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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产业的盘子，大致是这样的——
1/2 到 2/3 由科幻游戏供给，科幻文旅为科
幻游戏的 1/2，科幻影视为科幻文旅的 1/2，
科幻阅读和其他周边的总和为科幻影视的
1/2。”近日，首届“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
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中国科幻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吴岩说，
全国科幻产业 2023 年迈上“千亿级”台阶，
实现营收 1132.9 亿元，其中 650 亿元来自科
幻游戏，而科幻阅读仅为 31 亿元。

科幻产业正面临这样的矛盾：科幻文
学作为科幻产业的源头和基础，在整个产
业中却是占比最少的，几乎只占产业总量
的零头。首届“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系
列活动中，与会专家和科幻作家热烈探讨：
怎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科幻文学繁荣发展，
进一步筑牢产业基础？

从传统文学中汲取创作营养

“我遇到一些想投身于科幻创作的新
人，他们很急切地想分享科幻的点子，却没
有好的情节框架写出来。”以《笛卡尔之妖》
连续斩获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中篇小说奖
和“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奖最佳中篇科幻作
品奖的分形橙子说，新作家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只看到“科幻”，忘了“文学”。

“ 科 幻 文 学 首 先 是 一 种 文 学 ，是 讲 故
事，一定要有情感点，要让读者产生共鸣。”
分形橙子说。

科幻文学要从传统文学中汲取创作营
养，这是与会专家和获奖作家的共识。

“一些科幻作家认为，我们有更绚丽的
科幻世界，为什么要关注现实世界？”科幻作
家、银河奖得主杨平说，一些作者对现实忽
视甚至不屑一顾，导致作品缺乏与读者的情
感关联，难以引起共鸣。学习传统文学对现

实的观照，是科幻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
中 山 大 学 中 文 系 创 意 写 作 教 研 室 主

任、广州市作协副主席王威廉是首届“天
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首席评委之一。他
说，科幻小说也属于小说的范畴，必须遵守
文学的规律，要有丰富的情节故事和人性
内涵，要有生动的场景描写，还要有正确的
价值观。

为科技创新提供灵感和方向

“我是研究计算机的，之前说基础学科
都是数学、物理等，现在计算机也已经变成
基础学科了，说明什么？说明科幻点亮科
技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谷雨说。

系列活动中，不少专家和作家都指出，
科幻作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灵感和方向。
科幻作家万象峰年说：“科幻对现实科技的
影响，我分成三类：一是科幻启发科学研究
的灵感，如地球同步通信网络的提出；二是
科幻前瞻地凝练科学研究的需求，如平板
电脑的发明；三是科幻推动概念的普及，如
太空电梯的设想。”

同 时 ，专 家 们 认 为 ，科 幻 作 品 要 从 最
新、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中获取创作灵感，丰
富作品的想象力。

万象峰年说，科技创新对科幻作品的
作用，一种是新的技术已经引起现实问题，
会推动科幻作品去反映现实的变化，去思
考一些伦理的东西；另一种就是科幻作品

依托新技术，像“魔法”般建起一座让我们
理解未来的桥梁。

“我们学校有一个团队，正在研究‘光意
系统’，希望通过控制脑电波来控制人的意
识，这就为科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想象空
间。”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谢梅说，成都电
子科技大学在航空航天、微电子、自动化、生
物技术等领域开展前沿研究，有很多前沿创
新和发明，为科幻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主题、灵感和素材。

“未来的新技术在哪里突破，哪里就会
成为科幻创作的热点。”谢梅建议，学校要
把创造发明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同时把
文学创作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推动科幻
文学繁荣发展。

在产业发展中增强创作动力

刘 慈 欣 的《三 体》是 科 幻 文 学 的 重 磅
IP，其改编一直备受关注。此次“天问”华
语科幻文学大赛上，《三体漫画：第一部》就
斩获了最佳科幻漫画作品奖。

翻阅《三体漫画：第一部》，全书采用彩
漫，符合当下国产漫画的主流选择。情节
上基于原著故事，有细节深挖和改编，孩童
翻阅也能够看懂。刘慈欣说：“《三体》第一
部出版至今已经十多年，拥有了大量的读
者。现在，它所描述的科幻世界在漫画中
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2015 年，《三体》摘得科幻文学雨果奖

最佳长篇小说奖。此后，“三体”这个超级
IP，通过文学、动画、漫画、广播剧、舞台剧、
线下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全面开花，成为全
球热议的现象级传播对象。

在首届“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上，
爆火出圈的《王者荣耀·琥珀纪元》《流浪地
球 2》等科幻游戏、科幻影视等的文学剧本，
均斩获重要奖项。

“文学是一种母本。‘天问’华语科幻文
学大赛首先要推出一些很重要的文学作
品，有了这些重量级的作品之后，科幻动
漫、影视产业以及其他多媒体的改编和生
长都有了基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副主席邱华栋说。

近年来，科幻产业迅猛发展。2023 年，
科幻产业营收突破千亿元，远超业内预期。
当年，仅成都科幻产业总营收就达 235.21亿
元，科幻与文学、科幻与影视、科幻与游戏、
科幻与文旅等领域的融合发展成绩斐然。

科幻产业的蓬勃发展，使科幻文学逐渐
从小众走向大众，带动形成了良好的创作生
态，促进了科幻文学的繁荣发展。《时空画
师》《北京折叠》《笛卡尔之妖》等一大批科幻
作品陆续出圈，引起了全球读者的瞩目和认
可，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与会专家指出，随着科幻氛围日渐浓
厚，我国科幻创作队伍和读者队伍都在迅
猛增长，科幻作家的创作热情高涨，中国必
将成为科幻文学创作的热土。 （周洪双）

书单

在 历 史 的 长 河 中 ，总 有 些
时 刻 如 同 夜 空 中 最 亮 的 星 ，照
亮 了 前 行 的 道 路 。 莫 言 的《锦
衣》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清
朝 末 年 为 背 景 ，用 魔 幻 现 实 主
义 的 笔 法 ，描 绘 了 一 幅 壮 丽 的
历史画卷。

故事开篇，莫言便以季星官
和秦兴邦的革命行动为引子，将
读者迅速带入那个风雨飘摇的
时 代 。 他 们 潜 回 家 乡 ，刺 杀 官
吏，攻打城市，清政府对此深感
忧虑，双方对峙紧张激烈。这一
连串动词简洁有力，展现出一幅
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画面，为全
书奠定了紧张的氛围。

然而，《锦衣》的魅力远不止
于此。莫言巧妙地穿插了春莲
与“公鸡变人”的志异故事，为这
部 历 史 剧 增 添 了 神 秘 的 色 彩 。
春 莲 被 父 亲 贱 卖 ，与 公 鸡 拜 天
地，独守空房，她的命运似乎已
被 注 定 。 然 而 ，莫 言 笔 下 的 公
鸡，却非寻常之物，“实则是天上
的 昴 日 星 官 ，贬 谪 人 间 十 三
年”。当公鸡化身为美男子与春
莲相会时，这段传奇故事不仅改
变了春莲对于情感和自我的认
识，也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奇
迹和爱的力量。

莫言的文字如同锋利的刻
刀，将人物形象一一雕琢。季星
官英勇无畏、机智过人，春莲坚
韧、勇敢、善良。莫言没有过多
修饰，只是通过他们的行动和对
话，让读者自己去感受那份力量
和美好。

《锦衣》的叙事手法十分巧
妙。莫言将历史与传说巧妙融
合，使得整部作品既具有历史的
厚重感，又不失想象的瑰丽。他
以“锦衣”这一传统符号为线索，
串联起历史与传奇，让读者在阅
读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奇幻多彩
的世界。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丰
富了作品的内涵，也让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想象空

间和深刻的情感共鸣。
在《锦衣》中，莫言对民间智

慧 的 挖 掘 同 样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他将民间的智慧嫁接到了革命
叙事中，如春莲与公鸡的传奇故
事，便是莫言将民间传说融入革
命叙事的典范，既富有想象力，
又 深 刻 反 映 了 民 间 文 化 的 力
量。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作品更
加接地气，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浓
厚的民间文化气息。

在《锦衣》的创作中，莫言需
要解决的是，如何将革命的壮阔
与民间文化的悠长、历史的深沉
与传奇的瑰丽相融合。他巧妙
地 从 三 个 维 度 入 手 结 局 问 题 。
一是历史背景，以清朝末年为画
布，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那个时
代的风云变幻；二是生活细节，
他善于捕捉那些看似微不足道
却充满生命力的瞬间，让作品充
满人间烟火气；三是人物形象，
无论是英勇的革命者还是普通
的民间百姓，都被他赋予了鲜活
的灵魂和深刻的内涵。这三个
层次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这件
历史的魔幻“锦衣”，让读者在阅
读中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复杂
性和多面性。

《锦衣》是莫言文学创作中
的一部佳作，更是他展现深厚文
学功底和独特创作才华的重要作
品。作品中有两个极具象征意义
的意象，一是“锦衣”，一是“公鸡
变人”。“锦衣”象征着身份、地位
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公
鸡变人”则寓意着生命的奇迹与
爱的力量——人总应在困境中
寻找希望，相信生命的无限可能，
勇敢追寻真爱与自由。

在《锦衣》中，莫言不仅追求
叙事的生动与情节的紧凑，更力
图通过作品传达深刻的思想性，
他对人生价值与社会生态的深
刻思考，对当下我们构建和谐社
会、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与文明素
养，无疑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在繁华的世界中，我们常常忙碌
于追逐高处的荣耀与成就，却很少停
下脚步，去关怀那些生活在低处的人
们，胡安焉的《生活在低处》则让我们
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胡安 焉 ，一 个 普 通 而 又 不 平 凡
的 人 。 他 曾 做 过 快 递 员 、仓 库 管 理
员 等 工 作 ，亲 身 经 历 了 生 活 的 艰 辛
与 无 奈 。 然 而 ，正 是 这 些 丰 富 的 人
生 经 历 ，赋 予 了 他 独 特 的 视 角 和 深
刻 的 感 悟 。 他 用 平 实 的 文 字 ，记 录
下 自 己 在 底 层 生 活 中 的 点 点 滴 滴 ，
让 我 们 感 受 到 了 生 活 的 真 实 与 残
酷。

《生活在低处》这本书没有华丽
的辞藻，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
的只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描绘。书中，
胡安焉以亲身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他
在不同工作中的所见所闻。他让我
们看到了快递员们在烈日下和风雨
中的辛勤奔波，看到了仓库管理员们
在狭小空间里的默默坚守，这些看似
平凡的工作，却承载着无数人的生活
希望。

在书中，胡安焉不仅描写了工作
的 辛 苦 ，还 深 入 地 探 讨 了 人 性 的 复
杂。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善良
的同事，也有苛刻的老板；有理解他
的顾客，也有刁难他的陌生人。通过

对这些人物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人
性的善恶美丑，也让我们对人生有了
更深的思考。

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胡安焉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尽
管他生活在低处，面临着种种困难和
挫折，但他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在黑
暗中寻找着光明。他的故事让我明
白，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不能
失去希望和勇气。只要我们心中有
光，就一定能走出困境，迎来美好的
未来。

同时，这本书也让我对生活在低
处 的 人 们 有 了 更 多 的 理 解 和 尊 重 。
我们常常抱怨生活的不如意，却不知
道还有很多人在为了生存而苦苦挣
扎，他们没有优越的条件，没有高学
历，没有背景，但他们依然在努力地
生活着，他们的坚韧和勇敢，值得我
们每一个人学习。

《生活在低处》是一本充满力量
的书。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
面貌，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
美好。它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
意义。无论我们身处何处，都应该珍
惜当下，努力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创
造美好的未来。

《老屋创生》
作者：陈国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老屋的改造和再利用一直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也

是全国各地共同的文化与都市现象，而这个现象背后更代
表着，人们对以“闲置空间再利用”为目标的老屋空间活化
的热情日益高涨。这本书精选了 25 个老屋改造及运营的
案例，其建筑形式多种多样，如传统的三合院、老街屋、厂
房、谷仓等，为那些对老屋改造和运营感兴趣的读者提供
了颇具启发性的参考。

《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
作者：[英]乔纳森·贝特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此书是英国诗人济慈和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双
人传记。济慈，是浪漫主义诗人的典范；菲茨杰拉德，则是
浪漫主义小说家的典范。两个人的人生充满巧合：过早离
世，嗜酒如命，饱受肺病折磨，初恋情人的身影挥之不去；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通过写作引领文学前往
解放、感性的新时代。而写作、阅读一直是支撑他们对抗
孤独与绝望的良药。

《后资本主义生活》
作者：[美]乔治·吉尔德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为美国知名的未来学家和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
以其深刻的经济理论和前瞻性思考而闻名于世。此书以
信息论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对未来的
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预测和设想。作者强调财富的本
质在于知识的积累，经济的增长源自学习和创新的过程。
吉尔德提出核心观点：“财富就是知识，增长就是学习，货
币就是时间，信息就是意外。”

（综合）

女作家颜巧霞的新书《家的食单》让
我读出了万般真滋味，她列出的一份长
长的食单，在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受到了
温馨时光和浓浓烟火气。

全书分为“菜蔬香”“米面亲”“鱼水
佳”“味里情”4 个单元，共 64 篇文章，篇幅
都不长，每一篇都架构清晰、一气呵成，
用一个普通甚至贫困家庭的一日三餐，
贯 穿 起 了 一 段 特 别 不 容 易 的 生 活 与 岁
月，看似平常的娓娓道来，其中蕴藏着作
者善于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思考生活的
能力。

书中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的
语言平实中有着俏皮，增加了文章的许
多趣味和活力。“米饭锅里听到咕嘟咕嘟
响，像谁在吵架似的，那是米饭初熟。”

“丝瓜和黄瓜的那副得意就像母鸡生了
蛋咯咯咯地叫，生怕人不知道。”“面条齐
刷刷地挂在绳子上，像浩大染坊里晾着
的一匹匹光洁的白缎子，又像山洞里从
高处落下的白花花的瀑布。”“汤鲜，鲜得
眉毛都要掉下来。”……书中这样的句子
还有很多，描写既精准又形象生动，让人
忍俊不禁，有很强的感染力。

作者对文字的节奏有着很好的把控
力，每一篇文章都做到了行云流水，点点
滴滴都是对生活的用心记录，不是散乱、
寡淡的流水账，而是倾力烹饪出来的一
道道“美味”，在叙述中不经意地流露出

想要表达的人生态度。“这是乡人朴素的
储物观和生活观，他们是在未雨绸缪，有
的时候想着无。”“丝瓜的一生，常常让我
想到农村里那些最朴素的父母亲，把一
生都献给了儿女，不到最后一刻，决不罢
手。”“优秀的人总是独特的，总是保留着
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味道，只等你来适应、
欣赏她”……把这些非常有韵味的句子
放在整篇文章的语境和情境中，发现它
们不是有意为之的雕琢，而是水到渠成
的呈现，让读者在用眼睛享受品味食物
时，又被带入到思考人生的境地。

母亲是家中“大厨”，是灶台“总管”，
是家庭食单的撰写者和制造者，母亲和餐
食之间建立了无可替代的亲密关系，全书
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有母亲的身影。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为家庭付出了很
多，她凭借自己的智慧打理和经营一家人
的生活，她有自己的“小菜园”，一年四季
种瓜栽菜，还能够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粗
菜细作，练就一手好手艺，给无数黯淡无
光的日子增加宝贵的亮色，也给作者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作者虽然在写食物
和吃喝，无形中也塑造了一个心灵手巧、
任劳任怨、笃定前行的母亲形象。

作为一名女作家，颜巧霞有着细腻
的情感和善于观察生活的眼睛，在她的
笔下，平淡的一日三餐也蕴含着无限温
情和浓浓烟火气。

《窗 边 的 小 豆 豆》是 日 本 作 家 黑 柳
彻子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她通过细腻
的笔触，将自己小学时期在巴学园的经
历通过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让读者在
字 里 行 间 感 受 到 教 育 的 真 谛 与 童 年 的
美好。

《窗边的小豆豆》主要讲述了小豆豆
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来到巴学园的

一段特殊经历。小豆豆是一个充满好奇
心、活泼好动的小女孩，她的行为常常显
得与常规学校格格不入，最终不得不离
开。然而，在妈妈的带领下，她来到了由
小林宗作校长创办的巴学园，这里的一
切都与众不同，让小豆豆仿佛进入了一
个全新的世界。

巴 学 园 的 校 门 是 由 两 株 矮 树 组 成
的，树上还长着绿油油的叶子，小豆豆称
之为“从地上长出来的校门”。教室则是
由六辆废弃的电车车厢改造而成，充满
了童趣和创意。校长是一位极具耐心和
智慧的教育者，他第一次见到小豆豆时，
便 微 笑 着 听 她 不 停 地 说 了 四 个 小 时 的
话，没有一丝不耐烦或厌倦。这种平等
和尊重的态度，让小豆豆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温暖和接纳。

在巴学园，午餐被称为“海的味道”
和“山的味道”。校长希望孩子们能够不
偏食，通过有趣的命名方式，引导孩子们
养成均衡饮食的好习惯。此外，巴学园
的 教 育 方 式 也 独 具 匠 心 。 每 天 第 一 节
课，老师会把当天要上的课和每一节课
的学习重点写在黑板上，孩子们可以从

自己喜欢的课程开始，这种教学方式充
分尊重了孩子们的兴趣和个性。

小豆豆在巴学园度过了一段快乐而
充 实 的 时 光 。 她 在 这 里 结 识 了 许 多 朋
友，包括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泰明和身材
矮小的高桥。校长通过不穿泳衣游泳和
专门设计运动会项目等方式，让这些身
体有缺陷的孩子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
也让他们有机会凭借自己的本事取得成
功，赢得了自尊和同学们的尊重。

小豆豆在巴学园不仅学到了知识，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
面 对 困 难 和 挫 折 。 校 长 常 常 对 小 豆 豆
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呀！”这句话如同
一束光，照亮了小豆豆的心灵，让她逐渐
从一个“怪怪”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
能接受的孩子。这段经历不仅奠定了小
豆豆一生的基础，也让她在成年后依然
时常想起巴学园和校长对她的影响。

《窗边的小豆豆》不仅是一部儿童文
学作品，还是一部关于教育的深刻反思。
小林宗作校长的教育理念，强调尊重每个
孩子的个性和兴趣，注重培养他们的内驱
力和创造力。他认为，每个孩子都具有优

良的品质，但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环
境和成年人的影响而受损。因此，教育者
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品质，并让它们得
以发扬光大，把孩子们培养成有个性的
人。在巴学园中，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必拘泥于传统的教
学规则和纪律。这种宽松和包容的教育
环境，让孩子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也让他们学会了如何与他人
和谐相处。

《窗边的小豆豆》更是一部充满温情
和智慧的儿童文学作品，它不仅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还让我们
深刻反思了教育的真谛。在今天这个快
节奏的社会中，我们或许需要放慢脚步，
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能
够 在 更 加 宽 松 和 包 容 的 环 境 中 自 由 成
长。正如小林宗作校长所说：“无论哪个
孩子，当他出世的时候，都具有优良的品
质。我们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品质，
并让它们得以发扬光大。”让我们共同努
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教育
环境，让他们能够在这里绽放出属于自
己的光彩。

穿越历史迷雾的绮丽之旅
——简评莫言剧作《锦衣》

诸纪红

科幻文学：让想象力腾飞

一段童年的治愈之旅
——读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

李孔明

低处生活见冷暖 平凡故事悟人生
——读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吴昆

一份长食单 万般真滋味
——读颜巧霞散文集《家的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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