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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2015年，对中国科幻文学，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生活在山西阳泉的作家
刘慈欣，凭借《三体》荣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长篇故事奖。这不单是中国人
的骄傲，更是亚洲人首次获得这项世界**科幻文学奖。他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
带上了世界高度，引发了“三体”热潮。
2.刘慈欣，中国科幻小说领军人物，连续八次获得中国科幻**奖银河奖，两次获得全球
华语**科幻奖星云奖，其代表作《三体三部曲》销量达200万册。刘慈欣的粉丝遍布各地
各阶层，从普通的科幻读者到互联网界的大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刘慈欣作品《三
体》中创设的“黑暗森林法则”被互联网界奉为圣经，进行研究。
3.《我是刘慈欣》《为什么是刘慈欣？》两书资料翔实，既好看好读，又不失学术严谨
。其中刘慈欣先生授权提供了大量影像资料和文章，还原了作家的真实生活状态。
 

内容简介

为方便更多人理解刘慈欣笔下的科幻世界，我们将近年来关于刘慈欣的研究文字、对话
访谈、新闻报道，甚至是网友的议论，汇总编成《刘慈欣现象观察丛书》，分为《我是
刘慈欣》《为什么是刘慈欣》两种。《我是刘慈欣》一书，包括刘慈欣本人的创作谈、
媒体的访谈，以及他人眼中的刘慈欣印象，试图还原一个立体真实的刘慈欣。《为什么
是刘慈欣》一书，则着重解读《三体》大热之后的现象讨论，分析刘慈欣获得雨果奖的
缘由等，多为评论家的研究文字。为便于阅读，以文章发表时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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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三体》不仅仅是本科幻小说，本质上是哲学书，主要讲宇宙社会学，其中提到的黑暗
森林、降维攻击尤其深刻。其中的哲学道理对制定公司三到五年的战略非常有帮助。
――小米董事长  雷军



刘慈欣向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在他的规则下能够自圆其说的世界。他在此中表现出了大胆
、尖锐、沉着和缜密。
――科幻作家   韩松
其实三体这部小说真正的目的是探索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文明将如何延续，智慧在
宇宙中的位置。
――物理学家   李淼
“将*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起来”，是对刘慈欣最确切的评价⋯⋯除了想法，还有创
意，刘慈欣喜欢把一些奇思妙想肆意挥洒，在《三体》系列中就可窥一斑⋯⋯
――医生   陈柏龄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我眼中的当代中国科幻文学
刘慈欣
（一）
科幻文学从灵魂深处看有一种天真的东西，这一直是它的魅力所在。正是这种东西使科
幻文学在大众中得到认可。美国的《星球大战》和《星际旅行》催生了“星球迷”和“
星际迷”，就因为它这种天真的东西，这可能也和科幻的灵魂、内核有关。
科幻也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扩展。从目前来看，我们在太阳系里像一粒灰尘，太阳系本身
又是银河系的一粒灰尘，银河系又是上千万星体中的一粒灰尘。人类之外的空间相当大
，但是主流文学只集中在地球这粒灰尘上，主流文学的宇宙观其实是托勒密的宇宙观，
对我们之外的时间、空间并不关心。我觉得，作为一种文学这是很遗憾的，即便是奇幻
文学、魔幻文学等等涉及的空间仍然小得很，很少超出月球轨道之外。而科幻文学，它
涉及到的时间、空间都是非常广阔的，它把我们传统的主流文学看不到、不愿意看的那
些宇宙中的其他部分呈现了出来。同时，它把人性放到这些部分中去，让人性在这里面
表现出它的美、它的丑、它的本质，这是主流文学从来没有表现过的，这就是我们需要
读科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们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科幻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好像其他的幻想文学是没有限制
的，这种说法完全是对科幻文学的误解。科学不是镣铐，恰恰相反，科学是一个翅膀，
是一个想象力的翅膀，科学不是压抑想象，而是提升想象。其实仔细看，建立在古代神
话基础上的科幻和魔幻作品，它的想象题材相当有限，但是科学给科幻提供的想象资源
和故事资源是任何一个文学种类都无法比拟的。
（二）
这些年来，应该说中国科幻得到了蓬勃发展。我同意吴岩老师以前说的一句话，这可能
跟时代有关。中国发展到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都呈现加速的趋势，它深刻地改变
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的视野和文化氛围。说得更具体一些，现在的中国人再也不是面朝黄
土背朝天、眼睛只看到周围很现实的东西的一群人了。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思考
更终极的问题，思考全人类都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长远的现实，也可能就是一



个纯哲学的问题。
不管是《三体》，还是其他的科幻作品、科幻电影也好，在中国，它的市场开始出现热
潮有一个深层的因素。就像上世纪80年代那次科幻热潮一样，它的直接背景和推动力就
是当时郭沫若说的“科学的春天”，长期的科学低潮之后，人们开始关注科学技术。中
国现代化进程带给了人们新的精神状态，这就是科幻热的原因。
我眼中的当代中国科幻文学 刘慈欣 （一） 科幻文学从灵魂深处看有一种天真的东西，
这一直是它的魅力所在。正是这种东西使科幻文学在大众中得到认可。美国的《星球大
战》和《星际旅行》催生了“星球迷”和“星际迷”，就因为它这种天真的东西，这可
能也和科幻的灵魂、内核有关。 科幻也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扩展。从目前来看，我们在太
阳系里像一粒灰尘，太阳系本身又是银河系的一粒灰尘，银河系又是上千万星体中的一
粒灰尘。人类之外的空间相当大，但是主流文学只集中在地球这粒灰尘上，主流文学的
宇宙观其实是托勒密的宇宙观，对我们之外的时间、空间并不关心。我觉得，作为一种
文学这是很遗憾的，即便是奇幻文学、魔幻文学等等涉及的空间仍然小得很，很少超出
月球轨道之外。而科幻文学，它涉及到的时间、空间都是非常广阔的，它把我们传统的
主流文学看不到、不愿意看的那些宇宙中的其他部分呈现了出来。同时，它把人性放到
这些部分中去，让人性在这里面表现出它的美、它的丑、它的本质，这是主流文学从来
没有表现过的，这就是我们需要读科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们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科
幻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好像其他的幻想文学是没有限制的，这种说法完全是对科幻文
学的误解。科学不是镣铐，恰恰相反，科学是一个翅膀，是一个想象力的翅膀，科学不
是压抑想象，而是提升想象。其实仔细看，建立在古代神话基础上的科幻和魔幻作品，
它的想象题材相当有限，但是科学给科幻提供的想象资源和故事资源是任何一个文学种
类都无法比拟的。 （二） 这些年来，应该说中国科幻得到了蓬勃发展。我同意吴岩老师
以前说的一句话，这可能跟时代有关。中国发展到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都呈现加
速的趋势，它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的视野和文化氛围。说得更具体一些，现在
的中国人再也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眼睛只看到周围很现实的东西的一群人了。至少，
有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思考更终极的问题，思考全人类都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长
远的现实，也可能就是一个纯哲学的问题。 不管是《三体》，还是其他的科幻作品、科
幻电影也好，在中国，它的市场开始出现热潮有一个深层的因素。就像上世纪80年代那
次科幻热潮一样，它的直接背景和推动力就是当时郭沫若说的“科学的春天”，长期的
科学低潮之后，人们开始关注科学技术。中国现代化进程带给了人们新的精神状态，这
就是科幻热的原因。 另外一个因素是影视改编。虽然目前中国的科幻题材影视作品还很
少，但据我了解，已有很多人在幕后做准备。他们筹备的力度、参与人员的级别，包括
背后的公司实力都很强大。可以预见，在近年内，中国的科幻影视可能有一个突飞猛进
的发展，这样当然也可以带动科幻的创作。 但现在，科幻文学面临的一个本质困难是科
幻与科技的关系。科学在飞速发展，它不断地提供越来越多的故事题材和想象力题材。
但是作为科幻作者，如何把这种题材变成文学的表现，确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首
先，现在最前沿的一些理论，科幻作家很难懂得它，更不用说去表现它，把它变成读者
还能懂的东西。现在的科学与古典科学不一样，古典科学只要你下工夫，就能把它搞懂
。现在的科学用到的数学语言已经相当复杂了，一般人凭自己的努力很难搞懂。这个仅
靠科普是远远不够的。 （三） 科幻是文学，未来学是科学，这是很不一样的。未来学产
生是由于科幻作家，特别是威尔斯的一系列作品，证明人类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思考未来
，这样才产生了未来学这个领域。后来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未来学成形以后，主要用



科学的方法去做推论。科幻文学体现的实际上是科技的变化，比如网络的变化，科幻文
学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而未来学只推想一个方向，做预测。同时，科幻文学有好多想
法源于直觉。 科幻文学的思想方法是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很奇怪的思想方法，既不像
科学那么严谨，也不像文学那么随意。未来学一般用线性思维做推断。但科幻不是线性
的，它可能是曲线型的、跳跃的。科幻文学对于未来，从整体上来说，有一种排列属性
，什么叫排列属性？一般来说，未来学确定一种未来，推导一种未来。科幻文学是我们
可以看到的未来，是将可能的未来摆在我们面前，这是科幻文学的一种视角。 另外，人
们总在争论科幻文学是不是儿童文学，这个问题本质上就像争论科幻是文学为主，还是
科学为主一样，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科幻文学和儿童文学划为一类是个伪命题，因
为科幻文学可以有属于儿童文学的那部分，也可以有属于成人文学的那部分。而且，儿
童科幻也属于少儿文学很重要的一部分。儿童文学的市场很大，可以作为科幻一个很重
要的基础。遗憾的是，现在国内从事少儿科幻创作的人还是很少。 从思想上将科幻文学
与儿童文学区分开大概源于科幻文学不愿接受读者低龄化。其实，读者低龄化不是中国
科幻的缺陷，相反是它的优势。西方科幻文学读者都是中年或以上的读者群，这反而不
是一个很乐观的状况。 科幻引领我们远瞩天际 李金山 我想到了王小波的一篇文章，专
门谈科幻电影的，但具体名字想不起来了；回去翻了下《王小波全集》，题目是《中国
为什么没有科幻片》（1997年1月2日《戏剧电影报》）。当时的中国没有科幻片，科幻
小说在今天也属稀有物种。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先锋性，一点都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先
锋小说。文章的头一句说，“王童叫我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幻片。”前几
年在一次采风活动中，我专门采访过王童，据王童介绍，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他当时任
《戏剧电影报》编辑，王小波是报纸的专栏作者，他约王小波写命题作文，于是就有了
这篇文章。 《流浪地球》的出版时间是2008年。书的附录二有“获奖列表”，列表内容
显示：刘慈欣几乎把中国科幻银河奖承包了，1999―2006他每年都获此奖。另外，刘慈
欣的小说还获过赵树理文学奖，具体说是“赵树理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在中国科幻好
像是儿童的事情，顶多是大学的低年级学生。昨天和慈欣聊天，他说他的小说的读者，
主要是初中生、高中生，以及大学的低年级学生。这和外国的情况不一样，据说国外的
科幻业是个大产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看过老美的科幻片《苍蝇》，片中某科学家试图
将自己通过电缆传递出去，可是实验舱里混进了一只苍蝇，这样经过传递的科学家就混
合了苍蝇的基因，科学家于是逐渐地变成一只巨型的苍蝇。看过以后感觉很是恶心。但
可以感觉到编剧和导演的认真，一点都不迁就儿童观众，完全是给成人拍的片子。最近
的《阿凡达》也是这样。王小波的时代我们国家还没有科幻片，现在有了，而且很多，
但全都在儿童频道，这是很可怪的事情。我们的成人观众通常不看儿童频道，所以通常
也是不看科幻片的。但外国的科幻片除外，看《阿凡达》的几乎全是成人。 王小波的文
章中说：“所谓科幻，无非是把时间放在未来的一种题材罢了。”就这种题材的本质来
说就是，故事要在完全的未知当中展开。又说：“当然，要搞这种电影，一些科学知识
总是不可少的，⋯⋯要是没有科学知识，编出来也不像。”科幻电影如此，科幻小说也
如此。刘慈欣是电脑工程师，他有理科的教育背景，他的科幻小说，跟这个关系很大。 
上世纪50年代，C.P.斯诺（C.P.Snow）先生逐渐变成了“一名身份难以确定的公众人物
”，因为人们发现他似乎“有资格对无论什么问题发表他的见解”。他成了一个万能知
识分子，对任何问题都可以发表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一度供职于著
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斯诺，因为一桩意外事件弃理从文，改行写起了小说。有段时间
，这位物理学家兼小说家在科学圈与文学圈之间自如游走。这种事情理工科的学生容易



做到，在座的就有两位，一位当然是刘慈欣，另一个是作家手指，手指大学是念物理学
的。但还从没听说哪个文科出身的小说家，哪天突然写小说写腻了改行去研究物理学。
那些日子对斯诺先生影响深远。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两种
文化》的文章；三年后，在剑桥大学一场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使他彻底
声名大噪。 所谓“两种文化”，即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这个我们最能理解，因为我们
的高中有文理科之分，两种文化的分别大致来说，就是文科和理科的分别。斯诺在演讲
中说：“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
另一极是科学家⋯⋯从柏林顿馆到南肯辛顿或切尔西就像是横跨一个海洋。⋯⋯事实上
，这样的旅行比远涉重洋还要艰难，因为越过数千里的大西洋，人们会发现格林尼治村
的居民与切尔西人讲着相同的语言，而这两地的人又完全不能同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沟通
，好像那里的科学家只会讲藏语。”有人将斯诺的演讲概括为：科学家应该读过莎士比
亚，而文学家应该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讲什么。――这种说法虽然粗糙却也形象生动。
开这样一个研讨会，除了对刘慈欣表示敬意以外，对在座的非科幻小说家以及从事其他
文学门类创作的作家，还有这样的意义：我们文科出身的作家，不必都去写科幻小说，
但应该对科学有起码的常识，这样会避免很多低级错误。 王小波的文章中还说：“除了
要有点科学知识，搞科幻片还得有点想象力。对于创作人员来说，这可是个硬指标。这
类电影把时间放到了未来，脱离了现实的束缚，这就给编导以很大自由发挥的空间――
其实是很严重的考验。真到了这片自由的空间里，你又搞不出东西来，恐怕是有点难堪
。”科幻电影需要想象力，科幻小说同样需要想象力。未来的时间我们谁都没有经历过
，在完全的未知当中，可以天马行空任意驰骋，但这种完全的自由，是对想象力的严峻
考验。 《带上她的眼睛》中的“地航飞船”不是飞向外太空，而是潜入地球深处。当“
地航飞船”发射时，吐鲁番盆地中央出现如太阳般耀眼的火球，大地被烧成了岩浆，岩
浆沸腾着，激起雪亮的浪柱⋯⋯这种想象超凡脱俗，让人惊愕不已。《乡村教师》中的
开始是那么沉闷，读者这种东西让人绝望，直到出现这样的叙述：“在距地球五万光年
的远方⋯⋯”这句话有如神谕，将读者从绝望中解救。作者在附言中说：“不要被开头
所迷惑，它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东西。”作者用无趣和沉闷来迷惑读者，又用炫目的想象
将他们拯救。如此等等。 刘慈欣具有理科教育背景，他的想象力瑰丽无比，他的小说还
不仅如此，用严教授的话来说：“但刘慈欣绝不仅仅满足于对技术的描写，而是自始至
终都贯穿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思考。”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科幻小说很容易陷入对科
技的无限度描写，或着陶醉于幻想能力的炫耀。科幻小说应当有人文关怀，应当关心人
类的生存状况，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现实让我们紧贴地面，而科幻使我们远瞩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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