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幻作品恢宏的叙事
结构，常常能构建出一个
包罗万象的“科幻宇宙”，
这为传统艺术跨界升维开
辟了极大空间

科幻与文旅的深度融
合，不仅为相关产业注入
新动能，也助力城市打造
富有未来感与文化意蕴的
独特名片

科幻不仅是文学艺术
题材，更是未来科技构想
的试验田。近年来，“科幻
技术”这一概念屡被提及，
丰富的想象力与前瞻性构
思使科幻逐渐成为科技创
新的灵感来源

把观众放在心中，演员才有力量
和方向。观众对文艺的渴求和热
爱，像一粒种子种在我心中，给了我
信心和动力。

核心阅读

在湖北，一条被誉为八

百里画廊的清江，水波淙淙，

婀娜多姿，穿越崇山峻岭，在

宜 昌 市 宜 都 市 汇 入 浩 浩 长

江。她的源头在民歌《龙船

调》的故乡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利川市，我就是从这

里走出来的土家幺妹。

这里有一个接一个的民

俗节日，有丰富多彩的民俗

文化。有人说，这里的人能

说话就能唱歌，能走路就能

跳舞。我从小就在这样的歌

舞海洋里耳濡目染，爱唱歌、

爱跳舞、爱表演，父母便送我

到湖北省艺术学校（恩施）校

外班学习。在校期间，我专

心学习，表现突出，被挑中参

加湖北省民族歌舞团各类演

出，曾获得全国青年歌手电

视大奖赛民族唱法职业组铜

奖、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新人奖等。毕业后，我留在

团里工作。

在湖北省民族歌舞团工

作的 8 年间，我跟着剧团到

各地演出，有机会走进大城

市，也经常上山下乡走基层，

这对一个演员是再好不过的

历练。我十分珍惜每一处舞

台、每一场演出，既成长为团

里的台柱子，也是团里的一

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既

要独唱，也要参与对唱和重

唱，有时候舞蹈演员不够，还

去跳舞。事实证明，每一次

演出都是对自己舞台经验的

积累。

我一直认为，好演员是

为 观 众 而 生 的 。 把 观 众 放

在心中，演员才有力量和方

向 。 观 众 对 文 艺 的 渴 求 和

热爱，像一粒种子种在我心

中，给了我信心和动力。记

得 2000 年，我随剧团到恩施

州 鹤 峰 县 一 个 偏 远 的 小 山

村 演 出 。 几 天 前 村 里 就 用

广播播发演出通知，从演出

前一天半夜开始，就有村民

打 着 火 把 走 山 路 赶 往 演 出

地点，蹲在院墙边上等着看

表演，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见到这一场面，我全然忘记路

途颠簸的疲惫，充满激情地走上舞台，村民喜欢听什么，

我就唱什么。这次经历凝结成一种情结，一直深深地烙

印在我的心里。

2008 年，我调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工作，在新舞台上

从“零”开始。第一个角色是歌剧《洪湖赤卫队》的赤卫队

员，没有一句台词，但我懂得“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的道理。抱着一颗对歌剧挚爱的心，每次演出我都守在

侧幕边，仔细观察每个演员的表演、站位、唱段，还把每个

角色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后来，我被导演选中在这

部作品中饰演韩英，被誉为“第五代韩英”。接下来，我在

《八月桂花遍地开》中饰演桂花，在《江姐》中饰演江姐，在

《有爱才有家》中饰演刘德芬，在《汉水丹心》中饰演李小

菲……为了塑造好这些角色，我不断挑战和超越自己。

我站在前辈的肩膀向上攀登，力求博采众长，把前辈

艺术家的经验充分吸收到自己的表演中。为了演好角色，

在剧目排练前，我都会给自己的角色写小传，理解角色的

身世和处境，揣测角色在故事中的心理活动，尽力将角色

塑造得立体丰满。在歌剧《天使日记》里，我饰演 30 多岁的

护士长兰之念。为了从细节上把握这个角色，我特意走进

协和医院呼吸科当“护士长”，让自己沉浸在真实环境中，

体会和感悟护士长的工作和生活。在音乐剧《孝·感天地》

里饰演董青枝，起初我对这个角色爱不起来，因为她并不

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慈母形象，这让我无法全身心融入角

色。我试着把自己放到董青枝的年龄段和处境中，想象她

的经历，认识到她那古怪的性格源于既深爱儿子又害怕失

去儿子的心理。妈妈爱孩子有错吗？只是她病了……就

这样，我找到了这个人物的光彩，把握住了这一母亲形象

的内心。谢幕的那一刻，台下响起热烈掌声。我成功塑造

了角色，也挑战了自己。

一路走来，在舞台剧目创作中我不断积累经验，体验

不同角色带来的人生感悟。优秀角色教会了我“在舞台

上演英雄，在生活中更要学英雄”。在回馈社会做公益的

过程中，我更深入地走进基层，从中汲取更多生活养分，

所有这些都成为我艺术人生的动力。

（作者为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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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举行的第八十二届世界科幻大会

上，中国作家作品入围雨果奖 9 个奖项，是历

届入围最多的一次，集中展示了当代中国科

幻的创作实力。《2024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

示，2023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 1132.9 亿

元，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同比增长 29.1%。中

国科幻在阅读、影视、游戏、文旅等领域展现

蓬勃活力，并通过科技赋能、产业创新和文化

出海塑造未来路径，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日

益增长的影响力。

艺术升维，拓宽表现空间

在 经 济 数 字 化 和 文 化 产 业 转 型 的 浪 潮

中，科幻作为创新引擎，推动着多种艺术类型

深入探索，实现跨界赋能。

网络科幻文学凭借其鲜明的科技感和独

特的未来叙事，在出版领域异军突起，引领着

科幻阅读增长。据统计，科幻网文 2023 年度

营收 12.4 亿元，显示出巨大的文化吸引力和

产业潜力。科幻网文通过类型化叙事与科学

精神的深度融合，将网络文学的社会功能与

文化价值引向深入。同时，科幻网文极富网

感，扩大受众群体，让更多读者感受到科幻的

魅力。在颇受好评的《大国科技》《从大学讲

师到首席院士》《保卫南山公园》等作品中，科

学梦想与现实关怀相呼应，不仅拓展了科幻

文学的传播渠道，也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科幻影视与演艺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技术与叙事的双重创新为传统

形式增添活力。电影《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

硬科幻时代，电视剧《三体》将中国科幻剧集

带入新阶段。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

反响，还在海外受到广泛关注。今年夏天，科

幻 微 短 剧《三 星 堆·未 来 启 示 录》第 一 季 上

映。该剧创作灵感来源于三星堆考古，由人

工智能辅助生成。文化遗产与前沿科技结

合，探索了历史与未来交织的叙事模式，促进

了科幻影视的文化表达和技术创新。

科幻不仅为舞台艺术提供内容增量，还

有效提升了舞台表现的科技含量。2023 年，

国内首部人工智能题材舞剧《深 AI 你》上演，

将古典舞与数字技术有机结合，带给观众耳

目一新的数字美学体验。今年 8 月，科幻舞台

剧《中国轨道号·春》在成都科幻馆首演。作

品通过一群孩子的视角，展示中国航天人在

实现载人航天梦想过程中的努力开拓。在剧

场 里 ，观 众 仿 佛 坐 上“ 中 国 轨 道 号 ”飞 向 太

空。在影视与演艺之间的这种跨媒介创新，

深化了科幻叙事的多维表达。

科幻作品恢宏的叙事结构，常常能构建

出一个包罗万象的“科幻宇宙”，这为传统艺

术类型跨界升维开辟了极大空间。另外，科

幻依托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步

应用，提升科幻的艺术表现力，放大其影响力

与产业价值。

赋能文旅，打造文化名片

文旅产业凭借其辐射带动作用，成为推

动经济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科

幻以其独特的未来视野与科技想象，成为文

旅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科幻与文旅的深度

融合，不仅为相关领域注入新动能，也助力城

市打造富有未来感与文化意蕴的独特名片。

近年来，北京以科幻产业为突破口，推动

工业遗产功能重塑与创新转型。2020 年石景

山首钢园打造了全国首个科幻产业集聚区，

通过政策扶持、平台搭建、场景构建和企业培

育，聚集 200 余家科幻企业及机构，形成了科

幻产业生态圈雏形。目前，首钢园已拥有无

人驾驶、元宇宙展示等多个科幻应用场景。

其中，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将 XR（扩

展现实）技术与工业遗产深度融合，打造沉浸

式太空探索主题科幻综合体。该项目应用

5G、云计算、数字孪生等前沿科技，将工业遗

产转化为具有未来感的太空星舰主题场景，

诠释了“科技+文化”的魅力。科幻与文旅的

深度融合，既保有首钢园的物理形态，延续其

历史意义，又有效激活工业遗产，使其在新语

境中焕发活力，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城市与社

会发展的思考与想象。

作 为 第 八 十 一 届 世 界 科 幻 大 会 举 办 城

市，成都积极推动科幻产业赋能城市文化与

科技创新。成都科幻馆在大会结束后迅速

完 成 内 部 业 态 的“华 丽 转 身 ”，以“科 幻 +科

普+文旅”理念，打造集科幻场景体验、前沿

科技展示和科幻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

主题场馆。未来，成都将通过构建“1+N”科

幻主题地标群，以世界科幻公园为中心，串

联多个科幻网红景点和消费场景，打造科幻

文旅项目集聚地。同时，成都还计划将科幻

与巴蜀文化结合，推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

科幻景点。

城市作为社会空间，既是物质的集合，也

是文化的载体。科幻融合未来视野与科技愿

景，为城市增添新的文化内涵，有效提高了城

市辨识度。

创意引领，促进技术迭代

科幻不仅是文学艺术题材，更是未来科

技构想的试验田。近年来，“科幻技术”这一

概念屡被提及，丰富的想象力与前瞻性构思

使科幻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灵感来源。科幻

技术不仅激发了关于未来产业结构的思考，

还通过虚拟实验探索可能的技术路径。我国

科技企业早在 2016 年就启动“凡尔纳计划”，

通过科学家与科幻作家的跨界合作，探索科

技前沿领域，尝试借助创造性思维与严谨的

逻辑推演，揭示未来技术的潜在发展方向，为

当下科技创新提供启示。

以脑机接口为例，它既是科幻世界中的

常 见 技 术 ，也 是 现 实 中 极 具 潜 力 的 研 究 方

向。科幻作品中早有人类思维活动直接操控

外部设备的内容。如今，脑机接口正从科幻

设想逐步走进现实。这恰是科幻技术的独特

魅力所在——通过对未来世界的大胆想象与

理性推演，为科技创新提供想象场景，再经过

多维度表达，拓展人类对未来科技的认知，促

进现实科技的跨越式进步。

无论是世界科幻大会，还是中国科幻大

会，都彰显了对科幻技术领域的高度重视与

持续关注。2023 年，第八十一届世界科幻大

会发布“科幻作品中的十大未来科技”榜单，

揭示了当前科幻领域最具前瞻性的技术设

想，如太空电梯、赛博空间等。其中，电影《流

浪地球 2》中的太空电梯，凭借其令人瞩目的

展示，荣登“最受大众期待的未来科技”榜首。

中国科幻大会作为国内最大规模的科幻

产业新品发布平台，定期举办新产品、新技

术、新场景发布会，集中展示了科幻技术领域

的重大原创成果。2024 年发布的开放世界演

化引擎、智脑人形机器人和科幻探索馆等，展

示了当前科幻技术的前沿趋势与应用潜力，

为产业资源的整合与应用提供契机。中国首

个国际化综合科幻奖项科幻星球奖的设立，

不仅为科幻技术应用提供激励机制，还通过

细化奖项类别，如最佳科幻创作技术、最佳科

幻体验技术、最佳科幻产品创新等，促进对科

幻技术的深入探索。

科幻作为人类未来探索的想象与前瞻，

承载着技术革新的愿景，在推动产业变革、实

现未来构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幻的力量

不止于文艺，其系统性思维与逻辑推演启发

未来产业重构，激发技术创新灵感，推动构建

新兴产业链。科幻也凭借其特有的跃维思

考，对未来生活提出构想。智慧城市、可持续

技术、人与智能系统的共生关系等议题，在科

幻的虚拟试验场中实现了探索与演绎。

从脑机接口到数字空间，科幻中的技术

设想正从虚拟走向现实。通过创意引领与技

术迭代，科幻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持续动力。

未来，科幻必将继续激荡想象力的潮流，推动

人类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塑造更具智慧与新

意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图为在世界科幻大会主题展览上，一

名小朋友使用虚拟现实设备观赏太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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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8 日 ，杭 州 亚 运 会 圆 满 落

幕。不到一年，沉浸式数智演艺秀《湘湖·雅

韵》在杭州市萧山区上演。作为亚运遗产开

发项目，作品由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创作团

队打造，延续国风国潮、数实融合的艺术风

格，接续讲述杭州这座城的故事，对“风雅处

处是平常”的宋韵生活进行活态呈现，成为文

旅融合的一次独特尝试。

杭州湘湖，山水相依，城湖合璧。创作团

队开掘当地历史，编织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

故事。观众跟随数智人开启时空旅行，第一

站便来到悠远神秘的跨湖桥文化。跨湖桥遗

址 位 于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湘 湖 镇 ，距 今 8000 至

7000 年，是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

从被发现的那一天起，关于它的谜团就从未

消散。这样的神秘感对观众有着天然的吸引

力，更可供艺术创作发挥想象力。作品将水

上舞台与喷火装置巧妙组合，勾勒出千百年

前跨湖桥人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与深情。在

“水与火之歌”里，考古发现以具有仪式感的

方 式 生 动 呈 现 ，激 发 观 众 对 中 华 文 化 的 敬

仰。历史与现代凝结于斯，观众置身科技与

文化融汇而成的沉浸式演艺空间，更加坚定

了文化自信。

作品用光影雕刻山水意境，着力营造充

满诗意的艺术氛围。与封闭舞台演出不同，

实景演出尤其考验远景与近景相结合的设计

能力。近景舞台节目与远景自然风光相融相

促，作品整体效果才能浑然一体，为观众提供

进入演艺情境的入口。对作品的远景设计来

说，烟雨江南本就如诗如画，用恰当艺术手段

展示其中的美，起到画龙点睛作用，对创作团

队来说是巨大挑战。随着演出推进，夜色降

临，灯光变成了湖光山色的雕刻师。演艺空

间以天为幕、以水为台、以山为景，舞台置景

融合山林、湖水、草木的自然之美，构成一幅

山水画卷，令人沉醉其中。

在近处的舞台空间，多个“名场面”带观

众梦回亚运。“雅韵”，既是亚运的谐音，也是

湘湖的文化内涵，更包含着“以湘湖之韵展

亚运之韵”的美好愿景。犹记得杭州亚运会

开幕式现场，承载着亚洲亿万人热情的数字

火炬手与运动员共同点燃主火炬塔，独特的

点火仪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数智演

艺 秀 中 ，主 火 炬 塔“ 钱 江 潮 涌 ”被 搬 运 到 湘

湖，白天作为景观装置，融入自然风光，成为

当地新的打卡点；当夜幕降临，主火炬塔则

化 身 为 实 景 演 艺 的 焦 点 ，浓 缩 亚 运 高 光 时

刻 ，供 更 多 未 曾 去 到 开 幕 式 现 场 的 观 众 观

赏。除了主火炬塔，作品还将杭州亚运会开

闭 幕 式 的 诸 多 精 彩 瞬 间 移 植 到 演 出 现 场 。

无论是演员在水上翩翩起舞，还是数字画卷

的徐徐展开，这些别具新意的舞台呈现，体

现出主创团队将亚运遗产转化为常态化驻

演的精心构思，也使更多观众沉浸于亚运魅

力与传统文化。

当前，文旅融合脚步加快，主创团队顺势

而为，设置互动环节，丰富观演体验。观众可

以和演员们近距离互动，体验宋代市集生活，

一起报菜名、吃西施糕、喝特色酒……还有古

代文人墨客在身边游走，与观众一起吟诗作

对，一同欣赏传统杂技演出。这些创意十足

的互动环节，使作品不仅表现了宋韵文化之

“雅”，还具备了雅俗共赏、可触可感的特色。

借助作品，观众可以领略杭州独特的城市文

化，生发进一步探索这座城市的兴趣。

“因为一场演出，爱上一座城市”，《湘湖·
雅韵》让亚运记忆在舞台延续，让千年宋韵在

湘湖之上流动起来、传承下去，成为当地文旅

的“流量密码”。希望有更多城市进行新的探

索，找到文旅融合发展的“点睛之笔”，带给人

们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验。

文旅融合的独特尝试
冷 凇

聚焦中国科幻

图为沉浸式数智演艺秀《湘湖·雅

韵》剧照。

沙晓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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