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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科幻文学主题图书

“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
了儿童的日常生活，并构成他们生活本
身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也呈现出
与当代儿童最为亲近的心灵距离，这决
定了当代儿童文学展开幻想的策源地
不再是过去的田园牧歌、森林童话，
而是时刻与他们发生关联、带来改
变、产生共鸣的科学技术。”近日，在
2023 少儿科幻大会现场暨第三届少儿
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上，太原师范学
院 文 学 院 教 授 崔 昕 平 在 发 布 的

《2021—2022 少儿科幻文学年度报告》
中总结道，科幻文学与青少年生活的
关联性、引导青少年阅读科幻的重要
性。从依赖引进到鼓励原创、从协同
发展到自成一脉，少儿科幻文学正在
加速演进，成为科幻文学创作与少儿
阅读谱系中的重要一角。

精品书系编织科幻宇宙

在第三届少儿科幻星云奖颁奖现
场，“我们的元宇宙·少儿科幻精品书
系”（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全球华
语少儿科幻大奖书系”（北京少年儿童
出版社）等8套科幻精品书系亮相。这
些书系选编了近年诸多优秀少儿科幻文
学作品，以名家眼光为青少年编织浩渺
科幻宇宙。

“我们的元宇宙·少儿科幻精品书
系”首辑选编的《重返火星》《银河曙
光号》《巨虫危机》《蓝色极光》《时光
钟摆》《行星方程式》 6 册图书，用宇
宙探险、星际移民、平行时空等瑰丽想
象为青少年点亮星空。图书内容各不相
同，却都以科幻文学视角，通过种种生

态危机、环境危机的隐喻反映对现实的
观照。与此同时，书中塑造了许多勇于
探索、敢于冒险的人物形象。面对困境
与危难时的选择，增添了阅读时的代入
感，成为鼓舞青少年读者向上向善的精
神力量。

科幻文学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既
有充斥着未来感的科技想象，也有根植
于历史性的传奇色彩。“全球华语少儿
科幻大奖书系”涵盖《猛犸女王》《改
造天才》《三星堆迷雾》 等12部作品，
囊括了远古大陆、脑科学、三星堆揭秘
及秘境探险等特色主题。《三星堆迷
雾》的主人公出身于科研世家，作者选
择借助科幻元素帮助他完成一场文化溯
源的追寻，在追求想象力的飘逸时，也
不忘调查过程与行文逻辑的严谨。

精品书系的选编拥有叠加的影响
力，一部部优秀作品成为科幻银河的
基石，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引发回响。
少儿科幻星云奖组委会名誉主席、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泉根提出，
中国的科幻文学实现可持续发展，其

原因之一便是拥有广大青少年读者。
优秀少儿科幻文学的前瞻性不仅存在于
作品之中，也在于它以寓教于乐的科学
知识、无惧无畏的探索精神与天马行空
的无边想象，培养并启发着科幻文学下
一代的读者与作者。

多元类型描绘科幻图谱

《2021—2022 少儿科幻文学年度报
告》显示，少儿科幻文学的发展呈现出
创作队伍不断扩容、出版阵地不断拓
展、评论力量初步跟进、社会关注度不
断提升的态势。近年来，少儿科幻文学
的受重视程度与创作体量提升显著。
2019年，少儿科幻星云奖从全球华语
科幻星云奖独立出来，成为研讨少儿
科幻发展、展示少儿科幻成果的平
台。在星云圆桌会议上，多方达成共
识，少儿科幻童趣型、文学型、科学
型、科普型流派确立，推动少儿科幻
文学类型迈向多元化发展。2023 中国
科幻大会上即将发布的 《青少年科幻
教育指南》，为科幻教育实践提供教学
教研方法，引导青少年开展科幻阅
读、科幻创作。

在科幻中做科普，既是两种作品
类型天然的契合，也是对科普阅读需
求增加的回应。“太空少年肖小笑”系
列（人民邮电出版社） 讲述了肖小笑
和他的朋友们穿越时空隧道，奔赴太
阳系探索宇宙的故事。天文知识蕴含
于情节、场景与每一个星球之中，“行
星档案”“太空充电站”“星球离奇事件
簿”等科普栏目，将童趣表达与科学知
识巧妙融合。

王泉根提出，科幻与儿童之间最深
刻、最根本的联系是生命性的精神问
题。人类文明与非人类文明如何相处？
如何面对超脱掌控的科技成果？仰望星
空，繁星也在给予我们回应。《开心机
器人·启动新地球》（希望出版社） 是

“开心机器人”系列作品，讲述了3名
小学生与机器人“开心”前往未来的故
事，触及了人类和人工智能能否共存的
新境遇与新问题。《烈焰星球》（安徽科
学技术出版社）中的故事同样讲述了人
类与非人类文明相遇的意义。主人公在
逃往太空的过程中，抵达了一颗地质环
境极不稳定的烈焰星球，与烈焰星球
上的原住民图根人共同历险，踏上了
寻找失踪父母的旅程。面对未知科技
与多样生命的存在，书中传递出的陌
生与新奇，是科幻文学作品独特的动
人之处。

少儿科幻文学扎根科学知识，枝蔓
连通着更广阔的人文关怀，在生动可感
的故事中透露出文学性与哲学性的内
涵。《发光的尘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讲述了一段不平凡的未来故事，以
恢宏的想象与高远的立意摘取第三届少
儿科幻星云奖中长篇小说金奖。崔昕平
评价此书，“当两位少年主人公的命运
和整个文明的未来，重新汇入时间的万
古长河，我们也由此获得了全新的视
角：在茫茫寰宇之中，地球渺小如一颗
尘埃，然而，它承载着万千人的记忆、
情感、求索和追寻。”阅读少儿科幻作
品，既能够感受到个人面向无垠时的微
小，也能够意识到自己与遥远星球身处
同一个时空，微弱的力量也拥有带来改
变的无限可能。

童真童趣点缀浩瀚星云
□本报记者 韩萌萌 见习记者 商小舟

科幻是科技创新和文明进步的重要
引导力量，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同时，科技进步为科幻创作提供了
充分依据，经济发展为科幻创作提供了
庞大消费市场。

科幻文学早已走进大众视野，有着
大批忠实拥趸。近年来，科幻文学蓬勃
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受到影
视、科技、互联网等行业关注。我们对
科幻文学有了更多的期待，但是，充满
机遇的科幻文学也面临着挑战。

《流浪地球》《三体》等主打中国题
材、展现中国想象和中国文化的科幻作
品广受国内外认可，为科幻文学注入了
信心和活力。今年年初，电视剧 《三
体》的热播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科幻作品
在中国图书和影视市场的热度进一步提
升。正如《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刘慈欣
所言，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才是中国科幻存在和发展的土
壤。而科幻文学想要持续发展，需要不
断推出高质量的作品，需要培养专业人
才，提升产业整体水平。

塑造中国科幻文学独特风格

从屈原的 《天问》 到张衡的 《灵
宪》，叩问星辰是中国人传统的浪漫；
从神舟载人飞船到天宫空间站，造访星
辰是中国人当代的征途。《造访星辰：飞
往太空的中国故事》（译林出版社）集结
江波、宝树等一线作家，通过他们浪漫而
现实的想象，生动体现出中国人对于星
辰的向往。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近年来科幻文
学界涌现出一批年轻作者，他们不仅有
热情、有激情，还有强大的吸收能力，
对文学、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创建，
正是这些新人新作，形成了中国科幻文
学的独特风格，这种根植于悠久历史、
博大文化的气质，受到年轻人的认可和
喜爱。

《造访星辰：飞往太空的中国故
事》 缘起于“科幻作家走进中国空间
站”活动，科幻文化品牌“未来事务管
理局”邀请一批科幻作家走进中国科学
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实地参观
筑梦星空展厅，与我国首批航天员以及
航天领域的科学家围绕科学与科幻话题
展开交流。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

心为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原始的素材和
严谨的设定，作家们以中国空间站为起
点，从精密运行的航天仪器到异想天开
的太空火锅，畅想着未来中国空间站的
种种可能，11 篇小说的背后既有千百
年来中国人的浪漫想象，也有中国当代
航天人的不懈追求。

同时，这本记录着飞往太空点点滴
滴的“中国故事集”也带给科幻创作者
许多启示。让丰富的想象力与科技前沿
碰撞，让科幻照进现实，为科幻文学的
生长提供不竭的养分，也提醒着创作者
要对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科学前沿保
持敏感，能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作品永远不缺读者。

突破科幻既有类型程式

毋庸置疑，科幻文学作品在科幻产
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科
幻小说数量不断增长，一些创作新人在
中国科幻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等评
选中脱颖而出。

“青涩的高中生视角，老辣到不可
思议的谋篇布局，个人的命运、南京的
命运、全人类的命运悬于一线，以人定
胜天的勇气，与命定的结果赛跑，这是
中国式科幻的魅力时刻！”这是第十四
届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为年度长篇小
说金奖《我们生活在南京》（中信出版
集团）撰写的颁奖词。这个以南京为背
景的故事，以“时间”为线，以“电
台”为结，情节严谨缜密，文字细腻精
湛，诙谐幽默的行文中，作者巧妙地将
现代和未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融合
到同一个故事中。

第十四届华语科幻星云奖评委会主

席姚海军认为，《我们生活在南京》这
部小说弥合了网文科幻和传统科幻的鸿
沟，扩展了科幻的成长空间。科幻作品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存在一定的类型和
范式，但是优秀的作品往往是超越类型
的。当下一些科幻作品既写出了中国科
幻的独特风格，也突破了科幻的既有类
型程式，二者交相呼应呈现的效果，令
人印象深刻。

文学离不开想象力，科幻文学尤
是。《火星上的祝融：2022中国科幻小
说年选》（花城出版社） 作为“花城年
选”系列之一，首次编选科幻小说，精
选 2022 年度公开发表的优秀科幻小说
（中篇） 结集出版，展示并总结年度科
幻小说的创作成果，收录了 12 位作家
的“脑洞大开”之作，用幻想构筑未
来，那些壮丽的“海市蜃楼”，那些美
好的“天空之城”，映射着对宇宙、生
命、自然、时间、科学、人性等命题的
深刻思辨。纵观入选佳作，大体体现了
科幻小说的两大范畴：一类是构筑于未
来科技之上的人类社会生活与未知世界
关联的故事命运，以展现人类社会传统
的文学价值及伦理情感为主；另一类则
是深入幻想未来科技与人类世界及未知
外界所诞生的想象产物、思索成果，真
正体现人类基于科学的想象力。

勾勒中国科幻文学发展概貌

伴随着科幻文学的兴起，有关科幻
作品的系统梳理愈发必要。获得第十四
届华语科幻星云奖非虚构类金奖的
《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北京大学
出版社） 由6名专业研究者合作完成，
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 世纪中

国科学幻想小说史”的结题专著，详细
阐述了中国科幻小说在 20 世纪的发
源、演变、转型并最终走向成熟的发展
历程，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文类从无到
有、作家队伍从小到大、作品从稀缺到
难以穷尽，以及社会影响等各种变化，
比较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不同时期科幻小
说文本、作者与时代的关系，体现了近
20年来中国科幻研究界的集体成果。

如果逾百年的科幻小说史对于普通
读者来说，有些庞杂深奥的话，那么
《中国科幻口述史·第1卷》（成都时代
出版社） 通过 7 位科幻名家的集体回
顾，可以让我们轻松读懂中国科幻的发
展史。

在这本书中，科幻迷们能够了解到
1979 年的成都，濒临倒闭的 《科学文
艺》如何被做成后来发行量位居前列的
科幻期刊 《科幻世界》；1997 年的北
京，5名美国、俄罗斯宇航员受邀来中
国参加国际科幻大会之时，收到了什
么难忘的纪念品；《三体》最初竟是另
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些鲜为人
知的故事背后有着无数科幻迷的珍贵
记忆，也勾勒出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历
史全貌。

中国科幻文学的另一种可能
□本报记者 韩萌萌

纵观2021—2022年少儿科幻文学
的发展，呈现出创作队伍不断扩容，出
版阵地不断拓展，评论力量初步跟进，
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的发展态势。

从创作队伍看，少儿科幻文学的发
展，已经逐步显现出前期策划推动发
挥的巨大作用。作家层面，据不完全
统计，本年度参与少儿科幻创作的作
家数量已近百位。扩容作家队伍的来
源有四：其一，数年来坚持儿童科幻
文学创作的作家；其二，从儿童文学
领域投入少儿科幻创作的跨界儿童文
学作家；其三，从科幻文学领域投入
少儿科幻创作的跨界科幻文学作家；
其四，新世纪以来在多项促进活动中
脱颖而出的新人作家。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创作重心
始终在儿童科幻文学的作家包括杨鹏、
超侠、陆杨等；在多项评奖促进活动中
脱颖而出的作家包括马传思、王林柏、
姜永育等；在儿童文学领域跨界投入
少儿科幻创作的作家有伍剑、廖小
琴、彭绪洛、黄文军、秦萤亮、李珊
珊等；从科幻文学领域投入少儿科幻
创作的跨界科幻文学作家有王晋康、
吴岩、董仁威、赵海虹、程婧波、凌
晨、彭柳蓉、宝树、江波等。

上述作家在2021—2022年度基本
均有新作面世，显示了持续的创作力。
综观2021—2022年的少儿科幻创作，可
谓面貌丰富、趋向多元，既承继了少儿科
幻文学的某些创作传统，也凸显了新时
代以来的鲜明变化。

2021—2022 年出版的少儿科幻作
品，系列化形式的图书占了大半。其中
不乏已经树立了一定的口碑，受到儿童
读者喜爱的作品。如凌晨的“开心机器
人”系列，2021年推出《开心机器人·
启动新地球》（希望出版社），作品描绘
小学生徐炳琨、宋东、张小磊与机器人

“开心”再次前往未来的故事，行文活
泼，想象丰富，主题指向了拯救人类和
机器人文明，触及了人类和人工智能未
来可能面临的两种文明共存的新境遇与
新问题，提出了朝向未来的思考。江波
的“无边量子号”系列2021年推出第
三部 《迷途》，2022 年推出了第四部
《火星》，这是少儿科幻“硬科幻”书写
的标识性作品。江波的创作扎实，科幻
境界理性、深刻、壮阔。王林柏的《拯
救天才之墨子的奇木鸢》、《拯救天才之
天才原始人》（大连出版社）是“拯救
天才”系列中的新作，作品延续了作家
一贯严谨的创作态度，并有意识地将古
代文化与现代科技做了巧妙融合，文笔
生动，妙趣横生。彭绪洛的《野人寨》
系列（中信出版集团）延续了他一贯的

“少儿科幻探险”小说创作定位，专注
于深耕他所熟悉的探险文学领域，聚焦
神农架原始森林，以人类的意外闯入展
开故事，探索神秘的野人寨，追问野人
从哪里来、野人与人类的关系等问题。
小高鬼的“中华少年行”系列推出《中
华少年行·医者仁心》（希望出版社），
以传承历史文化的历史科幻为创作出发
点，选取中华文明史中的少年英才，以
科幻为桥梁，联通古代少年与当代少
年，共同经历困境、战胜困难，弘扬积
极进取的人生观。此外，超侠的“超侠
小特工”系列、陆杨的“中国科幻新纪
元之超能少年团”系列等，也屡有新品
面世。

——摘自《2021—2022少儿科幻
文学年度报告》（作者：崔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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