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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刘慈欣同名作品的《流浪
地球》在 2019 年上映，这一年被许多从
业者定义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2003 年，郭帆毕业后就职于中国
旅游卫视《亚洲音乐中心》节目组。
2009 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研
究生，2019 年 2 月 5 日，编剧并执导的
电影《流浪地球》上映。2019 年，郭帆
在航天城感谢各位航天工作者 ，他
说：“是你们让电影变得真实可信。”
这一天，他带着《流浪地球》在航天城
提前放映。这一年的春节档，第一次
有科幻电影成为票房黑马，拿下近 50
亿元人民币的可喜成绩。2020 年 9
月 26 日，凭借《流浪地球》获得第 35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电
影《流浪地球 2》于 2023 年大年初一
上映，太空电梯等镜头引发观众惊叹
与喝彩。

2019 年，中国科幻研究中心成立，
鼓励更多年轻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
近 5 年来，中国科幻年均出版图书 660
本。2024 年，李广益编辑的《地火行
天：中国科幻研究十年精选》出版，吴

岩在序言中说：“我常常有一种‘爱恨
交织’的感觉，一方面对繁荣感到欣
慰，一方面又对这么多文献无法全部
阅读而感到愁闷。”

科幻学者姜振宇表示，他接触到
的年轻人所迷恋的科幻作品并不仅限
于科幻小说。即使没看过小说《三体》
的原著，他们也可能看过动漫版本《我
的三体》：“科幻的形态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从动漫到游戏，充满了生活，
这是很好的现象。”

Z 世代对科幻的认知不仅仅是满
足科普要求，更多的则是对未来的憧
憬。科技大步流星地前进，或能在未
来的某天印证曾经的“想象力”。

在哔哩哔哩副总裁张圣晏看来，
“年轻人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脑
洞，想象和审美是他们创作科幻作品
的核心优势。”也正是与阅读群体的契
合，B站陆续推出了《灵笼》《我的三体》
等科幻题材的动画短视频，而用户也
给予了积极的反馈。

科幻活动逐年增多，科幻创作者
和研究者数量也在提升，每年都有新

面孔的加入。2023 年，世界科幻大会
第一次在中国的城市举办。奖项设置
也从小说扩展到了影视、游戏等，甚至
扩展至对科幻有启发意义的科学和技
术进展。

而早在 34 年前，时年 42 岁的杨潇
作为《科幻世界》的社长曾只身一人乘
坐火车 8 天 8 夜抵达欧洲，与世界科幻
小说协会（简称 WSF）取得联系，在中
国成都申办 WSF 年会，实现中国科幻
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国际交流。

34 年后，许多中国科幻迷都有几
位外国科幻迷朋友，他们在国内外的
科幻大会上相聚，也在网络上讨论喜
欢的作品。

2022 年，科幻纪录片《未来漫游指
南》以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创想为蓝
本，中国科幻作家首次作为主角进入
国际纪录片。

“科幻虽然探讨的是宇宙那样遥
远的事情，但最需要人跟人见面，形成
一个气场。它开创了一个传统：全世
界科幻迷、科幻作家必须经常相聚。”
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写道。

展翅高飞向未来
5月17日至18日，2024少儿科幻

大会、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庆典在
成都科幻馆举行，230余名国内知名科
幻作家与2000余名科幻迷在此欢聚。

诞生于 2010 年的全球华语科
幻星云奖已经逐渐成为国际性大
奖，并成功地发掘了一大批新生代
科幻作家。这些获奖作家的作品，
把中国人关于未来的思考、关于科
技发展的展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
的维度。

坐落于郫都区的成都科幻馆，
已经成为集科幻场景体验、前沿科
技展示和科幻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
体的主题场馆，自 2024 年 1 月对公
众免费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参观
者 24 万余名、各类参访团队 100 余
批次。

去年在这里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
上，还出现了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场
景：如潮水般涌来的科幻爱好者，其中
很多是青少年，挤满了整个星云馆的顶
层，等待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签名，人
数之多，以至于他在不停歇地签名合影
3个小时之后，仍然还有数百人未能得

到签名。
以举办世界科幻大会为契机，郫

都区引进赛凡文化、时光幻象、八光
分等传统科幻头部企业，聚焦人形机
器人、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引进腾
讯数字文创产业园、华为数字机器人
等泛科幻项目30余个，同时聚焦科幻
影视，引进、拍摄《超新星纪元》等影
视剧17部，成立西部国际影视产权交
易中心，首批挂牌院线电影、电视剧
超100部。2023年以来，郫都区累计
培育泛科幻类企业50家，产业规模近
40亿元。

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开山鼻祖”
的荒江钓叟，肯定没有想到今天的中
国科幻会形成如此的盛景，拥有1000
亿元的年产值。

1904年，笔名“荒江钓叟”的作者
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从此开
启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无到有，从默默
无闻到洋洋大观的历程。

中国科幻走过了120年的历程，
从儿童科普到儿童科幻，科幻从儿童
文学起步，不断在青少年中播下想象
力的种子。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科普事业的
发展造就了有利于科幻文学发展的社
会大背景。这个时候，“科学幻想小
说”（简称“科幻”）一词也从俄文翻译
过来并开始流行。

1950 年，张然在天津知识书店出
版了《梦游太阳系》，这是可以考证到
的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郑文光
1954 年暑假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

《从地球到火星》时第一次使用“科学
幻想小说”的称呼，这篇小说的发表立
刻成为社会新闻，并引发了北京地区
青少年天文观测热潮。

1957－1962年间，俄文版《凡尔纳
全集》经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

当时的科幻作品基本上都是少
儿科幻。不仅主人公多选择少年儿
童，用儿童视角来写，而且文笔浅显、

结构简明，作品以短篇为主，创作数
量也有限。

1954 年，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
星》，在青少年中引起广泛关注。此后
两年间，他在各种儿童、青年期刊上，
先后发表了《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
记》《征服月亮的人们》等作品，并于
1955 年由上海少儿出版社辑成《太阳
探险记》一书出版。1957 年，他的科
幻小说《火星建设者》在世界青年联欢
节上获得了科幻小说奖。

1960 年，童恩正在《少年文艺》发
表了科幻小说《五万年以前的客人》；
同年，童恩正写出了《古峡迷雾》，由上
海少儿出版社出版。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
20 多年间，各种科普读物开始进入
到 人 们 尤 其 是 中 小 学 生 的 视 野 之

中，为科幻创作打下了深厚的群众
基础。

其间，刘兴诗、叶至善、王国忠等
作家为人们奉献了不少佳作。

刘兴诗的《北方的云》，是中国最
早写到天气控制的科幻小说。故事中
的“我”是北京天气管理局的一个天气
调度员，工作就是按全国各地的需要，
控制这些地区的天气。

叶至善的父亲是著名作家和教
育家叶圣陶。叶至善一生以编辑为
职业，在 50 年的编辑生涯中，为少年
儿童编写了大量优秀的作品；王国忠
主编了影响巨大的科普丛书《十万个
为什么》，还主编了《少年科普佳作
选》《儿童科普佳作选》《幼儿科普佳
作选》等，同时也创作了科幻小说《黑
龙号失踪》。

从 1977 年起，科普和科幻创
作迎来丰产期。

1978 年 5 月，上海召开了全
国科普创作座谈会。高士其与郑
文光、叶永烈、肖建亨等作家悉数
到场。老一代作家重新执笔写
作，一批新作者也被吸引到科幻
创作中来，作品呈现出井喷的壮
观景象。

当时，国内科幻文学界先后
涌现了五个专门的发表园地：北
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
树》、成都的《科学文艺》、黑龙江
的《科 学 时 代》和《科 幻 小 说
报》。专业科幻园地数量超过了
日本和英国的同期水平，发行量
均在几十万册，在世界上也屈指
可数。

同时，大量主流文学刊物也
发表科幻作品，包括《人民文学》

《当代》《小说界》《北京文学》《上
海文学》《新港》《四川文学》等都
曾经在那个时候发表过科幻作
品。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和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都获
得过全国性的主流文学奖项。

据统计，1981 年，发表的作
品有三百多篇，约为 1976 年到
1980 年这五年的总和，科幻作者
的队伍也从 1978 年的三十多人，
扩大到二百多人。

1980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
品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改
编自童恩正同名作品，引起巨大
轰动。影片展现了激光武器、机
器人和先进设备，这部电影被认
为是真正符合类型片特征的第一
部中国科幻电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小学
生中，大多数都读过叶永烈写作
的中篇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
来》，该书于 1978 年 8 月出版，书
中的主人公“小灵通”手拿时髦的
贝雷帽，胸前悬挂着胶卷照相机，
神采奕奕地站在敞篷车中，所有
的这一切，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
无限的遐想。

该书描绘了一个极具吸引力
的未来世界：在未来世界里，人们
开着能上天入地的汽车到处跑；
他们从来不用钥匙，因为指纹就
可以开锁，方便快捷；他们的家里
还有可爱憨厚的机器人，和他们
玩耍，帮他们打扫⋯⋯

很多青少年正是因为看了这
本书，极大地提高了想象力和对
科学的兴趣，想象着自己在未来
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美好世界，其
中有一些人成为今后科幻创作的
主力军，而书中描绘的很多景象，
也确确实实地呈现在我们当今的
生活中。

少儿科幻，再添一把火

科普 培育少儿科幻发展的沃土

科幻迎来丰收季

科幻邂逅Z世代

少儿科幻作为我国科幻文学领域内
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态势良好。据了
解，少儿科幻作家队伍也由最初寥寥数
人扩至近百人，每年出版的原创少儿科
幻小说已达数百部。为进一步推动中国
少儿科幻高质量发展，科幻人也正在集
体发力。

5 月 17 日，2024 少儿科幻大会在位
于郫都区的成都科幻馆举行。少儿科幻
知名作家、少儿科幻学者、少儿科幻资深
出版人以及相关出版、影视从业者齐聚
一堂，共话少儿科幻发展未来。

在大会的论坛交流环节，路航、孙春
华、段子期、何明瀚、徐慧莉 5 位作家，围
绕少儿科幻特性展开探讨和交流。

“少儿科幻还将继续开拓边界。”资
深科幻人、国际少儿科幻协会主席和少
儿 科 幻 星 云 奖 创 始 人 董 仁 威 这 样 说 。
他指出，少儿科幻星云奖组委会与国际
少儿科幻协会将联合升级一年一度的

“国际少儿科幻大会”，全力打造中国少
儿科幻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董仁威代表国际少儿科幻协会作年
度工作报告。报告提出，少儿科幻星云
奖组委会将从五个方面助推中国少儿科
幻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少儿科幻星云
奖，不断发掘和培养少儿科幻文学创作
者，扩大少儿科幻作家队伍；二是组织出
版少儿科幻丛书，巩固出版影响力；三是
加强少儿科幻理论体系的构建；四是面
向少儿开展征文大赛以及小科幻作家培
训营，培养少儿科幻创作后备人才；五是
组织少儿科幻阅读推广活动，着力提升
少儿科学素养。

国际少儿科幻协会就 2024 年 工 作
计 划 提 出 打 造“ 国 际 少 儿 科 幻 大 会 文
旅 项 目 ”，将 各 类 少 儿 科 幻 资 源 向

“ 会 + 展 + 大 众 娱 乐 ”方 向 突 破 。 除 了
传 统 的 颁 奖 典 礼 、高 峰 论 坛 、红 毯 仪
式 外 ，配 合 开 展 影 视 、动 漫 相 关 的 展
览 、cosplay 表 演 、美 食 住 宿 、周 边 售
卖 、舞 台 剧 、电 影 节 等 娱 乐 活 动 ，推 出
受 众 广 泛 的 年 度 少 儿 科 幻 活 动 。

经过数十年积累，少儿科幻作家队
伍日渐扩大，每年出版的原创少儿科幻
小说已达数百部，少儿科幻星云奖的独
立评选恰逢其时。少儿科幻出版业通过
对少儿科幻进行年度检阅，突显少儿科
幻文学发展成果，不断增强少儿科幻人
才圈链升级，构建少儿科幻文化产业生
态，推动少儿科幻市场深度融合。

纵 观 2023—2024 年 度 少 儿 科 幻 发
展 ，整 体 呈 现 出 创 作 量 与 出 版 量 同 步
增 长 的 趋 势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仅 2023
年 度 ，少 儿 科 幻 图 书 出 版 物 种 数 就 达
到 209 种，较 2022 年度增长了近一倍，
其 中 ，本 土 原 创 少 儿 科 幻 图 书 达 到
156 种。

在 本 次 大 会 上 还 集 中 展 示 了 2023
至 2024 年少儿科幻纸质图书出版成果，
并签署新的星云系列少儿科幻图书合作
出版协议。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在现场
举办了《全球华语少儿科幻大奖书系》第
一辑十册的新书发布会，相关单位还启
动了“闪耀无限可能·幻游文学星海”青
少年科幻主题征文活动。

观众参观成都科幻馆 本报资料图片

2024少儿科幻大会举办地成都科幻馆

中篇科幻小说

《小灵通漫游未来

》封面

电影《流浪地球2》中的“太空电梯”

“少儿科幻阅读推广联盟”在 2024 少
儿科幻大会上宣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