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7 月 6 日晚，国际科幻文学

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入围名单

揭晓。一批来自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家、

编辑和作品入围了本届雨果奖的 5 种

奖项，其中“最佳短篇”入围名单中就有

4 位中国作家。全球科幻迷为之激动

难眠，目光纷纷投向中国西南城市四川

成都。今年 10 月，成都将举办第八十

一届世界科幻大会，届时将公布最终获

奖名单。这不仅是雨果奖首次在中国

评选和颁奖，雨果奖与成都的十月之

约，也标志着中国当代科幻作家们的创

作才华和杰出成就已经跨越语言、文化

与地理空间的界限，得到海外读者和业

内权威的认可与赞赏。

星云璀璨

21 世 纪 的 第 二 个 十

年 ，是 中 国 当 代 科 幻 小

说 扬 帆 出 海 的 崛 起 年

代 。 被 冠 以“ 新 浪 潮 ”

之 名 的 新 一 代 中 国 科

幻作家此时的创作已具

有成熟的个人风格与鲜

明的时代精神，既能与世

界科幻文学传统形成呼应，

又 具 备 迥 异 于 西 方 科 幻 作 品

的崭新气象。在此基础上，中国

与国际科幻界的译介与交流是“新浪

潮”得以跨出国门、涌向世界的关键因

素。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于 2011 年将

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的短篇小说《丽江

的鱼儿们》翻译成英语在网上发表，于

2014 年将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第

一部翻译成英语出版，就此引发全球范

围的中国科幻小说翻译、阅读热潮。作

为亚文化群体的全球科幻迷是这股热

潮的首批推动者和参与者，各语种的科

幻网站、论坛和专业书店成为重要传播

渠道，极大促进了中国科幻小说在全球

范围内的阅读与传播。

中国科幻小说的国际传播热潮以国

际局势变迁为大背景。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并率先走

出金融危机的中国，举世瞩目。世界各

国民众对中国的关注与好奇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出版社的决策。

于是，出版社的商业布局、

译者的勤奋投入、读者的

热情追捧与作品本身

的 卓 越 品 质 环 环 相

扣，相得益彰，共同造

就了中国科幻小说

的全球传播浪潮。

这 一 壮 丽 景 象

在两个层次上呈现出

由 点 及 面 、逐 次 扩 张

的涟漪效应。首先，《三

体》第 一 部 的 英 译 本 于

2015 年获得雨果奖，无疑是中

国科幻小说走向世界的高光时刻。

英语世界对中国科幻小说的热烈反响

很快向其他语言区域传递，来自更为多

元文化背景的读者也将中国科幻小说

纳入阅读视野。与此同时，世界各国读

者对中国科幻小说的译介和关注，也从

刘慈欣扩展到其他同代作家和更年轻

的新生代作家。中国科幻小说不再是

依靠单一作家的杰出著作“千里走单

骑”式闯荡天涯，而是以星云璀璨的群

体面貌，在新世纪世界文学版图上开拓

出意蕴深远的多彩疆域。

交流合作

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海外传播较

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中，德国具有代表

性。创办于 1934 年的德国老牌综合文

艺出版社海纳出版社是德语区最重要

的 中 国 科 幻 小 说 传 播 媒 体 。 2016 年

底，该出版社推出《三体》第一部的德译

本并大获成功后，就开始挖掘和推出其

他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先后出版了陈

楸帆的《荒潮》、宝树的《三体 X·观想之

宙》等各具特色的长篇小说德译本。

2020 年，海纳出版社又将刘宇昆

在 2019 年编辑出版的英译中国科幻短

篇小说选集《碎星星》引入德国。这部

小说集收录了 14 位中国科幻作家的作

品，其中既有刘慈欣、韩松这样的科幻

文坛宿将，也有陈楸帆、夏笳、王侃瑜这

样的 80 后、90 后新秀。这本书向德语

读者展示了一幅跨越代际的中国科幻

小说全景缩微图。虽然选集目录出自

刘宇昆所编英译本，但海纳出版社邀请

了众多优秀译者，将中文原作直接译为

德语，减少了英德语言转译可能产生的

误译风险。同年，海纳出版社又请华人

作家王竞与《人民文学》总编辑施战军

联合主编出版了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

中国科幻短篇小说集《量子之梦》，其中

收录的 15 部作品也来自不同代际的中

国科幻作家。中外合作编选、出版中国

科幻小说译文集还是第一次，这代表了

一种新的国际传播模式：既突破了由外

方主导译介的单一路径，又提升了中方

在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的参与度与主

体性，在编辑工作方面实现了中外文学

交流互动与平等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科幻小说

在德国的译介并没有被商业出版社垄

断。创刊于 2017 年的《胶囊》杂志就代

表了另一类中国科幻小说的国际传播

载体。这份杂志体现出更为密切的中

外合作模式，主编团队由德国的卢卡

斯·杜布罗、麦子丰（本名为菲里克斯·
迈尔·祖·丰纳）和中国学者沈冲组成。

他们共同确定选题、共同翻译，创办并

出版这一中德双语科幻杂志，完全独立

于商业化的译作营销机制，着力展现中

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多元生态与蓬勃生

机，先后向德语世界推出迟卉、夏笳、江

波、宝树和刘洋的短篇作品，同时以论

坛方式促成中德青年科幻作家之间的

多次对话。这类传播机构虽然在译作

销量上无法与财力雄厚的大出版社相

匹敌，却因小巧灵活而更具活力，打破

了因商业考量造成的某些不利因素，拓

宽了中国科幻小说在德国的接受视域，

令更多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的声音跨

越山海，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引发共鸣

与回响。

共情共鸣

时至今日，不同类型传播机构的长

期耕耘、中外携手合作模式的持续推

进，让中国科幻小说以丰富多样、鲜活

灵动的姿态出现在全球读者面前。进

入更多语言和文化环境的中国科幻小

说，为世界科幻文化注入不拘一格的新

意与活跃充沛的能量。如果说刘慈欣

以气势恢宏的《三体》系列提供了新版

本的宇宙史诗，持续震撼着全球科幻

迷，那么，他的同代人韩松则通过《潜

艇》《佛性》这样的短篇作品，展示了海

外读者前所未见的荒诞离奇又颇有哲

理的幻想世界，而新一代科幻作家陈楸

帆则在《荒潮》中糅合了赛博朋克的后

人类奇景和中国南方岛屿的社会形貌，

令读者耳目一新。来自中国的科幻佳

作在跨文化传播的场域中彰显出别样

魅力，一次次刷新原本由西方主导的科

幻文学世界的既有样貌。而风格各异、

气象万千的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整体景

观，亦通过日趋全面的译介与推广，不

断刷新全球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

当代中国的认知。

这些充盈着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作

品，让海外读者感受一个充满活力与多

样性、对宇宙怀有强烈好奇并对未来怀

有书写欲望的中国。例如夏笳的《百鬼

夜行街》交织了中国的鬼怪传说与机器

入侵的科幻主题，文笔绮丽，妙趣横生，

引人深思。迟卉的《虫巢》设计了一个看

似原始简陋，实则充满集体生命智慧的

外星文明，对骄傲自大、试图征服宇宙的

人类报以嘲讽，格调高远，荡气回肠。江

波的《绝对诊断》则通过完美机器人医生

的一次有意误诊，预演了工具理性和技

术文明的极度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为

当前热议的人工智能话题提供了足以警

世的未来图景。

这些新生代科幻作者一方面有着

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承

接了世界科幻传统中关注人类共同命

运的恒久情怀，能够充分调动海外读者

的理解与共情；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

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立场和本土

视角，不论是对全球资本与殖民体系的

映射，还是对中国传统元素的挪用，都

让他们的作品透出特殊的光泽与质感，

为世界科幻文学增添引人注目的亮色。

更为重要的是，年轻一代科幻作家

的成长与中国在 21 世纪的发展同步。

他们对技术文明及其困境的感知，对世

界与本土之间复杂关系的体验，折射出

中国作为新兴技术大国和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当他们

将人工智能、生态危机、气候变迁和后

人类想象这样的世界议题置于写作中

心时，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书写了自己

当下的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其世界经

验与本土经验之间也就具有了这个时

代特有的连续性与贯通性。而中国当

前在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社会转型、全

球变局中的发展态势也持续启迪着新

的科幻想象，提供着新的创作灵感，呼

唤着新的中国智慧。这是已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并勇于担当的今日中国所体

现的世界性，也是中国新一代科幻文学

创作的背景与底色，更成为中国新一代

科幻作品继续赢得世界声誉的决定性

因素。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走过的国际传

播路径，是以科幻文学为媒介，让中国

和世界在对未来的想象中一次次连通

并互动的动人历程。我们相信，这条路

将向着无穷远处延展，将迎来更多星光

闪耀的灿烂时刻。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

院教授）

2023 年，法国凡尔赛宫迎来 400 周

年庆典，随之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纪念活动，并计划于 9 月重新开放历史

画廊。画廊展厅将运用 3D、虚拟现实

（VR）等技术再现凡尔赛宫业已消失的

遗迹，并展出大量数字影像和当代艺术

活动的影像记录。

数字化让文物在虚拟世界里实现

永恒。近年来，全球众多博物馆积极探

索并实践数字化，寻求古老文明和当代

生活的交汇点，推动文化遗产事业可持

续发展。数字化助力实现古今对吟，在

与艺术无限接近的同时，也给文化遗产

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

延长文化遗产的
“生命周期”

历史遗迹常因自然或人为因素损

坏或损毁，数字化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帮助很大，能够延长其“生命周期”。

借助 3D 数据，研究人员可以毫发无损

地研究、分析文化遗址和文物，继而制

定干预保护措施；依托虚拟模型，我们

可以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遗址，令更多

受众“看”到昔日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积极

借助更多领域的数字化研究力量。例

如，中国在考古领域广泛应用红外线热

成像和激光扫描等技术，以非破坏性的

方式获取考古遗址和文物信息。在秦

始皇兵马俑考古遗址的研究中，红外线

热成像技术被应用于探测土墓壁、人物

像和陶俑的内部结构。通过测量红外

线辐射的分布情况和温度差异，可以识

别出隐藏在土墓壁内部的结构和空洞，

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其构造和保存状态。

在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中，法国

各地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成立了 8
个专题工作组，分别是木材、金属、石

头、玻璃、结构和土木工程、声学、数字

生态系统和遗产情感人类学，数字化技

术在其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通过扫

描和建模技术，研究人员更准确地了解

到巴黎圣母院的内部结构和建筑细节，

为修复受损的屋顶和尖顶、加固建筑结

构提供了有力支持。

预防性考古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

修复的核心内容。 2020 年，修复工作

人员运用三维成像地质雷达技术对巴

黎圣母院的地下部分做了一次扫描，探

测大教堂中可能预先存在的砌体（即非

建筑主体的石块砂浆墙体），以及可能

与墓穴相连的中空部位，并对 19 世纪

和 20 世纪的供暖系统进行了测绘。这

样的预防性诊断使研究人员提前确定

了隐藏墓穴的具体位置，令 2022 年的

正式挖掘工作更加精确，对 14 世纪人

形铅棺的出土起到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可以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比如少

数民族的濒危语言、手工艺术和戏曲表

演等，均可使用数字信息技术采集处

理，建立文字音频影像数据库。又如，

运用动作捕捉技术可以采集非遗传承

人的动作细节，并对运动数据进行分析

编辑，对非遗项目的传承大有裨益。海

南岛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以土为釜，瓠

匏为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 ，堪 称 中 国 原 始 制 陶 技 术 的“ 活 化

石”。传承人羊拜亮年事已高，媒体用

影像记录下她制陶的全过程，并将所有

文字记录转为普通话和多国语言，更好

地保存和传承这门绝活。再如，法国阿

基坦地区对奥克语进行多维度信息采

集，不仅充实了数据档案，还反哺了当

代艺术，舞蹈家、音乐家从奥克语民谣

和舞蹈的影音资料中汲取灵感，创作出

多种类型的现代音乐。

数字化技术还有助于解决遗迹保

护和开办展览难以两全的问题。以著

名的史前艺术——法国拉斯科洞穴壁

画为例：拉斯科洞穴于 1948 年对游客

开放，此后 10 余年间，洞穴内部环境便

发生改变，产生了真菌和霉斑，壁画受

到严重侵蚀。为了保护这一文化遗产，

法国政府于 1963 年关闭原始洞穴，并

陆续建造了 3 个可供观众参观的洞穴

复制品。在最新建立的拉斯科 4 号（国

际洞穴艺术中心）中，技术人员运用 3D
激光扫描技术，对岩石纹理的复现精确

到毫米。复制品内部经过声学、温度及

湿度的精心设计，与真正的洞穴一致，

壁画所使用的颜料也尽可能还原 2 万

年前的矿物颜料。展厅里的交互数字

屏幕和沉浸影院分别播放着关于史前

洞穴艺术和世界洞穴壁画的纪录片，兼

具教育和传播作用。

文化遗产与时代
同频

近年来，各国博物馆积极探索与观

众沟通的新方式，力图打造更具互动性

和沉浸感的参观体验，令不能亲至的观

众远程实现云上浏览。

1979 年，凡尔赛宫及其园林被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列 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这座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庄

重宏伟，造型对称，其设计灵感来自古

希腊艺术，以平衡、适度和真实为标志，

追求理性美。从阅兵广场前的大理石

庭院进入，上至二楼便是宫殿的核心区

域，从起居、娱乐到会见、议政，再到典

礼、宴会，各类大厅一应俱全。雕塑、油

画、挂毯等珍贵艺术品随处可见，造型

精美、工艺精湛的器具亦令人目不暇

接。为了让更多观众“走进”凡尔赛宫，

专业人员在凡尔赛宫的 24 个大厅拍摄

了 13.2 万余张照片，将历史记忆浓缩于

“虚拟凡尔赛宫之旅”特展。从 17 世纪

路易十三的狩猎小屋到如今的法国艺

术瑰宝，三维重建图让游客在几分钟内

就能了解宫殿概貌。

继 2018年在新加坡、2021年在上海

巡展后，“虚拟凡尔赛宫之旅”特展今年 4
月在香港开展，7月前往澳门。展览精心

打造多层次的感官体验：游客在路易十

四“声音”的引领下穿过城堡的虚拟大

门；展厅里弥漫着橙花香气，那是调香师

根据路易十四最喜欢的花制作而成的香

水。360度全景数字投影技术，可使参观

者“漫步”于镜厅、皇家歌剧院、战争厅、

墨丘利厅和维纳斯厅，还可使用联网自

行车“游览”凡尔赛宫花园，或通过 VR 技

术欣赏数百件高清艺术品，其中便包括

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首

饰盒及其中的精致珠宝。

展览将艺术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用

独特的手段展示出这座宫殿的魅力。

对于未曾去过凡尔赛宫的人来说，虚拟

的沉浸感滋养了人们的艺术渴望，离走

入这座著名殿堂又近了一步。

近年来，数字化已成为全球博物馆

发展的新潮流。在苏州博物馆，参观者

能够看到 LED 屏中虚实相生的动态二

十四节气，感悟其中的生活美学；在苏

州湾数字艺术馆，参观者沉浸式走入

《千里江山图》中的自在山水境。今年

6 月，三星堆博物馆与腾讯集团合作，

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智慧博物馆，搭建国

内首个文博数据中台，实现科技与文博

的深层次交融，推动三星堆文化的保

护、传承与焕活。放眼全球，数字技术

的应用比比皆是。在英国伦敦，增强现

实技术（AR）将绘画艺术带到街头：英

国国家美术馆联合英国国家肖像馆与

皇家艺术学院创建了 AR 画廊，通过手

机应用程序沿途扫描二维码，即可欣赏

各类绘画作品，如比利时画家安东尼·
凡·戴克的《查理一世骑马肖像》与荷兰

画家梵高的《向日葵》等。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知今。数字技

术使世界文化遗产不受时间和地域的

限制，生动呈现于世人眼前。借助数字

档案，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以新的

形态重现，我们在作为文化遗产继承者

的同时，也成为亲历者和创造者。正如

同路易十三铺设了凡尔赛宫的第一块

石头，400 年后，它依然尝试着以新的

方式，融入新的时代。

（作者为法国索邦大学艺术史与考

古学院研究员）

题图：拉斯科 4 号（国际洞穴艺术

中心）中的洞穴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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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想下去，就觉

得这个世界未免过于神秘，

甚 至 好 像 世 界 之 外 还 有 世

界。总之，不管怎样，潜艇们

是在我们身边像鸟儿一样筑

巢了，成了一道众说纷纭的

风景。”

——韩松《潜艇》

“生命是个巨大的

黑盒子，在山穷水尽之处

总能找到新的出路，延续

向 更 高 处 盘 旋 上 升 的 轮

回 。 一 种 跨 越 生 物 与 机

器界限的新生命。”

——陈楸帆《荒潮》

“在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之

后的若干年里，曾经有很多人提

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航行

了如此之多的星球，但是只在很

少的星球上发现了智能生物，而

且它们多半没有人类的发展迅

速？难道是因为我们是银河系

中最强大的生物吗？——真正

的答案是：我们在摇篮里。”

——迟卉《虫巢》

图片从上到下依次为：

英 译 中 国 科 幻 短 篇 小 说 选 集《碎

星星》；

中德双语科幻杂志《胶囊》出版的

中国科幻小说合集德译本；

刘慈欣《三体》（第一部）德译本；

陈楸帆《荒潮》德译本；

《胶囊》杂志 2023 年第五期。

以上图片均由李双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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