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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杂志最近披露，科学家采用一种改

进的Hi-C基因组分析技术，以空前的精度拼

接出了猛犸象的全基因组序列。这也是世界

上第一次描绘出古生物DNA的三维结构。这

些DNA，来自一头经历了自然的冻干过程的

猛犸象。

科学家还发现，猛犸象的遗传物质集中在

28对染色体上，这与跟它亲缘关系最近的现生

物种亚洲象和非洲象的染色体数目相同，说明

采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英国伦敦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阿德里安·利斯

特表示，这项惊人的工作为研究已灭绝的生物

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猛犸象是一种适应寒冷气候的冰期最具代

表性的灭绝动物。这些巨大的植食性动物曾分

布在北半球草原上，从大约4万年前一直活到

4000年前。DNA研究显示，猛犸象因近亲繁殖

而遭受有害的突变基因积累，造成遗传缺陷而影

响了健康生存；抑或是由于环境巨变而导致种群

适应潜力脆弱，逐渐消亡。古人类的猎杀，则加

速了它们的灭绝。

得益于西伯利亚天然冰库的保护，猛犸象的遗体和遗传物

质通常都保存得比较完好，因而这种巨兽也是当今世界上被研

究得最全面的灭绝物种之一。科学家甚至考虑过借助克隆技

术“复活”猛犸象的可能性。当然，最“现实”的就是在永久冻土

层上动土，用“基因剪刀”开路，让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猛犸象

“复活”再生。

美国科幻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坦承，早前科学家群体中的

灭绝动物DNA研究小组，正是他在1993年创作科幻小说《侏

罗纪公园》的灵感来源。而“复活”猛犸象的严肃设想，最早或

许是由美国基因工程学家乔治·丘奇在2008年提出的。他带

领的一个研究团队，近年来致力于从北极圈冷冻的猛犸象体

内提取基因进行测序，然后将猛犸象的基因剪辑植入、拼接到

亚洲象的基因组中。一旦那些“杂交细胞”能够转化为功能性

胚胎，即由猛犸象最近缘的活亲亚洲象做代孕母体，那就有可

能使已灭绝的猛犸象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2015年，丘奇团队已将猛犸象基因成功地整合到大象皮

肤细胞的DNA中。2024年3月，他们在实验室中又成功地将

亚洲象的成熟皮肤细胞重新编程为诱导多功能干细胞。这些

成果，就“复活”猛犸象设想和利用基因技术拯救当下濒危动

物而言，别具里程碑意义。

丘奇团队宣称，要在2028年孕育出猛犸象幼崽。那无疑

也将是地球上一种新生命形式的创生！

不过，一些科学家对短时间内能成功克隆猛犸象不以为然，

对复活猛犸象的科学价值也心存疑虑，而公众对设法让灭绝的

物种起死回生，同样褒贬不一。试想：从生态系统中“删除”一个

物种，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重新引入一个已经灭绝了几

千年或几百万年的物种，其给环境带领的变数，往往也是难以预

料的。灭绝一个物种，实际上也改变了它曾经生存的生态系统。

不管怎样，这个新兴的科学领域着实引人暇思、令人振

奋。一群从事古DNA研究的科学家为此还特意创造了一个

新词——“逆转灭绝（de-extinction）”。从科学的角度讲，即是

通过生物技术让已灭绝物种的某些甚至全部遗传性状，重新

在活的生物个体身上出现。“复活”的动物，无非是现有物种或

灭绝物种的变种。据美国生物学家贝丝·夏皮罗考证，逆转灭

绝一词其实首次出现在科幻作品中。皮尔斯·安东尼在他

1979年出版的小说《魔法之源》里描写了一位突然现身于猫群

中的魔法师，当时魔法师以为那些猫已经绝种了。安东尼写

道：“（魔法师）只是愣在那儿，盯着那些骤然逆转灭绝的物种，

怎么也想不出个讲得通的道道来。”

夏皮罗猜想，当我们许多人第一次遇到本以为灭绝的东

西却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复活”的猛犸象，你会在哪里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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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趣到事业

我的科幻三十年
□ 凌 晨

科普与科幻小说作家，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北京科

普创作协会会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月球背面》，短篇小说《潜入贵阳》《天

隼》等。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星

云奖等重要奖项。

人物名片 凌 晨

2023年，我参加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时，曾这样

介绍自己：中国科幻写作兴起的亲历者，活跃的科

普和科幻作家，科幻创作的积极推广者。这句话

总结了我从1994年到2024年三十年的科幻之路。

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国科幻也迎来了发展

好时期，不断攀登新高度。我有幸亲历其中许多重要

科幻事件，为中国科幻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除了科幻小说创作，我正在学做出版策划人，将

自己对科幻的想法变成科幻图书，迄今已策划制作了

十余部科幻图书。其中《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

经典作品集》一书，是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的首次集体

亮相。该书兼顾学术性和文学性，获得了中国科幻银

河奖、钓鱼城百万科幻大奖两个权威科幻奖项的最佳

图书奖。

近年来，我经常去学校、科技馆和图书馆开讲

座，推广科幻教育，分享科幻创作方法，希望将科幻

带来的思维方式、想象能力和理想主义带给公众。

然而我发现，市面上还没有一本系统的、通俗

简易的教学读物，引领初学者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我感觉责无旁贷，于是，策划出版了两本科幻创意

写作图书，即《创意写作七堂课——你也能写好一

篇科幻小说》《看，你写出的未来——给小学生的科

幻创意写作课》。

这两本讲义偏重讲述科幻小说的创作方法，

意在帮助科幻零基础的习作者掌握基本的科幻小

说概念，在创作过程中体会科幻小说的魅力和趣

味，能较全面了解科幻的思维方式，学习科幻写作

的技巧和方法。其中，前者是给科幻入门者看的，

侧重于全面介绍科幻写作；后者是写给小学生的，

强调科幻思维的建立方法。

三十年来，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国科幻的坚

持者，坚持科幻创作、科幻图书策划和科幻教育推广，

坚持为中国科幻发展添砖加瓦。唯有热爱，才能

坚持。

对我来说，科幻小说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创作

科幻小说是在审视科技对人类社会的渗透和影响，

是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展望与思索，是对人类命

运的关注。

我的创作风格比较写实，很多时候把未来的某

个场景拉到读者面前，那场景细腻又生动，模糊了

现实与幻想的界限。这种细腻，包含了工程技术、

吃穿用度等我所搭建的未来世界的所有细节。而

小说中的未来世界，由于篇幅所限常常无法全面展

现，只能就像密码一样藏在故事的背景中，这反而

成了我作品的风格。

我的科幻小说内容题材宏大叙事较少，生活琐

碎较多。常以点带面地用普通人对环境的探视和

融入、高科技带来的生存起伏等，构筑科幻小说“真

实”的奇观和“虚构”的现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有《潜入贵阳》《404 之见龙在天》《437 火锅诞生

记》等。

我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为中小学生写的，例

如中篇科幻小说《鬼的影子猫捉到》、系列中篇科幻

小说《开心机器人》。这些作品要求创作者要贴近

读者，以孩子的心态、语言和思维体系来讲故事，且

故事中不一定需要反派和成人的参与。

在1994年之前，我对中国科幻还没有整体概

念。当时《科幻世界》杂志对我而言，也只是报刊亭

中好看的杂志之一，并没有太多情感。尽管我喜欢

看科幻图书和影视作品，对神秘事物感兴趣，但也

仅仅是兴趣而已。

1994年，我认识了一些科幻迷，并被他们对科

幻的热情所感染。后来我完成了第一篇科幻小说

《信使》，发表在1995年的《科幻世界》杂志上。这

部作品还获得了1995年的中国科幻银河奖，给了

我极大鼓励，我也因此认识了更多科幻迷。兴趣变

成了热情，我先后参与了北京科幻迷杂志《立方光

年》的编辑撰稿、北京科幻迷俱乐部的组织和活动

策划。

我的创作速度并不快，每年写两三篇科幻小

说。原本我只是为自己的想法变成有趣的故事而

感到兴奋，创作初衷也只是关心未来，但正因为有

中国科幻圈子的存在，有一群和我有相同或相似想

法的人，才使我始终没有放弃科幻，没有放弃对未

来的好奇、期待和审视。

1999 年，我的第一个单行本——短篇科幻小

说合集《天隼》出版，这本小册子收录了我的7篇科幻

小说。我也因此第一次签名售书，第一次被采访，第

一次感受到是社会对科幻的需求成就了我。从此，我

对科幻小说的兴趣扩展到对科幻事业的热情。

科幻兴趣变成坚持的事业

在写实中构建未来世界

着手图书策划和科幻教育推广

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科幻问世120周年。一路走来，中国人对未
来世界的想象与探索从未停止，中国科幻不断攀登高峰。这离不开科
幻作家、科幻出版人、资助科幻产业与科幻奖项的企业家等从业者的坚
持与付出。即日起，本报开设“我的科幻之路”栏目，邀请科幻从业者讲
述科幻之路上的精彩故事。

猛犸象是
最 有 希 望 被

“复活”的古动
物之一。

（睿 宏 文
化罗贤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