幻新作
俯拾皆是，大多宣传称主题深刻、故事
精彩，但略翻几页就会发现语言叙述极
为欠缺，让人难以阅读下去。而段子期
的作品却明显不同，颇有令人眼前一亮
之感。

作品中融入电影元素

除了语言优势，段子期的科幻作品
还融入了电影元素。她格外迷恋电影，
将对电影的理解完美地融入作品中。

电影所展现的是一种典型的虚构
时空，而段子期在《重庆提喻法》中，借
助电影的拍摄与表现手法，将电影里虚
构的时空与科幻中虚幻的时空相结合，
营造出一种虚虚实实、现实与历史相交
织的意境。主人公承担起不同角色的重
任，恋人的形象同样也交叠重合，所有人
物都成为时间舞台上的客串演员。在

《重庆提喻法》中，我们可以找到《你们这
些回魂尸》《国王与玩具商》等诸多经典
科幻作品的影子，但作者还是在特定的
时代与地域语境下，以山城剪影的方式
完成了对这一故事的别样讲述。

《永恒辩》同样是一部与电影相关
的科幻作品。把拯救因战争而崩溃的
文明社会，寄希望于一部未曾公映的电
影，这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但在加权
了量子物理等解释之后，这一行为得到
了完美诠释。

“文青”特质中有所突破

段子期本质上是一名“文青”，这种

特质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当然这一点
她自己未必认可。《尚可思想的宇宙在
此留白》与上述两篇作品不尽相同，它
通过貌似不相关的四段故事，串联起一
个完整的叙述——有关音乐，有关生
命，有关文明，有关一切。相互叠映的
一帧帧影像画面，拆解后再汇聚起来，
就构成了对某些概念的理性解读。当
然就笔者个人而言，这已是对过于文艺
的科幻作品所能容忍的极限。

当然，相对文艺的“文青”品味并非
不可，但确实在某些特殊叙述时，这种
表达方式似乎不足以描绘出更多的场
景或事件。因此，笔者倒希望段子期能

在创作手法上尝试更多风格。
事实上，段子期并非没有拓展。在

《猫在犯罪现场》中，她就完成了一个叙
事性更强的故事。

作为每年漓江版《中国年度科幻小
说》的主编，《永恒辩》所收入的作品笔
者大都详细研读过，连续4年段子期的
作品都被选入。在《2020年中国年度科
幻小说》中，《重庆提喻法》还特意被列
为目录之首。事实上，年选作品的排序
并无明确原则，但笔者还是希望读者能
尽早看到最好的作品。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

融合电影镜头的科幻融合电影镜头的科幻
——评段子期的科幻作品评段子期的科幻作品

□□ 星星 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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