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通往月球交通的繁忙之年
□□ 尹传红尹传红

图书作者说

《鲤鱼池》写于 2022 年。那年夏
天，重庆天气异常炎热，连晴多日，河流
干涸，树木枯死，水电站因为缺水而无
法发电。不少地方燃起了冲天的山火，
至今我犹记得重庆山火中那些了不起
的英雄。种种现实，给了我写作灵感。

我开始设想，如果高温持续下去，全
球冰川融化，重庆淹没于扬子海中，人类
会如何应对？我们的后代会过怎样的生
活？他们又如何看待现在的我们？就这
样，《鲤鱼池》的故事一点点地铺展开来。

题目里的鲤鱼池实际上指的是重
庆市江北区鲤鱼池42号艺术公园，在
小说里是水生人的繁殖中心，是整个故
事的起点，也是故事最核心事件的发生
地，还是关于文明存续与互鉴的双重隐
喻。在《鲤鱼池》中，我探讨了许多话
题：什么才是好的文化传承？极端环境
下个人的选择如何影响族群的走向？
主题深化的同时，在故事上我力求通俗
易懂，将武侠、重庆与科幻三种元素结
合在一起，争取让小说达到“外行有热
闹可看，内行有门道可看”的阅读效果。

2025年伊始，科幻作家萧星寒的新

书《鲤鱼池》上市了。小说中呈现了这

样的场景：山城重庆被水淹没，人群熙

攘的观音桥与朝天门，沉入了碧波荡漾

的海底；人类抬头看见的不再是蓝天白

云，而是漂浮的水草与游过的鱼群……

《鲤鱼池》采用了非线性叙事，先从

水生世界蛟人与鲛人两大种族在观音桥

的战争开始讲述，两个种族里年轻一代

中最优秀的陌刀和海沫，在机缘巧合下

进入圣地鲤鱼池内，见到祖师爷段楠和

程小葵遗留的数字分身，得知了水生人

类的历史。原来，千年前温室气体大量

排放，全球性持续高温，冰川大规模融

化，大片陆地沉没，冰川内远古病毒被释

放出来，陆生文明面临毁灭……段楠将

自己对基因编辑术的研究与程小葵对锦

鲤病毒的研究相结合，为人类找到一条

特别的生存之路——人类注射锦鲤基因

针剂，变成水生人类。经历一系列变故

后，水生人类开始采用单性繁殖技术，并

分裂为男性蛟人族与女性鲛人族。

然而，以上只是小说的第一重视

角，作者还设置了另一重视角，即从现

实时空的段楠和程小葵的视角展开故

事。在这条叙事线中，此时还是博士研

究生的段楠和程小葵前去鲤鱼池观赏，

对着池中各色鲤鱼展开遐想。上述水

生文明代替陆生文明，蛟人与鲛人持续

近千年的争战，陌刀与海沫的传奇经

历，都是段楠与程小葵两人脑洞大开想

象出来的小说故事。

小说整体架构严谨，分为“起·风起

于青萍之末”“承·凤皇翼其承旗兮”

“转·千岩万转路不定”“合·得合而欲多

者危”四个部分。故事进程清晰明了，

逐步揭开水生人类历史面纱的过程，也

让读者的阅读期待得到满足。小说既

有紧张宏大的战斗场面和惊险刺激的

传奇经历，又有详尽扎实的科幻设定和

双线并置的视角设计，加上通俗晓畅的

语言文字、沉稳扎实的叙述风格、丰富

立体的人物塑造、生动形象的场面描

述，可谓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同时，小说在文化内涵与思想主题

上也颇有建树，尤其是其中的地域文化

色彩和战争反思主题。

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不仅体现在

重庆地名地貌，更体现在袍哥文化。蛟

人一族中，有龙头大爷、圣贤二爷、当家

三爷，还有6位管事，众人聚集到讲茶大

堂议事，与旧时的袍哥组织相类似。袍

哥是指旧时活动于西南各省的帮会

名。袍哥别名“汉留”，意即汉室的存

留。袍哥自称“光棍”，释义为：“一尘不

染谓之光，直而不曲谓之棍。光者明

也，棍者直也，即光明正直之谓也。”袍

哥会还有奉为圭臬的书籍《海底》，里头

包含各种文化仪式与切口隐语。作家

将袍哥文化融入小说，除了想增加趣味

性，或许也是想表达以下理念：从陆生

到水生，生存环境虽有剧变，地域文化

传承却经久不衰。

小说着墨最多的，还是对人类战争

的反思。书中不仅有蛟人与鲛人持续

了数百年的流血争战，连两族群内部支

派也争斗不休。战争是悬在人类头顶

上的一把利剑。即便从陆生文明变为

水生文明，人类的私心与争竞仍未停

止。《鲤鱼池》中，蛟人与鲛人征战不休，

两败俱伤，在遭遇螯虾帝国的入侵后，

才知双方的战争不过是一场“蜗角之

争”。地球人类的战争，放在宇宙的时

间和空间尺度来看，不也是蜗角之争

吗？对战争的反思，表明作家对人类的

深切忧虑。小说里，蛟人和鲛人面临着

战争带来的存亡危机；现实中，人类又

将走向怎样的未来？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讲师、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把重庆写进科幻里
——评萧星寒新作《鲤鱼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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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池》，萧星寒著，百花文
艺出版社出版。

《自然》周刊提示 2025 年最值得关

注的若干科学事件中的一条，是“探索

宇宙更深入”，并预计本年度将是通往

月球交通繁忙的一年。

就在刚刚逝去的2024年，一艘私人

航天器成功登陆月球，这是历史上的首

次。这一年，中国的嫦娥六号探测器在

月球背面进行钻探，并将约两公斤月壤

带回了地球。基于对这些独一无二的

月背样品的研究，中国学者成果频出，

促成了月球认知上的新认识。

2025 年，日本继续推进其“月球冒

险”任务，将发射一个着陆器和一个微

型探测车。该任务将研究月壤，以了解

其成分和性质。还将尝试分解水，即通

过从月球表面提取水、加热水和分解收

集到的蒸汽来产生氧和氢，探索将其用

于完成长期探月活动之需。

紧随其后，美国将向月球南极发射

一个携带钻冰机和质谱仪的着陆器，对

月球表面下的物质进行分析。作为同

一任务的一部分，“月球先驱者”轨道飞

行器将围绕月球轨道飞行，对月球表面

进行宏观探测。它所搭载的月球热测

绘仪和高分辨率测绘仪，有望在其他一

些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进展。其中包

括绘制月球表面水资源地图，了解水在

月球表面是如何存在的，以及未来能否

利用这些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月

球商业运载服务计划（CLPS）也特别值

得期待。此计划的最初目标是利用商业

着陆器向月球运送科技载荷。2025 年

NASA计划执行数次CLPS任务，将携带

各种科学仪器和技术演示装置前往月球

上的不同地点。这些载荷包括多种用于

研究月球地质状况的实验装置。

迄今为止，仅有俄罗斯、美国、中国

和印度四个国家实现了让探测器在月

球着陆，它们也是目前世界上拥有空间

对接技术的四个国家。此项技术——

两个小型航天器交会、对接和分离所需

的技术，对月球探测至关重要，也是未

来人类太空飞行和卫星服务任务的关

键技术。

在不久的将来，人类重新踏足月

球，还会是那么令人振奋吗？

NASA已确定在2025年秋执行“阿

尔忒弥斯”二号飞行任务，预计最早在

2026年4月之前重新将人类送回月球。

不过，有报道称这项计划进行起来饱受

多种因素困扰，一直十分艰难。2004年

就启动了探月工程的中国，则计划在

2030年完成载人登月目标。

回望人类一跨入 20 世纪 50 年代，

就一步步走近了那个激动人心的“航天

时代”。如果说，汽车和飞机的出现影

响了过去几十年人们的交通和地域观

念，那么，以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和宇宙

飞船进入太空为重要标志的航天成就

则成了引领那个年代现代化观念的先

导。此中，科学幻想从未“缺席”。

1950年，“美国现代科幻电影之父”

乔治·帕尔与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罗伯

特·安森·海因莱因合作，根据后者1947

年出版的科幻小说《“伽利略号”火箭飞

船》，改编拍摄了电影《目的地月球》。

在这部场面壮观、充满特效的影片中，

观众破天荒地看到了极为逼真的月球

旅行。那时几人能想到，仅仅 19 年之

后，人类的登月之梦就真的实现了！

1950年拍摄的科幻电影《目的地月球》剧照。影片的月球背景参考了大量的天
文照片，还制作了许多迷人的画面。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