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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研R

近几年，中国科幻领域出现了

一些可喜的变化。当代科幻小说扬

帆出海，科幻影片连连收获好口碑，

来自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家、编辑和

作 品 入 围 了 2023 雨 果 奖 的 5 种 奖

项，世界最高规格科幻盛会——世

界 科 幻 大 会 将 于 10 月 落 地 中 国 。

可以说，科幻在中国正茁壮生长。

随着中国科幻从小众领域走到

了聚光灯下，我也经常会被问，什么

使中国科幻成为中国科幻？在我看

来，这个时代，很难概括中国科幻有

什么共同特质，每个作家的风格、题

材和表现方式都不一样。世界科幻

有的题材和作品类型，中国科幻也

都有。

中国科幻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

到清末民初，这离世界第一篇科幻

小说诞生的时间并不是太久。梁启

超、鲁迅等文人学者都翻译或者写

过科幻小说。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

很长，又不断重新生长。目前来看，

我们是发展得最好的一代，也是最

受关注的一代。究其根本，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培厚了科

幻发展的土壤。如果回到 30 年前，《流浪地球 2》很难拍成，

因为投资人会说，这个电影不可信。中国的飞速发展为科

幻文学和科幻产业提供了支撑。

如今，很多高科技的表现方式，营造出逼真的画面质

感，让人们想象中的画面得以实现，促进科幻影视的发展。

与此同时，科技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幻的神

奇感，以及人们对未来世界可能模样的期冀，这对科幻文学

是一种挑战。一个科幻创意可能在过去很震撼，没过多久

就变得平淡无奇了。这对科幻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 月，山西阳泉举办了首届科幻文化活动周，并面向全

国青少年科幻文学爱好者征文。在接收到的一众投稿中，

大量的作品都反映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对未来社会的改

变，而以往科幻小说最津津乐道的太空探索主题就少了一

些。这种变化趋势，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进步对科幻

文学的影响。

总体来说，中国科幻无论是读者数量、作家群体规模，

还是有影响力的作品数量，都相对较少。面向未来，中国科

幻如何“热”下去、走出去？

首先，中国科幻要走向世界，在题材上不能局限于本

土，更应该关注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在科幻里面，人类

作为整体存在，《三体》在海外受到欢迎，正是因为其中的价

值观引起了世界读者的共鸣。

此外，科幻创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科幻文学是大众

文学，它需要市场。科幻影视需要大制作、高投入，如果真

的想让科幻文学保持活力，必须和市场达成平衡。

如今，全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为中国科幻发展营造了良

好空间。根本来说，世界科幻的每一次繁荣都与时代浪潮

息息相关。我们的时代既需要科幻文学，又提供了科幻文

学的土壤。我们正处在这个机遇之中，并且在未来，中国的

发展还会为科幻的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作者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

会主任，本报记者付明丽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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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
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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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8月 23日电 （记者顾春、武少民）22 日，第

五届“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浙江

金华拉开帷幕，来自 29 个省份的 270 名选手展开激烈角

逐。本届赛事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南

开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金华市人民政府承办。入围选手

分为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大学生、留学生 5 个组

别，围绕经典诗词讲解、古典诗词当代传承等主题，切磋比

拼诗词传讲艺术、学识见解和教育技能。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是中华经典诵写讲

大赛的组成赛事之一，自 2019 年起每年举办。第五届“迦

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历经初赛、复赛、半决赛等环

节，参与人次超过 20 万，在促进中华优秀诗词的研究、教

学、传播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总决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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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高耸的围墙、屹立四角的炮楼、敦实

厚重的墙体……客家围屋，中国民居特色建

筑，曾护客家先民数百年安居乐业。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的龙南市，是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中国围屋之乡”，保存

有 376 座客家围屋。

时移境迁，古老的围屋一度面临倒塌甚

至消失的风险。龙南市系统实施围屋保护修

缮行动，并推动活化利用，让一座座围屋焕发

出新的光彩。

实施抢救性保护
“对围屋的保护修缮迫在

眉睫”

傍晚，走进龙南市南亨乡东村村下兴围，

余晖倾洒在一垛垛斑驳的老墙上，围屋前的

地坪上，晒满了金灿灿的稻谷和玉米。

晚饭过后，陈建东照例来围屋巡看。“看

看老墙体有没有倒塌、墙面有没有脱落、屋面

是否完好。”下兴围是下兴村陈氏家族的祖

宅，作为围屋产权人之一和修缮理事会会长

的陈建东，最关心的就是围屋的保存情况。

客 家 围 屋 ，即 客 家 人 建 造 的 围 合 式 民

居。千百年来，客家人从中原迁徙他乡，兴建

集 家 、祠 、堡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围 屋 建 筑 ，聚 族

而居。

时代变迁，一部分村民搬出围屋，但古老

的围屋仍然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是

敬宗祭祖、团结宗亲的重要场所。逢年过节，

陈氏家族后代都会在下兴围祠堂举办祭祖、

庆祝等活动。

“我们现在看到的下兴围，是去年政府实

行奖补政策后，对围屋外部进行整体修缮后

的样子。以前，家族每年捐的几万块钱，仅够

修缮祠堂用，无力顾及围屋其他部分。”陈建

东说。

“屋养人，人也养屋。围屋都是土木或砖

木结构，长年不住人，加上风雨侵蚀、蚁虫侵

害，年久失修，晴天怕着火，雨天怕倒房。”龙

南市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平热爱客家文

化，该中心也是龙南围屋保护修缮和活化利

用工作的主要牵头单位。

2018 年，潘平开始对龙南围屋进行田野

调查，早上 6 点不到就起床，实地走访完几座

围屋再去上班。3 年下来，他走遍了龙南的所

有围屋，系统收集整理了围屋名称、地址、建

筑年代、产权、损毁程度等信息。

“过半围屋局部残损或严重残损，有的仅

存遗址和仅存围名。”潘平眉头紧锁，“对围屋

的保护修缮迫在眉睫，至少要先实施抢救性

保护。”

2021 年 12 月，龙南市印发《龙南市客家

围屋保护修缮利用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提出要探索建立客家围屋保护体制

机制，重点实施客家围屋保护修缮工程，加强

周边环境整治，在妥善保护的基础上，推动客

家围屋的活态利用。

谁来保护？
“形成政府部门、国有企业、

社会资本、产权人多方参与、多
级联动的围屋修缮格局”

事实上，2010 年至 2021 年，龙南相关部

门先后 20 次对 15 座围屋进行维护修缮，耗资

3840 余万元。然而，仅靠政府的力量，还远远

不够。

政府搭台，社会力量“唱戏”。《方案》鼓励

围屋产权人筹资修缮，鼓励企业和乡贤等参

与围屋修缮与利用，政府实行监管。龙南市

财政两年安排 2000 万元，对每座完成修缮并

通 过 验 收 的 围 屋 按 修 缮 资 金 的 50%实 行 奖

补，一座围屋奖补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以此调

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根据文保级别、保护利用价值、交通便利

度等条件，《方案》把围屋分成五大类：一类为

国家、省文保单位，有 8 座；二类为赣州市、龙

南市文保单位，有 34 座；三类为城市规划区和

工业园区范围内围屋，约 60 座；四类为交通主

干道沿线和分布零散但保存较为完好的围

屋，约 120 座；五类为其他围屋。

“一类围屋有专项资金，主要对二、三、四

类围屋采取社会力量修缮利用、政府奖补监

管的模式；五类围屋则以维持现状保护为主，

保留祠堂、围墙等文化意象，等条件更加成熟

后再进行修缮活化利用。”潘平介绍。

陈建东介绍，下兴围属于第四类，现有产

权人 90 余户，去年筹得修缮资金 32 万元，获

得政府奖补资金 16 万元，更换了屋面和小青

瓦，修缮了外墙体。

“奖补政策的撬动效果明显。客家人宗

族观念强，对维系宗族情感的老围屋本身就

看得重，有了政府奖补，围屋产权人自筹意愿

就更高了。去年，南亨乡整体修缮了 4 座围

屋。”潘平说。

对于开发价值高、交通条件好的围屋，乡

镇发挥牵头作用，把围屋整体流转给合适的

企业或乡贤，进行保护修缮、活化利用。

走进关西镇翰岗村佛仔围，房间内，工人

们正紧张地施工装修。原本破败的老围屋正

蜕变成一家民宿。翰岗村是民宿投资人徐春

华的外婆家，盛满了童年玩耍的记忆。“对这座

围屋有感情，不忍心看它衰败下去。”徐春华常

年在大湾区经营民宿，有着丰富的经验。

对于配套优势不突出，但又具备开发价

值的围屋，部分乡镇探索出乡镇先期修缮、后

期招商的模式。

龙南镇整合新农村建设、上级奖补、乡贤

捐赠等专项资金 400 多万元，对红岩村烟园围

新围和老围进行了整体修缮，再由本地一家

公司对围屋内部装修，招引各类业态。“双方

商定，公司每年利润，镇里和村里拿四成，公

司拿六成。这种模式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大

家都获益。”龙南镇党委书记欧忠平说。

此外，龙南还运用国有资本积极打造围

屋开发利用标杆项目，目前，龙南旅游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修缮并开发利用了

13 座围屋。

“去年撬动社会各界资金近 3000 万元，完

成围屋修缮 31 座，实现活化利用 11 座，基本

形成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社会资本、产权人

多方参与、多级联动的围屋修缮格局。”潘平

说，允许多种模式存在，目的就是让尽可能多

的围屋得到保护。同时，政府加强监管，确保

工程质量，不改变围屋的基本建筑风貌，杜绝

“拆真建假”“过度开发”“建设性破坏”，禁止

把围屋变相建成私人会所等。

怎么保护？
“坚持‘能修不换’‘最小干

预’原则，恢复建筑原有历史
风貌”

午后，烟园围新围内，草木葱郁，幢幢房

屋错落有致。屋面的小青瓦、墙上的三合土、

脚下的鹅卵石……浓浓的古意，扑面而来。

今年 63 岁的李明华是赣南客家围屋营造

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去年开始他担任烟园

围新围修缮顾问。“修缮一座围屋，比新建一

座围屋还难。”李明华直言，“难在复原，保持

原来的结构、尺寸、样式，坚持‘能修不换’‘最

小干预’原则，恢复建筑原有历史风貌。比

如，有时修屋面和梁柱，需要拆里面的榫卯和

斗拱，修完又要装回去，怎么拆不会被拆坏，

这就要靠技术和经验。”

李明华指着围屋内的一面墙，向记者介

绍：“当时，这面墙上面完好，下面开裂严重，

又不能完全推倒重砌。我们诊断，开裂原因

是地基下沉。于是，我们就先加固修复地基，

再拆下面的墙体，边拆边用支架撑起上面的

墙体，最后砌墙。”

“为了修旧如旧，针对围屋外墙面的三合

土，我们就下了不少功夫。虽然我们知道三

合土是由黄土、石灰、河沙配比搅拌而成，但

是为了调制出和残存墙体三合土相近的颜

色，我们做了十几次试验，花了大半个月。”负

责修缮烟园围新围的江西商辉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吴才明告诉记者。

为规范全市围屋保护修缮行为，龙南市

制定了《客家围屋保护修缮实施细则》。残损

缺失 1/2 以下或 3 厘米以内的地面青砖只需

补嵌；砖墙开裂修复，细微裂缝（0.5 厘米以

下），采用白灰砂浆勾缝；木构件做旧处理，配

料红茶一两、黄芷一两、研磨墨汁适量、饮用

水 3.5 公斤……从地面维修、墙体维修、楼板

楼梯维修，到油漆处理、防虫防腐、排水整治，

该细则对围屋维修方法给出了详尽的指导，

可操作性强。

去年 2 月和 5 月，龙南市客家文化研究中

心牵头举办了两场围屋保护修缮现场教学

会，每个乡镇选派 2—5 名工匠参加学习，相关

部门和全市承接围屋修缮工程的公司也一同

学习，李明华等几名老师傅现场教授并演示

围屋修缮技艺。

长期对围屋和古建筑感兴趣的 90 后小伙

赖门锋，过去做普通建筑工程，去年他参加了

现场教学会，组建了一支围屋修缮队伍，很快

他就开始崭露头角——今年 5 月，他接到了渡

江镇象塘村水围整体修缮“大订单”。

水围修缮难度不小，围屋正门一整堵墙

向外倾斜 10 多度，有重大安全隐患。镇里要

求确保安全的同时，保持美观，还给他发了一

张其他围屋类似问题修缮完的照片——紧挨

外墙垒几处形似小山包的凸出结构，以此支

撑倾斜墙体。

“太丑！不符合围屋建筑风貌。”赖门锋

花了小半个月分析结构受力、做结构设计、准

备物料，决定贴外墙建 6 根方形钢筋混凝土大

柱子支撑，主柱长宽 1 米× 0.7 米、墩子 1 米× 1
米、地基 2 米× 2 米，外刷三合土，以求统一。

“最近来参观的工匠不少。”赖门锋颇为得意。

今年，龙南又有 20 座围屋被纳入保护修

缮计划。与此同时，一支超过 100 人的围屋修

缮工匠队伍正快速成长，其中不乏像赖门锋

这样的年轻人。

怎么利用？
“因地制宜，因围制宜。以

实用为导向，以利用促保护”

清晨，缕缕阳光透过一层轻纱似的薄雾，

照射在高耸的燕翼围上，百年老围迎来新的

一天。

前 一 天 下 午 从 大 湾 区 过 来 游 玩 的 陈 女

士，选择入住燕翼围旁的栖翼围民宿。一早，

陈女士漫步在围屋内外，独享这份宁静与悠

然。“触摸梁柱、轻抚窗棂，俯瞰青砖黛瓦、仰

望高墙炮楼，无数个瞬间，古朴的客家文化和

客家围屋让我着迷。”陈女士说。

燕翼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赣南

最高的围屋，周边还分布着大大小小 26 座围

屋。“我们发挥围屋资源集中的优势，把古围、

古巷、古塘、古桥、古井串联起来，建设独具特

色的客家文化古镇，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客家

风土人情，感受客家文化传承。”杨村镇党委

书记赖伟胜介绍。

“商业业态固然重要，我们也深知，文化

是‘魂’。搞围屋活化利用，要挖掘好、展示

好、融合好客家文化，不能只借一个围屋‘壳

子’。”赖伟胜说。

把一簇线的一端固定在墙上，另一端绑

在腰上，77 岁的客家冬头帕和织带县级非遗

传承人赖淦妹手持带尺，左右穿梭，不一会

儿，五颜六色的丝线编织成精美的花纹图案，

呈现在细长的客家织带上。好奇的游客围了

一圈又一圈，定睛细看。

62 岁的锡匠师傅廖房秀制作、展示、售卖

客家锡茶壶酒壶；73 岁的篾匠师赖庆旺编织

的竹斗笠摆满了门前的石阶；围屋群内有 500
多年历史的龙南杨村龙舟赛是省级非遗，每

每开赛，热闹非凡……

“因地制宜，因围制宜。以实用为导向，

以利用促保护。对围屋的活化利用是灵活

的，我们引导各乡镇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打

造业态、突出特色、塑造品牌，走差异化发展

的路子。”龙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党

组书记蔡石海说。

烟园围新围是龙南著名的“红军围”，上

百名红四军战士曾在此驻扎，围内至今留存

30 余条红军标语。龙南镇充分利用这一红色

资源，在围内布设红军标语陈列、红军战斗和

生活场景再现等主题展览，把烟园围新围建

成龙南红色教育重要阵地。

而占地面积更大的烟园围老围经过整体

修缮，引进了书画工作室、共享茶室、餐饮等

各类业态。“我们的想法是，借新围吸引游客，

研学团、旅游团参观完新围后，就来老围休闲

放松。”欧忠平说。

“围屋修得很漂亮，村里也热闹起来了。”

村民唐明清是烟园围产权人之一，如今，他一

年能拿 800 元流转费，游客多的时候还出来摆

摊，一个月下来便有 1500—2000 元的收入。

龙南城区边上的鸦背和光围被打造成夜

市；关西围景区内的田心围和圳下围被改造

成民宿，满足游客就近住宿需求；位于龙南高

铁站对面的栗园围是龙南最大的村围，保留

有完整的村庄格局，将被打造成客家主题商

业集市……

“2021 年赣（州）深（圳）高铁建成通车，龙

南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经济圈’，直接面向大

湾区旅游消费市场，渗透赣闽粤、新马泰等全

球客家市场。目前龙南已和赣闽粤主要客源

地 100 余家旅行社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同时我们以筹备世界客属第三十二届恳亲大

会为契机，不断丰富旅游产品，设计客家文化

之旅等特色旅游路线，举办‘围屋之夜’乡村

音乐节、客家龙舟赛等本土旅游节庆品牌。

今年以来，龙南共接待了近百万人次的围屋

游旅客。”蔡石海介绍。

图①：航 拍 位 于 龙 南 市 关 西 镇 的 西 昌

围。 施鸿雄摄

图②：在龙南市杨村镇燕翼围内，织带手

艺人在展示客家织带制作技艺。

李林烜摄

图③：位于龙南市关西镇的佛仔围一角，

原本闲置的老屋被改造成民宿。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江西省龙南市实施客家围屋保护修缮利用行动江西省龙南市实施客家围屋保护修缮利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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