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日报：《科幻世界》和成都相互影响，相互
成就。您是成都科幻界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也是成
都成长为中国科幻重镇的见证人。能否分享一下
您经历的科幻盛会背后的成都故事？成都为什么
能成为中国的科幻重镇？

谭楷：除了正在举办的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会，
成都还多次举办过科幻界的盛会。《2018 年中国科
幻产业报告》显示，国内开展科幻活动最多的地区
分别是：北京、四川、上海和广东，占全国科幻活动
的比重分别为 20%、17%、13%、9%，其中，四川地区
的科幻活动基本集中在成都。

第一次是 1991 年的世界科幻专业协会年会。
这场年会被评为中国科幻的里程碑，当时的协会主
席诺曼·斯宾雷德说，这是该组织成立以来最成功
的年会。年会在熊猫之乡卧龙进入欢乐的高潮，来
自不同国家的科幻作家围绕三堆篝火跳起了欢乐
的锅庄舞，竟夜狂欢。哪怕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
都印象深刻。

6 年后的 1997 年，成都成为“国际科幻大会”
的分会场。那一年，《科幻世界》连续 4 年高速增
长，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世界通
讯卫星之父阿瑟·克拉克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
幻作家也发来贺信。此会的最大亮点是驾驶“阿
波罗号”和“联盟号”曾在太空“对接”的 5 名美俄
宇航员在北京和成都，实现了“与千万中国青少
年的对接”。

第三次是 2007 年举办的成都国际科幻大会，
世界各地的科幻大师会聚蓉城。历经 2007 年、
2017 年两次国际科幻大会，成都决定把此前每十
年一次的大会，变为两年一次，固定在成都举行。
拥有这些丰富的办会经验，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
显得水到渠成。

成都与科幻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9
年。标志性事件就是，有着科幻界“黄埔军校”之称
的《科学文艺》在成都出版发行。由此，科幻的种子
开始在广袤的天府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
在，成都已成长为全国的科幻重镇。

为什么是成都？这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
认为与成都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气质密不可分。从

“太阳神鸟”反映出古蜀人特异的太阳神崇拜，到有
着“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青铜面具，古蜀文明有
着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独特和神秘。

现代成都，科教资源丰厚，拥有65所高等院校、
622.3 万人才、30 余家国家级科研机构、218 个国家
级创新平台，科学知识的普及、科技人才和科幻迷的
庞大，为科幻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早在 2019 年，成都就被评为当年的“中国最科
幻城市”。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在科幻作家占总人
口比例、机构活跃度、科幻会展和主题公园潜力等
指标上，成都都拥有巨大优势⋯⋯这些不同历史时
期累叠起来的资源禀赋，与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相
结合，组成了科幻之城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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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

科幻是基于人类对未来的想象，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在中国科幻与世界的互动上，一本杂志、一座城市，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今天中国科幻界闪耀的星星，几乎都从《科幻世界》杂志成长起来，与成都有着深厚的渊源。通过这本杂志，许多科幻迷成了科

幻作家，也孕育了更多关于科幻的故事。通过他们的作品，世界多了一个认识中国和成都的渠道与机会。

从1979年调到《科幻世界》工作至今，谭楷是成都科幻界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也是成都成长为中国科幻重镇的见证人。中国科幻文学的源头在哪里？科幻和科普之间有何关系？成都为何能成为中国

科幻重镇？成都怎样用好“科幻”语言，把城市形象推出去，又把人才和产业引进来？今天，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拉开帷幕，本期《理论周刊》专访《科幻世界》前总编辑谭楷。

科幻之光如何穿越星空并照进现实

成都日报：如您所说，科幻文学打开
了现实生活中看不见的维度。相较于其
他文学类型，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
来说，科幻文学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它与
科普文学作品有什么区别？

谭楷：科幻与科普虽一字之差，但区
别很大。科普的关键是传播准确而具体
的科学知识，不能有一字差错，是事实层
面的写作，但科幻不一定要去承担普及
科学知识的任务，它是想象力的产物。

科幻小说的阅读和写作，需要具备
足够的科学素养和知识，对物理、化学、
天文等自然科学要有起码的了解。比
如，我们所熟知的科幻作家郑文光，就
毕业于中山大学天文系。可以这样说，
科普能够为科幻写作和阅读打下基础，
培养受众。日本学者岩上治曾说，中国
要发展科幻，首先得有一个基础，还得
大力普及科学知识。没有科学普及，就
没有科幻的发展，科普读物要先于科幻

读物发展。但是，我认为不能将科普当
作科幻，杨振宁也讲过，没有哪一位科
学家是通过阅读科幻小说来学习科学
知识的，科幻小说的作用，就是让读者

“大胆幻想”“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
更重要的是，科学知识有一定时间性，
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如果只去解读具
体的科学知识，一旦知识过时，作品也
就废了。

美国有 400 所学校都开设了科幻公
开课，专门讲科幻，就是要告诉学理工科
和学文科的学生，科幻文学就是一种幻
想文学。但我们的起步太晚，最早只有
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所学
校有类似的课程。当然，现在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科幻课。所以，科
幻如果要发展，教育是一个必须要解决
的问题。教育不能束缚孩子，而是要让
他们迸发出更多的想象力，让他们更有
思想、更有活力。

谈世界科幻大会谈中国科幻文学

科幻文学能够培养年轻人的想象力，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培养他们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让我们更加注重往前看、往前走。
我们需要科幻，将中国人的眼光牵向宇宙，穿越星空。

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既提供了一个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也有利于整合科幻
和科技资源，促进科幻产业的快速发展。未来，“科幻之都”将让成都城市形象更有标识性，
科幻全产业链的发展，也会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成都日报：世界科幻大会还将吸引来自游戏开
发、动画特效等产业的从业者。近年来，成都如何
推动科幻影视文创、科幻装备智造等科幻产业发
展？今后，在科幻产业发展过程中，为吸引和留住
人才与创意，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谭楷：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幻场景变成现实，科
幻便不只是一种创作文化，还衍生出具有蓬勃潜力
的产业形态。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开始了科幻产
业转型，尤其是随着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的热映，
科幻主题公园、游戏玩具等相关科幻衍生品的发展
也被带动起来。

当前，我国科幻产业已形成以科幻IP为核心的
全产业链条，科幻文学、科幻影视、科幻动漫、科幻主
题乐园等全产业链的开发和运营，极大带动了城市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2023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
示，2022年，中国科幻产业实现总营收877.5亿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打造科幻城市，探索科幻产
业化的道路，也成为国内不少城市竞争的重要赛
道，北京、深圳、重庆等城市都在大力发展科幻产
业。成都的经济产业基础扎实，科幻文化氛围浓
郁，有着发展科幻产业的良好基础。

而且，围绕科幻产业发展，成都早就谋篇布局
了。几年前，成都就宣布打造“科幻之都”，并出台了
多项举措。打造“科幻之都”，不仅是为了满足科幻

迷的需求，它本身符合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朝
着占领价值链高端迈进。因为科幻是基于对科学的
幻想，不是凭空玄幻，它和“科技”二字紧密相关。

科幻产业背后是各种现代科技元素，而科幻产
业的生产力水平，直接受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成
都是我国重要的科技中心，拥有硬核的科技实力和
扎实的产业基础。科技创新的良好底蕴，为科幻产
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助于产业价值的最大
化，推动科幻企业、科技元素加快集聚。

不管是创作科幻文学，还是发展科幻产业，人
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以科幻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和
文化机制，可激发企业家在产业场景中的创新灵
感；科技理论突破、科技装备制造，可为科幻作家带
来创作灵感。也就是说，科幻文学创作与科技产业
发展之间是一种双螺旋关系，科幻作家是想象力，
企业家是创造力，二者互相启发，互相赋能。

因此，让科幻作家的想象力、企业家的商业眼
光得到充分释放和碰撞，非常重要。第 81 届世界
科幻大会的举办，既提供了一个展示城市形象的窗
口，也有利于整合科幻和科技资源，促进科幻产业
的快速发展。未来，“科幻之都”将让成都城市形象
更有标识性，科幻全产业链的发展，也会为城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舟 陈仕印 制图 姜蓉

成都日报：科幻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科幻
刊物、科幻作品是搭建起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科幻大会、论坛被认为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
口。成都如何用好这些“科幻”语言，让世界真切感
受到城市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品质？

谭楷：前面也说了，100 多年前，鲁迅、梁启超
等有识之士认为，科幻作品能够培养人的科学思
维，激发人的科学力量，正是在他们的翻译和推介
下，科幻才进入了中国。

当前，中国的科幻文学要走出去，要让世界通
过科幻文学来认识中国和成都，也要以优质的科幻
作品为媒。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第一次科幻高
潮，当时川渝地区的科幻作家分量很重。1980 年
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
就改编自童恩正于 1963 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童恩
正 1961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84 年任四川
大学博物馆馆长。

但 1980 年代中期，各地科幻报刊相继停刊，偏
居西南的《科学文艺》幸存下来了。从 1986 年设立
银河奖，到 1991 年《科学文艺》更名为《科幻世界》，
此后，围绕杂志与银河奖，大批科幻作家被挖掘出
来，成都也成为中国内地最引人注目的科幻阵地。

从《科幻世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科幻作家，成
为了今天中国科幻界闪耀的星星。刘慈欣、王晋康、
何夕、韩松等著名科幻作家，都与成都有着深厚的渊
源。通过这本杂志，许多科幻迷成了科幻作家，也孕

育了更多关于科幻的故事。当他们的作品走向世界
时，世界也就多了一个认识中国和成都的机会。

除了科幻刊物和科幻文学作品，科幻奖项、科
幻会议等，也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载体。
比如，以成都申报 1991 年的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举
办权为例，其申报过程之曲折、举办效果之良好，堪
称“中西合璧”的经典案例。

当时，由于西方舆论的影响，许多国家的会员对
1991 年世界科幻专业协会年会能否在成都召开表
示怀疑。以《科幻世界》杂志社首任社长杨潇为团长
的代表团，乘坐8天8夜的火车，前往荷兰海牙，为成
都争夺举办权。代表团出访前，精心准备了介绍四
川改革开放成果的英文版录像《四川走向世界》。

在这之前，已通过寄照片、圣诞卡、通信等方式，
宣传了中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情况，为最终获得举
办权做了很好的铺垫。而在会场上，代表团精心布置
了“中国之角”，展出介绍中国成就的图片、图书、工艺
品，大大缩短了中国和欧美各国代表的心理距离。经
过激烈角逐，诺曼·斯宾雷德宣布：1991年世界科幻
专业协会年会在中国四川成都召开。

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会正在进行，全世界最有
想象力的一群人跨过文化和语言的壁垒，带着对科
幻的热爱会聚在天府之国。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
验，用好科幻这门世界通用语言，真实真诚地展示
自己的历史、文化、科技和文明，让世界认识一个丰
富多彩的成都。

成都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科幻重镇

成都如何推动科幻全产业链发展

如何通过科幻让世界认识多彩的成都

成都日报：您从 1979 年就调到了
《科学文艺》，也就是现在的《科幻世界》，
可以说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幻
文学的发展历程。您在新书《银河礼赞
——我亲历的中国科幻》中，生动描绘了
中国科幻的璀璨银河的升起过程。您认
为中国科幻文学的源头在哪里？应该怎
么样去定义和认识科幻文学？

谭楷：中国科幻文学的发轫，最早要
追溯到梁启超与鲁迅。1902 年，梁启超
在自己主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开设“哲
理科学小说”专栏，推出了凡尔纳的《海
底旅行》，当时叫作“科学小说”。1903
年，鲁迅用文言文翻译了世界科幻小说
之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在序
言中，鲁迅这样描述科学小说的实用性：

“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
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
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
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作为一
种面向未来的文学形式，科幻文学给梁
启超、鲁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新
奇感。但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并没有形
成规模和气候，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
关注。科幻文学真正开始为中国人熟
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

上世纪50年代，凡尔纳最著名的“海
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格兰特船长

的儿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此
后，大量的科幻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内，
同时，以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为代表的
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极
具影响力的科幻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
后，1979 年，《科学文艺》在成都创刊，
1991年，《科学文艺》正式更名为《科幻世
界》，鲜明地举起中国科幻的大旗。几经
起落的中国科幻文学终于迎来了春天。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科幻文学？有三
句话奠定了我从事科幻文学工作的底
气。鲁迅曾说，“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
自科学小说始！”他是从改造中国人的国
民性角度来看待科幻文学的作用。鲁迅
认为，在那个人人只想金榜题名、升官发
财、封妻荫子的时代，凡尔纳却描绘出登
上月球，潜入深海，探索宇宙这样不同的
梦想，要改变中国，就得改变中国人的
梦；第二句，是爱因斯坦说的“想象力比
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包
涵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人类进步”；第
三句，是流沙河所说的“没有幻想的人，
是灵魂的残废”。我一直认为，科幻文学
能够培养年轻人的想象力，培养他们的
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开拓广阔的思维
空间，让我们更加注重往前看、往前走。
我们需要科幻，将中国人的眼光牵向宇
宙，穿越星空。

成都日报：科幻文学在中国已经走
过了 40 多年的历程，从《科幻世界》的视
角，您觉得科幻文学创作有怎样的规
律？科幻文学要持续进步、创新，还需要
什么条件和环境？

谭楷：中国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几
乎都是从《科幻世界》这里走向读者、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在我的印象中，几
乎所有的科幻文学作者，都在《科幻世
界》上发表过作品。韩松的《宇宙墓碑》
和何夕的《光恋》发表于 1992 年，王晋康
的《亚当回归》发表于 1993 年，刘慈欣的

《鲸歌》发表于1999年。
在我看来，他们 4 人各有特点，韩松

堪称科幻小说的思想家，他的《宇宙墓
碑》展示了渺小的人类矢志不渝的探索，
并留下悲壮的记录，透露出一种哲学思
考；何夕将爱情融合进了科幻的构思之
中，为年轻人所接受；王晋康的写作，始
终在关注“生命”这一永恒的话题，他的

《生命之歌》，就是源于纪录片展示的在
非洲严酷的旱季中，野鸭妈妈们集体抛
弃幼雏的决绝之举；而刘慈欣的作品，则
深受阿瑟·克拉克的影响。

有人说，科幻文学也是在回应现
实。这当然是它的一部分功能和作用，
但是，我认为每一个科幻文学的作者，更

多的只是想写出一部好的作品，而并不
是想着去教育或者教化谁。科幻文学的
创作，同样遵循着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
不能带有功利性，必须纯粹一点。那些
好的作品，都和酒一样，要埋在“地下”，
去经历时间的“发酵”，埋它个好多年再
拿出来，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

科幻文学如果还想要持续不断创
新，就需要更多的人来研究科幻文学，
做文学批评。好的评论家对文学的促
进作用非常明显。俄罗斯文学如果没
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
留波夫三位文学批评家，也不可能有今
天的成就。

作为科幻文学的编辑，我也思考过
科幻文学如何才能写得更好。首先，科
幻一定会涉及到一个真与假的问题，如
何让假的幻想进入到真实的生活，让读
者去相信它，这一定是有技巧的，阿西莫
夫是怎么做的，克拉克是怎么处理的，应
该去研究；其次，我们应该如何把硬核的
科学知识融入到小说的情节中，去讲故
事；最后，我之前说过，科学是不断发展
的，科幻小说是很前卫的。我们如何才
能把最新的科学知识拿过来，让它成为
创作源源不绝的养料？这些问题，都需
要去总结去发现，理论研究要跟上。

科幻文学创作有怎样的规律

科幻文学与科普文学有何区别

中国科幻文学的源头在哪里

谭楷：作家、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
辑，获中国科幻终身成就奖。创作的两
部长篇报告文学《让兰辉告诉世界》《我
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
事》分别获第13届和第16届“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

梁启超创办《新小
说》，首先提出“科
学小说”的概念，被
视为中国科幻小说
的起点。

1902年

《人民文学》发表了
童恩正的《珊瑚岛
上的死光》，当年荣
获全国短篇小说
奖，并改编成电影，
轰动一时。这是中
国改革开放肇始，
科幻文学迎来了春
天的重要里程碑。

1978年

刘慈欣以《鲸歌》登
上中国科幻的星
空。2015年，由美
籍华裔作家刘宇昆
翻译的刘慈欣《三
体》荣获世界科幻最
高奖——雨果奖。

1999年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成立。由董仁威、姚
海军、吴岩发起并推
动的全球华语科幻

“星云奖”开始颁发。

2010年

2022年

中国科幻新人辈出。
仅2022年出版的长
篇科幻小说就有
2000多部。

1979年

由四川省科普作家
协会主办的《科学
文 艺》在 成 都 创
刊。1991年，更名
为《科幻世界》后迅
猛发展，成为全球
发行量最大的科幻
杂志。

1991年

世界科幻专业协会
年会首次来到中国
在成都举行。年会
的成功，使中外科幻
创作得以交流，中国
科幻的生态环境得
到很大的提升。

2007年

成都国际科幻奇幻
大会隆重举行。这
是成都第三次举办
国际科幻盛会，也
是在中国举办的第
一次国际性的大规
模奇幻文学大会。

2017年

首届中国科幻大会
暨第四届中国（成
都）国际科幻大会
在成都举行。大会
向全世界宣示启动
申办第 81 届世界
科幻大会。

2023年
10月18日

第 81 届世界科
幻大会在成都
举行。中国科
幻将与世界科
幻更深入地交
流，迎来更加辉
煌的未来。

访 谈
嘉 宾

中国和成都科幻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