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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女英雄梁红玉身披银色镜面铠甲，头戴
机械蝴蝶头冠，在成都科幻馆入口处表演《击鼓
战金山》。这两天，科幻大会现场这组名为《川剧
幻梦机械少女》的艺术装置吸引了众多参会嘉宾
和市民的眼球。昨日，这组作品的作者、郫都手
工达人雁鸿在抖音账号上发布了幕后制作的短
视频，立即冲上全国热榜前十。记者随即联系上
雁鸿，独家采访了她此次创作背后的故事。

“说起戏剧里的女英雄，大家都会想到京剧里
的穆桂英，其实我们川剧里也有类似的角色。”雁
鸿告诉记者，在确定主题之前，她和川剧院的老师
作了充分的沟通，受到川剧《击鼓战金山》的启发，
她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抗金女英雄梁红玉，并以
她阵前击鼓的状态为原型，创作了一整套作品。

“头冠上的蝴蝶改成了机械蝴蝶，传统的珍珠也改
成了银色的钢珠，凤凰的部分做了几何改装，背上
的旗帜用的是幻彩透明布料，这样整体呈现出机
械质感。而且我还在头冠内部加了两组灯光，晚
上看起来很有赛博朋克感。”雁鸿告诉记者。

在科幻大会现场，模特身穿整套服装表演，
吸引了很多人拍照打卡。10月20日上午，雁鸿将
视频发布在自己的主页上，立即成为了爆款。“我
自己就是科幻迷，入坑就是因为大刘的《三体》。
因为我平时做手工比较枯燥，所以会边做边听电
子书。有人给我推荐了《三体》，说里面的想法特
别棒，会受到很多启发，我越听越入迷，彻底爱上
了。”雁鸿告诉记者。

除了川剧服饰，雁鸿的整套作品还包括入口处
展出的天球仪，这是成都科幻馆的第一个打卡点，
以易拉罐为原材料做成的天球仪置于五维空间中，
从几个角度看都是无限延续感。“神舟十三号返航
的时候，宇航员王亚平的女儿说妈妈给她摘星星
回来了。我就是受到这句话的启发，做了这个作
品。”雁鸿表示，中国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她从中
找到了很多灵感，在制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内心也
充满自豪。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杜文婷 摄影 刘钊

“‘科幻大师’的评判标准
是什么？”“作为一个青年作家，
如何走向科幻大师之路？”10月
20 日，在 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
会开幕的第三天，一场以“未来
科幻大师奖”创作论坛暨第十
一届未来科幻大师奖启动仪式
吸引了众多幻迷的热烈讨论。

其间，由知名科幻评论家、
科幻学者、大师奖评委三丰担
任主持，与 2023 成都世界科幻
大会荣誉主宾、加拿大最具影
响力科幻作家、雨果奖获得者
罗伯特·索耶，著名科幻作家、
大师奖评委韩松，知名科幻作
家、大师奖评委张冉，以“如何
打开千人千面的想象之门？”为
主题，围绕“未来科幻大师”创
作开展讨论。

“10岁的时候，我写下了人
生中第一个科幻小故事。特别
是在观看了太空奥德赛这部科
幻电影后，影片描绘了一个可以
照进现实的未来，我认为这就是
我的未来。”罗伯特·索耶现场分
享起自己儿时对科幻创作的启
蒙经历，在之后的写作中，他便
将创作背景瞄准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而非几千年以后。

韩松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
科幻的理解，“在我出生的上世
纪60年代，鲜少有科幻电影和小
说的存在，在我儿时居住的家里
与现代化相关的产品也仅有电
灯和收音机这类用品，那时候我
便在幻想，未来在山上建一座现
代化的城市会是怎样。”对韩松
而言，科幻的创作更像是一种与
生俱来的分析能力。

当被问到科幻创作是否具
备一些写作技巧，张冉现场表

示，“科幻写作没有既定的方法
论，更多是依靠阅读和经验的
积累来创作，而不是采用科班
的技巧进行，相比之下习惯和
灵感就变得尤为重要。”

针对青年作家如何向“科
幻大师”之路迈进这一提问，现
场展开了激烈的探讨。

“科幻小说的门槛相对较
高，要加强对前沿科学技术的
不断学习。此外还要具备独特
性，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
别人。”在韩松看来，科幻小说
需要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

张冉表示，碎片化的创作也
可以形成很好的作品。“当灵感
突然涌现时及时做好记录，这是
完成亮点内容的关键环节。”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来到成
都，第一次来这座城市的时候台
下一些小幻迷可能还没有出
生。”罗伯特·索耶高兴地同大家
分享起自己的感受。近年来，他
见证了中国科幻作品的不断发
展，青年作家也同样带来了很多
值得学习的东西，希望下一次来
到中国参加活动时，能够读到更
多大家所写的作品。

在现场，随着第十届未来
科幻大师奖精选集《临界点 7》
以及成渝科幻创作邀请赛作品
集《东方慧星》的揭幕，第十一
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也正式启
动。据了解，在奖项设置上，共
设置了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
名，三等奖三名。征稿时间从
2023 年 11 月开始到 2024 年 1
月，评审工作将于 2024 年 4 月
前完成。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秋妤

10 月 20 日，《中国科幻口
述史》三卷本发布会在成都科
幻馆土星厅举办，该书由成都
传媒集团旗下成都时代出版社
联合专业科幻机构八光分文化
推出。发布会上，杨潇、刘慈
欣、王晋康等嘉宾齐聚一堂，共
忆与科幻同行的那些年，畅想
中国科幻的未来。

发布会现场，在“讲述中国
科幻黄金年代的起点”主题环
节中，杨潇、王晋康、刘慈欣、韩
松、何夕、姚海军分别讲述了各
自 与 科 幻 的“ 第 一 次 亲 密 接
触”，同时还从科幻文学编辑与
作者的角度，回顾了《科幻世
界》杂志从困境中不断突围的
发展历程。

随后，“在中国回忆全宇
宙”主题环节，谭楷、董仁威、吴
显奎、吴岩、泊功、杨枫分享了
各自经历的中国科幻故事。

《中国科幻口述史》全3卷，
共110多万字。全卷访谈了中国
科幻发展史上21位科幻名家，通

过他们的集体回顾，勾画出新中
国成立以来科幻文学发展的历
史全貌。整套书历时7年，采访
横跨10座城市，以对话名家的形
式，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科幻发
展历史娓娓道来。不同受访者
彼此印证、交叉描述，结合丰富
的史料信息和超500张珍贵老照
片，跨领域、多视角地展现中国
科幻所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
程，充分展现了中国科幻人历久
弥坚的执着与情怀。

2022年末，《中国科幻口述
史（第 1 卷）》先行上市，日前已
入围 2023 雨果奖“最佳相关作
品”奖项。正如刘慈欣对《中国
科幻口述史》的评价：“用科幻
搭建现实与未来的桥梁。”这套
三卷本图书通过抢救保存珍贵
的科幻口述史档案，为中国科
幻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史料，
让中国科幻事业的未来发展更
具想象空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王茹懿

20 日下午，一场名为“成都马
拉松&世界科幻大会 City Walk”
的快闪活动，在世界科幻大会主

会场环湖绿道进行。刚经历了成都
大运会，体育激发的多巴胺继续在这

座城市涌动；镜头一换，场景又转到世界
科幻大会，来自全球的幻迷们在此共同感
受科幻的魅力。这场“快闪”活动在世界科
幻大会会场临时发起之后，便得到了媒体

记者、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积极响应，
20 余人通过此次活动用脚步丈量菁

蓉湖生态公园，近距离感受了
状若星云的成都科幻馆，

也为即将到来的 2023

成都马拉松助力。
参与者在成马官方训练营教练的带领

下，细致地进行了热身运动。大家都是跑步
爱好者，在活动过程中大家纷纷向专业教练
请教跑步运动专业知识。

“这几年我感受到了身边运动氛围的
不断提升。”平时工作之余就喜欢通过慢
跑放松自己的杨娟在与记者交流中表示，

“通过大运会的举办，体育在成都人幸福
生活中的比重不断加大，运动已经成为大
家的生活方式。”此次在世界科幻大会的
繁忙工作中，杨娟更是有感于生活方式多
样化带给大家的改变，“就像今天这场临
时发起的活动一样，大家能够抽时间运动

放松，调剂一下自己的生活，无疑是一件
幸福的事情。”

参与活动的沈雪芹告诉记者：“这让我
这个完全投身于科幻工作的人能够在短暂
的时间里抽身出来，换一种方式沉浸式感受
跑步的魅力。作为一个运动爱好者能够以
此为今年的成都马拉松助力，希望所有参赛
的选手都能够在成都取得理想的成绩，同时
也多多感受成都的幸福生活。”

10 月 29 日，2023 成都马拉松将在金沙
遗址博物馆鸣枪起跑，35000 名跑者将在全
新提档升级的成马赛道上感受“公园城市新
气象”，跑出“大运成都加速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一可

科幻筑梦 融合共生
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首届产业发展峰会召开

嘉宾云集
共话科幻产业之“新”

活动现场，来自各科幻领域的专家学者
带来了不少精彩的观点和思考，为未来科幻
产业的版图“拼图”带来了一抹新意。

意大利知名独立出版人弗朗西斯科·沃
尔索以“科幻文学的升腾”为题，从当前科幻
文学产业的国际发展现状入手，探讨科幻文
学及出版行业发展趋势，分享中国与国际科
幻文学互动和未来潜力。

全球顶级视觉特效团队维塔工作室创
始人、电影特效的大师级人物理查德·泰勒则
聚焦“造梦者，科幻电影背后的特效产业”，以
维塔工作室发展历程以及在视觉特效领域
的成就为例，探讨国际科幻电影视觉特效发
展趋势。探寻国际科幻电影与中国视效产
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提出未来发展展望。

设立奖项
“天问”全球科幻文学奖永久落户成都

科幻作为科技发展未来图景的现实映
射，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创新链效能
的重要抓手。峰会现场，《科幻产业成都共
识》、“天问”计划和《2023 中国成都科幻产
业报告》等重磅产业共识、计划、成果相继发
布，描绘出了新的路径图。

在中国科幻蓬勃发展的前提下，为了发
掘科幻人才、扶持科幻作品、促进科幻产业
融合发展，由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世界科幻大
会组委会共同发起的“天问”计划也在峰会
现场正式“亮相”。据了解，该计划包括一个
科幻大奖“天问奖”、N个促进中国乃至全球
科幻产业融合发展的行动。“天问奖”以鼓励
新锐、青年作家为导向，永久落户成都，成为
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的有益补充。

现场签约
21个科幻产业项目总投资80亿元

作为世界科幻大会首届产业发展峰会
备受关注的环节，科幻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含金量”十足，21 个签约项目总投资约 80
亿元。

投资金额达 20 亿元的“中国故事·科幻
情景剧孵化基地项目”将以“节目+公园+基
地+学院”模式，聚合科幻产业链优质资源，
打造国内一流的科幻情景剧孵化平台。

据悉，一大批科幻产业项目的签约落
地，将进一步补齐成都科幻产业链短板，延
伸科幻产业链条，推动科幻产业链规模能级
整体提升，助力成都科幻产业建圈强链，加
快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摄影 熊一凡

成都马拉松&世界科幻大会City Walk活动举行

助力成马 用脚步丈量科幻大会会场

川剧跨界混搭科幻 机械少女爆红网络
《中国科幻口述史》

三卷本发布
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畅聊与科幻的回忆

10月20日，以“科幻筑梦 融合共生”为主题的世界科幻大会首届产业发展峰会在成都举行，2023成都世界科幻
大会联合主席本·亚洛、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荣誉主宾、科幻作家刘慈欣等来自世界各地科幻领域的500余名专家
学者、行业从业者齐聚一堂，交流探讨世界科幻产业的发展。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辜学斌出席峰会并致辞。

峰会现场，《科幻产业成都共识》、“天问”计划、《2023中国成都科幻产业报告》等重磅产业共识、成果正式发
布。作为峰会最受关注的环节，科幻产业项目集中签约，21个签约项目总投资约80亿元。

“未来科幻大师奖”创作论坛举行

科幻名家现场谈写作

在 20 日 举 行 的 世 界 科
幻大会首届产业发展峰会
上，21 个科幻产业签约项目
总投资约 80 亿元。科幻与
其他产业通过加减乘除，将
想象力变了现。20 日，记者
采访了游戏制作人李澍、青
白江元宇宙数字文旅产业园

（一期）项目运营负责人吴
嘉、碳丝路文化传播（成都）
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潇，来听
一听科幻相关产业从业者的
声音。

TA们这样说
李澍：
我特别看好科幻游戏的

未来，而且相信我国以后会
成为世界科幻文化的中心。
这次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来了

很多业内专家，我希望可以
多和他们交流，激发出更多
灵感，未来可以创造出更多
更好的科幻游戏。

吴嘉：
科幻文旅是一个非常有

前景的赛道，希望未来有更
多的科幻想法可以变成科
技，与文旅产业叠加，产生更
好的效应。

陈潇：
成 都 世 界 科 幻 大 会 有

200 多场沙龙，主题非常丰
富，我很想都去听听，希望可
以在沙龙中听到作家、专家
分享他们的想法，也许其中
的一个想法就是未来科技的
发展趋势。

成 都 日 报 锦 观 新 闻 记
者 吴雅婷

科幻+产业 让想象力落地雁鸿身着《川剧幻梦机械少女》艺术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