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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于西方世界，清朝末年漂洋
过海来到中国，梁启超、鲁迅、老舍、
流沙河、叶永烈……这些文坛巨匠都
有过科幻文学写作或翻译的经历。

科幻文学有什么独特的魅力？作
家谭楷曾将它比喻为高台跳水——10
米的跳台是科学，作者必须爬上去再
跳出花样，而花样便是想象力。《科幻
世界》杂志主编姚海军是一位醉心于
欣赏“高台跳水”的人。上世纪80年
代初，正上初中的他第一次读到了科
幻小说《布克的奇遇》，从此深深着迷。

1986年，还是在校学生的姚海军
创办了科幻迷杂志《星云》。毕业后，
他进入林场工作，白天伐木，夜晚投
身科幻的世界。后来姚海军告别林

场、正式进入出版行业，与创办《星
云》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科幻文学的发展之路并非
坦途。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它曾
被视为“精神污染”，背负了很多曲
解。许多有影响力的科幻杂志纷纷
停刊，一些知名作家封笔，偏安西南
一隅的《科幻世界》一度成为中国科
幻唯一的“火种”。《科幻世界》创始人
杨潇回忆，在杂志订阅量只有600份
的时候，他们研究读者来信、到学校
调研，对杂志大刀阔斧地改版，“读者
定位”成为办刊的第一考量。

星星之火如此留存下来，并在暗
夜里酝酿着燎原之势。科幻界将在
20世纪90年代崭露头角的科幻作家

称为“新生代”，刘慈欣、王晋康、何
夕、韩松都被归为此类。1991年，在
杨潇、谭楷等人的努力下，世界科幻
小说协会年会在成都举办。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科幻迎来
持续发展的阶段，但相比主流文学，
仍显孤独。“科幻更像是当代文学的
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关心的荒
野上默默地埋伏着，也许某一天，在
时机到来的时候，会斜刺里杀出几员
猛将，从此改天换地。”2010年，科幻
作家飞氘在“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
研讨会上的发言让人们对科幻有了
全新的认识。与莫言、王安忆等作家
同堂共话当代文学，这次“破圈”为科
幻文学打开了一扇窗，光照了进来。

20世纪的最后十年，晋中大地娘子关电厂。计算机工程师刘慈欣习惯在寂静的夜晚扎进深邃而广袤的想象
世界里埋头写作。他将作品发表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虽有许多拥趸，但比起主流的文学创作，彼时的科幻写作
却显得“小众”。

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曾经连载在杂志上的《三体》已卖出2000多万册并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
版。从南海之滨到青藏高原，漫步各大城市的书店，科幻小说、科幻漫画、科幻绘本已在畅销书中占领一席之地。
科幻文学仿佛一夜“出圈”。是什么让曾经“边缘”的“配角”来到舞台中央？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记者对话科幻
作家、资深编辑，寻找答案。

其实，飞氘所说的“猛将”早已蓄
势待发。

1985年，《科幻世界》的前身《科
学文艺》设立中国科幻文学银河奖，
大量优秀作家不断被发掘，并成长为
中国科幻文学的中流砥柱，刘慈欣便
是其中一员。科幻迷的队伍也不断
壮大，2007 年，第三届国际科幻·奇
幻大会在成都举办，科幻迷从全国各
地赶到成都，他们在广场上表演《三
体》中的人列计算机，让观者惊叹。

8 年后的夏天，刘慈欣凭借《三
体》夺得第 73 届“雨果奖”最佳长篇
小说奖。这是该奖项自1953年创办
以来首次颁给非英语作家。当美国
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揭晓谜底时，颇
具科幻色彩的一幕恰好呼应了中国
科幻在世界舞台上的横空出世。在
此之前，《三体》已在中国市场销量超
过100万册。当年年底，《三体》英文

版在全球销量超过11万册。
今年2月发布的《2022中国科幻

产业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科幻
阅读产业总体营收为 27 亿元，同比
增长 15.4%。数字阅读 2021 年总营
收10.1亿元，同比增长34.7%。

一串串数字虽然看上去显得有
些“科幻”，背后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必然逻辑。“嫦娥”探月、“祝融”探火、

“羲和”逐日、“天和”遨游星辰、“中国
天眼”对全球开放、超级计算机竞逐
榜首……“寂寞的伏兵”崭露头角的
十多年间，中国科技前沿取得一批标
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成果，战略领
域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一些高新
技术产业进入世界前列。

科幻影视、游戏产业的蓬勃也功
不可没。据统计，2021年，我国科幻
影视产业总营收71.9亿元，同比增长
171.4%；2021 年科幻游戏产业营收

为670亿元，同比增长39.6%。
与此同时，华语科幻星云奖、冷

湖科幻文学奖等奖项的创立激发出
越来越多的创作力。透过浩如烟海
的奖项征文，人们深切体会到中国科
幻的探索与进步，潮流和雄心。

不仅是《三体》，近年越来越多中
国科幻文学扬帆出海。2022 年，以

《地球纪元》《第一序列》为代表的一
批中国科幻网络文学作品首次被收
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

《超级神基因》《超神机械师》等科幻
网络文学也先后入选由中国作家协
会主办的 2021、2020 年度中国网络
文学影响力榜“海外传播榜”。

重庆大学科幻文学与科技人文
研究中心主任李广益认为，中国科幻
文学的异军突起，不仅是标杆著作引
领下的文化现象，更是敢于相信和想
象未来的中国在文化领域的投影。

在姚海军的心目中，少有一种文
学形式能够像科幻文学那样，把人类
作为一个整体去思考。

李广益则认为，透过科幻文学，能
窥见人类未来的观念萌芽，进而以知
识人的方式击水中流，有力地、有意义
地介入世界体系的运动变化。

而在更多人看来，科幻文学还联
结着科学与现实。近两年互联网领域
前沿概念“元宇宙”的提出就源于科幻
小说《雪崩》。细心的人们也发现，刘
慈欣创作《三体》的那些年，正值我国
纳米技术快速发展，这或许一定程度
上激发了他关于“飞刃”的想象。

许多科幻迷津津乐道于 1999 年
高 考 语 文 作 文“ 假 如 记 忆 可 以 移
植”。那一年，两位《科幻世界》的读
者龚格尔、郭帆参加高考。多年后，
他们分别成了电影《流浪地球》的制
片人和导演。

前不久发布的《中国科幻网络文
学白皮书（2022）》显示，去年中国新
增科幻网文作家 4.2 万人，其中 72%
为“00 后”。如今，何夕已经不再担
心中国科幻写作会成为一片空白，庞
大的写作群体意味着这份事业后继
有人。

中国科幻作家风格也愈发多元：
同样是关注人工智能主题，陈楸帆的
风格属于赛博朋克，江波的写法则偏
向于科幻惊险小说。王晋康等“新生
代”作家之后，宝树、夏笳、赵海虹、程
婧波等新星冉冉升起。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姚海军心目
中优秀的科幻作品依然具有三个共
性：想象丰沛；回归文学的本源，要讲
出好故事；对技术渗透下日益复杂的
现实乃至未来有所思考。

今年 10 月，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
会将在成都举办，这将是大会第一次
踏上中国的土地。成都世界科幻大会
美方联合主席本·亚洛曾表示，对于世
界科幻大会来说，这将是历史上一个
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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