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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开
幕式上，在《遇见未来》的歌舞
表演中，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
校语文老师胥敏所教的学生们
用歌声唱响了对未来和科幻的
期待。而在这歌声背后，有着
这样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十年前，一封从成都实验
外国语学校寄给刘慈欣的信件
里，饱含了胥敏和她的学生们
对于科幻的热爱。十年后的今
天，胥敏带着她现任教及十年
前的学生们，和那份热爱科幻
的初心，在科幻大会的开幕式
上，与刘慈欣来了一场跨越十
年的“双向奔赴”。

刘慈欣作为中国科幻作品
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一直都
是胥敏热爱的读物，也是她常
常向学生们推荐的课外书籍。
十年前，一封信的寄出，也让胥
敏和她的学生们对于科幻的向
往和热爱被刘慈欣看见。

“庆幸的是，我并没有因为
成长而改变对科幻文学的喜
爱，直至现在我也把这种喜爱
播种到我的学生心中去。”2013
年 8 月 16 日，胥敏在寄给时任

《科幻世界》副主编杨枫的信里
这样说道。信中，胥敏除了讲
述自己对于科幻文学的喜爱，
以及将这份喜爱延续到学生群

体当中的思考和做法，同时也
将 39 篇学生们对于《三体》的
读书笔记一同寄出。

当日，杨枫便将这些读书
笔记转给刘慈欣，胥敏与刘慈
欣之间的联系也就此展开。3
天后，胥敏在给刘慈欣的信中
写道，“感谢您让一些孩子还愿
意抬头仰望星空。”

真 正 的 热 爱 ，会 被 看 得
见。2013 年 8 月 21 日，刘慈欣
在回信中说：“感觉中国真正的
科幻大师可能要从他们中出
现，有你这样的老师是孩子们
的幸运，而有你们这样的读者
也是我们科幻作者的幸运。”

十年前，读者与作者之间
因一封信而产生共鸣，也正是
在字里行间的一来一回中，科
幻的种子开始破土而出；十年
后，这段故事还在延续，一本

《十年之约：梦想照进现实》，
由胥敏传递至刘慈欣，其中记
录着往昔向往与未来期待，更
记录着当年孩子们关于科幻
的想象。这是跨越时光的传
递，未来还将继续——这不仅
关乎胥敏与刘慈欣，同时也是
广大科幻迷们与科幻世界间
的精神纽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 文/图

刘慈欣与他的成都笔友

见面了

如果说唐代诗人张若虚以
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
北宋画家“希孟”，就以一幅《千
里江山图》，在中华书画史上留
下一座令无数后人仰视的高峰。

但这样一位作画时年仅十
八 岁 的 天 才 ，开 场 就 成 为 绝
响。除了画末题跋上提及他的
名字“希孟”，史籍中再无他的消
息。“这位名为‘希孟’的天才少
年，为何能得到宋徽宗的亲自
指点？他师承何处，未及弱冠
便有如此功力？他的结局又是
怎样？”这样的疑问，引发后世无
数人的好奇，也带给了作家海
漄创作《时空画师》的灵感。

将科幻与历史结合，以想
象的力量赋予“希孟”一个出人
意料的结局，海漄的《时空画
师》成功入围 2023 年雨果奖最
佳短中篇小说奖，这也是该类
别里唯一的中文作品。在很多
人看来，历史似乎指向过去的
事实，而科幻更多指向未来的
想象，将科幻和历史结合起来，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结合自己创作的经历，海
漄进一步表示，“历史本身就是
极为精彩和丰富的，只要翻找
的材料足够多，总可以在其中
找到一星半点与脑海中故事不
谋而合的交汇点。”

从青少年时期阅读雨果奖
作品到如今成功入围雨果奖，
海漄实现了从科幻爱好者到科
幻创作者的嬗变。对于雨果奖
以及中国科幻事业近年来的发
展，海漄有着切身的体会。

“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在购
买科幻书籍时，雨果奖获奖作
品就相当于品质的保障。它是
科幻圈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之

一，任何作者能获得它，都是一
项巨大的荣誉。而在科幻发展
的历史中，它也确实为我们科
幻迷和后人标定了足够多的经
典之作。”海漄说。

海漄进一步指出，《三体》
获得雨果奖，从小的方面说，首
先当然是因为它本身极其出
色，“但从大的方面说，科幻的
基础在于科学和想象，只有一
个足够大、足够朝气蓬勃的国
家才会孕育出科幻的土壤，美
国曾经是这样的，未来我们也
可以是这样的，中国的科幻作
品逐渐走出国门，受到国际关
注，是必然的趋势。”

谈及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
的举办地成都，海漄说：“成都曾
是我出差途中的一个中转站，除
此之外，它和我在现实生活中就
没有太多交集了。但通过科幻，
这里几乎成为我的精神故乡。”

上初中时，海漄曾看到同
学手中有一本《科幻世界》，借
来一看，立即被潘海天的《饿
塔》所震撼，从此开始一期不落
地购买。

“从很早以前起，我就想来
参观一下在成都的《科幻世界》
杂志社、八光分公司，我想这也
是很多科幻迷的愿望。”海漄说，
最近来成都，他惊讶于当地科幻
氛围的浓厚，“很多家长会出自
真诚的喜爱，而不是为了功利性
的目的让孩子阅读科幻，这是我
在其他地方没看到过的。”

在海漄看来，成都几乎是
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已经具备科
幻全产业链的城市，“或许现在
就正处于爆发的前夜，而科幻
大会，就是一次契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白洋

昨日，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特邀《科幻世界》副总编辑姚海军
以“科幻之都”成都为坐标，以个
人视角回顾中国科幻发展史，感
受科幻之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上世纪 80 年代，正在上初中
的姚海军在数学老师的“书包”里

“碰见”了自己的科幻启蒙小说
《布克的奇遇》，连夜读完后，他开
始迷恋上了这种“神奇”的小说，

读到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
后，更觉得无法自拔。1986 年，还是在

校学生的姚海军创办了科幻杂志《星
云》。手刻蜡纸，后来有了机打蜡纸、铅印
⋯⋯一期期做下来，他结识了天南地北的
作家和科幻迷。1997 年，北京国际科幻

大会之后，姚海军受到科幻作家们的
引荐，经山西《科幻大王》辗转来到

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自
此，他将爱好转为职业。

1999 年，姚海军
第 一 次 看 到 了 刘

慈欣的投稿作品，是两篇短篇小说《鲸歌》和
《微观尽头》，这给姚海军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回忆道：“作品宏大的想象和宽阔的
视野，让我兴奋不已。”随后，刘慈欣开始在
杂志上大量发表作品，得了“雨果奖”的《三
体》就是在《科幻世界》上进行连载的，姚海
军是第一位读者。他是刘慈欣和其作品《三
体》成名乃至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著名科
幻作家董仁威赞誉他为“科幻掘金人”。

2002 年，作为骨干编辑的姚海军提出了
“作家专辑”的策划，得到了主编阿来的支
持。那一年，刘慈欣、王晋康、韩松、柳文扬、
星河、何夕等多位明星作家被集中呈现。同
时，许多作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仅靠《科幻
世界》的杂志平台已经不能满足作家的成
长，科幻图书“视野工程”应运而生。“视野工
程”主推三大书系，分别是收录西方经典作
品的“世界科幻大师丛书”，汇集海外各类风
格和流派的“世界流行科幻丛书”，以及被给
予最多期望、最核心的原创系列“中国科幻
基石丛书”。

从第一本“中国科幻基石丛书”诞生起，

姚海军就致力于挖掘和打造科幻畅销书。
而刘慈欣《三体》三部曲，让中国科幻实现了
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三体》三部曲在全球范围内出版 19 种
语言版本，销量突破 2100 万册，让中国科幻
从杂志时代真正进入了畅销书时代。

谈及近两年的科幻作品，姚海军说，对刘慈
欣、王晋康、韩松、何夕他们来说，科幻展现的是
一种思辨的美感，更像是一场思想实验，侧重于
关注宇宙、未来、人类命运等大问题，“并不是说
他们的小说缺乏现实基础，而是相比当下，他们
更多在思考‘人类更长远的未来’。”而当下新生
代作家更多的是在小说中表达对生活现实的态
度，“这一代的科幻迷可能更关注个体生命和大
时代未来之间的互动。”

姚海军期待着，后《三体》时代，有更多科
幻作品能够被广泛地阅读，“中国有大量有才
华的年轻作家，他们身上有无限的未来，我们
愿意以最乐观的态度来期待新的星光到来。
或许他们现在还无法被看见，但随着时代发
展，我们会离这些曾被忽略的星光越来越近。”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卢星宇

18日上午，媒体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
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采访地点，只为抢到刘
慈欣和罗伯特·索耶群采会的前排位置。

作为一位与成都关系深厚的科幻作家，
刘慈欣表示，本次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的举
办，是值得被载入中国科幻史册的一笔。“现
在世界规模最大的世界科幻大会来到这，我
认为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它可以让中
国的科幻作家、读者、业内人士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科幻人有更多的交流。”

记者：科技冲击认知，现在的人们是否
更需要科幻小说？

刘慈欣：时代需要科幻小说，时代正被
科技快速改变着，科技渗透到生活方方面
面，科技和想象力相结合，为我们描述出一
种未来图景，让我们到达遥远的宇宙空间。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代很需要科幻小说。

记者：科幻作家总是在畅想未来，您觉得科
幻大会在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地球只是宇宙中的
一粒尘埃，我们都是一个整体，都生活在这
个尘埃上。所以说科幻文学是最能够引起
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人们共鸣的
一种题材，因为它里边所描写的梦想是全人
类共同的梦想，描写的噩梦、危机也是我们

要共同面对的噩梦和危机，所以它确实是一
个能连接起全世界不同文化的桥梁。

记者：如果您对一百年后的人类说一句
话，您会想对他们说什么？

刘慈欣：希望他们能够远远超越我们这
一代，不管他们的生活，还是他们的成就，还
是他们那个时代人类所生活的范围，都远远
超出我们这一代科幻作家的“想象”。

记者：您曾经说过希望30年后能进入太
空，请问您现在还在为这个目标努力吗？进
入太空之后您想做的是什么？

刘慈欣：当时想进入太空只是想一个人
作为一个太空游客进入太空，自己作为一个
科幻迷、科幻作者去领略和感受太空。现在
不一样，现在要进入太空肯定成为一个新闻
事件，走进镁光灯下。或许过很多年，当进
入太空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时，我会在不引人
注意的情况下买一张票进入太空。

记者：您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到中国科幻
真的要突破还是要在创作的方向上改变，这些
东西是雨果奖提供不了的，在创作方向上所需
要作出的改变和努力，想请您展开解释。

刘慈欣：科幻小说在中国并不是非要有
一个统一的方向，这是文学题材最忌讳的一
点。不要非归到一个旗帜之下有一个统一

的方向，我觉得中国科幻发展最良性的情况
应该是百花齐放，有众多的风格、众多的题
材，有一些方向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目前
中国的科幻也正在朝着这个比较良好的方
向去发展，目前中国科幻的特点还是处于风
格很多样化的情况。

记者：您说过科学带来的神奇感是科幻
诞生的土壤，刚写的时候觉得很震撼的东西
不久后会平淡无奇，请问这是您当前写作面
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吗？您有尝试哪些应对的
方法？

刘慈欣：这是写作面对的挑战之一，作
品开始写的时候自我感觉很震撼，写到一半
科技发展脚步已经追上来了，要就此搁下重
新开始写作。现在的确有这个问题，科幻不
管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它最初建立在科学
那种神奇感之上，这种神奇感对科幻小说至
关重要，但科学技术融入生活当中，它会失
去这种神奇感，至少对传统类型的科幻小说
打击很大。现在的科幻小说作家们都在努
力用更多的文学手法、更丰富的角度来创作
科幻。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觉得效果并不
是很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摄影 熊一凡

郭帆：
“业余”青年导演掀起科幻浪潮

提到中国科幻的旗帜，不得不提创造了
票房奇迹的《流浪地球》。谁也想不到，这
个掀起中国科幻影视浪潮的，恰恰是一个
不被看好的“业余”青年导演。2019 年春
节，电影《流浪地球 1》横空出世；2023 年 1
月，《流量地球 2》上映。影片将硬核科幻的
风格拉满，尤其是直冲天际的太空电梯，让
人大为震撼。

“《流浪地球》在视觉呈现、故事呈现等
方面参照了好莱坞电影模式，但在表现主
题方面却藏着一颗‘中国芯’。”郭帆说，不
同于好莱坞科幻片中的情节，《流浪地球》
的核心故事是带着地球去流浪，《流浪地
球》里为何会带着地球一起逃亡呢？这可
能更多缘于中国人对故土的依赖。中国人
自古讲究解甲归田、落叶归根，田和根就是
土地、地球。太阳要毁灭了，我们就带着地
球一起流浪，寻找新光明。

鲁般：
中国科幻的内核正逐渐被世界喜爱

5 月 20 日，“出道”仅三年的科幻作家鲁
般，来到意大利都灵举办的国际书展。整个
下午，鲁般在亢奋的情绪中度过，他分享了
自己的出道和创作经历，也聊到了自己在创
作《未来症》的初衷和经历。活动中，最令他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书迷对他说，自己是意大
利人，英语不是特别好，因此很艰难地看完
了他的作品《新贵》的英文版，但真的觉得写
得很好。那一刻，鲁般深深觉得，中国科幻
需要被看见，也值得被看见。

正如科幻作家弗朗西斯科·沃尔索所言，
中国科幻正为世界科幻文学界提供不可或缺
的丰富色彩。在鲁般看来，中国故事本身就
是非常动人的存在，“中国的故事内核‘更加柔
软’，它的人物和人物、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戏剧
叙事更内敛，也更有可品味、可解读之处。”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段祯 泽登旺
姆 王嘉

科幻有颗“中国芯”
“科幻文化出海”，是我们每

个科幻人的“野心”。中国的“科

幻面”需要被世界看到。能够参

与其中，我倍感荣幸。

——鲁般

从上世纪90年代成都第一次举

办世界科幻年会到昨日第一次举办

世界科幻大会，中国科幻正在以成

都为坐标，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

央。昨日记者采访了《流浪地球》导

演郭帆、“90后”作家鲁般，讲述独属

于中国科幻故事的极致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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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盛会 拥抱星空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幻人在成都对话未来

专访刘慈欣

希望百年后的人类远超我们“想象”

2023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入围作者海漄：

因为科幻
成都成为我的精神故乡

《科幻世界》副总编辑姚海军：

将科幻梦想遥寄于星云之中

刘慈欣

（中

）接受采访

时隔十年刘慈欣与笔友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